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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风昌
我今年8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

61年了。
我幼年时父亲就患有哮喘病，40多

岁就病逝了，加上战争和贫穷，家中一
贫如洗。无奈，我跟随裹着小脚的母亲
到西平、泌阳一带逃荒要饭，一路上苦
不堪言，常常饿得走不动路，晚上就住
在房檐下、柴垛旁、草庵里。

1947年，我10岁。那年，母亲历尽
千辛万苦才送我去上学。我不算聪明，
但知道家里供我上学不容易，所以一直
好学向上，门门功课都是优秀。1953年
秋，16岁的我从省立郾中辍学，回村担
任村财粮员，又兼任村农业合作社会
计。后来，大张区政府派我去许昌专署
学习工业会计，学习苏联的借贷账法。
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我回舞阳报到，
领导让我等通知来上班。想着很快就有
好工作了，我心里十分高兴。

后来，适逢征兵，我立志要去当
兵。1955年冬，18岁的我入伍了。那天
下着大雪，我步行去舞阳县城集结，换
装后又步行去临颍短训，然后等待分
配。7天后，我到了东北一所技工学校学
修坦克，一年后毕业。拿到毕业证后，
我被分配到沈阳某部修理连修坦克，在
那里工作了两年时间。我不怕苦不怕
累、踏实肯干，义务兵服现役期满，团
首长找我谈话，让我到吉林上军校。
1961年1月底，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

到北京当教员，后又换了好几个工作单
位。

1959年秋，我正在学校上文化课，
党小组长杨文忠同志找我，先问了我的
家庭情况，然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
想过入党没有？”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
题，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想
说：“我太想入党了，也在努力创造条
件，总怕自己达不到要求。”从此，我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工作更加努力，时时
处处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多次受
到嘉奖。两个月后，我被批准为预备党
员。1960年12月3日，我正式入党。

1965年秋，我转业回到舞阳老家，
当时是中尉连级干部。1966年2月，我
到了公社税务所当所长，在基层一干就
是30年。

从当兵到转业，再到地方工作的几
十年里，我始终不忘自己是从一个要饭
娃成长为一名党的干部的。

1997年3月，到了退休年龄，我眼
含热泪，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岗位。
但我退休不退志，时刻牢记党员身份，
自觉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先
后担任县人民调解员、人民法院陪审
员、县农调队调查员、村关工委主任、

“五老”协会会长，积极协助村党支部、
村委会工作，义务帮助村委写标语口
号；天天读书看报，向群众宣传党的好
政策、传播好声音，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用实际行动报答祖国。

一位老党员的心里话

■鲁锁印
神圣的时刻啊，已经到来
庄严的仪式已经启动
鲜红的旗帜，发出耀眼的光芒
此刻，让我们相聚在一起

你从风雨飘摇的故园走来
带着石库门的初心和南湖的宣言
我从丰收的原野而来
献上金色的稻穗和万家的欢歌

你从腥风血雨的暗夜走来
带着无尽的悲愤和泣血的呼号
我从钢铁的吊塔下而来
奉上锤头的铿锵和焊花的璀璨

我们由五十多颗种子分蘖而生
百年来做着同一个美梦
你已化作天际的朝霞和飞虹
我沿着你的足迹踏上了新的征程

被一座座大山压着的时候
是你，奋力挺起脊梁
我，借了你一副骨骼
向一切阻挡历史车轮的忤逆发起反攻

你从南昌城头的夕阳里走来
熊熊的怒火依然在山河上空燃烧
我带着相同的承诺走上哨位
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安宁

你从雪山草地上重新站立
枯瘦的面庞上挂着亲切的笑意
我在千里戈壁向你致敬
请你检阅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你用半条棉被温暖了饥寒交迫的中国
才有了我们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
我想告诉你：56个民族的大家庭
已经整体摆脱了千百年来梦魇般的贫穷

在民不聊生的岁月，你把土地分给穷人
描绘着耕者有其田的美景
如今，在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
到处都咏叹着麦浪千重

从青翠井冈到巍巍太行
你冲锋在前，不顾硝烟与炮火逞凶
从东海之滨到喀喇昆仑
我筑牢长城，岂容豺狼虎豹横行

有人嘲笑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你却在窑洞里点燃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火星
我沿着中国特色的道路和方向
用北斗的智慧遥控着神舟与蛟龙

那个为了上学挨过皮鞭的孩子
可曾就是你的宿命
看吧！偏远乡村已建起明亮的学堂
神州处处书声琅琅

你曾经对着洋火洋油无奈地苦笑

暗暗地攥紧拳头，决心打出自己的油井
如今，我在崇山峻岭安装了机组
让不驯的水、任性的风转化成世代光明

那年，千村薜荔人遗矢是多么可怕
六万万人谁都无法掌控自己的苦命
庚子年，新冠肺炎肆虐时的一声号令
已经成为14亿人坚强如钢的见证

你勒紧裤腰带讲述过一个真理
“钢少气多”不只是一种自嘲
我满怀激情地树立起一种自信
蚍蜉撼树，谈何容易

一百年，是一场梦
一百年，是一场马拉松
世事轮回，党旗下的我们
有幸在这场大剧的高潮中重逢

你是石库门的一株芽
在幼小时承受了血与火的淬炼
我是南湖岸的一粒种
在世纪交替的磨难中长成
我要用和谐的温暖来告慰你
用复兴的速度来邀请你
用东风长剑打开苍穹的殿堂
用量子纠缠传递绵绵的情意

归来吧！你的血肉之躯
归来吧！你青春依旧的英魂
看一看，锦绣山河多么壮丽
任人欺凌的日子已经远去

红领巾映红了灿烂的笑脸
鲜花飘送出欢快的乐曲
我捧出9500多万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迎接你

让我们，紧紧地握手
让我们，紧紧地拥抱
道一声：同志们
我们无愧于这一个世纪

红旗依然在舞动
欢乐的相聚是为了重新出征
新世纪已经勾勒出更美的画卷
嘹亮的号角已经开启新的征程

也许，我会成为另一个你
和你一起用微笑鼓舞后来者
共同的命运将更多的人汇集在一起
开辟未来的奋斗将永不停步、持续接力

也许，不，一定
下一个庆典里，你我还会相见
那时，我们还要唱同一首歌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请相信，未来并不遥远
这是你的使命，也是我的使命
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
是千千万万个奋斗者共同的光荣

我们的光荣

■赵石平
我姥爷的朋友张维翰在1959年的一

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伊坪同志的党
性很强，政治修养很好，工作很积极，生
活很艰苦，考虑问题很细密，对待同志很
诚恳，工作计划性很强。抗日战争开始，
他拟的一个抗日行动计划写得很好，尤其
在如何组织群众问题上写得非常细密。他
在鲁西北干部中威信很高，凡是经过伊坪
谈话的同志，什么思想问题都能得到解
决，愉快地投入工作，同志们都愿意接近
他……”

这篇文章里，他用了很多“很”字来
肯定“伊坪”的为人处事。这篇文章里的

“伊坪”，就是我的姥爷赵伊坪。
1935年春，我的姥爷赵伊坪经河南

大学反帝大同盟会员康午生介绍，到新
创办的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这所学
校是由民主人士王毅斋倡导创办的，一
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到来，让
这里成为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青年
的阵地。

我姥爷到校后，同梁雷、郭晓棠、傅
孤侣、杨伯笙、王乐超等中共党员一起，
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积极传播革命真
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激发师生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斗志和爱国主义热情。学校逐

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豫东地区发展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开展救亡运动的中心。

当时，虽然“白色恐怖”笼罩大
地，但大同中学抗日救亡的气氛异常活
跃。学校成立了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
织，采取办墙报、演出新剧、出版刊
物、办民众夜校等形式，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革命活动。尤其是他们每周一期的
墙报办得有声有色。墙报的主要编辑有
穆青、冯若泉等，我姥爷和王乐超担任
辅导员，主要负责组织学生研究每期的
中心内容、修改稿件内容，并针对国内
国外形势和师生的思想认识进行思想教
育，针砭时弊、宣传抗日，并告诉同学
们要搞好团结，注意斗争策略。一次，冯
永清同学写了一篇文章，署名“冯大
红”。我姥爷问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冯
永清说红色象征革命，不但红，而且要大
红。我姥爷笑了笑，耐心地对他说现在全
国处在“白色恐怖”下，反动派时时刻刻
都在盯着我们。如果文章署名考虑不周发
表出去，就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以后写
文章要讲究策略，这是革命的需要。在我
姥爷的启发下，冯永清就学习鲁迅的做
法，改姓母亲娘家的姓，将“冯大红”写
成了“赵蕴”。那时，我姥爷在长期艰苦
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已

经成为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豫东地区党的
坚强领导者，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豫东
特委书记。

1936年底，我姥爷遵照党组织“放
下教鞭，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去”的指示，
即将离开豫东杞县大同中学，告别他已经
生活、战斗了两年多的地方。当天深夜，
大同中学师生为我姥爷举办了一场欢送
会。欢送会上，他给大家讲了一个意味深
长的故事——《红灯笼的故事》，鼓励大
同师生奔赴抗日战场。

1936年底，正值学校放寒假，姥爷
从杞县回到家乡漯河。没想到，这竟是他
最后一次在家过春节，竟是他与家乡、与
亲人的永诀。

1937年初春，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
的忠诚和对未来的憧憬到了聊城。1937
年5月，周恩来派彭雪枫到山东开展统一
战线工作。彭雪枫专程到聊城，与当时在
范筑先身边任职的我姥爷秘密取得联系，
并在范筑先的司令部成立了党组织。他和
彭雪枫作为入党介绍人，发展了在北平育
德中学学习的牛连文、张维翰为中共党
员。我姥爷是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他和
战友一起，成功地开展了对范筑先的统战
工作。

我姥爷在鲁西北党的领导集体中任中

共鲁西北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部
长，为开创鲁西北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
献，为党的宣传和组织建设工作、根据地
的军队建设、壮大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等倾尽心血。1938年5月，山东聊城是
当时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所在地，第
六区政治部就设在这里，政治部院内设立
救亡室。救亡室既是政治部的会议室，又
是文化娱乐活动室。

工作之余，救亡室里歌声、笑声融
成一片。青年人热情高、干劲大，意气风
发。院子里有墙报，墙报上有散文、有诗
歌、有漫画。我姥爷也常和大家一起唱
歌、游戏。戴着一副黑框近视眼镜的他，
比那些青年年长几岁，显得略严肃一些，
但谈起话来娓娓动听，大家都愿意听他讲
革命故事。

当时，我姥爷在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
这样写道：“政治部有一千多名工作人
员，有留洋的，有大学生、中学生，都是
从全国各地而来的知识分子……”

1939年3月，中共鲁西区委领导机关
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县、馆陶
地区向东挺进。3月5日清晨，我方在茌
平琉璃寺一带与日军遭遇，激战至傍晚，
我姥爷多处中弹负伤坠马，落入日军魔
掌，英勇牺牲……

我的姥爷赵伊坪

油画 童心 杨俊杰 作

■江正德
山河激荡，南湖畔、风起雷动。群英

至、初心已定，勇担使命。镰刀锤头力无
穷，祖国江山一片红。凝心力、总有后来

者，奋勇征。
江山美，气如虹。跟党走，收获丰。

何时红缨缚苍龙？天翻地覆三山平。齐心
舞、声浪盈空，普天庆。

满江红·南湖之光

■楚坤达
那个万木葱茏的夏日，我

满怀喜悦与憧憬，迈进了母校
的大门。抬头仰望，阳光明
亮，天空湛蓝；路两边高大的
梧桐树如同等待检阅的仪仗
队，整齐而威严。

当我背着行囊来到教室，
眼前的画面让我瞬间冷静下
来：教室里非常安静，早到的
同学或奋笔疾书，或展卷凝
思，或潜心钻研……望着窗棂
上梳羽的麻雀，我感觉自己有
点浮躁。

清晨，我们和校园一起在
朝雾中醒来，把心中那五彩的
梦想悄悄托起；夜晚，我们头
枕满天星光迎接翌日的朝阳。
如果说母校的学子集中了沙澧
的俊秀，那么老师则荟萃了中
原的鸿儒。他们的讲课风格各
不相同，有的信马由缰收放自
如，有的成竹在胸不疾不徐。
他们用知识和爱心在我们的心
田涂染层层绿意，他们用蜡炬
成灰点燃我们前行的灯火。

还记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时的那个子夜，我把疑问发给
老师，希望次日能得到老师的
解答。没想到，刚发出信息不
久便手机铃声骤响，老师及时
的回复和耐心的讲解让我瞬间
泪流满面。

樱红蕉绿，流年似水。我
曾幻想能永远这样静静地和母
校相守，直到毕业的离歌响起，
才突然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匆匆
的过客。从母校走出的才俊已
如满天星辰，母校也将继续拥
抱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梦想、抚
慰一年又一年聚散离合的惆怅。

分别已在眼前，但浸透了
汗水、泪水和欢笑的三年时光，
怎能以轻巧的“再见”二字就告
别？三年的朝夕相处，母校早已
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将那
段最丰盈的时光珍藏在内心最
柔软的角落。虽然我很贪恋母
校的宠爱，但我从未忘记入校
时的誓言：母校，我渴望攀上
新的顶峰，渴望为你撷取天空
最亮的星辰。母校，等誓言实
现那天，我会再次像个十八岁
的孩子那样，轻偎在你的怀里。

再见！母校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因住七楼、阳台很大且朝

阳，我便在阳台上种了很多植
物。阳台三面环围落地玻璃，
故四季皆有花开，成了我的空
中花房。

阳台边沿摆的都是小花
盆，最大的单手能托，最小的
拇指大小。小花盆多是种多肉
植物的，它们是草木界的精
灵，小而圆滚。多肉的名字极
富诗意：雪莲、花月夜、白
鸟、生石花、蓝色惊喜……清
晨五六点钟，柔柔的光斜射到
阳台上，给每一棵多肉植物平
添一种近乎梦幻的美。我看着
它们，内心常升起一种柔情，
这柔情是对幸福的感悟和对岁
月的感恩。

麻叶海棠原仅一拃长，是
从旁处剪插而活，今已一米半
高。之所以这样粗壮，一是得
益于二姨教我把蛋壳倒扣入
盆，残留蛋液久之可起施肥之
效。二是母亲会把儿子养的兔
子粪便埋入土中，也可起到施
肥作用。从春到冬，都可见成
串的花从它的茎间抽出，在枝
头招摇，一副现世安稳的样子。

我曾种过一棵栀子，因植
株过于庞大，前年不得不移栽
至老家院中。前几天听父亲
说，栀子已齐腰深，开花时节
满院香。

茉莉花已伴我五个春夏。
每年夏天，花香弥漫整个房间

的定是茉莉。它开白花，花开
最盛时像雪落枝头，凋谢时接
近粉色。一般三五朵地开着，
像不负主人盛情似的，让房间
持续萦绕淡淡的芳香。有时在
冬日，外边下着雪，它竟在枝
头开出一朵花，让人无限惊喜。

珊瑚树的枝干像青色钢
筋，只顶端生些芝麻大小的叶
子，委实奇特，是阳台上诸多
植物中的奇葩。据说它津液有
毒，但我依旧很喜欢。

还有两盆吊兰，担着净化
空气的使命。原本它们被放在
书柜上，枝蔓沿书柜下垂，但
蔓上新叶簇簇向上，宛如一道
绿色飞瀑。春天，枝蔓上开出
的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静止
的绿瀑便成了流动的，而那小
白花便做了迸溅的水花。因开
柜门不便，我便把它们搬到阳
台上，得更多光照后更见繁
茂，枝蔓之上再生枝蔓，一路
疯长，到达地面时匍匐向前，
有两根竟越过了卧室门。

我视植物为友，植物赠我
美丽风景。草木无语，足慰心
怀。每每心情灰暗时，这天然
的花房就有了治愈的功效。当
我坐在阳台上，明月皎洁，疏
星朗朗，夜风微微吹动，花香
袅袅袭来，花枝轻颤欲语，我
顿觉身心愉悦。在城中生活，
需要这样一方阳台来建一座属
于自己的空中花房，作为心灵
的栖息之地。

心灵的栖息地

■陈向锋
家中卫生间重新装修，一

个笨重的浴缸成了废弃之物。
家人都说要在里面填满土种些
青菜，吃着方便。而我偏要把
它注满水，养上金鱼，为小院
增添一处风景。

为了换水方便，我把浴缸
移到水管旁，蓄满水，随后买
来各色的金鱼放在其中，又收
集一些奇形怪状的姜石，搭成
拱桥和假山，用一块大石头压
住排水口以防漏水，一件有灵
气的艺术品就落户在我的庭院
中了。

刚开始的自来水因含氯
多、缺养分，鱼没几天就死
了。我换了一池水，先晒了几
天，将氯蒸发掉，又从荷花池
里移植一些睡莲、水草等盛在
容器内。过了几天，池水泛绿
了，缸体上也生出了许多绿
藻，我觉得可以养鱼了。我和
儿子又买来了十几条小金鱼和
一只小乌龟，放入其中，瞬间
生机勃勃。

我用花草将浴缸周围装扮
了一下：放上盆栽“四君子”，
再放上几盆绿萝、鸢尾，又种
上可爱的多肉。在我的精心布
置下，小小的庭院焕然一新，
成了一个休闲的小花园。

多肉是最好养的植物，春
天正是生根发芽的季节，掰断

几片叶子放在花盆中，只要阳
光充足、温度适宜，大概有几
天左右就能从断口处生出嫩芽
来。我用这种方法培植出了很
多盆多肉。

夏天的清晨，我从鸟语花
香中醒来，窗外竹影摇曳。二
楼阳台上垂下来的绿植像绿色
的瀑布随风飘动，淡黄色的茉
莉花带着露珠散发着淡淡的幽
香，无花果树的果子像一颗颗
宝石一样镶嵌在枝杈上，紫色
的苦楝花飘落在鱼缸里。鱼儿
们争相抢食，荡起层层涟漪。
小乌龟经常爬到大石头上晒太
阳，刚开始看到我走近时会迅
速地钻进水中，藏在缸底的姜
石中，等我离开后又爬到石头
上。这样来回次数多了，它也
就不怕人了，只是昂着头转着
小脑袋看你，很是俏皮可爱。

缸里的莲花开了，粉红色
的花朵像仙子一样亭亭玉立，
鱼儿、乌龟时而游戏其间。白
色的缸底、浓绿的莲叶、灰褐
色的石头与浅绿的池水形成了
一幅写意山水画，我则成了描
绘这幅画的丹青圣手。

闲暇时，泡一壶茶，我在
旁边读书写作，困了可以逗逗
小乌龟、小金鱼，侍弄花草，
享受诗意的生活，既养心又怡
情。这里，成了我远离喧嚣与
浮躁的心灵栖息地。

庭院景色新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