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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来南泥湾

我愿做您的向导

迈开双脚

丈量这里的每一处山川

假如您来南泥湾

我领您从稻香门穿过

在党徽广场上 仰望

前行者的忠诚与一路艰难

假如您来南泥湾

桃宝峪要去看一看

炮校的威武

红楼的儒雅

写在延安五老的诗行之间

假如您来南泥湾

我要领您去纪念馆

穿越时空

大生产的壮观场面就在眼前

假如您来南泥湾

还有一个去处叫金盆湾

简陋的土窑洞

虽已被大树遮掩

将军的号令

却依然回响在沟沟坎坎

假如您来南泥湾

千亩稻田一定要转一转

春的碧绿、夏的灿烂、秋的沉甸甸

一定会让您流连

又忘返

假如您来南泥湾

还需看看我们的工匠学院

在劳模的歌声中奠基

坐北朝南

一袭青砖

假如您来南泥湾

我带您走遍这里的山川

还会捧上黄澄澄、热腾腾的

米酒一碗

假如您来南泥湾
□ 严天池

秋意渐生

万物丰盈

夏日的余热尚未消尽

大地弥漫着璀璨的金光

仿佛在与即将远去的夏天深情告别

姗姗而来的秋姑娘

悄然褪去了栀子的浓香

蝉鸣减调不再如盛夏那般高亢

带着些许疲惫与眷恋

为夏末奏响最后乐章

初秋轻轻挥毫涂抹着大地

层林微染秋色

沐浴着秋风晕染出渐变色调

金色田园如同织锦

谷陇稻浪播散丰收之喜

稻穗饱满晶莹

宛若跃动于金黄色的海洋

无边的果圃染上了嫣红

丰硕的瓜果阵阵飘香

柿子缀满枝头

梧桐的新黄轻舞着秋风

这是一幅绚丽的画卷

更是一首动人的诗篇

秋日的天际犹如纯净无瑕的蓝宝石

静静辉映着大地的宁静与深邃

晴朗素净的蓝天犹如染布上的靛青

云霞则像轻盈的薄纱在空中飘荡

初秋的蓝天

一头连接着深沉而宁静的内心世界

另一头则通往了广阔无垠的远方

它映射出远处山峦的轮廓

也映照出火红枫叶的鲜艳

不禁给人无尽的遐想

九月是夏末淡墨诗行里的细腻与留恋

是盛夏灼热的尾韵

允许飞舞的蝴蝶轻吻一池荷花的柔情

允许南迁的大雁在告别中低语

当夕阳西垂

暮色愈浓

倦鸟归巢

虫鸣也变得柔和

晚风吹拂出夏末温柔的歌谣

最后落笔

折一枝桂花在手

借桂香的馥郁

把夏末初秋写进诗的远方

把夏末初秋

写进诗的远方
□ 杨恒艳

□□陈若星陈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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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中这片古老而丰饶的土
地上，有一处静谧的所在——莲花
池。它不仅是自然之美的缩影，更
是廉政文化的一抹亮色，于清风
徐来中，诉说着清廉与高洁的永
恒主题。

汉中莲花池始建于明朝天启元
年（1621），原为明神宗第五子瑞王
朱常浩在汉中城内兴建的府邸后花
园遗址。朱常浩于万历二十九年
（公元 1601）被封为瑞王，封地在汉
中府，他的王宫、王府及王府花园历
经 26年修建才告完成，占地面积庞
大，几乎占据了汉中城的四分之
一。这一宏伟的建筑群不仅彰显了
皇家气派，也反映了当时汉中作为
陕西第二大城市的重要地位。

随着时代更迭，瑞王府逐渐失去了往日
辉煌，但其后花园——莲花池，却得以保留并
传承至今。1982年，莲花池被改建为“莲花池
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此后，
经过多次修缮和改造，莲花池公园的面貌焕
然一新，成为汉中市的一张文化名片。1995
年 6月，经汉中市人民政府批准，莲花池正式
成为汉中市历史文化名城纪念地。这不仅是
对其深厚历史底蕴的认可，也是对其在汉中
城市发展史中重要地位的确认。

汉中莲花池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怀相融
合的一个文化公园，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
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了众多游客。池中碧波
荡漾、荷花亭亭玉立，四季景色各异，春有垂
柳映波、夏有莲花香溢、秋有鸟栖满枝、冬有
蜡梅吐蕊。这些美景不仅让人心旷神怡，更
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
时，莲花作为高洁、清廉的象征，也赋予了莲
花池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夏日炎炎，步入莲花池畔，仿佛踏入一幅
淡雅的水墨画卷。池中碧波荡漾，荷叶田田，

绿得深邃而纯净，宛如一片片翡翠
镶嵌在水面之上。在这翠绿的海
洋中，朵朵莲花亭亭玉立，有的含
苞待放，羞涩地藏于叶间；有的则
竞相绽放，花瓣层层叠叠，洁白如
雪，粉嫩似霞，散发出淡淡清香，沁
人心脾。

清风拂过，荷塘更显生机盎
然。那风，似乎也带着几分廉洁之
气，轻轻吹散了尘世的喧嚣与浮
躁，让人心灵得以沉静。站在此
间，我不禁思绪万千，联想到那些
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清官廉
吏，他们正如这莲花一般，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高尚的
品德和无私的奉献，赢得后人的敬

仰与爱戴。
莲花，自古以来便是清廉的象征。它的

根虽扎于污泥之中，却能开出如此圣洁的花
朵，这不正是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
好诠释吗？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更应
像莲花一样，保持内心的纯洁与坚定，不为
名利所惑，不为权势所压，始终坚守自己的
原则和底线。

荷塘清风，不仅带来了凉爽与惬意，更吹
响了廉政建设的号角。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或
公职人员，我们应当从莲花身上汲取力量，将
清廉之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实际行动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营造一个风清
气正的社会环境。

此刻，我站在汉中莲花池荷塘边，感受着
清风拂面的温柔与舒适，心中充满了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朵盛
开的莲花，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社会
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希望我们
的社会能够像这片荷塘一样，永远保持着那
份清新与纯净，让清风廉政之花在每个角落
绚丽绽放。

□白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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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的长河里，总有一些画面如璀璨星
辰，熠熠生辉。姥姥和小姨在陕西省体育场草
地上聊天的温馨场景，便是其中最为温暖且难
忘的一幕。

那片景致，蓝天疏朗，大地疏阔。回望20世
纪 60年代初的省体育场，由混凝土砌成的 4个
门洞，边缘略显粗糙，仿佛在诉说岁月的沧桑。
与正对着长安南路的大门口相连的，是一条同
样由混凝土筑就的大道，路面上那细细的裂缝，
恰似岁月刻下的皱纹。省体育场带着那个年代
特有的苏联式建筑风格特征，阔大、简洁且大开
大合。它高高矗立在坡上，四周环绕着繁茂的
草地，草丛中野花缤纷绽放，红的、紫的、黄的，
色彩斑斓。微风轻拂，花朵摇曳生姿，花瓣上挂
着晶莹的露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耀光芒。远
处，一排排高大的杨树傲然挺立，翠绿的叶子沙
沙作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往昔故事。

在那片宁静的草地上，阳光温柔地洒下，绿
草如茵，仿佛一块柔软的绿色绒毯。小姨和姥
姥并肩坐在那里，她们的身影显得格外温馨。
姥姥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眼神中满是关切，轻
轻地询问着小姨的工作和生活近况。小姨微微
侧着头，认真聆听着姥姥的话语，时而点头，时
而回应。她的眼神清澈而温暖，嘴角上扬，向姥
姥讲述厂里的趣事和自己的想法，时间仿佛为
这温暖的画面停留。阳光洒在她们身上，勾勒
出一幅充满爱与温情的美好画卷。

小姨生得极为好看，白皙的面庞宛如羊脂
玉般细腻，微黄的发色，梳成两条小辫子柔顺地
搭在肩膀上，在阳光下折射出温润的光泽。有
着双眼皮的大眼睛，清澈中透着一丝迷蒙。挺
直的鼻梁下，精致的下巴微微上扬，透着一股倔
强。因为小时候生过一场伤寒，治疗不及时，自
那以后小姨便有了些微的懵懂。

小姨结婚较晚，这或许要追溯到姥姥家往
昔的贫寒岁月。上世纪 40年代末，姥爷因肺结
核久治不愈而离世，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姥
姥家的经济状况自此每况愈下。为了维持生
计，姥姥不得不给人做保姆、洗衣服，勉力支撑
着一家人的生活。母亲中学毕业后，毅然选择
了参军，前往西北军政大学读书。那段日子虽
然充满艰辛，但也为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之

光。小姨的美丽吸引了不少提亲的人，可命运
似乎总爱捉弄人。听说有次小姨被带着去人家
家里正式面见大人，那是一户在古城闹市中有
着果木蔽日的宽敞庭院的大户人家，小姨竟因
穿着带补丁的裤子而被人家嫌弃。

一年级我加入少年先锋队后的那个暑假，
父母工作繁忙，我跟着小姨住了一段时间。小
姨是新中国工业化起始时代的第一代产业工
人，19岁便入职西安制药厂的棉纱车间，那是厂
里最苦最累的工种。早、中、晚三班倒，每日8小
时紧张劳作后，才能洗澡回宿舍休息。4个女工
一间房，双层架子床，上层放箱包，下层住人。
那床铺上的被褥虽说有些陈旧，却叠得整整齐
齐。还有两位从上海来的女工，大家亲切地称
她们“阿拉”。她们说话带着软软的吴侬口音，
为宿舍增添了几分别样韵味。

夏日夜晚，药厂宿舍区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和青草气息。月光如水，洒在地面上，形成一片
片银白的光斑。蛐蛐在草丛中欢快地歌唱，偶
尔还能听到几声蛙鸣。与小姨同住的时光，有
两个画面深深印刻在我心底。一次，别的女工
阿姨带我去厂区，在车间里，我见到了正在劳作
的小姨。她全副武装，蓝色的工装被汗水浸湿，
口罩上沾满了棉絮，几乎看不到原本颜色。帽
子压得很低，工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露出里面
被棉絮染白的里衬。她的双手飞快扯动着棉
花，手指关节因长期劳作而显得粗大，指甲缝里
也嵌满了棉絮。每一次扯动，都用尽了全身力
气，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整个车间棉
絮纷飞，像纷纷扬扬的雪花，无孔不入，甚至钻
进了小姨的衣领和袖口，她却浑然不觉，只是专
注重复着手中的动作。还有一次，是在灯火初
上的傍晚，我在药厂门口等小姨。6点钟，大门
打开，成百上千的工人如潮水般涌出，厂门口灯
火辉煌，那灯光昏黄而温暖。高音喇叭里播放
着雄壮激昂的进行曲，声音在空气中回荡，气势
豪迈。工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但眼神中却
透着坚定和希望。

小姨结婚后，小姨父在外地工作，小姨便和
姥姥住在一起。小姨仍然在制药厂上班，每天
清晨天还未亮，小姨就起床洗漱，匆匆吃几口早
饭，便骑上那辆老旧自行车，向着制药厂的方向

出发。当时姥姥带着小姨的孩子和我住在大雁
塔附近。细细算来，小姨每天上下班往返路程
竟达50里。无论狂风呼啸，还是雨雪纷飞，她都
骑着那辆车把掉了些漆、车铃也变得沙哑的老
旧自行车，从未间断。

婚后，小姨被调到红霉素生产车间工作。
中午休息时，小姨会和工友们一起在食堂里吃
饭。大家一边吃着简单的饭菜，一边交流着工
作中的点滴和生活中的趣事，这一刻的轻松氛
围，成了小姨忙碌工作中的一丝慰藉。

傍晚时分，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制药厂的屋
顶上，小姨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工作。她拖着疲
惫的身躯，再骑上那辆自行车，踏上回家的路。
尽管身体已经十分劳累，但小姨心中充满了对
生活的希望和对家人的关爱。

那是一段宁静祥和的时光。记得在初冬的
时候，休假中的小姨与姥姥一起去逛街，还带上
了我。那天，她们两人都显得格外轻松。先从
大雁塔坐公共汽车到大差市，又从大差市步行
到东门外的红光电影院，买票看下午场的电影
《铁道卫士》。电影结束后，从大差市步行到东
门外的路上，小姨和姥姥逛了沿街一个又一个
的小店，有挂满各式各色衣服的服装店、有糕点
和糖果摆满一格又一格木匣子的食品店、有散
发出浓郁香味的水果店等，却什么也没有买。
最后在一家搪瓷店里，反反复复地挑选后，买了
一个带盖、带耳的黄底红花汤罐。那是我记忆
中，小姨与姥姥相处最轻松、最温馨的一段时
光。小姨的孩子们后来在企业接班，经历了与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角色们相似的生活，我
甚至把表妹夫直接称为“彪子”。此后，生活中
的琐碎、烦恼、拮据、忧伤接踵而来，再也没有那
样松弛惬意、安静美好的日子了。

每当生活的苦涩与艰难令我难以承受时，
我总会想起小姨，想起她艰辛的一生，想起她们
这一代人默默为中国工业化付出的一切。那是
一段难忘的岁月，是小姨用坚韧与勤劳书写的
篇章，也成为我在困境中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那岁时光，有苦涩，有无奈，更有不屈于命
运的坚韧和对未来的期许。如今回想起来，那
些曾经的艰难困苦，都已化作生命中宝贵的财
富，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

父亲养的那只猫走了，不知是被人逮走的，
还是自己跑了。

几年前，家里老鼠多，父亲就托人捉了一只
小猫咪。它是逮老鼠的那种猫，老鼠见了它便跑，
跑不过了，便成了它的美餐。家里老鼠少了，它是
愈加发福了。肉的味道比饭香，猫碗里的饭有时
几天放馊了，也没见它尝一口。母亲就倒掉，换上
新鲜的。猫很粘人，只要父亲在家便往身上爬，往
怀里钻。父亲睡了，它硬要挤进被窝，蜷在父亲身
边睡。想来父亲对它好，它才这么亲近。

猫是受宠的，是快乐的，可它也遇到些麻
烦。俗话说：狗逮老鼠多管闲事。家里的狗不捕
老鼠，却嫌弃猫。每每看见，便狂吠着冲上前想
撕咬。猫是老虎的师傅，但它个头太小，不是狗
的对手。猫连虎徒弟都不惧，还怯火一只狗？像
对付徒弟一样，自有绝招，它会迅速跑到树下，

“蹭、蹭、蹭”爬上去，狗只能站在树下狠狠地望
着，无奈地走了，带着灰溜溜的落寞。可猫不愿
意这么担惊受怕着，长久下去，它的小心脏还不
闹出病来。它就蹬着楼梯上了楼，爬上山墙，从
檩条与墙的空隙处钻出去，跳到后檐坎，就绕开
了门前的狗。

后檐墙与坡坎很近，斜着往下跃不难。但要
跳回后檐墙，就办不到了。狗一般不去檐沟，猫
便在檐沟堆放的木头上“喵喵”地叫，希望引起主
人的注意。正巧后半间卧室窗子下方玻璃裂了
一小块，能容得下猫的身子。母亲便把那小块玻
璃取下来，给猫留出通道。

猫再也不与狗发生冲突了，可更大的麻烦来
了。父亲在镇街买了移民房，经常下去住，有时
半个月不回来。家中老鼠终究有限，有的还吓跑
了，猫的餐盘摆放肉的时候少了，米饭、面条的需
求变大。主人不在家，猫就断了粮。它只好跑到
邻居家里，可人家喂着猫，不乐意养个“叫花
子”。有时猫赖上了，邻居也就给些吃食。父亲
回家了，再把它抱回来。

听父亲讲猫，眼前浮现出那只猫咪来。我是
在一家新闻单位见到它的，刚出生两个来月，温
顺地卧在一摞报纸上面，安静地眠着。我是很好
奇，这么大个单位养了这么小个猫咪。我掏出手
机，拍照的声音把它惊醒了，“喵”一声，抬起头，
懒散地看了我一眼，又把小脑袋搁在小腿上，闭
上小眼。它是真的困觉，还是想玩玩游戏？

一个生命，一个被那个单位好些人呵护的
生命，就在这个秋日的夜晚，拨动了我心底那根
敏感脆弱的弦。弦音袅袅，在喧嚣的古城上空
游荡，越来越弱，终归于寂灭。我仿佛看到这只
猫咪，这只可爱的卧在办公桌上的猫咪，就是此
刻西安上空的那根弦音。

我的一个女同事养着两只猫，伺候得很耐
心，猫们很和乐。女同事有善心，还有才，把它
们吃食、入眠、玩耍、争宠的事敲进手机，发到微
信圈，很是有趣。我是看着看着，就会心地笑
了，往往复制过来，存在电脑。想着写猫文时，
可以借用嘛。

可这些都改变不了我对猫固有的偏见。猫
不如狗那么依赖主人，它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
的空间。但我们养它们，难道就是为了让它们
取悦我们？猫还有一个缺点，让人无法接受。
大家可能知道我要说啥。家属院流浪猫很多，
每年冬末总有猫追逐撕咬，叫声凄厉，比铲子刮
锅的声音还难忍受。它们的嚎叫，往往勾起单
身汉种种联想，想多了，或许会学猫犯下大错。
我是不是也想多了，猫叫春是猫的本能，与我们
有啥干系。

像是贴在身上的膏药，还没揭掉，又被粘上
一张。去年12月下过一场雪，气温太低，好些天
没化掉，背阴处还结了冰。月底的一天早晨，听
着楼下汽车的声音，我就站在窗前，往下望了一
眼。一个女士刚把车开出车位，便停下来，开了
车门，走向车尾部。我还奇怪为啥不走，就见她
提起一团淡黄色的物体，扔到垃圾桶旁边。

我在七楼看得并不清楚，也就没在意。后来
下楼出门办事，经过垃圾桶，才发现那是一只
猫。浑身软塌塌的，鼻子、口里涌着血，已经干在
上面。我想是猫冻得受不了，躲在汽车发动机下
面取暖。女士开车时不可能打量车底，当它意识
到要出来时，刚迈步就碰上滚动的车轮。

想着倒垃圾桶的人会收拾，就没多停留，晚
上回来见它还摊在地上，便思量明天保洁员会
处理尸首的。哪知第二天看见垃圾桶空了，尸
体还在原地，就打算晚上回来把它埋了。可回
家太晚，就把这事又推一天。第三天早早下楼，
却不见了。原本是想把它装进纸箱，葬在院中
荒地，悼词都拟好了：“猫咪，来世托生为人吧，
即使做猫也成宠物猫，千万不要流浪啊！”这都
成为假设，便生出浓重的遗憾来。

我才承认，前文那位女同事所做的是极为
正道的。那晚浏览微信圈，发现她给猫做了绝
育手术，就跟帖留言：“从此以后生活乐趣只剩
下了玩和吃，可怜的猫咪，被无情地剥夺了猫生
最大的幸福！此刻，猫眼里除了绝望，还有抗议
吧？”同事很快回复：“猫咪和大熊猫、金丝猴不
一样，我也不忍心剥夺猫咪的幸福，但是更不忍
心让出生的小猫因无人收养变成小流浪猫。有
天在校园里看见一只挺漂亮的小奶猫被撞死在
路上，几乎被白雪覆盖，真是好可怜！”我也是替
猫考虑，却没想过恋爱的副产品怎么办。

遗憾终是没法改了，只好猜测是被爱心人
士掩埋了。而父亲养的那只猫，走了好些时日，
仍不见踪影，倒叫我牵挂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