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xgrbcz@163.com

创 造编辑：刘诗萌 美编：胡健博 校对：白艳红版4
2024年3月23日 星期六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
□红玛瑙

不管身在何地

也不要忘了奋斗

让春天记住自己的模样

即使没有一枝花香

也要换上生命的新绿

不负这一季春光

即使，只是一缕微风

也要传递春天的阳光

为世界增添一点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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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艳杨恒艳

小城安康，陕南一隅，汉江之畔，秦巴明
珠。故因安康汉江月河流域盛产沙金，古称金
州，西晋太康元年，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
意，更名为安康。

它是《采桑子·陕南安康古金州》描述的
“灿烂金州，浪漫银鸥，枢纽交通亮眼眸，花艳
香稠，水漾波悠，奇异稀珍谁可俦？”它清雅脱
俗，恬雅精致。享“中国最美小城”“秦巴万宝
山”“中药材摇篮”和“天然生物基金库”等美
誉，是全国最大富硒带之一，被誉为“中国硒
谷”，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担负

“一江清水供北京”的光荣使命和政治责任。
它就是这样的安康，集智慧和美德魅力的城
市，时代与民族精神在此发扬。

提笔于此，乡土情结俨然在心头潺潺打
转，不断地揉成一股柔和又挺拔的力量，那是
对家乡的谆谆热爱。我的思绪就这般踉踉跄
跄又坚韧、又温柔地迈进那座城，渴望化作诗
者，似三月的布谷鸟般啼出安康的美丽怡人。

安康文化包容多元，荟萃南北、杂糅秦楚，
熔百家之长，存荆楚之婉约，含三秦之朴素，兼
中原之豁达，具四方风采且独树一帜。汉调二
黄、紫阳民歌被奉为首批国家级非遗精品，小

场子、八岔戏、安康道情及龙舟节被评为首批
省级非遗代表作。石泉县养蚕业历史悠久，
1984年出土于石泉县的国宝鎏金铜蚕，见证了
汉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这正是安康文化
多元性和经久不息的魅力所在。

秦巴明珠，汉水之滨，不是江南却媲美江
南，天然氧吧千家坪、岚皋南宫山、宁陕上坝
河、平利女娲山各具特色。鬼谷岭老茅庵、香
溪洞三清观堪值一游。去紫阳茶山，感受茶山
幽幽，绿意连绵，品新春香茗，尽享采茶、炒茶
的乐趣。去凤堰古梯田，去十里桃花源赏花喝
茶，去瀛湖感受千岛仙境，品银鱼珍馐，体验云
海仙境朦胧。深入汉阴漩涡地带，体验清凉包
裹的惬意。走进金禅之地的古老街道，可听竹
声淙淙，伴潺潺流水入梦，赏奇峰雄岩、瀑布湍
急，古藤傲立千年，雾霭氤氲如天门悬于其上，
清泉水澄澈清冽，富硒茶香气四溢，好不安逸。

阳春三月的安康，温馨融融的暖风揉碎了
梨花香四处弥漫，凌霄花盛开似火，整个城市
都被热情点燃，数以十万计的七色郁金香点缀
城市，为安康编织出了独有的浪漫，羞赧的淡
红色蔷薇在风中微颤，轻浅的芳香萦溢于城
墙。江畔垂柳摇曳，与白玉兰互相戏谑，不经

意便触了行人心尖的柔软。如此一番浪漫风
韵，谁又能拒绝这烟雨朦胧、风光如画的陕南
山城的诱惑呢？

《诗经》云：“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安康的浪漫，汉江独领风骚占
了一半，古人将其喻为银河，唯天有汉，鉴亦有
光。穿城而过的汉江孕育了世世代代的汉江儿
女，几千年来，俨然看着蒹葭苍苍，在水一方的
伊人。江边琳琅满目的咖啡馆、茶馆和露天餐
厅，闭眼择一处坐下，小酌一杯都是人生惬意，
江边驻唱的歌手、琴手、汉调二黄余音绕梁，看
水韵山色，品一口香茗，听上一曲儿，不甚享
受。“霞光悠悠映水面，游船徐徐过碧波”的美景
跃然而出。在江边度上悠长的黄昏，是灵魂的
洗涤，尽享那甜蜜的惬意：

霓虹的灯火和汉江的宽，江边的繁花和远
处的山

江水澄明，远山群眠，天地悠悠，亘古不绝
抚弄栏杆近瞰江水暖，漾漾白鸥拨心弦
聆曲声，闻水声，观江景……
我想这时，任谁都想来这如诗如画的陕

南城里走一遭。徜徉其中，自觉人间浪漫应
当如此。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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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漫漫人生路
上，我时常驻足回望，
那些曾经的足迹，记录
着我寻找自我的点点滴
滴。我想，每个人都在
路上，寻找着属于自己
的那份独特和意义。
我，也不例外。

有人说，人生就像
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
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
景和看风景的心情。
我深以为然。

沿途的风景，有的
明亮而绚丽，有的昏暗
而沉静，但它们都构成
了 我 人 生 的 多 彩 画
卷。我欣赏那些崇山
峻岭，它们坚韧不拔、
屹立不倒，象征着我对
美好生活的执着和追
求。我沉醉于那些静

谧美丽的湖泊，它们深邃而宁静，折射出
我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我热爱那些繁花
似锦的草原，它们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激
发着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说：“不
要为了实现你的梦想而痴迷于梦想，要为
了实现你的人生而追求梦想。”

在这纷扰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寻找
着自己的定位，自己的价值。就如同《士
兵突击》中的许三多，他在军营的每一个
角落，每一粒尘土中，都留下了自己不抛
弃、不放弃的足迹。

许三多，一个从农村走出的朴实少
年，带着对军营的憧憬和期待，踏上了这
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他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过人的天赋，只有一颗坚韧不拔的
心。在军营中，他面对的是无尽的训练和
考验，但他从未退缩，从未放弃。他相信，
总有一天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在这条寻我之路上，许三多不仅仅成
为一名优秀的士兵，更是坚守了自己内心
深处的那份信念。他明白，只有做有意义
的事，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他每
一次的训练，每一次的任务，都是对国家
和人民的忠诚与担当。

许三多的故事，更像是一首散文诗，
诉说着每个普通人在寻找自我过程中的
艰辛与坚持。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
地，无论面对何种困境，只要我们坚守信
念，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
的那片光明。

在这条寻我之路上，或许会遇到许多
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像他一样，不抛
弃、不放弃，带着希望和梦想努力前行，就
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单位：秦岭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我 的 水 情 怀
□辛建斌

我的家乡不在韦曲川道，而在黄土高坡的
长安少陵塬上。记得小时候，一家人洗脸，只
用一盆水，清洗碗筷，也只用一盆水。下雨天，
房檐下摆上盆盆罐罐，接雨水以备洗衣服用。
爱惜水，仿佛是一种家风，浸透了我的血液。

那个时候，中央有了最高指示：水利是农
业的命脉。大队就聚全村之力，打了高原深
井，村人叫它“大口井”。可有了大口井后，村
子水位整个下降，村里人吃水的井就陆续干
枯了，于是村上就拉了一根粗管子，将大口井
的水接到旁边生产队饲养室一个草棚下的两
口大铁锅里，供村人挑水吃。

记得我当时还在上初中，秋雨绵绵的季
节，家里已经断了食用水，我便戴上草帽，拿
起扁担，挑两只铁桶去饲养室排队挑水。我
家在村子东南角，饲养室在村子西北角，一路
坡坡坎坎，相距二里多地。饲养室大铁锅的
水有些浑浊，上面漂浮着麦秸、树叶。身单力
薄的我肩挑两桶水，晃晃荡荡地冒雨走在泥

泞的村道上，我被淋成了落汤鸡，两只桶底也
拖满了泥水……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成为回乡知青。
我头顶烈日在玉米田里浇地，忍着玉米叶刷
在脸上、臂膀上的烧疼，在蒸笼般的玉米地
里，一边看着水头，一边来回巡查、修复水龙
渠，决不能让这贵如油的水流到路上或空闲处。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陕广厂子校
教书，住在厂家属区单身楼一层，有天夜里，
我宿舍隔壁的水房厕所里水管破裂，在寂静
的夜里，水似瀑布一样往外流，我夜夜难眠，
心焦如焚……

之后有一天，在厂职工食堂排队买饭
时，我突然发现身披黄呢子大衣、身材高大
的厂党委书记耿云就排在我后面，我立即转
身向他反映我宿舍隔壁的水房大水管子破
裂问题，自来水哗啦啦流着没人管。没出两
天，厂里来人就将水管修好了。我终于可以
睡个好觉了！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到近几年，随着全国
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家万户完成旱
厕改水茅化工程，我的农民兄弟是否会因为
大意，懒于修理已坏的马桶冲水管，致使厕所
出现长流水现象，这些又令我担心不已。

1996年，我考到咸阳日报社当记者，随咸
阳代表队来到陕西电视台演播厅，负责报道
他们参加陕西省节水知识竞赛活动情况。

在那场竞赛中，我知道了严峻的水资源
问题已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和我国社会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难点。
水资源短缺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贫水国无法
回避的挑战。为此，1993年1月18日，联合国

大会上作出决议，确定每年3月22日为“世界
水日”。中国政府积极响应，将原有的“中国
水周”也改为每年的3月22日至3月28日，以
进一步唤起公众的节水意识，大力加强水资
源保护。

青少年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我庆
幸，由于我的生长环境，养成了从小珍惜水的
生活习惯，从此升华为节约用水的自觉行
为。其实，人们懂得的大道理实在是太多了，
但关键是行动和落实。

回家之后，我很快买了两个大塑料桶放
在卫生间，实施废水分桶管理。洗脸水、洗澡
水、洗衣服水倒入一桶，以备洗拖把之用；刷
牙水、洗碗水、洗抹布水倒入另外一个大桶
中。积攒起来，可冲马桶之用。

我节水的这种做法，迄今已坚持 28年，
妻子和儿子大不以为然，我严肃地正告他们：
这与节省水费没有关系，与我国是个贫水国、
与水资源短缺有关系！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咱一介草民，
大事做不来，那就爱惜水吧！水是伟大的，水
是生命之源。爱惜水，就是爱惜生命，就是热
爱人类！水关系着国运，节约用水，也是爱国
的表现！实质上也属“国之大者”最接地气的
高大上之事！ （单位：咸阳日报社）

小 城 的 浪 漫

家 乡 吃 水 的 变 迁
□李永明

对于生于斯长于农村的我来说，对家乡
吃水的历史记忆深刻。那时候，全村人吃水
都是靠肩挑背扛，每天早晨天刚露出鱼肚白
的时候，村庄很是寂静，只有狗吠鸡鸣声响
起。这时候，村民开始起床，伸着懒腰，打着
哈欠，无精打采走进厨房，挑起水桶向水井边
走去。井边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水
桶排成了一条线，有人不自觉地要插队，这时
候年龄大的长辈们敲响了烟杆，嘴里猛咳嗽
一声，这些人又乖乖去排队。一担水要等待
好长时间，有时候水井里的水下降得厉害，前
面的人勉强打上水，井水就枯竭了，后面的人
就够不着水了，只好眼巴巴地等待第二天井
水恢复才去挑水，有人就怨天尤人。吃水紧
张时，还得忍受蚊虫叮咬，烈日暴晒，忍饥挨
饿，用水十分艰难。

家乡地处川道地区，水层浅，水源回流
快，挑水吃能保障一家人一天的生活用水需
求，但对那些居住在边远山区的村民来讲，
吃水贵如油了。山区人民吃水要走几公里
的路程，翻山越岭，行走羊肠小道，寻找山泉
水吃，一担水劳碌辛苦挑回家只剩下了半桶

水，人累得腰疼腿酸，蹲在家里发牢骚，用水
弥足珍贵，家人们从不敢浪费一滴水。来了
客人只蒸馍、蒸米饭、蒸玉米等干饭吃，不做
汤面，尽量节约水。遇到干旱年月，吃水更
加困难了，酷暑高温下，河谷断流，山泉水枯
竭，为了寻找水，村民们组织精壮劳力满山
遍野觅水。山路弯弯，山峰峻险，险象环生，
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寻水，常常是汗流浃背，
气喘吁吁，有的人手脚被荆棘划破；有的人
脚后跟被刺破了皮，血流如注；还有的人衣
服被树枝划破。找水的途中艰辛万苦，有时
还会遇到毒蛇挡路，找不到水时，几乎失去
生活的信心，万念俱灭。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发现碧绿的山崖下
有珍珠状的露珠一点一滴渗出时，像发现了
新大陆般高兴万分。人们用镰刀顺着露出的
泉眼小心翼翼地疏通着水路，露水变大变粗
变清亮后，才排队接水，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找不到山泉水的村民，只能吃着蛤蟆滩的臭
水，没水的时候就没有了生活的烟火气，大人
们蹲在厨房不愿出面，每个人脸上愁云密布，
心里都盼望着雨水的降临，没有水洗涤的娃

们穿戴脏兮兮的，每家每户都缺水吃，洗澡都
是一种奢侈，家乡曾留下这样一句话：没水吃
喝穷巴巴，好女不嫁五里坝。这是当年吃水
难的一个真实写照。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百废俱兴，国
家从上到下重视支持，实施了甘露工程，逐步
解决了群众吃水等民生难题，部分群众也渐
渐饮上了安全幸福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初，人工集雨窖，村组零星建水厂，小工程大
群体，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洪流中，提出了“两
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把饮水列入脱贫
工作中一项硬指标，家乡各地都修建了集中
水厂，把水送到村民家门口，村民吃水方便
快捷，提升了村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我的家乡用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子里修建了一个大型供水厂，每家每户
用水全覆盖，水厂还配备了专门的供水和检
修人员，只要轻轻拧下水龙头，哗哗的清水就
流淌出来，人们做饭洗涤方便快捷。通水惠
及着全村人的生活，人们一水多用，门前门后
的白菜、萝卜、韭菜、莴笋、葱、蒜苗等蔬菜在

水的滋润下，长得青枝绿翠。除了满足家人
食用外，还拿到集市上去贩卖补贴家用，有经
济头脑的村民们用水发豆芽、做豆腐，建蔬菜
大棚、鱼池等，有的还建园区，搞产业，不出家
门就能挣钱。这些变化过去想都不敢想，如
今农村不比城市差，环境美，生活便利。

周末的一天我回到了故乡，老家的屋舍
修建的高端大气，花坛里的铁树、香樟树、柚
子树、红掌迎风站立，郁郁葱葱，男女老少围
在一起烤火聊天，红彤彤的火苗照映在每个
人笑盈盈的脸上。沿途看到有人在水池里洗
红苕，有人正在翻晒被冻的粉条，有人正在浇
灌门前的蔬菜。年轻的媳妇们一边干着农
活，一边说说笑笑，每家每户门前的水池里流
淌着清水，人们用水惬意自足。看到这些我
心里很是温馨，祖祖辈辈缺水的历史一去不
复返了，村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临走时，九十岁高龄的老村长紧紧拉着
我的手说：“娃子呀，现在党的政策太好了，吃
穿不愁，水通电通路通，生活有奔头啦！党的
恩情大如山。”我听后，心里倍感温暖，行走的
脚步更加有力。 （单位：汉滨区水利局）

白玉兰吟
□王琛

孤高木笔花初放，如诗望春情话长。

东风又寄白玉兰，沁人心脾呹肸香。

白云无颜素色逊，紫鸢偎枝雅姿漾。

若叫此花长如昨，馨流白昼伴月赏。

净若菡萏空绝尘，美犹天仙气郁泱。

白璧雕琢神韵突，雍容华贵抱素扬。

玉佩婐 戏金阙，银蕊玲珑藻霞光。

清骨剔透玉化质，冰心晶莹雪造像。

谁说仙葩在阆苑，握瑜怀瑾独占芳。

甲辰春分
□春草

时更叹遄迅，晨知春已分。

雨霁山色丽，空碧鹊声闻。

黄柳拂堤岸，清池鸭聚群。

花开知多少？胜景不留人。

观城墙灯会观城墙灯会
□伏萍

灯火暖长安

龙启中国年

从古城西安的永宁门

穿越一座厚重的文化明城

交汇在巨龙腾飞的地方

西安年 中国味

百米长灯点亮一座城

如同游隼 张开矫健的翅膀

遨游星空 为祖国歌唱

城墙内外 华灯璀璨 流光溢彩

由南向北 从东到西

追随和煦春风

开启文化古城的记忆

从明代的砖瓦垛墙里

看今朝 欣欣向荣 福满长安

那一条条彩练如银河镶嵌古城

流动的是光阴

传承的是文化

历史 在这里书写温暖与辉煌

灯火 在这里燃烧成星辰大海

传承接力 生生不息 爱我中华

人们走出家门 登上古城墙

看嫦娥奔月

观莲花绽放

威武高耸的华表柱

护佑巨龙昂首远方

中外游人驻足于此

促进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与交流

川流不息 童叟共舞

拥一束希望的灯火

照亮一扇扇幸福的门窗

大秦岭用它王者的威严

把寒冷的季风阻挡

中国龙舞出中国年

看 万丈光芒照耀古城

祖国的春风汇成一个同心圆

把春天歌唱

千年古都 古都千年

常来西安 常来西安看看

古都长安 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