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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那棵红枣树，伴着我曾住过的老

屋，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记着我曾走过的

路，当初离开家的时候，枣树花香开满枝头，

每当我孤独的时候，就想起家乡一草一木

……”《红枣树》那略带忧伤的旋律，一下子将

我拉回到时光年轮里的依稀童年。

从我记事开始，老家的堂屋外就有棵红

枣树。每年的五月份，不经意间，忽如一夜春

风来，满院子就突然飘来一缕缕甜丝丝的醉

人清香，枣花开了！那一朵朵小巧洁白微带嫩

黄的小花，羞涩地藏在淡绿无声的叶片之间，

有的还是米粒般的花蕾娇羞迷你，有的羞怯

地探出小脑袋含苞待放，有的热烈奔放盛放

伸展，那些嫩黄色的小花密密麻麻绽放枝头，

娇小俏丽，好似一颗颗亮晶晶的小星星眨着

眼睛。

花香浓郁，宜人。一阵微风吹过，花香飞

过老屋，飞过屋檐，飞过院墙，吸引着勤劳的

小蜜蜂嗡嗡着飞到我家院落，穿梭在花丛间，

忙碌地采起蜜来。

每到这时，我就会站在红枣树下，痴痴地

仰望着蜜蜂在枣花丛中采蜜，盯着那些嫩黄

的枣花发呆。这时，爷爷总会走过来摸着我的

头慈祥地说：“丫头，等过一段爷爷养的蜂就

会采来很多枣花蜜了，给你吃，等到八月十

五，爷爷打枣给你吃！”

不久，枣花慢慢飘落，蜕变成一颗颗小小

的青枣。裹着小脚的奶奶总是把淘米水倒在枣

树根部，给枣树浇水，爷爷给枣树根部施上农

家肥。青枣经过露水和阳光的滋养，在夏风中

茁壮成长，果子从米粒般大小一天天变得圆润

壮实起来，好似一颗颗绿宝石镶嵌在叶片之

间，随着微风摇曳生姿，馋得我常常直流口水。

好容易盼到七月十五枣红圈了，我缠着爷

爷要吃枣，爷爷对我说：“枣儿再长些时候才更

好吃。”可耐不住我的苦苦哀求，爷爷只好拿着

长长的竹竿给我打几个解馋。爷爷拿着竹竿，

朝着长有枣儿的枝条上轻轻一敲，枣儿应声落

地，我赶紧跑过去捡起来，顾不上洗张口就啃，

那略带青涩的甜润，那嘎嘣的清脆，让我吃得

心花怒放。爷爷怜爱地看着我说：“这时的枣儿

虽脆，不能多吃，吃多了闹肚子，要到八月十五

前后熟透了才能放开肚子吃。”

扳着指头，好容易等到中秋将到，枣儿彻

底红透了，一颗颗如红宝石一样在叶片间隐约

闪烁饱满诱人。我们全家一起出动，爷爷递竹

竿，父亲爬树打枣，妈妈提着竹篮，我和哥哥仰

着头接枣。可那枣儿一颗接一颗像流星雨一样

不停地落下来，如何接得过来呀。红枣有的落

到篮子里，有的落到地上，有的砸到我的脑袋

上。我和哥哥嬉笑着、尖叫着跑着捡枣，嘴里唱

着“竹竿敲，枣儿掉，小刺猬树下收红枣。打个

滚儿，哈！穿上了一件大红袄”的童谣。奶奶笑

呵呵地坐在石凳上看着我们打枣，满院子都是

幸福的笑声和收获的欢乐。

到了中秋夜，在故乡的农家小院里，全家围

坐在一起，一边剥着刚刚从地里收获回来的玉

米棒和花生，一边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在丰收的

喜悦中，妈妈在红枣树下给我们讲嫦娥奔月的

故事，我和哥哥一边沉醉在那美好的神话世界

里，一边巴巴地盼着那圆圆的月亮快快升起来。

终于，姗姗来迟的月亮从浩瀚无边的夜空

中缓缓升起，仰望着那一轮明月，那纯净皎洁的

月亮，在满天点点星光的陪衬下，是那么纯净明

亮，皎白圆润，就连神话月宫中那棵桂花树也隐

隐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妈妈把桌子拉开，摆上花

生、枣花馒头和从自家的老枣树上打下的红枣，

又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把珍贵的月饼取出来。

那时的月饼大，一斤只有两个，妈妈把月饼放在

大盘子里，先敬祖先，然后把大大的月饼切成一

小块一小块的，每人分上一块，我和哥哥欢呼着

接过月饼，急不可待地吃起来。

月饼焦黄焦黄，花生焦香焦香，红枣脆甜

脆甜，那幸福满足的感觉多么美妙啊，那快乐

美丽的心情一直陪伴着我幸福的童年！

听父亲说，这棵枣树是爷爷亲手为奶奶栽

下的。奶奶一生养育了父亲姐弟六个，常年的

劳累加上生活的困难拮据，奶奶的身体一直不

好。为了给奶奶补身体，爷爷就在老屋前栽下

了这棵红枣树，自己还养了两箱土蜂蜜。蜂蜜

和枣儿爷爷从来不舍得自己吃，都留给奶奶补

身子。

爷爷养的蜂蜜呈琥珀色，蜜汁透明富有光

泽，质地黏稠，吃起来甘甜爽口，芳香宜人。记得

有一次我咳嗽发烧，啥也吃不下，爷爷拿出珍贵

的枣花蜜喂到我嘴里，那甘甜的枣花蜜一到嘴

里，黏糊糊的入口即化，绵软滑顺，一下子甜到

我的心里，连喝了几天，顽固的咳嗽竟然好了。

爷爷把收获的枣儿晒干装进罐子里，每天

给奶奶熬粥补身子，自己一颗也不舍得吃，剩

下的给我们几个孙子孙女当过年的点心吃。

奶奶终究还是没有熬过病魔，早早去世

了。从那以后，爷爷明显苍老了许多。爷爷每天

守着那棵红枣树，常常满含热泪地给我讲奶奶

的辛苦和不易，教导我说：“做人，就要像这枣

树一样，不要只讲外表，要看内心的美好，要平

凡质朴，坚韧不拔，汲取天地之精华，为人类，

为他人奉献点什么，这一生也就值了！”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后来爷爷去世后，我

也离开小城外出求学。直到参加工作，回到老

家再次看到那棵依然茂盛依然挺拔的红枣树

时，我才明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种果

后人品尝”的真谛。“水有源，树有根”，我们这

一代的幸福都是历经困难的前辈们给我们留

下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不好好

生活，不好好奋斗呢？

绵绵中秋，红枣树下，月光如水，思念如

水，乡情如水……

奋进新时代，己亥中秋晚，受陈

凝师邀，携子前往建业桂园，参加今

日汝州读书会中秋诗会。10排椅凳

座无虚席，参会者50有余，历时3时，

不时掌声雷鸣。念王羲之之《兰亭》

“茂林修竹，流觞曲水。一觞一咏，亦

足以畅叙幽情”，字字珠玑，娓娓道

来，颇有感触，简以记之。

率先登台者王占京，妻、弟、

婿、女、孙，10余家人轮流分享，不

由想起《劝学》首句，“学不可以

已”，然哉，家庭氛围浓厚如此，熏

陶别样家族不远矣。

会友携女带子，有初次露面娇

羞扭捏者，有历练底气铿锵有声者；

有共享经典诗句美文者，有分享读

书写诗心得者；有几近古稀老者，有

天真少年孩童；有忠诚诗书文友，有

新添书会粉丝；大家热切期盼，凝神

静听，鼓励鼓掌，其乐融融。

环顾四周，书阁影壁，错落展

现；台案桌椅，巧妙布置。值中秋，

月饼、瓜果，略表心意；琴胡、书画，

大师莅临；戏剧、歌曲，大家演唱。

字如柳工王体再现，画如唐寅齐老

真迹，板胡拉奏如琵琶，转拨未曲

先有情。轻拢慢捻抹复挑，大弦小

弦嘈切语。豫唱曲腔两境界，堪如

剧场亲历现。时读时演，胜秀场歌

会；点评赠花，优讲座对垒。重拾经

典，打牢人文底蕴；富强中国，定会

与天不老。

虽月藏云后无“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的意境，却有“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触。想《岳

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忆《滕王阁序》“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字

千金“空”自留，作序赋诗传千古。

夫人生在世，为人处事，或察

言观色，理顺人际关系，或担当进

取，解决实际问题。虽内容万殊，类

型有别，应其恰当想兼，互助互促，

顺其自然，游刃有余。不觉人至中

年，及其遇事杂多，厌于世事，感慨

系之矣。向之冲盛，俯仰之间，已为

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悲，况时过

境迁，终归于淡！古人云：“淡泊以

明志，”何烦之有！

想自己挚爱创意20余载，《我

爱发明》是吾最爱，《科技之光》点

亮创意梦想！不管创意成果多少年

后才能被世人接受，只要能为人类

带来福祉，只要能促进社会进步，

我就信心倍增一如既往。

最后，给读书会发起者、弘扬

正能量的陈凝老师题对联一副，权

表敬意和感恩：择一事，挚爱一生

爬格子；终一生，精进一事传党音。

———凝神陈思。

每人都有心爱之物，当然我也不例外，我的心爱之物就

是一只毛绒熊。因为它全身是紫色的绒毛，所以我为它取名

紫熊。

它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成天没心没肺地展露着迷

人的笑容。它的鼻子油光发亮，耳朵、尾巴却非常小巧，滑稽

极了！它站起来足足有半米高，让人一见就生出爱慕之心。

你知道它的来历吗？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

暑假里，爸爸、妈妈到外地出差了，我每天都生活在枯燥

乏味之中。那天舅妈带着我、堂弟和堂妹一起去电玩城玩，我

走到抓娃娃机旁边，一眼就看到了紫熊。它笑眯眯地坐在那

里，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仿佛看懂了它的心思，它仿佛在

说：“求求你，带我回家吧！”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它，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它抓到手。

我购买了四枚游戏币，迫不及待地走到游戏机前，把游

戏币塞进投币孔里，轻轻地摇动操作杆，可当机械爪移到紫

熊的上空时，我一激动，不小心触动了抓取键，抓空了。我又

尝试了几次，可都失败了，这让我感到好失落。接下来，我握

紧手里仅剩的游戏币，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

我再次把游戏币塞进投币孔，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摇动

操作杆，紧张地心都快跳出来了。机械爪稳稳地停在紫熊上

空，我细心地观察，专心致志地调节角度和方向之后才按下抓

起键。机械爪准确地抓住了它的脑袋。我抑制住内心的狂喜，

更加小心地操纵机械爪缓缓地向出口上方移去。天知道我当

时有多么的紧张。终于，紫熊成功地到达了出货口。我激动地

按下放下键，紫熊快乐地跳了下来，从洞口滚了出去。我赶快

把它抱起来，激动地在它那红润的鼻子上亲了一下。

自此以后，紫熊每天晚上都陪着我。慢慢地，与紫熊相伴

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没有它陪着我，我根本难以入睡。当我早

上从梦中醒来，只有和它打声招呼后才会去

上学。放学回来，迎接我的依然是它甜美的笑

容。只要看到它，一天的烦恼马上烟消云散。

紫熊不但是我的心爱之物，它更是我的

好朋友！

改革开放四十年礼赞
●张宏

除旧更新四秩年，宏图大展史无前。

蛟龙探海三千丈，北斗巡空九宇巅。

金色稻菽翻巨浪，狂奔高铁舞瀛寰。

复汉兴唐时代梦，特写中华锦绣篇。

新中国七十年颂
●赵晓军

猎猎红旗扫黯云，声声礼炮定乾坤。

天安门上湘音起，纪念碑前烈士欣。

七秩拼出华夏号，九州赢在领航人。

秦皇汉武稍风采，怎比鲲鹏展翅今。

临江仙·时代楷模战斗英雄张富清
●张长年

碎骨粉身何所惧，岿巍地裂天崩。刀山火海叱凌风。

吼狮迎弹雨，碧血洗长城。

不忘初心扛使命，峥嵘烟锁尘封。乡村战略再冲锋！

卓勋抛宇外，异彩绘丹青。

沁园春·鹰城颂
●刘齐临

屹立中原，千古应国，百里煤城。赞地灵人杰，圣贤

似月，山清水秀，美景如星。风穴晨钟，苏坟夜雨，诉说沧

桑岁月情。登高处，看尧山雄险，颍水澄清。

回眸六秩峥嵘。名显赫、用乌金铸成。有军民党

政，同舟共济，农工商学，砥砺前行。开放包容，创新务

实，不忘初心再出征。新时代，愿大鹏展翅，神马奔腾。

咏杏
●魏玉兰

和风吹送暖还寒，遍野娇花映碧天。

不羡牡丹雍富贵，哪嫉桃李艳光鲜。

根扎沃土枝桠壮，情系乡村硕果甜。

默染层林描美景，扮妆春色满人间。

夏游白龟山库区
●樊忠义

酷似白龟碧水游，轻凫慢跃乐悠悠。

青山叠景斜波滟，紫气偕霞吻舫舟。

湖上舞龙腾翠浪，岸边击鼓助风流。

空天摄像如鹰旋，妙揽人间好镜头。

老屋那棵红枣树

今日汝州读书会“中秋诗会”小记

我的心爱之物
荫上河小学五一班 梁一 辅导老师 吴占国

●孙利芳

●
麻
益
民

1983年，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

广招人才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

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当时反响很

大。这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正定“人才九条”。

文件提出，凡是来正定的科技人员，每搞成一

个项目，利润按比例分成或付一次性总报酬；

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律接

收，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

误已经改正的；工作调动由县委组织部和人事

部门负责办理，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

原工资照发，粮食定量不变，全部吃细粮；允许

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

费照付；为调入人才建“人才楼”“招贤馆”；凡

到正定来讲学的专家、学者、教授，车接车送，

并发津贴费等。

这些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当大。近平

同志让我将“人才九条”印了两千张宣传单，

发到各生产队，广泛张贴，并让我送到石家

庄地区的《建设日报》发表。我拿着“人才九

条”到《建设日报》找到了总编辑。我跟他说：

“我们制定了一个招揽人才‘九条’，你给我

们登登吧。”他一看这九条，就说：“程县长，

你还让我当这总编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这九条，违反现行政策，我敢

登啊？我一登，地委准把我职务给撤了！”

我回来以后，跟近平同志说了这事，他

说：“你去找找《河北日报》。”

第二天，我到《河北日报》找到了总编林

放同志。他一看“人才九条”非常高兴，说正

定县委班子思想解放，胆子大，就把“人才九

条”登在1983年3月29日《河北日报》头版头

条上。这篇报道一下子震动了全省甚至全

国，要求来正定的人才络绎不绝，正定县委

短时间内就收到1000多封书信，当年接收人

才374人。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人才开发总公

司，我任总经理，并且成立了接待办，负责人

才的接待和安置事宜。

采访组：在引进人才过程中，有没有给

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事例？

程宝怀：当然有啊。我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件事，是找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

程师武宝信。他发明了“三露”，也就是粉刺

露、亮肤露、增白露，当时已在全国畅销。

当时武宝信和厂领导在利润分配上发

生了矛盾，他见到了“人才九条”，就给近平

同志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近平同志

收到他的信时，天已晚了，就到我办公室来

找我。

他说：“程县长，走，咱们今天夜访武宝信！”

我说：“今天晚了，咱们明天再去吧？”

近平同志说：“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

于是，我们到了武宝信住的石家庄市桥

东区谈固小区，谈固小区有几十栋楼，不知

他住哪个楼，于是就挨个打听，问谁谁都不

知道，当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我说：“算了

吧，今天找不着，明天再说吧！”

近平同志坚定地说：“不行，今天必须找

到武宝信，我从南往北喊，你从东往西喊。”

我们俩在小区里就扯开嗓子喊“武宝

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武宝信总算听到了，

连忙从楼里出来，紧紧握着近平同志的手，

非常感动。我们到了他家里，谈了一个多钟

头，谈得非常投机。武宝信当即表示：“就冲

你们书记、县长来找我这一条，我把新研制

的爽脚粉配方给正定。”1983年4月4日，近平

同志亲自主持爽脚粉项目技术转让会，项目

落地在新城铺乡。投产不到一年，我们就赚

了纯利润30万元。

第二件事，是近平同志到无锡引进人才

的故事。正定有个油泵油嘴厂，原属省管，一

年赔了27万元。后放给石家庄地区管，一年

赔了9万元。

有一天，地区专员冀剑波找到我说：“你

们正定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油泵油嘴厂就

在你们正定，就给你们县里管吧！”

我说：“我们不要！”

冀专员说：“你不要，那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要电视机厂。”

冀专员说：“电视机厂能给你啊？那是咱

们地区的骨干企业，不能给你们。”

我说：“不给我们电视机厂，我们也不要

油泵油嘴厂，要了就背上个包袱。”

冀专员说：“你们把这厂子搞好了，包袱

里装的就是金子！要了吧！”

我回来把这事跟近平同志说了，近平同

志说：“地区要给，那就要吧！”

结果，我们管这个厂子，一年就赔了7万元。

为了能让县里的经济发展快些，进一步

解放思想，1984年五六月间，近平同志带领

县经济考察团到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发展，先

后走访了无锡、常熟、南通等地。在无锡，近

平同志约见了给他写信、愿意到正定工作的

无锡机械局农机供销公司原经理邱斌昌。邱

斌昌懂经营、善管理，是个能人。听了近平同

志对县里企业情况的介绍，邱斌昌当即表示

可以到油泵油嘴厂工作。他还特别提到，自

己可以带一个成熟的柴油发电机项目到正

定，马上就能出产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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