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永辉
11 月 8 日，记者节。头顶着

“无冕之王”的美丽光环，怀揣着
“当好‘党的喉舌’为时代立功，当
好‘社会良知’为人民立言”的美
好愿望，我在地市级媒体记者的岗
位上，不知不觉已工作了二十多年。

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风云变
幻。最近这几年，互联网浪潮汹涌
澎湃，新兴媒体强势崛起，大大挤
压了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特别是
去年以来，不少传统媒体都遭遇了
发展瓶颈，经营也出现了断崖式下
滑。荣耀远去，光环褪色。作为最
基层的地市级媒体的记者，我在心
中不时的叩问：人人都有麦克风的
时代，我们还有无立身之地？

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有高潮自然也会有低
谷。在新的形势下，深入分析传统媒体面临的困境，不
难发现：日渐式微的是传统媒体的发布平台，而不是权
威、客观、公正的信息传播。虽然全民传播已经成为事
实，但有着强大的采编力量、权威的信息渠道、规范的
采编流程作保障的专业化生产的新闻依然是稀缺产品。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差距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
随时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技术手段”。早在2014年8月
份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就审
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意见提出：“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
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
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
媒体。”也就是说，新媒体带来的不仅仅是严峻的挑战，
更是发展的机遇。传统媒体需要正视差距，借助新技
术、扬长避短，迎头赶上，后发赶超。唯此才能增强传
播力，提升舆论引导力，更好的履职尽责，完成党和政
府赋予的光荣使命，不负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重托。

融合发展为传统媒体提供了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
眼下，一些地方媒体正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大与
新媒体融合发展的力度，以期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崭新境界。媒体有生存空间，记者自然有用武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提出了48字要
求，清晰界定了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与使命，这些职责
与使命要靠成千上万的新闻记者去完成去实现。在移动
互联网勃兴、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口水”很容易泛滥成
灾的今天，作为专业的传播工作者，记者对于净化网络
空间、维护公序良俗、还原事实真相的作用不可替代。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改革创新中，如何确保新闻记者
的切身利益，稳定记者队伍，让他们安心工作，爱岗敬
业，是一个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另外，媒体的融合发
展，记者队伍肯定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会是一个
少而精的演变趋势，也是检验我们是否能够守望责任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用足够的勤奋和努力，把自己锻造
成融合发展所需要的全媒体记者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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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付军
前不久，趁着受邀参加漯河日报社承办“新媒体、新机

遇、新挑战”高峰论坛的机会，我第一次造访了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漯河河上街古镇。

河上街古镇坐落于漯河市泰山路南段西侧，占地面积4.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总长约1000米，是一座以
漯河河上街历史为背景，汇聚中原民俗文化，集旅游、聚
会、商务、民俗、娱乐、时尚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性广场。沿
街两侧，各式古典建筑青砖黛瓦、斗拱飞檐、高低错落。商
铺门前，大红灯笼高挂、蓝色旗幡招展、身着古代服装的店
员躬身相迎。青石铺就的路面及两旁的石栏上，镌刻着孝义
忠勇等代表国学内容的文字和图案。一条小河穿镇而过，清
清的河水和一座座小桥更是给小镇带来无限的灵气和生机。
这一切仿佛都在向人们诉说着漯河的历史和文化、展示着漯
河的厚重和魅力，张扬着漯河的个性和独特。

陪同参观的漯河日报社同仁很是热情，我们一边聊、一
边看。走过景区东北向的河上街青石牌坊大门，便在布衣巷
口的一家小吃店门前驻足下来。着明清短装服饰的伙计看起
来非常干练，招呼我们坐下后便开始介绍起他们的小吃来。
伙计说得眉飞色舞，我们也听得饶有兴致。这条布衣巷有三
十多家小吃店，每一家小吃都有不同的来历和各自的特色。
看着这一家家次第排开的小吃店，一身身清一色明清服饰装
束的店员，布衣巷霎时间把我带回了遥远的年代。南北朝
时，北魏在此筑奇雒城，设南颍川郡。从明朝嘉靖年间在此
开埠直到民国初年，漯河凭借着沙澧两条河流在此交汇带来
的通航便利，成为中原一带的水运中心。那时的这里，舟楫
穿梭通江达海、商贾云集街市繁华。“沙河东流碧，螺湾汇双
河；舟行此焉薄，贾客南来多；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
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正是当时漯河的写照。可以
设想，那时的那些来往的商人和船工纤夫在寒冷的冬天，能
在沿街的店铺里喝上一碗滚烫的豆腐脑羊肉汤、吃上一块冒
烟的酥油饼驴肉火烧，是何等的惬意和满足。民国以后，虽
然水运逐渐淡去了，但随着京汉铁路的筑成和漯河车站的设
立，漯河的交通枢纽地位越来越强，并逐渐成为了一座城
市。我的老家距漯河市区五十里地，儿时大人们常在夜晚指
着东南方向一处明亮的地方说，那是河上街。今天在这里，
铁路、高速铁路、公路、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双汇集团、南
街村集团、开源集团等知名企业享誉中外，漯河已成为区域
性的交通中心和内陆发达城市。

“快、快，我们几个在亭上合个影留念。”在同行的几个
山东同仁呼唤下，我们一起登上了受降亭。受降亭建在古镇
的一处高台上，亭内石碑上的碑文，记载着当年接受日本战
败受降的经过。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中国大地饱受日寇铁蹄蹂躏。作为抗日的主战场，
英勇的漯河人民在此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共赴国难，为了民
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1945年8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打击

下，日本被迫战败投降。1945年9月20日，漯河作为全国16
个受降区之一接受了日军的投降，日军中将鹰森孝在漯向国
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递交投降书。为纪念这一让中国
人民难忘的历史时刻，漯河人民自发捐建了受降亭，使漯河
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唯一建亭立碑的地方。手抚着斑
痕累累的石碑，凝视着一行行记载当时受降经过的碑文，不
禁心生无限感慨。是啊，抗日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历史不能
忘记，更不允许少数别有用心之徒篡改。我们铭记历史，不
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增强人们对和平的坚守，绝不让历
史的悲剧重演。

雨后初晴的天空格外澄澈。这时，一群信鸽掠过广场，
给闲适的古镇更增添了一份祥和。

我刚刚缓步走下受降亭，蓦然发现不远处许多人簇拥着
走进了一处建筑。惊讶之余，便朝那座建筑走去，原来这里
是全国村长论坛纪念馆。再经打听，那群人是外地的某个乡
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前来参观学习的。全国村长论坛纪念馆是
创设河上街古镇景区的漯河市干河陈村重点打造的一处景
点。2014年11月1日，第十四届全国村长论坛在干河陈村召
开，包括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300
多个村庄的800多名村官代表参加了论坛，全国村长论坛纪念
馆由此设立。纪念馆展示着历届全国村长论坛的有关图片、
全国知名村发展情况介绍、部分著名村带头人的语录等。据
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干河陈村走的是一条依靠集体经济发展
之路。改革开放尤其是近些年来，他们依靠紧临漯河市区的
优势，在村党委的带领下，按照“退出一产、优化二产、大
力发展三产”的思路，以股份制企业开源集团为投资主体，
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使得这里迅速崛起一座现代化的开
源新城，并成为河南省农村城市化的典范。2014年，村集体
经济共实现营业收入8.1亿元，收益8000多万元，纳税4700
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万元以上。村民们说，是党的领
导和集体经济使他们走上了富裕发展之路。

走出全国村长论坛纪念馆，我在想，市场经济不一定是
私有经济，集体经济完全可以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漯河市
的南街村、北徐村、龙堂村，这些全国知名村走的不都是集
体经济发展之路吗？

河上街，你是漯河千百年历史的缩影。干河陈村，你是
现代中国农村发展的新
星。漯河市——中国食品
名城，有时间我还回来看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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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韵沙澧读书会
活动预告

11月12日，周六，上午九点，新闻大厦三楼多功
能会议厅，水韵沙澧读书会将举办以《自成气象的茶文
化与我们的道德修为》为主题的茶文化讲座，内容涉及
茶文化的一般意义、茶文化的经世致用之道、遵循茶文
化的精神健康喝茶等方面，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参
与。因场地有限，需提前报名，谢谢合作。

举办时间：11月12日（周六）上午九点
举办地点：新闻大厦三楼多功能会议厅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微信：siying_289169909

■曹彩红
周日父亲搬新家，我们姊妹及家

人一大早便去帮忙。收拾的收拾，打
包的打包，对一些该扔掉的旧物，一
向节俭的父亲差不多都是在我们的再
三劝说下才颇为不舍地扔掉。而对于
那个油漆斑驳、颇有些历史的条几，
无论我们怎样劝说，父亲都坚决不同
意舍弃，只是一个劲儿地坚持说：“这
个不能扔，搬上去，搬上去。”说着便
动手擦拭起来。

这个条几在我幼时记忆中便存在

着，它长约四米左右，高近一米，雕花古朴，木料厚重，类
似于古典家具那种放于厅堂的长条几。而它在我们家一直放
于厨房，搁置米面、碗盘等杂物。由于长期烟熏火燎，不仅
油渍斑斑，而且油漆脱落，仿佛暮年的老妪，布满岁月的沧
桑。我们最终颇费周折地把它搬上了楼，先把它放在阳台。
在装修颇为现代的新居里，这个条几就黑黢黢地立在那儿，
仿佛鸡立鹤群，着实不协调。我们寻思着收拾妥当后再把它
放到哪个不起眼的角落，省得碍事碍眼。

待一切终于归整有序，我想到了那个条几，眼光刚碰到
它，便瞬间呆住了。不知何时，不知是谁，顺手把父亲养的
几盆花草放在了上面。那一盆盆绿植，亭亭的枝干、碧绿的
叶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配上那高高的古朴条几，那种
相得益彰的和谐搭配、那种锦上添花的互相映衬、那种言说
不尽的韵味、生动与耐看，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就是那样随意地放置，却造就了最天然的神奇，使那条
几瞬间脱胎换骨，焕发出别样的神采，那种生命之美与岁月
之痕两者的绝妙搭配在我眼前盎然地生动着……

人之外貌，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外貌的美丑是上天与父
母的赐予，自己无法改变；而心灵的美丑却与环境的影响和
后天的自身修为密切相关。君不见，名垂青史者，并不是因
其外形多么俊逸潇洒，皆因其内心芳香、品行高洁，其志向
言行卓然于常人，福泽于世，为后人所敬仰。在日常交往
中，人与人相交相识，关键是心交。那些常常想起来让我们
温暖和安心的朋友，莫不是他们的心灵和言行让我们如沐春
风，外貌真是不重要了。正如那条几，初看其貌不扬，孰不
知历经岁月云烟，其内在的厚重与大气却丝毫不减，终在合
适的机缘释放出它粲然的光华。可见，于物于人，断不能凭
外貌妄下定论。

人生苦短，我们来世一遭，都会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挫
折或磨难，万事如意、一帆风顺只是美好的祝愿。这些苦难
在当时可能让我们绝望流泪，甚至痛不欲生，成为生命中的
黑色记忆。但在经历之后就会发现，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是
苦多于甜的——我们因此成长成熟、因此坚强坚韧，心灵之
花在岁月之河中绽放得更加芬芳馥郁，使我们的眼睛在发现
美的同时，也学会于苦难中欣赏美、创造美，我们的人生也
因此更加丰盈充实、淡定从容。

曾经留恋于孩童时代的纯真无邪，曾经感怀于少女时期
的莞尔心境，曾经伤神于中年时的琐碎与凡俗，却不知这些
喜怒哀乐、人生悲欢都是岁月的赠予，最终会成为生命中的
财富。这世间，我爱过，痛过，哭过，笑过，便已足够。只
希望在年迈之时，纵然历经人生风雨，满脸的褶皱间仍绽放
出粲然的笑容，在岁月的长河中依然开成一朵最美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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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笼霞
秋日里，倚窗远望，枝头的几盏红

灯笼随风摇曳。那是小花园里仅有的一
株柿树，静静地伫立在喧嚣城市的一
角，以其成熟、丰腴之美，写意出这个
季节特有的韵味。

柿子红了。出现在大街小巷，它们
定是从乡村山野聚拢来，平静地躺在街
头阿婆的手推车上。你看，一个个饱满
红润，姿色俏丽，惹人喜爱。这份沉甸
甸明艳艳的秋的馈赠，常常引起我无端
的爱怜。这是我春天在树下仰望的那些
青果吗？

我想起——在暮春的午后，在赵姐邻居的花台上，几株
盆栽的柿树，葱茏蓊郁。一枚枚毛茸茸的青果鼓着脸蛋在绿
叶下挨挨挤挤。树下仰视，我垂手可得，可又何以忍心下手
呢？于是在这个春天，我便滋生出一个秋天的梦——那是一
个关于成熟的童话。

这个秋天，我常常惦念那些果子。如同牵挂我许久未见
的老友。料想，它们都迎风红透了脸庞，成为楼前一幅靓丽
的风景，成为往来孩子垂涎欲滴的诱饵吧！

“那些柿子都红了吧？”我问。
“哎，这阵子忙，没太留意。”赵姐说。
也许，生活在樊笼里的我们，走得太快，忽略了身边原

本太多美的风景。
柿子红了。在太行山上，我们夜宿农家，次日绕山路行

走。半山腰、沟壑里，到处是柿树，我们一路欢歌，捕捉最
美的柿树。它们一棵棵挺立于山崖间，伞状的形，凋零的
叶，依稀挂着的果，高高的擎着，这些植株多半是属于大地
的。自生自灭之间，演绎着一季的精彩。我将镜头拉近，再
拉近，记录下旅途中最美的秋意。

老家的柿子红了。我们驱车回到几百里之外的老宅，借
来掐竿，从树上小心翼翼地摘取果子。老公很有兴致，脱下
皮鞋、袜子，啤酒肚顶着粗老的树干，一纵一跃地爬了上
去。他端坐树叉，神情含笑，貌似弥勒。他一把将竹蓝固
定，还不忘喝一口绿茶饮料，而后斜头歪眼，找寻一个个目
标。他累得满头大汗，树下，我和女儿拍手称赞乐翻了天。
那情景，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柿子红了。那是几年前的大学宿舍里，老三借故请假。
几天后，从老家南阳回来，每个人的床铺上，分别放了大小
如一的红柿子，那是我见到的最美的柿子。遵照三丫的经验
指示，我们将自己的柿子欢喜地放在床头，在每日百读不厌
的摩挲下，等待它早一日含口下咽，甜嘴养心。

十来个大柿子，是三丫返校的行李。这硬邦邦的果子，
简直如一个个石头般硬实。姑且不提摘取之累，我不知道三
丫途是如何经火车、汽车、三轮车的几番辗转中，把它们提
到学校的。

三丫是我上铺的姐妹。一天，她坐在我的床上说：“二
丫，当我想你时，我背几个家乡的柿子去看你。”

我说：“好！一言为定！”
秋天到了，又是橙黄橘绿时，柿子红了。我常常对着窗

前的柿子发呆，在秋意斑斓的季节，我心底常常会滋生出无
端的思念和期盼。三丫，你可好？在这个薄凉的早晨，我的
心里，沉淀的一份份美好的关于往事的印记……

柿
子
红
了

■艾振兴

一曲惊天动地的交响
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
一段震撼世界的神话
一个亘古未有的传奇
啊，长征
你是一本厚重的书啊
读不完的精彩
悟不尽的真谛

80年前
那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啊
军阀 土匪 破碎的山河
饥饿 战火 日寇铁蹄……
中华民族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祖国母亲在风雨飘摇中战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使党和红军陷入重重危机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
他们在苦苦地寻觅

1934年年底
一支铁流出发了
肩膀担负着民族的希望
脚板丈量着苦难的大地
无尽的艰险 无尽的荆棘
无尽的威胁 无尽的崎岖
他们只有一个使命：解放
他们只有一个决心：抗日

1935年1月15日
光芒万丈的遵义会议召开
严寒里吹来了春风
黑暗中透出了晨曦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革命从此所向披靡
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四渡赤水
中外战争史上的神来之笔

这是一支勇往直前的队伍

这是一支视死如归的队伍
敌军的围追堵截
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
恶劣的雪山草地
动摇不了他们钢铁的意志
大渡河的波涛
淹不灭革命的火焰
泸定桥的铁索
难不倒十八勇士
严寒摧不垮壮士的信念
饥饿磨不掉英雄的士气

长征是宣言书 宣告红军
是正义之师 所向无敌
长征是宣传队 宣传了
党的宗旨 革命的道理
长征是播种机 将革命种子
撒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
长征是一场
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壮举
长征精神
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

先烈的鲜血
浇灌了中华民族的春天
英雄的身躯
筑成了新中国大厦的根基
做父母的 请告诉儿女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让我们记住长征
让我们歌颂长征
让我们传承长征
走好新的长征
展我中华雄姿
让中国梦成为美丽现实
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
让祖国更加强大繁荣
让敌对势力向隅而泣
长征精神永远鼓舞我们
前进 前进
胜利 胜利

长征颂歌

■邢俊霞
白落梅说，等待一场姹紫嫣红的花事，是幸福。这话

我深有同感，那年四月，接到在海峡彼岸生活的阿姨打来
的电话，说要来看洛阳的牡丹。自那一刻起，我和我的家
人都盼望着他们的到来，心里充盈着满满的幸福。

洛阳牡丹，自古扬名天下。诗人刘禹锡在 《赏牡丹》
中写道：“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
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里的京城后人很有争议，有人
说洛阳，有人说长安，但无论是哪里，那时花开的盛事也
只是传到了京城，而现如今，精美的宣传册飘洋过海到了
海峡彼岸，让他们有了到洛阳一睹牡丹芳容的渴望。

办手续、购机票，转眼日子到了四月底，阿姨、舅舅
才成行，同来的还有一对母子，按辈分我该称小姨，而此
时，牡丹盛花期已过。

来不及叙旧，他们到的第二天，我和妈妈就陪同前往
洛阳国家牡丹园。

一路上，五月初的阳光洒满大地，路旁的树木掩藏心
事昂首而立，满怀的喜悦化作盎然的绿意蓬勃枝头，这样
的天气适合走出家门，与自然接轨，去领略大自然无穷的
魅力。此刻，我心飞翔，早已随飞驰的汽车憧憬着即将饱
览的满园繁华。

然而，总有些事结果让人猝不及防。刚一进园，我的
心就凉了半截，目之所及，残花遍地，枝头为数不多的牡
丹花显得无精打彩，没有一点艳压群芳的姿容，我很失

望，随手拍下照片发到QQ空间，并附上心情文字：“花开
三二枝，残花一大片。”

站立园中，心理落差极大，犹如南柯一梦，梦中花团
锦簇，梦醒来，萧条一片，犹如美人迟幕，花容不再。

然而，当我的目光移至小姨处时，不由愣住了。杂乱
无章的花影之侧，小姨母子二人神情专注，仿佛进入忘我
的境界，时而拈果，时而低语。

“妈妈，快看，花虽枯萎，花苞仍在。”
“是的，花苞里面是牡丹花的果实，是花的儿子。”
“妈妈，我知道了，花的儿子是种子。有了种子，就

有了希望，来年依然会有满眼新绿，枝绽繁花，对吗？”
“对，花谢有期，但重逢无需邀约。草木一秋，花开

一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要辜负一场姹紫嫣红的花事。”
小姨的脸紧贴牡丹，绿繁花疏之间，那张脸带着盈盈

笑意，款款深情，喃喃诉说着对牡丹的爱恋。这个场景我
似乎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我努力的回忆着……

恍惚间，眼前款款走来一位堪比卓文君的才女，唐代
女诗人薛涛。她对牡丹的喜爱刻骨铭心，把牡丹比喻成自
己的恋人，把去年以来对牡丹的思念之情和今岁与牡丹重
逢的喜悦之情跃然于纸上：“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
别离。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传情每向馨香
得，不语还应彼此知，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
思。”整首诗透着对牡丹的绵绵情意，担心和牡丹离别后像
巫山云雨那样一散而不复聚，望眼欲穿而感到失望，写尽
自己与牡丹的恋情。而我最欣赏后两句，在与牡丹短暂的
相遇过后，再默默无言而对也不能释放相思之苦，就想在
栏边安放枕席，枕着枕头，沐着清幽的月光，畅叙相思，
再苦的别离也已经熬到头了，以后的日子就是长相厮守，
相偎一生。

原来，等到风景都看透，我依旧视你为知已。不管是
年少时的国色天香，还是繁华后逐渐衰败的容颜。

原来，落入眼眸的残花，映射出的不全是灰暗，换个
角度欣赏，拜访花苞的秘密，也许会有另一种美景来深入
你的灵魂，滋养你的心灵。

花的儿子是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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