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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

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本版《我的

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

的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

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启迪人

生。

邮箱：siying3366@163.com

征稿启事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诗风 词韵词韵

立 秋 ■仲信

生活 哲思

别样 情怀

心灵 漫笔漫笔

从文稿校对干起

暴 雨

今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70周年。为回顾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深入宣传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市人大常委会面向全市历

届各级人大代表、各级人大工作者组织开展“庆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7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即日起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版面开设专栏陆续刊发，推动全市上下进一

步凝聚思想共识、汇聚磅礴伟力，奋力开创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新局面。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席占钧
1995年 12月，我调入市人大机关工作，

去年3月退休，从事人大工作27年零4个月，
由一名机关年轻人变成老人大工作者，直至退
出工作舞台。岁月如梭，往事如烟。过往的一
切越来越模糊，但人大工作的有些经历终生难
忘，在记忆里无法抹去。

到市人大机关工作不久，恰逢市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筹备，会议秘书组专门成立了校对小
组，负责会议所有文件的校对和印刷工作，校
对人员从市直有关单位的文秘人员中临时借
调。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有关领导指定我参与
并负责协调这项工作。这次与校对工作结缘
后，我一干就是十几年，负责了十多次市人代
会文件校对工作，深刻体会了其中的酸甜苦
辣。

校对工作让我领悟了认真细致的重要性。
文稿校对工作枯燥乏味，但校对人员必须认真
细致，不得有半点儿马虎。每个字和标点符号
及文件字体大小、规格样式都必须反复校对，
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差错率。即便如此，也会出
现差错校对不出来的纰漏。记得有一次校对市
人代会上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校对组
按程序进行了校对审核，并请法院相关负责人
进行审阅后交由印刷厂制版付印。随后，一名

同事突然提出疑问：“人民法院与中级人民法
院有什么不同？”听到这句话，我吓出一身冷
汗，意识到报告中有一处“中级人民法院”丢
掉了关键的“中级”两个字，如果不及时纠
正，影响会非常不好。通过这件事，我深刻认
识到只有认真认真再认真、细致细致再细致，
才能保证校对工作的高质量。

校对工作让我体会了人大工作的神圣。刚
开始校对有关文件时，我对文件标题、格式、
专业用语一头雾水，对人代会上的各种决议草
案更是不知所云。后来，我深入学习了宪法、
地方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并在有关领导指导下，才明白原来人
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人民代表大
会全体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各代
表团会议的人员组成、职责、权力和议事规则
等各有不同，通过的决定决议等规范性文件也
有所区别。就拿市人代会关于计划报告的决议
来说，看上去就两三句话，但其中包含的意义
必须深入了解才能体会。撇开政府及有关部门
对上一年计划草案执行情况全面总结认真汇
总、对计划报告和新一年计划草案反复推敲打
磨不说，就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程序来说，
先是由专门委员会和有关工委在组织代表视察
调研的基础上对上一年计划执行情况和新一年

计划草案进行初审，提出意见；政府及有关部
门修改后，向人代会全体会议报告 （书面）；
全体代表认真听取和审议后，由大会主席团根
据各代表团审议情况和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报告
提出决议草案，经主席团会议通过后提交各代
表团审议；最后才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通过，形成正式决议；政府和有关部门才能按
照决议要求去执行和完成本年度的计划任务，
并且要在下一年度的人代会上报告计划执行情
况。这是多么严谨、科学和民主的决策程序
啊！回头再去看决议上那几句话，就能体会到
其蕴含的沉甸甸的分量。这不就是人民当家作
主、行使国家权力在人大制度的具体实践吗？
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吗？正是
通过这些文稿的校对，我深深感受到了人大工
作的神圣和作为一名人大工作者的自豪。

校对工作让我懂得了团结协作的力量。人
代会文件的校对印刷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
求高，特别是在会议期间，不少文件需要晚上
加班印制，校对人员又是临时借调，这就要求
最大限度地调动校对人员的积极性，通力合
作，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实际工作中，我们边
学边干边总结，明确责任、分工协作，并创造
性地总结出“两校两读一审”校对法 （也称

“五遍校对法”）。“两校”即两人一组，一人
读稿、一人校对，校完后，两人交换角色再读
校一次；“两读”即在“两校”的基础上，让
另外一组两人对校样再分别通读一遍；“一
审”即在“两校两读”的基础上，由校对负责
人对校样再认真校对一遍，最后签字付印，最
大限度地降低差错率。凭借严谨的工作态度，
我们的校对工作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

■谭艺君
雨是这个季节最生动的部分。8月 16

日，周五。两场雨成为这一天的序曲和咏叹
调。

黎明我醒来时，地面湿润、空气清新、
草木青翠，昭示着一场雨刚刚来过，带走了
暑热。

九点多钟，暴雨又至。
天空是铅灰色的。水墨云团疾速在天上

飘移、集聚，阴沉得像要掉下来。旋即，雨
水瓢泼般倾泻下来。窗外云烟四起，雨水模
糊了万物的轮廓。

巨大的雨点像疯狂的手掌，“噼里啪
啦”地拍打着玻璃窗。一条条雨线带着岁月
的重量落下来，为林立高楼的一扇扇窗口挂
上大珠小珠连缀的雨帘。对面小区远远近近
青灰色的屋顶如鱼群的背脊，溅起一团团朦
胧的白色水雾。人们撑出一朵朵伞花从街上
走过。车辆疾驰，车轮带起层层水花。浓绿
的行道树，波涛一样在雨中起伏，仿佛感动
于雨炽热的情话。雨水亲吻地面，地面开满
小嘴唇。遮不住的尘世悲欢在凹处汇流成
河。

我坐在窗前，把这场雨从头到尾读了一
遍。风携雨点扑进窗子，带着沁人心脾的凉
意。一位女诗人曾写道：“我有一间小木
屋，仿佛是童话里的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
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

寒流和夏天的雨……”都市丛林中，我也有
这样一间“小木屋”，让我可以凭窗观雨，
以冷静的视角看风疾雨骤、绿肥红瘦，把一
场场暴雨读成一曲曲别具一格的生活背景
乐。

然而，并不是每一场雨都是人生旅途中
的风景。生命中总有几场暴雨在你猝不及防
时骤然而至。唯有以一颗坚忍的心承受住风
雨的侵袭、承受住岁月的重量，有苦就默默
地咽下，再难也不流下眼泪，再痛也不喊出
声音。因为眼泪流下就变成了雨。雨本身就
没有声音，只有在滴落的瞬间才有了不同的
声音——雨穿过叶子是淅淅沥沥的，雨落在
石阶是滴滴答答的，雨打在窗上是噼里啪啦
的。

雨点终会落完，雨过终会天晴。
半个小时后，天色渐渐明亮起来，远近

楼群的立面涂满了橘色的亮光。一块不大不
小的阳光也明媚地贴在我的窗前。

最后几滴雨久久地挂在小草上、叶子
上，把果实的圆也抚摸了一遍。

尽管已经立秋，植物还都在享受它们的
好时光。一场雨后，好多日子都是松软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总有一些词汇会在雨
中慢慢变凉，但捧在胸口的依然滚烫。

纵然历经风雨，我依然深爱这尘世。愿
草木葱茏，花开肆意；愿清粥温软，菜蔬可
口；愿时光清浅，幸福绵长。

终于要迎来一场新的收获
过往的一切
也不必感到羞愧
愤怒的咆哮和滂沱的泪水已经被中和
我们要向禾谷学习

对于那些已经揭晓的秘密
和尚未确定的事物
要有充分的心理预期
学会像季节一样从容而谦卑
把脚步迈得更稳一些

■尚 炯
1984年，我在原许昌地区郾城县第一中学

（现漯河市第四高级中学）读高中时，在学校老
校区办公室外那台全校唯一的彩电前观看了第
23届洛杉矶奥运会。那一年中国共收获15枚
金牌，奖牌榜名列第四，让国人扬眉吐气、无
比自豪。射击名将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
男子手枪60发慢射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
团的第一枚金牌。那一届奥运会，中国女排取
得“三连冠”，“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响彻神州大地。

后来的每届奥运会我都没有错过。1988年
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中国队获5枚金牌、奖牌榜
位列第十一；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中国
队获48枚金牌、奖牌榜位列第一；2024年第
33届巴黎奥运会中国队获40枚金牌、奖牌榜
位列第二，取得境外参赛的最佳战绩。40年
来，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参加了11届夏季奥运
会，我也亲历了这部让人心潮澎湃的中国奥运
史。

纵观历届奥运会，赛场的规则我们越来越
了解：个人比赛项目中，你快，我必须更快；
你高，我必须更高；你强，我必须更强。团体
比赛项目中，必须精诚团结。世界级的运动员
是稀缺的，每个国家都会倍加珍惜、精心呵
护、用心培养。

40年来，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成绩
越来越好，其背后是日益强大、日益自信的祖
国。体育强则中国强，中国强则体育强。发展
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的女排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投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
礴力量。

观看奥运40年

■陈晓东
林荫夹道，碧水淙淙。沙澧河风景区有一

个名为梨园茶社的雅致所在。它如同一位温婉
的佳人静静地守候在河畔，等待着疲惫旅人的
驻足。这不仅仅是一家茶社，更是一处心灵的
栖息地，让人在繁忙之余找到一份难能可贵的
宁静。

夜幕低垂，梨园茶社渐渐披上了一层璀璨
的光芒。漫步在绿树环绕的林荫小径，微风里
听绿叶喃喃细语，贪婪地呼吸着纯净的空气。
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
源。这里没有城市的嘈杂，只有风的低语和水
的轻吟，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沉浸在这难得
的宁静之中。

谈天说地，品茶听曲。在梨园茶社，戏曲
的旋律悠扬响起，如同天籁轻轻拂过心田。那
是古老文化的传承，是岁月沉淀的精华。听上
一段戏曲，仿佛能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
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若你酷爱音乐，
亦可在此纵情高歌一曲，让心灵得到彻底释
放。

茶香四溢，清香扑鼻。茶社内，每一口茶
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搭配着精致的茶点和小
吃，让人在品味美食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与细
腻。此外，品茶、品酒等娱乐活动丰富多彩，
让人流连忘返。

茶香悠远，回味无穷。梨园茶社之名源于
其所在沙澧河风景区的梨园广场。漫步梨园
广场，你可以感受到中国食品名城人文历史的
厚重底蕴。梨园茶社正是这片土地上的一颗璀
璨明珠，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来客。

波澜不惊，恬然自得。在这个快节奏的时
代，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奔波与忙碌。梨园茶社
的出现就像一股清流，让我们在疲惫与迷茫中
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它告诉我们：生活不仅
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在这里，我们
可以暂时放下所有的烦恼与压力，让心灵得到
真正的放松与滋养。

品茶观景，修身养性。梨园茶社是沙澧河
风景区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休闲之地。它以优美
的环境、美味的食物以及丰富的文化体验赢得
了无数人的喜爱。如果你也渴望在忙碌的生活
中找到一份宁静与高雅，那么不妨来梨园茶社
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品一品，一定会留
下难忘的记忆。

小花 远高飞 摄

梨园茶社品茶香

生活 余香

等 待

绿杨陌上多离别

■田振华
村口的梧桐树下，一位老人坐在靠椅式

的小车上，怀里揣着一只橘色的小猫，手中
拿着一个馒头。她咬一口馒头嚼碎了，一边
往小猫嘴里喂着，一边注视着路上的车流和
行人。余晖洒在老人的白发上。

儿子调往县城工作已有二十多年。每个周
末，老人都在梧桐树下等儿子回家。春夏秋
冬、寒来暑往，老人宛若村口的一道风景线。

“娘，看你，还在等。我老大不小了，等
个啥？”儿子从公交车上跳下来，三步并作两
步地跑到老人面前，紧紧拉着她的手，心疼
地说，“您的孙子都十多岁了，咋还这样挂念
着我。我这当儿的，啥时会长大？”

“孩儿，净说傻话，谁的孩儿谁不念想？
我也没啥事，就是想等你。看看，我差点忘
了，给你烙的菜馍还热乎着呢，快吃吧，到
家就凉了。”娘从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塑料布里
拿出菜馍递给儿子。儿搀扶着娘，娘推着她
的小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娘，孩儿快退休了，将来我好好陪您，
不让您在村口等我了。”

“傻孩子，你好好工作，不用操心娘这把
老骨头。熟透的瓜总要落秧的。”

“娘，您身子骨硬朗着哩。俺爹走得早，
我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

“你没少给娘争光。过去咱家穷，祖祖辈
辈都是睁眼瞎，如今出了你这个有学问的
人，娘这辈子知足了！”

母子俩走着说着，儿子两眼热泪，仿佛
回到了孩童时代。

他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黑
得像锅底。他病了，高烧不退。娘背着七八
岁的他，吃力地走在乡间小道上。娘的衣裳
被雨淋湿贴在身上，浑身湿透。每到上坡，
娘的背弯得更低。她把手深深地插进淤泥
里，吃力地向上攀登。一道道闪电照亮了娘
被冻得发青的脸。20世纪60年代，家中缺衣
少食，他从小体弱多病，娘为了给他治病，
倾尽所有，吃尽了苦头。

每个周末，娘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村口守
望，等待儿子归来。每当儿子晚归时，老人
就从小车上站起来又坐下去，不时地抚摸着
怀里的小猫。

儿子终会归来。母子相依而行，走向温
暖的灯火，这是乡村的黄昏最美的画面。村
口是母子相聚的精神驿站。默默地等候、默
默地送别，是母爱最深沉的表达。

■李 季
每次离开家，父母都会把我送到村头的

路口。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路，路东是一个
狭长的池塘，路西是广袤的农田，路两边和
池塘周围都是杨柳。向北走五百米，转而向
西，父母的身影被依依杨柳遮挡，家也越来
越远。

这条路的东边有条水渠直通池塘，路口
有涵洞。水渠常年没水。小时候，我们经常
在涵洞里钻来钻去。后来，水渠废弃，涵洞
被土直接填实了。路两边的柳树上一到夏天
就趴满了知了，我们每天上午都扛着攀了蛛
网的竹竿来粘知了，每次都能粘到很多。中
午，我们坐在路口的柳树下，一边玩泥巴一
边等赶集卖菜的父亲回来。父亲在杨柳掩映
的路口走来时，我们扔掉手中的泥团跑着迎
上去。有时，竹筐里的秤盘下会放着一两根
让我们惊喜的油条或麻花。我们不管父亲累
不累，钻进空竹筐里，高高兴兴地被父亲挑
回家。

路西的田地也有我家的一块，常年种着
杨树苗。这种杨树叫钻天杨，一年就可以长
成苗卖掉。每年春天，父亲把用来繁殖的杨
树苗砍成一小截一小截的，插进地里，不久
就长出了树苗。每天天不亮，还在睡梦中的
我们就能听到父亲砍树条的声音。树苗成长

的过程中要打枝、喷药、除草、浇水。可以
说，每棵树苗都是父亲用汗水浇灌出来的。
这些树苗被卖到了四面八方，它们站在路
旁，一定也会目睹很多次别离吧。

父母都是言语不多的人。每次我离家
时，父亲很少和我说什么，母亲翻来覆去叮
嘱的无非那几句话：吃饱穿暖，别熬夜，有
病抓紧去看。每次，我都不让他们送，但他
们依然会把我送到村头的路口，看着我北行
五百米，转而向西，消失不见。

就这样，送了我八年，父亲病倒了。父
亲生病的三年里，我回家的次数多了，离家
也频繁了。每次送我到路口的，只剩下了母
亲。看着母亲日渐苍老的面容，我脚步沉
重，但仍缓缓北行，转而向西，消失在母亲
的泪眼里。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走到这个路
口，是父亲的棺木抬到这里的时候。暮春时
节，杨柳依依，池水泛绿。父亲默默目送我
远去的情景一一浮现，我泪如雨下。我把母
亲带往他乡，此后很少再回来。又过了八
年，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逝者长已矣，
生者常戚戚。故乡，成了我永远的伤心之
地。

那个绿杨掩映的路口，有一天我回去后
再次离开时，还有谁能把我送到那里？还有
谁能目送我黯然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