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15日 星期四
主编：何军林 编辑：肖咸秋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dbbkbjb@vip.sina.com16 科技生活·巴渝文学

“党的关怀伴我成长”征文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溆水布下一个大口袋
三都河四都河尽收囊中
一都河二都河见状慌了
在崇山峻岭中钻来钻去

刚露头就被溆水一口虹吸
三闾大夫借着端午放假

唱着橘颂远走
留下山鬼和湘夫人

面对着穿岩山望眼欲穿
一声辰河高腔幽怨地飘来
应和了纤瘦的龙船小调

溆浦白鹅的涉江正式开场
她掏心掏肺掏出的填肥鹅肝

创下的世界纪录
是一口气游到了米其林和法国大餐

西湖口浮桥摇晃在风浪里
摇出了浓浓的乡音和轻柔的童谣
天空在溆水上投下巨大的母亲

满头的白发
满脸的皱纹

浮动在旧时光里悠悠荡漾
荡出我今生今世的两行热泪

南湄的芭茅疯长
高高扬起的长矛大刀

唬不退蜂拥而上的乡愁
我祭出水经注重新打量溆水
与屈原雕像隔水相望的梅园
长相思的闸门已悉数全开

辰溪燕子洞

浮在表面上的燕子洞
很容易穿过

作为长芷高速的隧道
像是欢迎巨人的大门躬身即过

真正线装正版的燕子洞
沉没在亿万年前的海水里

作为宝贝在那里藏着
我一路追随

是谁放飞的燕子
在雪峰山梦幻的风景里筑窝
玉龙湖打的掩护波澜壮阔

怡神园陷落于花团锦簇中走神发呆
绝壁琴钟为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三贤鼎立出一场石坡天惊的好戏
当“灵蛇化龙”成了既成事实

“郎女成桥”也就实打实到了你的脚下
一旦木石签下盟约

美女望夫便会把伸长的眼光
递出洞外 铸成碑石 望尽天涯路

惊回首
玉清池处子般躲在时光的暗处冰清玉洁
全不管我的暗恋已经燃出水面如火如荼

为追寻延安精神，重温革命历史，
单位特组织共产党员去延安党校集中
学习，于是我得以再次来到这里，追寻
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继承革命传
统，弘扬延安精神。

天蓝，云白。蜿蜒绕城而过的延河
水，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站在
延安那高高的宝塔山上，我的目光向着
天际眺望，向着历史的深处眺望。

1935年 10月，中央工农红军长征
到达吴起镇。以党中央、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建立起革命根
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当年的延安，黄土高坡，荒山秃岭，
沟壑纵横，干旱缺水，满目苍凉。就是
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方，打不倒、拖不
垮、冲不破的共产党人，紧密联系群众、
依靠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走出延
安赢得了革命胜利。为摆脱缺衣少食
的困境，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南
泥湾展开，军民大生产取得了巨大成

就。一首朗朗上口的《南泥湾》唱遍大
江南北，生动地唱出了革命者在艰苦环
境下保持乐观的精神。

每到延安，我总会前往各个展馆
参观，从许多陈列品中去感受、感悟那
段峥嵘岁月。当年，毛泽东、朱德、刘
少奇、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住窑洞、吃小米，虽然穿的衣服缝
缝补补破破旧旧，可是，他们襟怀宽
广，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指挥部队官兵
英勇善战，一次次击退了国民党对延
安的疯狂进攻。在国家生死悠关之
时，毛泽东在窑洞的煤油灯下，写出了
对抗战影响极大的论著《论持久战》，
为广大军民在最艰难时期注入了精神
力量，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
向。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愚公

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
大量鸿篇巨著。

党校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先
后参观了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王家
坪、枣园、杨家岭革命根据地，前往延川
梁家河村感受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代，
在艰苦的知青生活时期如何自立自强
与群众同甘共苦，最后，我们全体党员
来到张思德广场，在党旗前庄严地重温

了入党誓词。誓词就是宣言，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一代代共产党员
的伟大使命和理想追求。

专题学习、现场教学、实景感受
……我收获满满。那一幅幅难得的照
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段段感人的
故事，再次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
延安时期那段惊心动魄、艰苦奋战的革
命历程，深刻领略了延安精神的精髓之
所在，体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
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
操。我发自内心感叹：共产党真伟大！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岁月如梭，延安精神代代传承。昔
日的黄土高坡，再也见不到黄沙漫漫，
山道湾湾。如今的南泥湾，青山连绵，
郁郁葱葱，风景秀丽，真是换了人间。

仰望高高的宝塔山，近看缓缓流
淌的延河水，不禁心情激动，思绪起
伏，有一个声音在心底激荡：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传承延安精神，无愧于
伟大时代！

溆水（外一首）

■王行水

追寻
■罗安会

第一次听党课是我参加工作三
个月后的“五四”青年节。我作为一
个高中毕业回农村的18岁小伙子，被
招聘到一个偏远的乡政府任农技
员。虽然每天与农民打交道，下村到
院“跑田坎”，但也算是“半脱产”干
部。这天，乡团委安排的纪念活动，
就是请乡党委书记给参会青年人上
党课……

由于之前我在村上是团支书，所
以我被临聘到乡政府去上班之后，对
乡团委组织的活动特别感兴趣。可没
想到乡团委的活动是安排上党课……

上党课的乡党委书记叫郑海
明，我们都称他为郑书记。他当时
大概 40 多岁，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平时对乡干部很严厉，乡机关的人
都怕他……

这天的党课从上午十点开始。
郑书记先讲了一段党史，后讲党的路
线、方针等，还带领我们学习了《党
章》。50多名乡机关和村上的青年参
与学习。我感觉他已经讲得口干舌
燥，可他却越讲越来劲。没过多久，
我竟然趴在桌上睡着了……

直到郑书记讲完大家起身离去
时我才醒来。郑书记对团委书记说：
这小子上党课打瞌睡，对党的认识有
问题，叫他写一篇两千字的认识，否
则就回农村继续种田……

我算惹事了。我足足写了五个
晚上，才写好被郑书记叫作“认识”的

“检讨书”，又请团委书记帮我修改，
然后又将改好的“检讨书”工整地书
写好，亲手交到郑书记办公室。那是
我第一次到书记办公室，很害怕，我
像学生一样站在办公桌前，待他翻看

了两页后说：“你上党课都不认真，说
明你思想有问题，对自己没有要求进
步。下次再这样就不是写认识就行
了……”

这事之后，我越来越怕他了。
第二年“七一节”，乡党委上党课

的仍然是郑书记，可乡里的文书没有
通知我参加。于是，我去问文书，他
说：“这是乡党委指定人员参加的。
乡机关仅6人，加上各村上的才20多
名。”后来我才知道这20多人都是积
极分子，是培养对象。

没有被纳入培养对象的我觉得
很委屈，当晚，我一个人在小房间里
哭了。

第三年，郑书记被调到了区公所
当副区长。我也由乡里调到区公所，
任区农技站干部。他仍是我顶头上
司，这一年我26岁。这一年的“七一
节”，作为区委委员的副区长郑海明
给区公所机关干部讲党课。我作为
农技站负责人参加学习。郑副区长
讲了近两个小时。同之前一样，他仍
是回顾党史，讲党的路线、方针、宗旨
等等，最后他结合党的宗旨，讲如何
发展农村经济，如何带领农民勤劳致
富……这次的党课，深入我心，对我
的感触颇深。散会后我主动找郑副
区长交换了听党课的体会。他拍了
拍我的肩头后说：加油！好好干……

随后，我被区委确定为入党积极
分子，成了培养对象。此后我分别听

了区委副书记、组织委员和郑副区长
的党课。这年七月，我被批准为预备
党员。同年年底，郑海明副区长又调
到一个较大镇当书记了，我便再也没
有见过郑书记了。之后我又历经几
番调动，调到了县城，在一个宣传文
化部门当领导，同时兼任理论教员和
讲师团成员。我开始在党校和其他
机关讲党课……

就在去年七一节，我受邀到区图
书馆讲党课。我讲的内容是党史，听
众是图书馆邀请来的读者代表。讲
完后，我发现后排有一个老同志，很
面熟，但我没有多想就离开了。今年
五月份，我到一个社区给该社区党委
的党员讲党史，我又发现了坐在最后
一排那个熟悉的面孔。中途休息时，
我到后排认真一看，呀，这不是郑书
记吗？他现在已是八十高龄了。他
对我说，退休后就住在城里的儿子
家。先前帮着带孙子，现在孙子都上
高中了，于是他每天到图书馆看书看
报。交谈中，他说由于他的组织关系
早转到了社区，属社区党员，所以常
参加社区党委的活动……他听过我
在图书馆的好几场讲座，怕我认出
他，于是总是选择坐在后排。

之后，我把第一次上郑书记党课
的事分享给在场的人员。大家听后
感到很惊讶，都说这太有故事了。

上完课后，我又返到后排，送了
三本我编纂的党史专著给郑书记，他
很高兴。他说：当年我对你太凶了，
现在想起来很后悔，你看你现在这么
有出息，党课讲得这么好，还是作家，
著书立说，真是了不起……

我说：“郑老书记是我第一堂党
课的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我准
备开车将老书记送回家。但他却坚
持要自己走。他说他每天都是这样
自己走路回家，早习惯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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