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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缘千里来相会。想不到，今天这句谚

语竟应验在我们四个老《汝州晚报》（《今日

汝州》前身）通讯员身上。2017年4月至2021
年8月，刘京渠、南延峰、石丰周和我，昔日
《汝州晚报》四个老通讯员，有幸先后相逢

在汝州西北古镇夏店镇，一起工作生活，度

过了一段难忘战斗历程，加深了友谊，谱写

了各自人生一段精彩华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汝州晚报》作为

汝州市委机关报，曾对全国公开发行，风靡

一时。当时，刘京渠在温泉镇，南延峰在卫

生局，石丰周在骑岭乡，我在夏店。在向《汝

州晚报》写稿、投稿过程中，我们彼此相识，

互相尊重，相互取长补短，常常为对方能在

报纸一角发一个“小豆腐块”打电话、发短

信表示祝贺，交流新闻写作经验和体会。

因多次发稿宣传中心工作，提升政府

知名度，他们三人进步很快。2017年4月，当
我们在夏店镇相逢时，刘京渠任职夏店镇

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南延峰任职夏店镇

纪委书记，石丰周是汝州市工信局副科级

干部兼驻夏西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相逢夏店镇，虽然彼此职务高低不同、

工作分工不同，但这没有成为我们思想交

流的障碍，大家依然是一见如故，彼此心心

相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互鼓励

支持，爱岗敬业，奋发作为，在不同战线为

夏店镇经济社会发展奉献光和热，受到了

上级领导肯定和群众好评。

刘京渠，中等身材，双目炯炯有神，为

人和善，做事雷厉风行。2017年4月就职，
2019年9月离任，他在夏店镇工作了两年多
时间。在职期间，他充分发挥参谋和助手作

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担当负责，敢拼硬

仗，善于攻坚，为夏店镇摘取了多项市级以

上荣誉，成为党委政府工作的主心骨和定

盘星，人称“一代儒将”。
2017年，是夏店撤乡建镇第一年，夏店

历史上迎来了发展关键时期，开好局、起好

步，成为党委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为了加

强夏店镇班子建设，2017年4月，市委选派
经验丰富的刘京渠任夏店镇党委副书记、

人大主席。到任后，在时任夏店镇党委书记

王长征、镇长焦慧涛的带领下，刘京渠多次

深入镇村一线调研，广开言路，高瞻远瞩，

谋划夏店镇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愿景。结

合实际，夏店镇党委政府形成了“抓基础、

守底线、促发展、图振兴”工作思路，为夏店

镇经济社会发展制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

成为至今夏店镇工作方向的根本遵循，经

受住了实践考验。

建镇前，夏店项目建设滞后。刘京渠到

任后，镇党委、政府把发展项目建设的重任

放到了他的肩上。面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

全镇人民的期盼，刘京渠迎难而上，打响了

夏店镇项目建设攻坚战。刘京渠首先把注

意力放在省重点项目平煤神马集团夏店矿

复工建设推进上。该项目计划投资32亿元，
计划建成年产150万吨的现代化矿井，2010
年5月开工，2014年6月由于国家政策性原
因项目缓建。为及时跟进项目，刘京渠自己

担任服务夏店矿联络人，多次主动代表党

委、政府到企业对接，了解夏店矿建设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多次深入企业所在地磨庄、

上鲁等村调研，和干部群众促膝谈心，了解

群众关切，有效化解了多起久拖未决的企

地纠纷和矛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9
年9月，夏店矿顺利复工，刘京渠脸上露出
了笑容。2017年以来，夏店镇积极优化营商
环境，成立工作专班，严格考核奖惩，全过

程服务项目建设，清单化管理、图表化推

进，助推项目早签约、早开工、早投产。在刘

京渠的带动下，其他副科级领导也积极联

系分包企业，为企业建设保驾护航，先后有

许继风电、华能风电、华扬农牧、汇捷农牧

等5个投资在亿元以上项目在夏店镇落地，
先后有12个投资在千万元以上项目在夏店
镇建成，夏店镇项目建设异彩纷呈，走在了

全市前列，夏店镇先后多次获评汝州市项

目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夏店镇共20
个行政村，刘京渠先后分包过黄沟、孙庄、

磨庄、八里王、甄窑、河口等12个行政村。他
总是临危受命，不讲条件，毅然到矛盾纠纷

突出复杂的片担任片长。每到一村，他总是

深入群众，进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忧。

他总是依靠组织抓党建，充分发挥党员尤

其是老党员、老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多少

个夜晚他和党员干部促膝谈心到黎明，多

少个节假日他在贫困群众家中嘘寒问暖。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和风细雨的政策

宣传、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多年老上访户

和他交上了朋友、停访息诉，多个难缠户解

开了心中疙瘩、支持政府工作。夏店镇社会

大局得到了稳定，刘京渠发挥了“突击队”

作用。

刘京渠对工作要求标准高，遇先必创、

逢优必争是他的口头禅，他以自己实际行

动维护了镇党委政府“说了算、定了干”、守

土有责一心为民的良好形象。他在夏店任

职期间，夏店镇先后荣获河南省生态乡镇、

河南省卫生乡镇、河南省绿化模范乡镇等5
个省级荣誉称号，平顶山市文明村镇、平顶

山市脱贫攻坚先进单位等10项地级荣誉称
号和多个汝州市级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

些成绩里项项都洒下了刘京渠艰苦奋斗的

汗水和心血。

南延峰，高挑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

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但透过镜片，他

的眼光里含有一种凛然正气和正义威严。

和刘京渠相比，南延峰算是一个“老夏

店”了，从2016年5月任职到2021年6月离
任，他在夏店镇纪委书记位置上工作了整

整五年。五年中，在镇党委政府领导下，他

高举从严治党利剑，弘扬正气，惩治腐败，

确保了夏店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方良好政

治生态，人称“一代廉吏”。

作为纪委书记，南延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坚决同各种腐败现象斗争到底。

加强基层干部党性教育，2018年在汝州市
实验中学、2019年在汝州市教师进修学
校，他先后两次组织夏店镇村组以上党员

干部集中开展廉政教育千人大会，邀请汝

州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党校、老干

部局等知名专家做报告，宣讲党纪国法，

提升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素质，警钟长鸣。

加大办案力度，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

落实责任制，一查到底，对违法乱纪行为，

坚决惩处到位，绝不姑息迁就，做到惩治

一人，教育一片。五年中，镇纪委共立案50
多起，处分党员干部40余人，为集体挽回
经济损失500多万元。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工作中，南延峰时

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党纪国法，廉洁

从政。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身先士卒。五年中，他推脱了无数次宴请，拒

绝了多次人情，得罪了多个亲朋好友，但坚

守了廉政底线和红线，保持了夏店政治生态

一方净土。为了工作，他多次自掏腰包，慰问

帮助困难群众；为了工作，他多次自掏腰包，

给加班同志们买餐充饥。五年中他没有伸手

向政府报过一分钱，没有因私事打扰过一次

镇村干部群众。他家住汝州城区，距离夏店

有20多公里。他没有驾驶证，为了不麻烦别
人，减少政府开支，他多次骑自行车往返20
多公里山路到夏店镇上下班。

南延峰喜欢旅游，利用节假日时间，我

们结伴游历了夏店古镇玉羊山、柏崖山等

名胜古迹，他拍摄沿途绿水青山，制作抖音

和美篇，宣传生态夏店，也鼓励我多发稿

子，提升夏店镇知名度。有几次下班后，他

约我一起，徒步跋涉，经陵头镇前户、后户，

骑岭乡大张水库、水泉、安洼药王庙，穿越

40多华里、历时3个多小时返回汝州城。一
路上，他向我介绍长在路边的各种不知名

中草药的学名和用途（他中医药学专业毕

业），用手机拍摄各种奇花异草，乐此不疲，

我常常被他的博学和丰富的生活情趣而感

动，忘记了旅途的辛劳。

石丰周是个瘦高个，也戴了一副近视

镜。遇人讲话时，他总是先眨巴一下眼睛思

考一下，再笑呵呵地回答你的问题，不紧不

慢中彰显出他的睿智和勇毅。

从2017年4月担任汝州市工信局驻夏
店镇夏西村扶贫工作队长，到2021年8月离
任，他在夏店镇扶贫战线上战斗了四个春

秋，为夏西村打赢脱贫攻坚战立下了汗马

功劳。

2017年，举国上下拉开了脱贫攻坚大
决战。在这场决战中，夏店镇贫困村多、贫

困人口多，成为汝州市脱贫攻坚的一个主

战场。其中，夏店镇夏西村有贫困人口78
户、307人，是省定贫困村，帮扶联系单位是
汝州市工信局。汝州市工信局组成驻村工

作队，迅速进驻夏西村。刚开始，汝州市工

信局常务副局长王继英兼工作队长，但他

是局中业务骨干，不便长期两头跑，需要重

新物色驻村工作队长。“我是党员我先上”，

时任汝州市工信局副科级干部石丰周把请

战书递到了局党委负责人手中。

夏西村位于汝州西北禹王山下，由2个
自然村组成，辖9个村民组，419户、2177人，
耕地面积2250亩，因村中无企业，群众以种
植业为主，主要经济收入靠外出务工，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建好阵地。因长期班子涣

散，夏西村两委会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群众

有事找不到村委会干部。石丰周取得上级

部门支持，争取资金40多万元，高标准新建
夏西村党群众服务中心，配备相应办公设

备，结束了夏西村多年没有村室的历史。摸

清底子。到夏西后，石丰周严格按照标准，

带领工作队员，对村中贫困户进行建档立

卡，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彻底摸清了夏西

村贫困户底子。发展产业。他带领工作队

员，鼓励群众扩大烟叶种植，落实烟叶面积

500亩以上，增加了贫困人口收入。同时，他
帮助夏西村贫困户开展艾草种植50多亩，
发展食用菌种植12户、光伏发电18户、养殖
12户，夏西村78户贫困户中，一半以上有了
脱贫项目。易地搬迁。赵窑自然村位于禹王

山半山腰，19户中，16户是贫困户，生活条
件艰苦，被列为易地搬迁村。为做好搬迁群

众的思想工作，石丰周跑断了腿，磨破了

嘴，挨门逐户做群众工作，圆满完成了19户
安置房用地工作。在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石

丰周难忘：焦慧娟等汝州市领导冒酷暑顶

严寒到驻村为工作队员加油鼓劲，难忘时

任夏店镇党委书记李秋生、焦慧涛和夏店

镇镇长王磊多次到驻村慰问工作队，难忘

汝州市工信局领导和职工全力以赴支持驻

村工作。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镇村上下

的齐心协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

强的组织保障和力量源泉。

四年中，石丰周和夏西村两委会一起争

取整村推进项目资金80万元，打了3眼机电
井及配套4000米地埋管，实现农田灌溉地埋
管全覆盖；架设50盏太阳能路灯，实现全村
亮化全覆盖。为夏西村硬化村街主干道1.5公
里，方便了群众出行。又先后筹资50多万元，
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垒砌主干道两侧下水管
1000多米，建花池100个，栽植景观绿化树木
4000余棵，绘制文化墙500多平方米，美观外
墙4000余平方，书写墙体标语150多幅。2019
年底，夏西村提前完成了“两不愁三保障”脱

贫基本要求，退出了贫困村序列。现在，夏西

村道路宽了，街道净了，路灯亮了，环境美

了，成功创建为汝州市三星级文明村。提到

这些巨变，夏西村民都会夸“这是石丰周和

汝州市工信局驻村工作队的功劳”。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刘京

渠、南延峰、石丰周三位同志有缘和我相聚

在夏店古镇，为夏店镇经济发展建功立业，

功不可没。无以为报，我将他们的先进事迹

撰稿先后在人民网、《河南日报》农村版等

国家、省、地和《今日汝州》媒体上刊发、播

发，慰藉了我心中一些缺憾，略尽了一份地

主之谊。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作为昔日

《汝州晚报》的四只笔，我们为能在夏店镇

相逢、为夏店人民做一点贡献感到骄傲和

自豪，尤其是他们三个外乡人，用自己奋斗

的传奇经历，告诉人们成功是努力奋斗拼

搏出来的这一真理。

潮平岸阔，风正帆悬。作为昔日《汝州

晚报》的四只笔，我们相识于上世纪90年
代，一路走来，已有30多个年头。昔日风华
正茂的我，如今是两鬓花发。人生能有几个
30年？今日不博待何时？

高山流水为知音。作为“地主”的我，有

义务将此段汝州文坛四友相逢夏店古镇时

奋斗拼搏的成功喜悦的美好时光记录下

来，以此自勉前行。

唐诗是飞翔式的情感，如山间江流，奔

腾而走，轻快如歌；更如人生少年，相逢一

笑，快意恩仇，一啸冲天。

大唐王朝，是一个诗的王朝。那里有李

白、杜甫、白居易等灿若星河的一众诗人。

仰望唐诗的星空，那些诗家天才将一

一登场：王勃九岁，给《汉书》挑出一大堆错

误，并写成纠错书《指瑕》；骆宾王七岁，写

出了“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张九龄七

岁，都瞧不起写诗的，提笔就写论文；杜甫

七岁，写《咏凤凰》诗；李白更逆天，五岁就

能“通六甲”……

少年时总爱故作愁态，正如稼轩的小

令“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辞强说愁”。让

少年人养成男儿气概之途。想要培养阳刚

之气，则莫过读唐诗，尤其是盛唐之音。

少年时读唐诗，那博大开阔的意境，蓬

勃而阳光；那壮美豁朗的山水，辽阔而激

昂；那建功立业的雄心，豪情而飞扬，唐诗

里的意境，让年轻人目眩神迷，心怀向往，

恨不得立马随着那些落拓不羁的诗人侠士

仗剑天涯，行吟四方。

人生之少年与之相扣，确属双剑合璧，

相得益彰。

在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学中，最情有独

钟于唐诗。因为，那是最先接触到的。

记得中学时代，课余之外，闲极无聊，

思想苦闷，生活艰苦，但放学回来，清风徐

徐的夜晚，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把从大

院内一个老学究处“偷”出的一本《唐诗三

百首》细细翻阅，整整抄完了几个笔记本。

对那些诗词歌赋，当时虽然不求甚解，但每

一次读起来都是那么专注。

唐诗相伴度过了多少血脉贲张、豪情万

丈的寂寞长夜。随着年岁的增加，读书的增

多，尤其是读大学后，才知道自己以前所阅读

的那些唐诗，不过只是沧海一粟。直到今天，

仍无法释怀对唐诗的那一份痴迷和眷恋。每

当夜深人静，从床头柜上随手拿过一本，低声

读将起来，感觉琅琅上口，满口清香。

常想象那月照唐朝雨落长安，该是怎

样的意境啊。

感谢唐诗，和那些古代大师们不朽的

艺术和精神，千百年来得以源远流长。走进

唐诗，其实就是走进一个神奇迷人的王国。

那是一个人类精神之花全面盛开的季节。

我们的大师从一张薄薄的书页上站起来，

沿着字里行间向我们走来，一袭古装，长发

飘飘，风姿万千：古朴雄浑的子昂，清朗雄

健的王之涣，闲静谈远的孟浩然，飘逸豪放

的李白，沉郁顿抑的杜甫，清扬畅丽的白居

易，奇诡璀璨的李贺……

唐人将时代的自信和慷慨之所尽皆注

入诗行，令少年们读来感觉如海浪般磅礴之

气势。盛唐的诗人就连离别也写得豪气冲天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连

寄语乡里也写得洒脱自如“马上相逢无纸

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即使写悲事，亦是不

失豪气，“醉卧沙场君莫哭，古来征战几人

回”，尽显男儿之本色，毫不作儿女之情态。

大唐的盛世，培养了诗人们刚健明朗、

昂扬奋发、积极进取、慷慨激昂的豪迈之

气。唐人的诗歌就像是诗人胸中的气流，势

不可阻挡地喷薄而出。大唐的颂诗，让年轻

人热血沸腾、血脉贲张，金戈铁马，慷慨激

昂，致使他们胸怀远大抱负，常怀济天下之

志，渴望征战沙场，扬名后世。

唐诗不论写豪气的个人抱负，还是民

间疾苦，意境都是开阔悠远，令人胸怀顿

开，中唐之音哀而不伤，虽失了豪迈但仍未

丢气势。诗人把视线投向社会，民间、江山，

而不是个人，是故显得深沉悠远。

无论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胡天八

月”，还是“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渭城客栈，

无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的李白，还是“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

为谁雄”的杜甫，或笑、或泣，或长歌、或短

吟，或无语徘徊、或妙语连珠，或缠绵悱恻，

或浅斟低唱，都是飞翔式地情感宣泄，那么

发人深思，令人难忘。

飞翔的唐诗，给人飞翔式的旷达；飞翔

式的旷达，给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情。

长安三万里，唐诗动天下。只应天上

有，曲美人无暇。

夏雨

又猛又急

雨滴

从万里云霄直飞而下

把青青的芦苇

梳妆成

大地柔软飘逸的

青丝缕缕

夏雨

叮叮咚咚

落进幽碧的湖水

激荡起绵绵不绝的

层层涟漪

有着大珠小珠落碧潭的

绝世美丽

红柱 黄檐 青瓦

烟雨中金碧辉煌

云雾中深藏大气

圆圆的拱门深处

透着满眼翠亮的绿

红色扇窗 丝丝相扣

挡不住雨雾的朦胧水汽

几杆翠竹 在花窗间摇曳

在风雨中轻轻呓语

水漫进洼地

把青色瓦砾

镶嵌在清澈的水底

丝丝分明 弯弯曲曲

吸引着我们

迫不及待 光脚踩进去

触到古朴的瓦砾

一下子让人脚踏实地

跨越千年

探寻先哲们的圣贤秘密

汝帖无言

线条无语

在雨丝中飘来千年的思绪

大美汝帖

宋室鸿宝

在历史的长河中闪光熠熠

华夏文明

在汝州大地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寀主编 贤士续编

流芳后世 大美无比

篆、隶、楷、行、草 诸体兼备

商、周、秦、汉、魏 逐代排序

那一个个字 神采飞扬

那一方方帖 厚重大气

一股浩然正气立于风雨之中

一股敬仰自豪喷涌直抒胸臆

让人连连赞叹

汝帖的神奇

千年的时光 飞逝而去

千年的风雨 无所畏惧

千年的文明 嵌于石刻

千年的文化 生生不息

回首处

风雨中的帖院

依然静静屹立

当晨曦在早上六点铺满天空，夏天的脚步便不期而至。她接

续了春天的温暖，在蝉鸣青绿中将酷暑毫无保留地弥漫在每一

个角落，强势宣告着自身的回归。

夏天的颜色是梧桐的绿、杨树的青、月季的姹紫嫣红。无论

是钢铁森林还是乡野村色，无论是热带雨林还是塞外草原，当七

月潮湿的空气随风飘至，满目所见，便尽是青绿铺满天际。叶子

青翠欲滴，草儿肆意生长，连随风舞动的弧度都显得狂放且自

由。而在青绿意韵之中，亦有浓艳的夏花烂漫。在北方的院子里

几乎都会种上几株月季，无需精心修剪，三三两两地散落在院子

一角，粉色柔美，紫色惊艳，黄色高贵，花如美人，一下子便让人

醉倒在层层叠叠的花瓣中。

夏天的味道是西瓜的甜、柠檬的酸、桃子的意犹未尽。犹记

得儿时的盛夏，闷热的空气笼罩大地，长鸣的知了在杨树上烦

扰，一张凉席，一把瓜子，半个西瓜，就足以度过尚没有网络的午

后。夏天不仅是花的世界，同样是瓜果的世界，虽未至硕秋，然而

圆滚滚的西瓜，香喷喷的芒果，甜滋滋的桃子，便迫不及待地睁

开眼睛，露出自己调皮的肚子，在大自然的宠溺下无私地将香甜

的果肉献给贪吃的人们。

夏天的触感是阳光的热、刺骨的凉、青春的触手可及。当空

调的凉风吹散教室的热气，当冰棍的清爽驱没读书的烦躁，当短

促的铃声点燃课间的热情，一个独属于我们的夏天便永远地烙

印在脑海里。是多少次深夜台灯下的苦读，是多少次成绩排名后

的激励，是多少次畅谈未来里的憧憬，或是美好、兴奋、令人怀

念，或者伤感、悲愤、触之即痛，但无论如何，这个夏天都已经与

青春融合在了一起，密不可分。也总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夏天被存

放在记忆的最深处，时不时被揭开记忆的盖布，反复回想。

在接天莲叶中看无穷碧意，在云层涌动中观骤雨初歇，是行

如草书的疏狂飒落，是阳光普照的万物灵动。这便是七月的夏

季，在意象与意象的堆叠中反射出五彩的美和动人的永恒。

夏天印象
◇程曼玉

夏雨中的帖院
殷孙利芳 飞 翔 的 唐 诗

◇李晓伟

相逢夏店古镇
◇平党申

刊副池杯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