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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喜欢荷花，自从发现了云禅湖的

荷花后，那片荷塘便成了我的最爱。清晨或

黄昏，我都喜欢漫步在云禅湖畔，痴痴地待

在那片荷塘，百看不厌。

那天下班后，我再次来到荷塘，满塘

的荷花开得正艳。我一边赏荷，一边想着

要为我喜爱的荷花写一首诗，拍一些照

片，做一个美篇。我正暗自欣喜，突然，一

阵狂风，天边飘过一朵乌云，夏天的雨说

来就来。我来不及躲闪，也没有带雨具，不

一会儿就淋成了落汤鸡，只好跑进一个小

亭子里避雨，心中暗自懊恼，埋怨这雨来

得真不是时候。

夏天的雨来得急走得也快，不一会，雨

渐渐小了。雨后的夏风透着一股清凉，浑身

清爽无比，桥头哗哗的水声更加叮咚清亮，

顺着水流往下看，那片熟悉的荷塘一下子变

了样。

雨后方塘中形态各异的荷花，脱尘出

水，巧笑嫣然，娴静休闲,风韵娇羞迷人，静

雅圣洁。花瓣纯洁无瑕，柔嫩芬芳；碧叶愈加

翠绿，盈盈欲滴，翠色欲流,如绿宝石般晶莹

通透，绿的纯粹，绿得静雅，绿的惹人爱怜。

我忍不住蹲下身去捕捉那荷叶上的露珠，不

料，我刚一碰到荷叶，调皮的露珠竟然跟我

捉起了迷藏，一闪，纵身跳入荷塘之中，眨眼

间便怎么也寻不见了。

绵绵的雨丝像仙女轻柔的手抚摸着荷

花，粉色的荷花经过夏雨的浸润，愈加红艳靓

丽，一朵朵绽放着可爱的笑脸，梨花带雨楚楚

动人。有的含苞待放才露尖尖角，有的盛放如

蝶娇艳无比，有的花瓣被突如其来的风雨打

落，点点嫣红凋零于湖面上。我轻轻捡起飘零

的花瓣，心中怜爱地升起一丝忧伤。可抬起

头，却见被风吹落的花蒂上赫然露出一个稚

嫩的莲蓬，翠绿如稚子，天真烂漫地对我摇摆

着小手，丝毫没有一点对风雨的抱怨。

我惊讶了！雨后的荷花，千姿百态，在雨

丝中随风摇曳，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抬起头，仰望天空。我想，那绵绵的雨

丝，可是仙女不小心掀落的珠帘？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这满塘的荷花、荷韵、荷影，吸引

了仙女要下凡欣赏，匆忙中不小心拉断了珠

帘，这才有了刚才的风雨吧？

那圆润透亮的荷叶，可

是仙女盛放鲜果的玉盘？那

亭亭玉立的荷花，可是仙女

洒落到人间的粉色精灵？那

满塘的荷韵，可是恍若隔世

的天堂仙境？

恍惚间，我似乎误入到李清照“沉醉不

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的荷塘中。云禅湖在

雨雾中愈加飘渺空灵，烟雨蒙蒙中更增加了

一丝江南的韵味，我又仿佛又误入到烟雨蒙

蒙的西子湖畔。

一阵微风吹来，荷叶翻卷，碧波荡漾，点

点丝线，珠落荷塘，荷香阵阵，沁人心脾，雨

润荷花，沉醉荷塘。

一直以来，荷花是我的最爱，而今天邂

逅的雨中观荷，则让我更加喜欢迷恋夏天的

雨荷。晴日的荷花有“接天荷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靓丽；雨中的荷花，更有着

“梨花带雨惹人怜，风动荷香沁心魂”的意

境。经历了风雨，荷花便又多了一份坚韧和

豁达，风吹荷香传更远，雨润荷叶更嫩绿，更

多了空蒙雨润的别样情趣。无论岁月静好阳

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狂风大作，它自巍然

屹立于荷塘之中，不骄不躁，阳光照耀时，吸

收营养，风雨来临时，品味甘露，雨过天晴

后，兀自芬芳。

做人亦要像荷花一样。不管是晴空万里，

还是风雨交加，都要坦然面对，从容不迫。你

若晴日，我便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你若风雨交加，我亦迎风傲立，风

吹雨打更娇艳，风动荷香更悠远。

那天，我为喜爱的雨中荷花一口气写下

八首小诗，摘录两首与大家共享：“亭亭雅韵

俏芙蓉，细雨绵绵碧映红。掬手欲捉荷上露，

风摇玉落隐塘中”“蛙鸣芦苇荡，雨落润花

心，风动荷香远，高洁沁我魂。”

是夜，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朵雨荷，一

朵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雨荷。

那年因为小事在医院住了一周。邻床是

位近六十岁的大妈，照顾她的是她的老伴

儿，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了，我走的时候

他们还在。

他们说是汝州城西某个村庄的，当时

说得详细，过后就给忘掉了，过去近三年

了，忘不掉的是对他们深深的敬意：他们，

尤其是大妈，像磁场一样，让“家”的正能

量生生不息。

淳朴热情———家的温暖

刚在医院住下就感受到了大妈两口子

的无比热情：自家做的饼、油馍等无比热情

地让我吃，然后几乎顿顿都把自己或买或做

的吃的无比热情地让我吃，大叔、大妈的眼

神淳朴、有热度。

老公工作比较忙，在医院时我一个人居

多，输水的时候我就在手机上定个闹铃提醒

自己及时按铃请护士换药。然后大妈两口子

就像亲人一样不停地帮我看吊瓶，偶尔在药

物作用下我迷迷糊糊

了，他们就提醒我，或

者直接叫护士来换药

……在我换药这事情

上，他们两口子比我还

用心，我比较惭愧。

后来另一侧也来

个邻床，通常也是一个

人，大妈两口子一样地

关心换药、端茶递水，

默默付出。

会记事以来，好像

大家慢慢地都比较客气，再次经历这种掏心

窝子般的热情，有种被灼烧的感觉，虽然非

常感动，但还是比较局促，感觉无以为报，不

知何时我们已经拿不出这样火一般的热情

了。

大妈、大叔为陌生人这样热情地付出，

很少见，很感动，记忆历久弥新，有大妈的家

是温暖的吧。

勤劳能干———家的力量

听大妈说，大妈的两个儿子、儿媳都在

外地打工。大叔时常在三里五村打零工，她

在家带了六个孙子、孙女、外孙女，还种了几

亩地，喂了一群鸡。

大妈说她要求两个儿子每年给她交5万

元钱。大儿子就每年给了她5万元，二儿子说

能力有限，每年给她交了3万元。

我问大妈：阿姨，您让儿子们交几万元

钱，儿子们愿意交，儿媳们也不说什么吗？

大妈说：俺家的俩孩子、俩媳妇没有说

什么，平时对我们也很孝顺，从来没有红过

脸。

我说：阿姨，您真是好福气！儿子、儿媳

这么有才能，还这么孝顺！

说真的，在我的周围，每年能给爸妈交5

万元钱的真还没有，不一定有这个能力，更不

一定有这个觉悟。但大妈的儿子做到了，真心

比较佩服，我对自己的父母也深感羞愧！

大妈说她在家平时带孙子孙女，先后操

持着给大儿子、二儿子的房子建了起来，并

且装备得一应俱全。

大儿子房子建好的那年春节，小夫妻从

外省回来一看，儿媳感动得眼泪哗哗地问大

妈：“妈！您咋可把房子建起来了？您哪儿来

的钱啊？”大妈说：“这还是你们给我的钱

啊！”

大儿媳说：“妈！给您的钱是让你们平时

用啊，算孩子们的生活费！”

大妈说：“我们不花你们的钱，孩子们能

花几个钱？你爸平时挣的就够了。”

又一年，儿子想买小轿车，征求大妈意

见说：街坊邻居谁谁都开了小车了，也想买

一辆小轿车。

大妈说：买了轿车全都是花钱的，天天

还要加油，买那干啥，没啥用，纯粹是花钱！

儿子果然没有买小轿车。

再后来，儿子要买个大车拉货赚钱，从

广州回来准备一些手续，要贷款。

大妈问儿子：你需要贷多少款？

儿子说：需要一二十万元。

大妈说：我手上还有15万元，够不够？

大儿媳感动地抱着大妈就哭得稀里哗

啦。

母慈子孝———家的幸福

在那期间，一到吃饭点，有外卖给大妈

送来了炸鸡、热饮等等。

是远在外面的儿子给点的外卖，点餐后

儿子打电话报备时，大妈对着电话各种拒

绝，反复说：不用买，不缺吃的。外卖送来了，

大妈又说浪费、乱花钱等等。

虽然大妈各种抱怨说乱花钱，但大妈脸

上很多笑容，能感受到大妈满满的幸福感。

三天两头地，大妈能接到孩子们打电话

的问候。

大妈住院期间，二儿媳辞职回家照顾五六

个孩子。周末带了一群孩子看望大妈，给大妈带

了吃的、喝的、穿的等等。病房里热闹起来，孩子

们表露出了对大妈深深的依赖，给大妈唱歌的、

背诗的，喂大妈吃东西的，一家人其乐融融。

大妈说，在家的时候，孩子们从学校回

来会排队给她背书。

每年春节，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大年三

十，一家人一起守岁、看春晚，同时也是家庭

会议的时候，儿子们会向大叔、大妈总结一

下当年都干了什么、挣了多少钱，下一年准

备怎么干，期间相互说说（讨论）。

转眼已过去近三年了，虽然大妈大叔的

音容笑貌已有点模糊，但每次想起大妈，我

心中都敬意满满，她就是中国的传统妇女的

代表：热情、无私、勤劳、淳朴，满满的正能

量，营造了积极向上、和睦团结的家风。和善

温暖生活，勤劳打造小康，淳朴滋养幸福，有

了大妈的“家”，家味儿满满。

祝福大叔大妈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大妈的“家”味儿
●高乙萍

2020年6月12日，按照纪检监察干部扶贫

大走访工作要求，我和本室及汝南街道扶贫

办的同志对汝南街道辖区内未脱贫户进行

走访。通过实地走访深刻感受到未脱贫户的

家庭困难情况，深刻感受到应该珍惜自己的

幸福生活，深刻感受到扶贫工作的重大意义

和责任。简略记录几点感悟，感谢所有在扶

贫战线上作出牺牲奉献的人。

一是致贫原因触动人心，使人萌生恻隐

之心。未脱贫户有的是家人患有精神病，有的

是家人患有严重肢体疾病，有的是家中没有

劳动力等等。每个未脱贫户的家人都有一段

辛酸的往事，每个未脱贫户都有一段绕不开

的心结，每个未脱贫户的家里都有令人不安

的景象。那是我们快要掉队的亲爱的父老乡

亲。正如古人所说，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

觉天之过厚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只

有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才能把我们那群父

老乡亲接引进这个盛世舞台，使他们享受这

盛世的繁荣光景。

二是未脱贫户的邻居或者近邻家境相对

都很富裕。这是我看到的一个不全面的统计，

也不一定精准。但我想到的是不平均、不均

衡，这是与我们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一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党伟大

战略的契入点，是我们扶贫工作的着力点，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

的出发点。

三是未脱贫户与其邻居的关系都不是很和睦。这同样是我看

到的一个不全面的统计，也不一定精准。但是我想到的是不和谐、

不团结，这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

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

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家国天下情怀是不符

的。这就是我们努力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所

在。

四是未脱贫户的身体大都很健康（除了因病致贫外）。这就是

古语说的天无绝人之路。亦如李秀成说过的一句话———不知天意

如何化作此人。也许未脱贫户的今天就是我们家族的某个昨天。

与其羡慕我们的今天、哀怜未脱贫户的今天，不若用尽生命的力

量拉这群顽强努力活着的父老乡亲们一把，这样我们就能够使自

己内心温暖、使自己能够坦然接受我们家族曾经暗淡的昨天，坚

定信心走向美好的明天。

五是未脱贫户与其邻居的家境状况会发生转变。这是变化

循环的道理，也就是古人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既然要发

生变化转换，为何我们不主动适应这种转换，让这种变化温和平

稳地发生而不暴戾激烈。康百万庄园的《四留铭》云：留有余，不

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

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我们通过社会整体性的

留余工作来构建一个温馨和谐的社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

好铺垫，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垫好基。这是每一代共产党人的心

愿。

六是扶贫工作恰如浇灌生长于荒凉处的一株小树。从形式上

来说是远水临时救急，其存续性令人操心，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不若就近取材，就近帮扶，就地解决好。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

正是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大力推动贯彻落实，才使得我们

的社会上下连贯一体，凝聚了党心、温暖了人心、赢得了民心，体

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正如唐太宗《帝范》卷四中所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

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只要通过一代代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接续

奋斗，我们一定能够让荒漠变成绿水青山，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是扶贫工作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论是在

2020年的疫情肆虐中，还是在洪水泛滥处，以及在偏远山区都有

我们没有看到发现的正在发生的贫困。那是我们正在受难的血肉

同胞，那是我们新时代革命征程中必须挑起的重担。同时，我们要

胸怀天下，看到在亚非拉受苦受难的地球村的兄弟们，那是我们

需要伸出援助之手帮扶的兄弟，那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使命所在，让我们在扶贫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韶

华，为美好明天筑梦而行！

扶
贫
走
访
感
悟

“我要去延安，我要去延安，先登

宝塔山，再看南泥湾……”

傍晚时分，列车减速，缓缓驶入

延安站。一下车，我的脑海里就情不

自禁地回响起了《我要去延安》这首

歌。

多日的祈盼，无数的梦想，这一

天终于实现，我终于再一次来到了延

安。我伸出双臂欢呼，延安，我来啦！

走到出站口，这里是一片欢乐的

海洋，鼓声、乐声、欢笑声洋洋盈耳。

在一个又一个人群形成的包围圈内，

是一支又一支载歌载舞的秧歌队，广

场上到处是人，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让人禁不住心生澎湃。

匆匆忙忙从欢乐的人群中穿过，

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延河边上。

放下行李，拿起手机，冲出宾馆，

直奔延河。在美丽的延河桥头，用手

机将宝塔山雄壮优雅的身姿收入镜

头时，才发现我的周围站满了同行的

人们，他们与我一样，也在举着手机，

不停地拍照，间或会心一笑，然后继

续拍照。于是，四周又响起一阵又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到延安了，可是每次到延安，我都激情澎

湃。

拍过了宝塔山，拍过了延河岸，我开始在河水中寻找，寻找

宝塔山的倒影。尽管我走遍了桥头的东南西北，最后还是失望

了，如小溪般的延河水静静地流着，只是这股纤流已盛不下宝塔

山那巍峨的身姿，而人们，仿佛早已见怪不怪了。

初见的激情渐渐消退，平静之后的我和同伴们才发现，此时

早已是饥肠辘辘。走在返回宾馆的路上，迎面来了一大群人，他

们说着、笑着、跑着，冲向桥头……尽管互不相识，但大家相视一

笑，暗自欢喜———原来都是同道中人啊。

自从读过了作家贺敬之的《回延安》，延安就成了我的心头

想，心心念念地盼着有朝一日能来到延安，登登宝塔山，看看延

河水，游游杨家岭……第一次踏上延安的土地，最先做的事就是

来到延河桥头，用相机拍下了魏巍宝塔山。

“万众瞩目清凉山”几个闪亮的大字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

在心头闪烁。我暗暗告诉自己，这次延安之行，一定要登上清凉

山，从山上一览延安城。

于是，我穿过清晨的寂静，再次走过延河桥头，直奔清凉山

下。沿着斜斜的山路缓缓而上，左边是山，右边就是延河，看上几

眼蜿蜒的延河水，呼吸上几口清新的空气……驻足于清凉山牌

坊下，凭栏远眺延安城，不经意间的回眸，我被震惊了，拿起手

机，在电话被接通的同时，我大声地告诉同伴：“我看到宝塔山的

倒影了。”

关上电话，看见时间显示的我哑然失笑，那被我惊动的同

事，也许还在沉沉的梦中吧。

站在山上，我不停地拍照，反复仔细地欣赏，眼睛好像不够

用了。回到山下，时间还早，又继续沿着延河岸顺流而行，宝塔山

的倒影一次又一次地被我留在了镜头中。

清晨，欣赏了梦寐已久的宝塔倒影；上午，第一次登上了宝

塔山。魏巍宝塔下，到处是参观膜拜的人群，想单独与宝塔合个

影都很不容易，更别说像贺敬之老那样“双手搂定”了。站在塔

下，仰望着24米高、分九层的宝塔，感觉到是那么的雄伟与高大，

威严与壮观。敬仰巍巍的宝塔，是因为我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怀念

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艰苦奋斗、英勇战斗的岁月；缅怀高高的宝

塔，是我在默默地寻找当年红军革命的光辉足迹……

登过了宝塔山，赏过了延安城全貌，开始沿路下山，刚要走

到拐弯出，面前出现了一面五星红旗，随着奔跑的旗手，后面是

一大队穿着灰色制服的整齐的队伍，看见我在录像，还有人伸起

手指比划着胜利的手势。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但我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一次次

观看着手机中的画面，可惜只有自己在欣赏，而他们，是看不到

的。

坐在毛岸英曾经坐过的大柳树下，穿越时空的灵魂，仿佛看

到了毛主席在与他亲切交谈。张思德纪念广场上，“为人民服务”

五个大字鲜艳夺目；烈士的雕像，静静矗立，身姿英挺，目光坚

毅；听老师讲着英雄的故事，耳边毛泽东同志的演讲声言犹在

耳；“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匆匆的行程中，我先后去了王家坪、杨

家岭、枣园，在“四八”烈士陵园聆听了烈士们的英勇事迹，在清

凉山顶俯瞰了生机勃勃的延安城，在革命纪念馆前留下了这次

延安之行的最后一张合影……

匆匆之余，我在沉思。那一代领袖居住的窑洞是那样的简陋

质朴：土炕、木桌、木椅、油灯，实在再简单不过了。可是，那里的

窑洞实在不平凡，毛泽东在土窑洞挥毫写出了卷卷雄文，周恩来

在土窑洞里谋划战胜群魔的方略，刘少奇在土窑洞里为党的建

设深思熟虑，朱德总司令在土窑洞里部署着一个个惊天动地的

战略，我们的领袖在简陋的窑洞里点燃了真理的火种，点燃了中

国革命的火种，点燃了中国的希望，照亮了中国的黑暗，照亮了

中国革命的天空，照亮了中国前进的方向。

就在这样一块质朴的土地上，就在这样的山峁上，那座延安

宝塔，竟然成了中国革命的灯塔；那一排土窑洞，那一排土窑洞

的灯光，成了中国革命的光芒；那南泥湾的 矍头能挖走中国的黑

暗；那延河的流水竟然能迸溅出天安门前国庆的欢乐，那舞动的

腰鼓竟能敲打出中国的喜悦，那小米喂养的枪杆竟能打出一代

江山……

我突然有了一种心灵震荡的感受，有了一种热血澎湃的感

悟。

延安之行马上就要结束，再一次来到延河桥头，流连在延河

岸边，宝塔被暮色包围，陈毅元帅题写的“万众瞩目清凉山”几个

大字显得格外醒目。一个个手机在拼命地“咔嚓咔嚓”，怎么拍都

拍不够；又一群人跑了过来，手中举着手机，口中叽叽喳喳个不

停，又有一群人跑了过来，还有一群……

这一幕，和我们刚到延安的那个晚上是那么的相似。不，也

许这一幕每天都在重复，只是我们无缘得见罢了。

摄影师是一个胖乎乎的可爱小伙儿，他用摄像机为我们留

下了一帧帧画面，用一幅幅镜头为我们制作了延安之行的专题

片。点开视频，《我要回延安》的音乐声首先冲进耳中，伴随着一

个个熟悉的镜头，仿佛又回到了延安。

一座座高耸林立的楼层，一条条宽阔平坦的大道，一张张面

带笑容的脸庞，一片片生机盎然的树林，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延安

的变化和发展。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生态的视角，抑或

是从文化的层面来审视延安，都是完美的。因为，这是一个革命

圣地，是一个生态城市，更是一个幸福城市。

“风清清天蓝蓝，我要去延安”。看着视频，听着歌声，我觉得

我还会来延安。“风清清天蓝蓝，我还要去延安，因为我还没喝过

羊杂汤，我还没有尝过黄米饭；风清清天蓝蓝，我还要去延安，因

为我还没有去过南泥湾……”

我的内心此时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我要去延安，我还要去延

安！

我

要

去

延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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