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胡建宏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 电话：029-87344613 E-mail：mhxw2008@163.com8

丹霞地貌 梅方义 摄（陕煤集团机关）

张新红

我的“中国心”
—— 新中国成立七十一周年感怀

读书，可以提升自我，磨砺心性，所以我
钟爱读书。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
有黄金屋。而我把书看作一个灵魂的庇护
所，无关名利。

在友人力荐下，我最近有幸拜读了一本
名为《铁心力量》的书。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一周年，故而感悟想要与大家分
享。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内容就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什么是初心？初心生于艰难。初心，即

初始之心。初始之心，源自初始形态。回望
历史，我们党诞生之时，民族危难，国家患难，
民生艰难。在这苦难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
说无苦难便无初心。然而拯救民族、国家、人

民脱离苦难之路，乃是一条艰辛征途。正是
初心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我们党从
小到大、由弱到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
是改变中国苦难命运的生动写照。今天曾经
的苦难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初心生于艰
难的源头不能忘却，奠定初心的红色基因不
能褪变，关于创业期卓绝奋斗的历史不能忘
记，这是后来者不能忘却的记忆。只有这样，
才能直面新的艰巨。

在我看来，初心就是不忘过去。历史的车
轮滚滚向前，改革开放的春风依然温暖如
初。71年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新中国成立
前的岁月依然记忆犹新。回顾 1949年以前的
中国，是何等的悲凉！人们连基本的衣食住
行都很难保证，民生更是无从谈起。然而，我

们党历代领导人从未放弃振兴中华的初心！
71年过去了，中国已不再是那个满目疮

痍、贫穷落后的国家了。现在，这片土壤上盛
开着知识和财富的花。从第一颗卫星升天，
到申奥成功，再到现在一代代“神舟”升空等，
中国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风采。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更加坚实有力，中
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未来中国将继续
阔步向前，激荡世界。

正因为保持一颗初心，中国才能在短短
71 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因为牢记使
命，中国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砥砺前行。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丢失初心，我们
不能忘记现在的和平是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
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浴血奋战换来的。不
忘初心，是不忘过往的苦难，是胸怀梦想，是

让中国人民更加勇敢前行。
中华书籍浩如烟海，但能够世代相传的作

品必定是符合时代特征、弘扬正能量的。《铁心
力量》这本书，可能不会使你一瞬间就豁然开
朗，但它会潜移默化地提升你的思想境界，让
我们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明确自己的使命。

对于个人来说，初心就是你最初的本真自
我，使命就是人生赋予你的责任。在生活和工
作中，我们也要保持一颗初心，牢记自己的使
命。无论是从探究国家发展，还是帮助个人成
长来说，《铁心力量》都不失为一本佳作。

中国梦的实现是一条理想之路，道阻且
长。唯坚定信念、恪守本真，才能永葆初心，
奋勇向前！我相信只要我们做到坚持不懈、
锲而不舍，国家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

（澄合矿业董东煤业公司）

陕北的九月，火红的夕阳西沉，这城市里
的楼宇晕染着玫瑰色光辉，路人的着装开始
加长，“秋分的那一杯奶茶”也告诉我们炎炎
夏日终究又是过去了，城市的生命力开始变
得沉稳。公园里的喷灌系统还在不知疲倦地
旋转，总有几段小路也被纳入其中，行人大多
瞅准时机快步穿过，也有几个小孩追着等着
溅起的水花，添了几分生活的气味。

毕业几年，兜转回到了学习成长的这座城
市里工作。前些天，一位老朋友从河南回
来，说他有了回来的念头，每天在实验室搞
研究，好像连人都成了电脑的一部分，经常
在节假日加班与陪伴家人中被动选择前者，
一年才能回家两三次，心里头空落落的。听
到他说：“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工作，时间越
久越知道家的分量。”我沉默了很久，继而庆

幸自己能够来到如今的单位，离家近总会带
给我许多心安。

我突然想念自己小时候生活的那座大院，
开门就能看见山，雨天后的彩虹从山上的果
树上发芽，越过清冷的大洪寺去往远方。邻
居小伙伴总是在我放假的时候才出现，弄得
我总以为邻居家里藏了什么神奇的穿梭
装置。我问我爷爷，以后我会不会也有机
会，去小伙伴说的那个远方看看。他摸摸
我的头说一定会的，还告诉我不要想着会

去哪，多想想要去成为谁。那时候听不
懂，但我牢牢记住了爷爷说的话。长大后我
确实去过了许多地方，看过天安门升国旗，
踩过大连的海滩，翻过祁连山，摸过七月青海
湖水……一直努力着“去成为我自己”。我亲
爱的爷爷在云端上应该依然会为了我不成熟
的选择急躁，那今晚就来我梦里。

夜深了，我回到租住屋拉上窗帘，养的
猫蹭着笼子表达着想出来活动的强烈意
愿。听到“咔哒”的声响，便能迅速地从三

层窜出来，伸个懒腰就晃悠去了角落，看它
以一种富有喜感的姿势努力地对着猫抓板
一顿输出，声音也很有节奏感。等它又蹲在
窗台上凝望夜空思考喵生，我便也开始做自
己的事，写诗、听歌、打游戏或者读书。不用
很久，它就会窜到我怀里找个舒服的姿势眯
着眼睛，我怀疑它是前世里谁的转世，否则
不会让我如此牵心，毫不犹豫地把它当成生
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生活应该有许多答案，就像每一天都有干

净清亮的早晨，都有正午黄昏，这样的日子多
幸运。有人为了遇见，千回百转；有人因为遇
见，人间从此值得。时间与经历教会我如何
去爱一个人，同时也督促我去成为一个值得
被爱的人。生活本就可以如此玄妙，走着走
着，花就开了，盼着盼着，那个人就来了。美
好的遇见，不需要刻意，不需要取悦和迁就，
只需要多一份信念与期待。她不是心血来
潮的存在，而是我想的明明白白的特殊与例
外。我想写诗给她讲太阳的温暖，说街头巷
尾找美食的故事，同时我会继续成长，认真
生活，去做一个简单善良、内心温柔的人，眷
念亲人，拥抱生活，欣喜遇见的每个人。

岁月涤荡，时光叠加，我们终将成为最好
的自己，终会在这平静的生活里找到答案，修
得一颗精致的灵魂。 （运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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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的节气虽然早已过去，但夏天的酷
热仍未褪去。

昨日的一场秋雨，浇灭了盛夏的烈火。
一场秋雨，让整个空气都湿润起来了，心也
随着静了下来，秋天真的来了！

今日，光阴已经流转，知了还在重复夏
日的歌曲，只是声音渐渐的弱了下来。我感
叹着岁月的流逝，伤叹着时光匆匆。那苍老
的脸庞上，又多了一道岁月铭刻下的褶子。

北方的秋天，总是喜欢踩着夏天艳丽的
裙角，拖着她长长的金色长袍悄然走来，浅
浅的，淡淡的。

盼了许久的雨，划破夜空，珊然而至。
这一场秋雨，缠缠绵绵，洒向人间，如

同和这个炎热的夏季来了一个告别仪式。
古语说“一场秋雨一层凉”，这话一点也不
假，夜里一场雨，谁料昨日还是长裙飘飘的
美女，今日已然换上了长衣长袖，路上的行
人也紧裹着身上的衣服，好像不堪忍受这秋
的凉意。

秋天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的同时，更让
我成长，勇敢的去承受，思索人生。

而我是喜欢秋的。喜欢文人眼里秋的
萧瑟凄凉；喜欢农人眼里秋的丰收喜悦。喜
欢秋天的天，纯洁而干净；更喜欢秋天的风，
豪爽而威武。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累累果实挂满枝
头，黄橙橙、金灿灿，丰收的喜悦憧憬着美
好的明天。雨中，沉甸甸的稻谷，已被成
熟的季节压弯了腰；谷穗上垂着几滴晶莹
的水珠，那是她哭泣的泪水；玉米也失去
了往日的生机，直愣愣地站在田野里，露
着几颗黄色的牙齿，好像期盼天空的放
晴；豆荚也紧紧裹着快要撑开的外衣，等
待收割的那一刻……

绵绵的秋雨滋润着大地，撑着小伞，走
在绵绵的细雨中倒是别有一番趣味。

静静的感受秋天，感受到“落红不是无
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悲壮，感受到秋的
生命是如此的绚烂。不求生命的伟大，只希
望能书写精彩的青春之歌。

（蒲白矿业实业公司）

秋 的 韵 味
李红艳

陕北的农村，每到深秋时节会呈现出一
幕热闹的景象，门前小院里人头攒动、男女
老少纷纷上阵，露天下支撑起的一口大锅热
气腾腾，一垛垛的白菜在忙碌中变成了北方
餐桌上的独特风味。

除去丰收之喜，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
家里腌菜，每到腌菜前一天，就和父母拉着
车去地里砍菜。大白菜这时候菜叶饱满、菜
茎粗壮，遇到个头大的，抱起来很是吃力，但
还是专挑块头大的抱。菜运回家后，需要一
棵棵白菜垒起来，经过一天一夜晾晒，自然
蒸发多余的水分，这是前期的准备工作。

等到腌菜时，家里几口深褐色的大瓷缸
便派上用场。那天在院子里挖一个简陋的
灶台，架上一口大锅，木料疙瘩产生的热量，
不一会儿就让锅里的水沸腾起来了，把菜放
入沸水中，用大铁叉，上下翻动。这项工作
看似简单，里边却另有门道，菜煮的时间过

长，就会熟透，不能腌制；菜煮的时间过短，
就成了生菜，腌出来的菜就会过早地腐烂。
所以，煮菜必须讲究技巧，这是腌菜的第一
步骤——煮菜。

菜煮好后，即刻放入盛满清水的大缸，前
来帮忙的邻居剥开菜茎，一遍又一遍地清洗，
自家种的大白菜不用化学农药，菜上会有很多
蚜虫，所以要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清洗，直
到缸里的水清澈见底，洗菜程序才算结束。这
是腌菜的第二步骤——洗菜。

洗好的菜，找一口干净的大缸，把白菜
压实，一层一层地往里放，一层白菜一把
盐，这也是一项技术活，盐的多少直接影响
腌出来菜的质量。盛满一缸白菜后，众人合
力把大缸移到阴暗通风的地方，最后，再往
上面放一块大石头。这是腌菜的第三步骤
——撒盐、压菜。

经过发酵，缸里的菜从绿色变成黄色，大

概十多天后，便可以上桌了。酸菜加上现杀的
猪肉，便成了陕北所有农村人都难以割舍的情
怀——猪肉炖酸菜。那时候，每家每户都至少
腌制两大缸白菜，这几大缸白菜是一家人从深
秋到来年夏季的主要蔬菜。所以，酸菜对于每
个陕北人来说，都是记忆中的家常菜。

从小学直到大学，酸菜是最简单、最实惠、
最经济的选择。工作后，因远在他乡，回家的
次数少了。时常不回家，味蕾寡淡，想吃酸菜
时，我会到超市买几包，可无论怎么做，吃起来
还是没有自家大缸中酸菜的那种味道，总感觉
味蕾中缺少了几分味道。其实，酸菜就是远离
家乡的乡愁，更是母亲至爱的味道。

后来，慢慢的我理解的酸菜其实是陕北
人的一种情怀，一种牵挂，这份情怀和牵挂
包含着陕北人的爽朗大方，这份情怀和牵
挂是你无论走在哪里，都念念不忘的温情。

（陕北矿业韩家湾公司）

酸 菜 情 怀
艾锋

在家乡，土炕
造价低廉，家家户
户都可以自己盘
炕，用土坯、砖头、
石块以及石板围制
垒成，中间是空心，
冬天可以塞些柴火
烧炕，既暖和宽敞
又舒适实用。炕的
气息是烟火的气
息，泥土的芬芳。
岁月悄无声息地流
淌，土炕上的童年
是美好的，叫人充
满温暖，产生留恋，

深刻的眷恋，深切地思念。
我的老家在东北，对于炕的记忆，东

北就显得比较热情。土炕是东北老家招
待亲戚最热情的礼仪场所，大家围着桌
子盘坐在土炕上，主客形同一家，无拘无
束，畅所欲言。尤其是冷冷的冬天，一进
门，主人都会招呼你“来，来，来，炕上
坐。”热情、接地气的招待方式拉近了久
远的亲戚关系。那时我还小，爷爷围着
炕上的桌子总要小酌一壶酒，时不时抽
着旱烟，与父亲聊着家乡的收成，聊着久
远的感情，因为路途遥远，我只去过一
次，但也是那仅有的一次，“土炕”“旱烟”
和“热酒”成为我的独家记忆。

土炕上针线笸箩是少不了的，里面
放着针线、剪刀、顶针、锥子等，奶奶总是
盘腿坐在炕上缝被子，纳鞋底、做衣服，
在说说笑笑中说出家长里短，土炕始终
充满了人们的欢声笑语。

正如元代欧阳玄在渔家傲《熏炕》写
的“暖炕煤炉香豆熟”，暖炕在带给大家
浓郁的生活气息之外，还充盈着诗情画
意的盎然。

在陕西老家，一进房门，土炕占据
了房子空间的一半，确实是“一间房子
半间炕”，家里的炕上围着炕围子，我
们俗称“围墙”，围墙是蓝色打底，布上
印有花鸟鱼虫，甚是好看，炕上的墙正
中央永远不变的是毛主席的画像，
土炕上铺的是席子与毛毡，炕沿是
一块整木料制成的，涂上了绿色油
漆，被磨得锃亮闪光，炕上铺着有图
案的油布，我和弟弟总是在炕上肆
意玩耍，我俩裹着被子打扑克牌，有
时候又在土炕上小跑追逐，土炕像一
个小操场，爷爷总是笑着说：“你们俩
玩耍，可别把炕给我弄塌陷了。”晚
上，爷爷奶奶、我和弟弟亲亲热热地
躺在炕上，一家人的欢乐在古老的土炕
上延伸，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故事，甜在
心间，乐在心头。

土炕记录了我美好的童年，承载
着割舍不掉的祖孙情，还记得爷爷去
世前夕，躺在炕上说着呓语，一会儿
喊着我和弟弟的小名，一会儿又描述
着姑姑们小时候的事情，在那个土炕
上，爷爷把他的人生过往在脑海中重
新演绎了一遍。

在这一盘盘土炕上，发生了一个
个生动活泼的故事，蕴藏了太多的爱
和温暖，培育了炕中人憨厚朴实、吃苦
耐劳的性格，凝聚着亲人街坊的心，接
纳着以土为生、以土为伴，以土为乐的
归乡人。

这土炕上的记忆，悠久而回味无
穷…… （陕钢集团汉钢公司炼钢厂）

难
忘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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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文
波

井下无明月，银灯夜如雪；

乌金奏祥乐，煤海歌无缺。

入沾雨淋月，宫阙寒泪血；

孤舟泛五岳，归心驾飞雀。

（彬长矿业文家坡公司）

矿山中秋乐
孙海龙

落叶归根

刘晓宁 摄 （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

秋韵

读书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