
秋风竹叶似雨声，雨打芭蕉更凄清。

蓬门连落三日雨，灶冷无钱囊中空。

穷则思变脱贫困，儒林衣食路可行。

腹中辘辘常不懈，寒窗萤火下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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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这个讲话中谈到：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

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

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

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难的

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

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

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

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

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

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

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

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

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庐山会议以后，军

委一致的精神就是要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

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

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

想。

21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整理稿作了批示：

恩来同志：

此件由田家英同志主持，有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及

其他几位同志参加，集体读过两遍，作了一些小的修改。然

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很好。现送上，请酌定，即办。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一日

第八、第十两页中的问题，请着重研究一下。

22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住地接见了调查组全体

成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参加了这次接见。

毛泽东先是一个一个地问了每个人的名字，接着讲了

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最后他向调查组的同

志们提出了六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

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

（指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

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第

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

的劳动。

接见了调查组后，毛泽东离开武汉赶到长沙，听取了王

延春的汇报，王延春侧重于向毛泽东谈了湖南当时阶级斗

争的一些表现。谈话后，毛泽东即离开长沙返回北京。

3月 23日 12时 14分，专列到达郑州，停在铁路专用线

上。正在河南参加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的中南局第一书记

陶铸、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省委

工作会议情况。

24日下午 1时 10分，毛泽东接见了河南各地市委书

记。陶铸、刘建勋、省委常务书记文敏生参加了会见。

15时 44分，专列离开郑州返京。

19时，专列途经邯郸。在邯郸停车休息。

在邯郸，毛泽东给邓小平等写了一封信：

小平、尚昆、冷西同志：

林克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

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

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

25—28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

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

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说明初来只

是试用，如不行，仍回原职。他作林克的助手，林克回来，他

就下放，他回来，林克再下放，如此循环下去。还有，要能保

守机密。

此外，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

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

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

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

换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

人。

以上两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五日

25日 18时，专列离开邯郸返京。

2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四十三 南下召开军事会议，返京途中拐向天津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

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

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1962年 5月 1日，毛泽东对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

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

稿）》批示：“退总理。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

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广场上的大联欢和

节日的焰火，并且接见了一批外国首任和新任驻华大使、代

办。同时分别接见了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贵宁·奔舍那

和夫人及以阿乌阿·凯塔夫人为首的马里妇女代表团。

2日，毛泽东离京。

当天晚上，刘少奇召集开会，布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

于 5月 7日至 11日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这次出巡，一路没有像过去那样同沿途所经省、

市的领导谈话，专列一路南开。

途经蚌埠，毛泽东接见了列车司机并同他一起照了相。

3日下午，专列途经无锡，无锡市委第一书记何冰皓到

车站迎接。

5月 5日下午专列离开无锡去上海。

下午，专列到达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郊外，时常到锦

江饭店办公。 （未完待续）

连续数年，每逢冬季，我都会和几位影友

驱车到天鹅湖小住几日，美其名曰“采风”。

虽是这样说，其实心里知道，我是“醉翁

之意不在酒”，真正念着的是天鹅那优哉游哉

的惬意以及夜宿湖畔农家时的安怡静谧。

今年也不例外。

初冬刚刚到来，太阳依旧暖暖地照着，路

边黄杨的叶子还在风中摇曳着不肯飘落，我

便有些按捺不住思绪，同好友相约，驱车来到

了天鹅湖畔。

我们常去的天鹅湖有两个，一个是位于

三门峡的天鹅湖湿地公园；一个是山西平陆

的大天鹅湖景区。两个景区相邻不远，却分属

两个省份。

三门峡天鹅湖在多年前，只是溅河流入

黄河时，当地政府为了调节生态环境和气

候而截出的一片水域。随着黄河库区生态

环境的改变，约在十年前，有数以万计的白

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经过长途迁徙，飞

来过冬，栖息在湖面上，并且数量逐年增

多，以致形成规模，成为景观。每年冬季，小

野鸭先期而至，紧接着天鹅也翩跹飞来。今

年更是多了一个不速之客：成群结队的红

嘴鸥也簇拥而来凑起了热闹。有了这么多

美丽飞禽的点缀，略显萧瑟的湖面骤然生动

活泼起来。

成千上万只白天鹅在这里，自由自在地

飞翔、飘游、嬉水、觅食，安详地休养生息。它

们或飞、或游、或走、或卧、千姿百态，再加上

几叶枯黄的芦苇点缀其中，便成了一幅美妙

的冬日画卷。

兀地，静谧的湖面传来一阵骚动，两只天

鹅展翅意欲飞向天空。仿佛是受到了感染，紧

接着，数只天鹅一齐扑棱起翅膀，红红的脚掌

掠过水面，带起了串串晶莹的水花。渐渐地，

它们挣脱了水面的羁绊，轻盈着翅膀，排成一

排向远方翱翔而去。

三门峡天鹅湖广阔明澈，碧波荡漾，天鹅

相对较为集中。但由于同天鹅的距离较远，出

现在镜头中的大都是一片模糊的身影。于是，

我便同友商议，准备驱车赶到山西平陆天鹅

景区，以便可以近距离地与美丽的“仙子”接

触。

平陆景区濒临黄河，依山傍水，保持着原

生态的自然风貌。车到天鹅湖，暮色已近。尚

未走进景区，便听到了天鹅独特的叫声。

黄河湿地岸边长着很多芦苇，成群的天

鹅在湖中游来游去，穿梭于芦苇之中，构成一

幅幅诗意的画面，吸引得众影友追逐而来。

夕阳的余晖洒在湖面上，荡起金色的粼

粼波光。婀娜着身姿的天鹅沐浴在一片金色

的光辉中，完全无视游人的存在，兀自安详地

梳理着洁白的羽毛。

第二天早起，我顾不得仔细洗漱，拎起相

机便朝天鹅湖走去。天气似乎还不错，淡淡的

雾霭弥漫在湖面，有些梦幻的味道。初冬的早

上，气温已降至零度左右，颇有些寒意了。痴

迷的影友们却顾不得这些，早早地拿着各种

各样的设备，全副“武装”地站在围栏边，静静

地守候着，期望能拍摄到天鹅展翅高飞、嬉闹

游玩的精彩画面。

为了捕捉到瞬间的美丽，大家往往一待

就是几个小时。有些摄友高大的身躯几乎附

在了三脚架上，两只眼睛全神贯注地透过炮

筒般粗的长焦镜头，凝视着湖面，将白天鹅的

每一个动作，定格在镜头中。还有些摄友沿着

漂浮在水面的木板栈道向人少的地方走去，

希望能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天鹅的魅力。

有了去年冬季因栈道结冰摔倒的前车之

鉴，今年我的脚步缓慢而警觉，几乎是小心翼

翼地往前挪动，眼神却时刻留意着湖水中天

鹅的动态。

眼前的水岸边，有随风摇曳的芦苇，也有

一些半淹没在水中的玉米秸秆。这些秸秆硬

且直，虽没有水生植物那般柔美，然秸秆上几

柄飘逸着的枯叶透着亮光，水中的倒影蜿蜒

游离，几只天鹅萦绕其中，倒也有了些芳草萋

萋、浮光掠影的灵动。

一群洁白的天鹅，从淡淡的晨曦中，缓缓

向我身边浮来。在碧绿清幽，波光潋滟的湖水

中，或成双成对，或家族成群，或独处一隅，悠

闲地尽享美好时光。

此时，水草静静，湖水清清。伫立湖畔，遥

看天鹅轻盈地舞动梦幻般的翅膀，飘逸着优

美的线条，像朵朵白云消失在蔚蓝的苍穹。

那高高挺起的脖颈让我想到一种高贵的

生命姿态，而这，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

很难寻觅到了。那种高雅、自信、悠然的神态，

以及由内到外漫溢着的优雅和风情，让旁观

的我有些感悟。

想这世上，连一只天鹅尚能如此优雅淡

定，作为有着高等智商的人们，又怎能不保持

一种气定神闲的淡然恬静？面对凡尘俗事，无

论悲喜，无论得失，我们都要学会泰然处之。

让那一低头一回首的优雅，在素白年华里，挥

洒出一种典雅无华的最美风韵。

天鹅之魅
●陈素贞 文／图

朋友从京返汝，相约去西关桥头喝素胡辣汤。

早上 8点多钟，我接上几个老友共往。刚上车，朋友就

开始感慨：“这两年每次回到家里都有新的感受，你看这个

路口又新加了一条车道。咦，行人通道上的拉膜伞漂亮又惠

民，啥时装的？你听，还有声音提示呢！”“这是提示市民遵守

交规，同时也解决了盲人过马路的难题！”一老友笑道。“对，

一举两得。昨天回来时还下着雨，那么多车还道路畅通，行

人也没见闯红灯。当时还感慨老家人素质越来越高了，看来

这些基础设施功不可没呀！”一路上朋友们兴致勃勃，看到

这儿新建个游园，那儿多出个花圃，都要讨论一番。

“中大街也修了？这门面清清洁洁，招牌整齐划一，多

美！以前的店面皮帘子污浊邋遢，苍蝇嗡嗡。这素胡辣汤，

上次回来就馋着想吃哩，可是想到卫生条件就没来。”“那

是，要不是美味，舍不得这一口，谁也不愿意来。”我们几个

附和着。

住得远，我也有月余没来了。店里新装修过，水泥地面

换成了米白的瓷砖，墙面下部也贴上了洁白的瓷片，还新

做了吊顶，到处看着干净舒服。

“来 5大碗！装修了？”我问老板。

“好嘞！街道整治得那么好，咱这店内环境也要跟上

来！不能给市里抹黑不是？”老板边盛饭边笑眯眯地应道。

秘制的高汤醇香温润，里面洒上碧绿的葱花，金黄的

油炸豆腐丝，再来几滴小磨香油，让人垂涎欲滴！一顿呼

噜，几碗净光。“真美，过瘾！”朋友舔了下嘴唇，抚摸着肚

子。“环境好了，味道却还是那么地道，爽！”“是呀，不过这

一段只能算收拾。东边那段正改造呢，修旧如旧，更能展现

汝州古韵，先睹为快，走起！”一朋友建议。“走起！”一群人

异口同声！

那天，我们游览了古朴雅静的中大街，赞赏政府的大

气魄、好政策；参观了在荒坡废土上新建的汝瓷文化产业

园，惊讶设计理念先进，建设的日新月异；流连于虎狼爬岭

洒播成的朔平花海，沉醉在秋日丽景……无限感叹，一路

啧啧称赞，一路欢声笑语，兴高采烈。

返程途上，朋友意犹未尽：“汝州真是巨变呀！以前一

个自行车，从东到西半小时转完，现在开着车一天还转不

完！真是大汝州呀！”

“那你就回来发展，天天看！”

“是呀，该回来！现在咱家道路宽了，建筑整齐了，基础

设施不比大城市差，关键城市的整体素质更好。如此好的

环境，作为汝州人，我真应回来为建设大汝州出点力！”

“好，大汝州！”一车人都笑了。

汝州
●相朝阳

大

今天或许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

天，虽然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次上台而

已，但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没有上过一

次台，举手大概也不超过二十次。

上午第四节是语文课，老师不出意

料地选人上台念日记，我想被选中，也

不想被选中，真是矛盾。

不过，我发现老师并没有像往常那

样，挑那几位经常被选中的同学，而是

按照座位，每排挑一个同学。马上该选

我们这排的了，我总觉得自己会被选

中，不过老师却挑了我的同桌，顿时我

觉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但又

感觉有点失落，

不知为何。

突然，我听

到有人叫我的

名字“何明泽”，我被叫了上去。当时我

的脑子一片空白，也没有想什么，拿着

日记本就上去了。上去后脸和耳朵都

非常热，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说不

出来。

念的时候，我先呼了一口气，刚念

半个字又被憋回去了，然后我又呼气，

这个动作，我做了五六次才念出来一个

完整的字。最后，我终于念完了，我也不

知道自己是怎么下去的，好像是跑下去

的。然后我哭了，这是我第一次上台，它

是一个秘密。

对于一个很少或没有被表扬过的

孩子来说，如果他迫不及待地想体验一

次那种感觉，但又没有勇气，那是一种

可怕的感受。如果哪一天他（她）被提问

到了，或者在某一次考试受到同学们的

赞叹、老师的表扬，他就怎么也不会忘

记那次，那是一种像得到解放的感觉，

像电流一样涌遍全身的惊喜若狂之感！

虽然那不能和别人分享，就像正常

人不能体会盲、聋的孩子第一次说出话

来的感觉，但我们可以将那一份激动珍

藏在心中。

编辑点评：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
会经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上台、第一

次一个人上学、第一次参加竞赛、第一

次面对各种人生难题……本文的小作

者应该是个腼腆的同学，但心思细腻，

尤其是这篇作文，对细节和心理的描

写很形象，希望你能够勇敢一点，不要

害怕，失败、嘲笑都是我们在前进路上

所必须要经历的，只要勇敢去面对，总

会得到不一样的收获。

第一次上台
●塔寺小学五年级 何明泽

作者：张红杰，号三槐堂主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汝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盛世老翁忆童年
●陈金义

梧桐树是丹阳路上的一道风景线。

已是初冬，漫步在丹阳路上，两旁

的树叶沙沙作响，发出沙哑的哭喊声。

我停住脚步，举头张望，梧桐树的叶子，

有的淡绿边黄，有的全焦黄了，也有的

打着卷儿已是枯色。那一刻，我分明感

觉到他们互诉离别时的心酸。风在一次

次地催促，树枝不停地颤抖着。它们发

出声声叹息，还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我不禁一颤，眼睛湿润了：“高高山头

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

里。”

我放下随身物品，伸开双臂拥抱了

一下树身。冬天的风狂妄自大，像皮鞭

似的抽打着他们，他们昂首挺胸、举目

抬头，期待春天。

我最不能忘怀的是春天的梧桐树。

进入春天，枝头上的乳芽才鲜润起来，

好像娃娃圆润的脑袋，冒出十足的精神

气。柔和的春光好似妈妈，体贴地照顾

着他们。春风像小姑娘一样陪伴着他

们，和他们一起玩着荡秋千的游戏。

春暖树成荫。不几日，丹阳路上，梧

桐树叶就舒展开了，起初很小，越来越

大，只十余天功夫，两个人才能合抱的

梧桐树上，全是挨挨挤挤的绿色叶子，

好像千层饼一样层层叠叠地向外延伸

着。

丹阳路两旁全是梧桐树的身影，它

们在丹阳路上搭建一个巨大的青叶帐，

好像要在汝州开一个盛大的发布会。梧

桐树是丹阳路上最美的风景，它的色彩

美化了汝州城，那片片绿叶与两边建筑

物营造了丹阳路上最美的风景。

到了夏季，梧桐树在路面上方搭起

了遮阳伞。走在丹阳路上的行人，脸上

总是挂满舒心的笑。火辣辣的太阳炙烤

着大地，有着把汝州城烧焦之势，丹阳

路上的梧桐树用身躯上演着火辣辣的

爱。他们是汝州人的遮阳伞，他们是汝

州人的避风港，他们始终与汝州人风雨

同舟。他们不计报酬，默默无闻地为汝

州人作出奉献。

夜幕降临时，汝州的丹阳路张灯结

彩，灯光映照着棵棵梧桐树，只见他们

喜上眉梢，响起掌声。

丹阳路上的梧桐啊，你是藏在我心

中的爱。我在汝州的日子里，是你给了

我许多关爱，你是我熟悉的朋友。你每

一个季节的变化，舞动的情形，都深深

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又是冬季，一叶坠冬，叶叶叹息。梧

桐啊！莫悲哀，须明年，春回汝州时，梧

桐尽开颜。

丹阳路上的梧桐树
●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