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的你

总在泥泞中顽皮

像个野丫头

从未被精心打理

有人说你是块璞玉

也有人对你不以为意

时间在慢慢中逝去

离乡的我早已对你忘记

重归故里

恍惚间想起

我便上街头寻觅

河畔边 春风拂过我的手臂

小镇旁 夏雨在我额头落滴

古寺中 秋叶同钟声回荡山林

高楼上 冬雪交织城市的虹霓

为了你 我奔波了整整四季

虽有荆棘 但我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知道 走过的路

都是朝着 你的轨迹

某天

有个倩影在眼前飘逸

定睛一看

是你

惊觉时光荏苒

你已出落得亭亭玉立

褪掉初见时的稚气

多了些优雅的芳仪

你的眼神 如此神秘

你的芬芳 令我着迷

霎时间一切都变得静谧

没有太多言语

却不愿再舍离

因为有个声音呼唤在心底

我怎么能错过你的美丽

注：该首诗粗读像一首情诗，实则是作者对故土新貌的感
叹与留恋。近年来汝州大发展，褪去了过去的脏乱差，逐渐变

得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绿地随处可见，大楼高耸林立。各种机

遇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学成归来，放弃漂泊的生活，选择回

乡创业工作，为家乡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我怎么能错过你的美丽
荫程远华

3月 28日上午，我是抱着接受“任务”的

心态去市直工委领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这本书的。其实，我们单位本来也已购买

了这本书，只是大多数时间都是被闲置在书

架上，少有人去借阅，就算有人借了也只是随

手翻阅几下，看几页充满年代感的插图，睹一

睹习近平同志年少时青春稚嫩的容颜，胡乱

感慨一下还挺帅的嘛！很少有想过要安静地

把这 452页的沉甸甸的书认真读一读，这大

概就是处在快餐文化包裹时代中的我们不想

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我们疯狂地渴求

知识，渴望新奇，寻找获得感，但懒于安静地

花时间去读书，去认真倾听书中的故事。

我承认，起初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是被这本书的封面吸引住的。当时会忍不

住想：这个挎着背包、一脸笑意的 15岁少年

如何能够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

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

委主席，并带领着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

难，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乃至成为今天全中国的筑梦师，为我们中国

筑造了一个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谁是“天生的伟人”。

习近平同志能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

生，成长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和

如今胸怀为民谋福利的人民领袖，这与他丰

富多彩的经历息息相关，而梁家河的 7年知

青岁月，无疑是他人生经历中十分重要的起

点，这 7年对他整个成长、成熟、成功都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经

历会止不住让人想起作家冰心的那句诗：“成

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

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腺，洒遍了牺牲

的血雨。”而在梁家河的 7年岁月，更验证了

一句话：那是青春吐芳华。

从一起上山下乡、亲密无间的知青口

中，从一同劳作、同甘共苦的村民口中，从有

过交往、念念不忘的各界人士口中，我们倾

听到了太多关于总书记“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从到

四川学习办沼气，解决当地缺煤缺柴问题，

带领村民建设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从领着

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从

办缝纫社，组织妇女劳动，集中在一起做衣

服；从办磨坊，为村里人免服务；从办铁业社

解决村里农具需求问题；从种植烤烟技术、

学习育种知识、带领村里人打井、学习育种

知识，为梁家河放弃 1974年上大学机会等种

种事例来看，在那里，在梁家河的 7年，总书

记切切实实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踏

踏实实为群众做实事，并且是不求回报，无

私奉献的。

我感动于总书记那种在困境中的从容

与坦荡，那一份磊落光明的赤诚之心。让我

记忆犹新的不是他出现在电视屏幕、新闻媒

体前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更多的是他在

与梁家河同呼吸共命运的 7年间所展现出的

酸甜苦辣和内心世界的真实感，这种感觉，

让人觉得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站

在人民群体中、走到人民跟前来的可亲可敬

之人。

其次，从平日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十八

大前后的系列重要论述，如《之江新语》《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知之深爱之切》等著作文

章以及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每次重要讲话、访

谈等内容中，无不深深体会到“习式语言”的

独特魅力，尤其是总书记善用诗文古语、使

事用典信手拈来的功夫让人由衷敬佩。“腹

有诗书气自华”，这种所表达出来的既有深

意、又有新意的语言，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力

量是强大的，令人为之信服的。

不得不说，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来

自于总书记良好的家风，更得益于总书记从

小喜读书、爱思考的个人修养。从书中可知，

即便是在梁家河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总书记

也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书中还讲到总

书记勤奋好学，达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他很

喜欢读书，不，应该说是“酷爱”读书，古今中

外所有书籍几乎都有涉猎。

他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资本论，

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读外

国名著，喜欢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

河》，喜读《悲惨世界》《九三年》《战争与和平》

《一九一八》这种极具人文色彩，开阔视野、滋

养心灵的作品；读军事和国际政治著作，学习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与作战方法，读《毛泽东军

事选》《战争论》《太平洋战争：岛屿战争》《马

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三十六计》等作品；读

中国经典古籍，尤其对中国经典古籍有非常

浓厚的兴趣，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不仅读书

多，而且对文学有很高的鉴赏力。读《史记》

《汉书选》《三国志》，读《离骚》《古诗源》《李白

诗选》《三曹诗选》等，并不吝于表达出自己的

喜好：喜欢曹孟德作品的悲壮苍凉，喜欢建安

乐府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气势雄浑的风格。

对于诗作，更喜欢读辛弃疾；读历史著作，喜

欢借助《新编新知识辞典》工具书。同时，总

书记读书讲究方法，注重分析对比，经常以看

一本书为主，同时又寻找相关的书籍作为佐

证，不断地扩展阅读书中的知识。

可以说，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建立在他对祖国优秀文

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今天，我

们听到总书记讲话常常能引经据典，信手

拈来，这都与他研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结果分不开。青年时期所养成的不倦学习

精神和良好的学习方法，以及通过学习所

养成的思维能力，会伴随人的一生，对人生

后来的各个阶段依然起着作用、发挥着影

响。总书记的例子就很好地教导了我们青

年人应当珍惜当下，把握好读书的好时光，

广泛阅读，不断增强自己的修养修为，以好

书来滋养人生。

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回忆这

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

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

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

自强’的精神”。“男儿当自强”的这种精神是

任何时代的青年人都不可或缺的，是青年人

应当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青年兴则国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为我们展

现了一个时代青年的独特精神风貌与价值追

求，这种自强不息、心怀抱负的精神是永不过

时、永闪光芒的，是我们当代青年人为之学

习、为之奋斗的楷模和榜样。

青年们，你是否像我一样，会在看到例

如“90 后的前半生”这样的热词自我伤感，

陷入黄冈试卷、《还珠格格》和非典、奥运、

玉树地震等所谓青春的回忆中无法自拔，

会忍不住感慨：青春呵，刹那永恒的芳华，

我曾为你留住了些什么？读读这本书，我们

可能就会找到答案：比你成功、优秀太多太

多的人都不曾放弃努力，你还有什么借口

不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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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那 是 青 春 吐 芳 华
●王孟鸽

这世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花开了。

那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忽然就闪亮在眼前。

那一片花海，开在春天，开在温泉，开在人间四月天。

那一片油菜花，黄得纯粹，开得真诚。放眼望去，它们重重叠

叠，繁花似锦。那耀眼而炫目的黄，冲击着人的心扉；每一株花穗上

镶嵌着一朵朵小花，静静地站着，宛如纯净的乡村少女，身着朴素

的衣裳，明眸善睐，明媚动人；一阵阵微风吹来，送来缕缕清香，有

蜜蜂、蝴蝶在花丛中忙碌着，飞来飞去。

它们就那样拼命地生长，绚丽地绽开，让人不得不感慨，如此

平常的花，竟也焕发出那样旺盛的生命力和震撼人的力量。

与其它的花不同，油菜花开的是气势，开的是热闹，那种要燃烧起

来的气势，那种要成为春天的主宰的气势。油菜花的开，是炸开的开，

我仿佛能听到像炒豆子一样噼噼啪啪的声音。没有一朵油菜花是单打

独斗的，这是一种友好团结的花，它们商量好了似的，一簇一簇地开，

一片一片地开。来时，排山倒海；去时，果断决然，决不拖泥带水。它们

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飞扬跋扈地霸占着人间四月天的色彩。

油菜花的黄，是金黄，是一泻千里，一统天下的黄，仿佛是哪个

画师作画时不小心打翻了颜料桶，一路不管不顾地泼洒了下来。远

远看去，一望无际，是真正的浩瀚，简直要有颠覆众生的底气。近近

地观赏，娇嫩鹅黄，是脆弱的灵动，仿佛轻轻一吹，就要化开随风而

去。天空，仿佛也被油菜花染黄了。

总有一种平凡会令人怦然心动。就像油菜花，但这是一种很容

易触动人们心弦的平凡，以致人们再忙都想来亲近它、欣赏它。

远处新建的高大楼宇，仿佛就漂浮在油菜花上，如海市蜃楼，

若隐若现、如梦似幻。在这片被温泉滋润着的热土上，一座座塔吊

铁臂挥舞，数十个项目全部动工，不久的将来，一座温泉新城将拔

地而起，傲世独立。

这天然一泓温泉赐爱而繁荣起的一座名镇，不仅氤氲了千百

年连绵不断的文化美史，而且也滋润着这一方的黎民和沃土。曾经

的河川沼泽之地，如今已成沃野良田，千里花海。作为汝州的副中

心城市，温泉镇高端规划建设，36个重点项目履艰推进。一个过去

单纯的农业乡镇，已开始走上综合开发转型发展的时代新路。昔日

的“王化之乡”，已在新的历史时空中跃位出彩。

就像这油菜花开，这色彩是黄的、艳的、嫩的；这香气是暖的、

厚的、沉的，夹杂着泥土的腥气，阳光的味道。被太阳的光熏着，那

层暖意被哄抬着，浓烈得如大海一样，足以将人淹没。

一朵两朵的油菜花是敲不开人的心扉的，人们钟情的正是它

的灿烂、奔放和热烈。

面对这一片炫目的花海，看久了，能让人发现花海里其实暗藏

着一种旋律，是那首歌曲《怒放的生命》的旋律，那是生命的旋律，

是温泉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旋律。

陌上花开，如果没有了从俗累的生活中走出来，悄然伫立阡陌

并为陌上风情所陶醉的人，那么花开也寂寞，风情也苍白。“陌上花

开，可缓缓归矣”不知被多少人吟诵了多少遍。人归缓缓，那花便有

灵性，便开得执着，陌上风情也被撩拨得浓郁而热烈。

众里觅它千百度，觅一片花海寻梦园。我邂逅它暖阳般的笑

容，便是见到的最美的风景。

这世间，最美不过陌上花开。正如上善若水，花上温泉。

花上 温泉
●李晓伟

那是春天的一个午后，沐浴在温暖撩人的阳光里，我

踏着轻松的脚步来到了中大街———这个令我魂牵梦绕，

曾有着童年回忆的地方。

记忆中的中大街承载着老汝州人民心中太多的美

好，望着眼前崭新的楼阁，触摸着历史的脉搏，走在古朴

的大街上，不知不觉间我的思绪已渐行渐远，随着眼前的

一切不断蔓延开来。作为土生土长的老汝州人，我在这条

街上已生活了六十多年，可以说是亲历了她的发展变化

过程，如今再看到她旧貌换新颜，越来越美丽，真是感慨

万千。

记忆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大街是我市当时的主

要东西交通要道。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大街则商铺云

集，到处是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的现象，为主要的

商业大街。而今，华夏大地改革开放，政治稳定，经济发

展，中大街终于迎来她百年一遇的发展良机，实现了她的

华丽转身，成为历史文化大街。

追寻着过去的回忆，我走进中大街感觉一切陌生而

熟悉，一边追寻着过去的记忆，一边沿着街道信步而行，

不经意间抬头，只见街道两侧的建筑飞檐斗拱、气势巍

然，眼前的变化真是令人欣喜，仿佛一步穿越了千年，处

处都散发着古韵。怀着崇敬的心情我近前仰望中大街牌

楼，那四根方形立柱挺拔玉立，形成中间大两边小的三个

门洞。顶面脊檐微翘，精巧欲飞。柱根立于长方形基石之

上，前后有包角相护。全楼牌由青石切磨而成。整个造型

稳妥、庄重、挺拔、协调，给人以美感。正面镌刻“中大街”

三个金色大字，字体苍劲有力，格外醒目。

来到中大街东段，只见那留存至今的钟楼，仿佛在向

到访者诉说着这座古城的沧桑与荣耀。为了解中大街钟楼

的历史，我特意翻阅了汝州市志，据汝州市志记载，汝州钟

楼为清雍正二年（公元 1724年）汝州知州章世麟改建于

此，楼身耸立于三米高台之上。岁月沧桑，几百年过去，因

年久失修，钟楼已出现破败现象。

2017年初，市政府对钟楼进行修建，如今已芳容再

现。修建后的钟楼系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顶尖上置宝葫

芦装饰物，造型优美，线条流畅。上层楼顶八条垂脊均布

顶面，出檐成八角；下层同样八脊八角，上下相对。整个楼

身雄伟壮观，令人震撼。垂脊上安置有飞禽走兽，形象逼

真。据说脊兽都有其各自功能：有迎吉祥的、有防火镇灾

的、有保平安的等等，不一而足，但都反映了人们对平安

健康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今，经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改建后的中大街东段已

是旧貌换新颜，又有钟楼牌楼等辉映，愈加引人注目。漫

步其中，脚下道路平直宽敞，青石铺面，石面雕琢细纹，美

观又防滑。房屋墙面清一色橘红门格子窗，古色古香，房

顶青瓦铺就，鳞次栉比。只见那房屋顶部正脊兽头护顶，

庄重肃穆浑然一体。路边还有那串串红灯高挂，更显安详

静谧气氛。更难得的是各种电线杆、管道等杂物已不见踪

影，全部归拢入地。整个大街干净整洁，令人赏心悦目。

中大街的变化只是汝州变化的一个缩影，我为家乡

不断的发展变化感到振奋和自豪。

不知不觉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中大街在五颜六色

的灯光映照下古韵生香、流光溢彩、唯美妙曼。只有亲眼

目睹，方能领略她的魅力所在。中大街的美不知醉了多少

人，我在那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中大街等你来，聆

听她的低吟浅唱！

中大街感怀
●叶孟欣

我中午看完《小公主苏菲亚》后，

妈妈让我去睡觉。我躺在床上想，苏

菲亚有一个魔法护身符，我要是也有

这样一个魔法多好啊。想着想着，我

就睡着了。

不知不觉中，我感觉我飞了起来，

飞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那

里有一个城堡。有一个披着白色长发，

身着飘飘长衫的仙女正好从城堡里走

出来。我赶忙跑上去问：“您好，这是哪

里呀？”

仙女回答说：“这里是学涯城堡。

你从哪里来？”

我说：“我从遥远的东方来，迷路

了。你可以送我回家吗？”

仙女说：“我可以帮助你。你跟我

来。”

我跟着仙女进入城堡，来到一个

密室。仙女拿出一个小金匣子说：“这

个匣子可以帮助你。路上你做一件好

事，匣子就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愿望。但

你不到家绝不能打开匣子。切记！”

我拿着匣子从城堡里出来，心

想，做一件什么好事

呢？忽然看见前面有

一只满身铠甲的东西

在挣扎。我跑过去一

看，原来是穿山甲，它中了猎人的捕

兽夹，鲜血把它的腿都染红了。这可

是国家保护动物啊！我赶快上前使劲

掰开兽夹，把穿山甲放了出来，穿山

甲一瘸一拐地走了。我看着穿山甲那

可怜的样子心疼极了，心想，它要是

被狼吃了咋办呢？于是我对着匣子

说：“金匣子啊金匣子，请让穿山甲的

腿好起来吧。”

真是奇妙，眨眼间，穿山甲的腿

好了，飞快地向远方跑去。我想，刚

做了一件好事，愿望又给穿山甲给用

了，算了，再做一件吧。于是，我继续

向前走去。

走了十几里路，我又累又饿，正想

休息一会呢，却看见不远处有个人躺

在草地上。我走过去问：“你怎么啦？”

他说：“我迷路了，分不清东西南

北了。”我向四周一看，是呀，茫茫草

原，没有村庄，没有树木，怎么辨别

方向呢？我紧皱眉头思考着，对了，

不是有太阳吗？我可以用手表和太

阳来辨别方向。于是我问那个人：

“你有手表吗？”

他说：“有啊。”

我说：“拿来我用一下。”

我拿过他的手表一看，正好 12

点多一点儿。这下好了，我用时针正

对着太阳，对他说：“9 点钟那个方向

是东方，3点钟那个方向是西方。”那

个人看着手表，想了想说：“对呀，你

真聪明。”

那个人对我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这时我拿起匣子说：“金匣子啊金匣

子，请送我回家吧。”

话刚说完，我突然出现在家里，

我喜出望外，开心地说：“我终于回

来啦。”怎么？我还躺在床上？啊，原

来刚才是做了一个梦，可是，我分明

看见我的床头有一个金光闪闪的金

匣子啊！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金匣

子，发现里面有一本书，封面上写着

“智慧术”。我带着好奇心翻开书看

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却见里面只

有这样几个大字“努力读书吧，它将

带着你走向智慧的海洋。”

啊，我明白了，所谓的魔法就是要

多读书啊！

老师点评：看来作者书看得不少。

作者知道穿山甲这种不常见的国家保

护动物，还知道用手表来辨别方向，更

知道用童话的方式来表达知识的重要

性。在语言方面，词汇还不太丰富，细

节描写也有点欠缺。

我和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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