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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菜

小时候， 我们家下放的那个村子
水塘众多，村子两边都是，因为浇水方
便， 我家门前一大片空地就被母亲开
垦成了菜地。

母亲一个人在那里挖土、整墒、施
肥、播种，用木桩竹片编成结实的篱笆，

把一畦畦菜地整得像赏心悦目的图画。

低的有成行排列的葱蒜韭菜，高的有长
在架子上的黄瓜豆角葫芦， 红的番茄、

青的冬瓜、紫的茄子，开白花的豌豆蚕
豆毛豆子，白菜萝卜这些家常菜的旁边
点缀着辣椒、黄花菜等。我家饭桌上总
是随着季节变化着不同的菜， 有炒的、

有炖的、有腌制的、有凉拌的。我们更喜
欢的是，把刚摘下的黄瓜挖出坑，塞进
白糖吃，觉得那是无比的美味。

从乡下搬到城镇居住后， 母亲在

院子里开了个小菜地， 种的菜品种虽
不多，倒也可以让我们时不时尝尝鲜。

但是搬进市内、 住进鸽子笼一样的住
宅楼后，周围都是坚硬的水泥地，母亲
再也无法种菜了。

闲在家里的母亲， 每天除了买菜
做饭，就是看电视。她一直不喜欢像别
的老太太那样闲逛、聊天、打牌，她认
为那些都没意思。 她虽然只上过三个
月的学， 但特别喜欢听评书或小说联
播， 原来在乡下， 收音机随时带在身
上，为的是不落下一次收听；有了电视
后，她成了我们公认的“电视迷星”。可
是长时间看电视， 又让她觉得浑身不
舒服，有时吃饭都没胃口。

去年，在我们搬进一个山庄后，母
亲意外地认识了一位在一处别墅里种
菜的老人。老人家住在市内，儿子在外
地工作，买了别墅一直没来住，老人看

偌大的院子长满荒草，心里不舒服，就
经常过来拔草翻土种菜。 一次偶然机
会，老人跟母亲打招呼，这才发现彼此
是老乡，而且都喜欢种菜，于是热情邀
请母亲也来这里种菜，从此，母亲的空
闲时间都在这里打发了。

重新有了一块菜地， 母亲像拣到
了宝贝，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和干劲，专
门到市场置办了一些农具， 每天早出
晚归，有时连喜欢的电视剧都耽误了。

母亲这样下工夫， 于是我们又吃到了
她种的新鲜菜。

可是， 喜欢在网上种菜的妻子却
不乐意了， 她觉得母亲放在楼道里的
农具碍眼， 觉得母亲沾满泥土的鞋子
太脏， 觉得母亲这么大年纪种菜丢我
们的面子， 于是发动我在外地的姐妹
劝阻母亲，一时间家里电话此起彼伏，

母亲一边满口应承， 一边却在准备选
购新菜籽。我问她还要种啊？她说那么
好的地荒了太可惜。

看来，母亲一直丢不下土地情结。

如果她知道我们国家每一年要荒掉好
多土地的话，又该是何等心疼呀？

月满中秋

从历史的典籍中走出
从华夏族的血脉中走出
当丰收的喜悦
随着黎明第一声鸟叫
洒满乡间金黄的田野
一轮古色古香的相思月

再一次照亮中秋
颗粒归仓
这物欲横流的年代
一粒原始的果实是多么珍贵
我勤劳淳朴的乡亲
手执月牙儿般弯弯的镰刀
壮实的大手轻轻一挥
于是整个大地都飘满

成熟的香味和快乐歌声

三秋桂子十里残荷
又见咧嘴石榴的明眸皓齿
美丽的事物总是所向无敌
袅袅娉娉的月光下
母亲端出月饼和糖果
串串熟悉的诱人气味
打湿我流泪的记忆
光脚丫的童年

月满中秋
情归故里
今宵君在何处
是谁举杯痛饮美酒和明月
深深醉了
整个中华民族

触 摸 秋 天

滑过九月的道路
接近并深入田野的辉煌
是一次感情的长途跋涉
艰辛而愉悦

以手脚眼睛以及心
触摸秋天结实的胸脯
丰满滋润光亮而温暖
感到红晕像一朵朵云
升入她水灵的眉梢

妩媚的阳光和金秋的风骚
拨亮心力交瘁的眼睛
那些勤恳的玉米花生稻子
受孕于阳光和雨水
身怀六甲娇喘微微
在晚霞缀满额头的坡地
宛若一个个凝脂少妇

端起盏盏醇酿的米酒
我们不贪杯不叹气不怀旧
拥衣而坐静守家园
祈祷每个香气四溢的夜晚

乡村月夜

送走夕阳
天上亮起灯盏
白天不说话的事物
夜晚开始唱歌

影子溜出后院
踩着月光走路
风故意保持沉默
不让人看出她的羞怯

狗吠爬上树梢
惊跑了落叶
一轮月亮跳进水里
岸上的姐姐低头不语

润物细无声

虽然离开校园已很久了，

但当年老师们的教诲如“润物
细无声”的春雨，滋润过我学习
成长，让我终生感恩、难忘。

我的初中是在信阳西北的
偏僻小城度过的。 刚进初中的
我，偏科特别严重，升学考试语
文考了

57

分，

40

分的作文仅得
5

分，根本不知道如何下笔。幸运
的是， 班主任邵长珍跟班教了
三年语文， 她对治疗作文“短
腿”特别有一套。初一开始，她
针对大家作文“恐惧症”和“空
洞病”， 自习课领着大家咏读
《唐诗三百首》， 并亲自讲解诗
意；推荐有条件的同学购买《名
言名句》和《作文》，有时挑选若
干篇目公开点评； 对于语文课
本上的精彩段句， 让大家标记
并抽查背诵； 学生作文每篇都
要打分并写出评语， 挑出错别
字句让你更正， 得意之笔则用
波浪线划出；作文课上对好、差
作文一一点名， 受表扬的满脸
喜气，挨批评的垂头丧气。往常
枯燥的自习课，令大家期盼；平
素恐惧的作文，变得不再讨厌。

不经意间， 在唐诗怡人的
氛围中、在《作文》养分的浸润
中、在老师精心的“修剪”下，同
学们的文学素养日渐提升，提笔
作文有模有样。我也从一株“弱
苗”蜕变成“壮苗”，作文时常被
当作范文传阅。初中时养成的摘
录美文华章的习惯伴我至今。

作为兄弟中的老幺， 耳闻
目睹兄长们英语“外行”的叹息
与愁容， 我对英语始终怀着敬
畏的心情，从来不敢懈怠。尽管
起初听起老师的单词发音有点
拗口与别扭， 但凭着持之以恒
的投入， 我对英语渐渐有了驾
轻就熟的感觉， 多次考试都傲

视同窗， 而这一切与那位憨厚
的尹老师倾其所能分不开。正
是因为他的悉心传授， 昔日兄
长们谈“虎”色变的英语被我征
服，心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当我首度摘取级段总分第
一名后，新学期班委改组时，班主
任征求我意见， 出于对数理化的
偏爱，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理
科学习委员。在我心中，好男儿靠
理科闯天下，用文科调情趣。

因为坐在第一排， 我曾特
别讨厌粉笔末扬起的呛人气
味， 但也有幸目睹了数学张老
师误拿粉笔当烟吸的喜剧，欣
赏过继任郭老师俊逸的板书和
巧妙的推理。 我享受过替师改
卷的荣耀， 也体会过马虎考砸
挨批的耻辱。

此外，有趣的是，我们的物
理和化学老师都姓吴， 一女一
男，脾气特别好，嘴角总是挂着
淡淡的笑意。 正是在这种笑容
的感召下， 本来枯燥乏味的课
程，犹如开启出宝藏的地宫，把
大家的心都吸引进来。 在这种
轻松的氛围中，全班的理化成绩
普遍不错，而我也几度囊括了校
里所有的数理化竞赛冠军。

或许是兄长们学习过程中
挫折与失败的刺激， 或许是头
脑突然开了窍， 曾经被他们视
若天堑的地理、历史、植物学、

动物学， 我都一一轻而易举跨
过，大考多次考取满分，令师生
既瞠目又佩服。

“勤学如春起之苗，不见其
增， 日有所长； 辍学如磨刀之
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多年
以后， 当我人生起伏历经风霜
洗礼几生退意时， 昔日老师的
教诲振聋发聩，催人奋起。我知
道，得到“园丁”的培育后，承载
着老师的希望， 破浪远航才是
不二选择。

秋 夜 明 月 乐 婉 转

中秋又快到了，那令人神往的月亮不知怀
着多少人的期待，越亮越圆。天渐渐黑了，我独
自伏在窗前看着外面，斑驳的月光从树间筛下
来，微风不紧不慢地从梢上拂过，发出“嗖嗖”

的声音，一只鸟儿发出一声“吱”的长鸣，没有
听见回声，在突然旋起的风中，如撕帛般，急急
落在树梢的踪影里，无从找寻，陡增几分苍凉。

不知哪家音响放着二胡《汉宫秋月》，宫女们的

哀怨悲愁情绪———一种无可奈何、寂寥清冷的
生命意境在二胡弓弦的细腻多变中、在短促的
休止和顿音中、在乐声的时断时续及婉转旋律
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多情人遇多情的曲调， 感慨从中而来。我
想，那乐曲表现的必是一个风华绝代的汉宫女
子，而今韶华不再，风韵犹存。试问汉宫女子，

世间一切，何曾在今夜让你这般虚妄？你也许
红颜早逝， 高高的宫阙里映着你孤独的影子；

斑驳的墙壁，证实着你不再的青春、褪却的红

颜；秋天的落叶，如同你毫不顾影自怜地抛弃
了的生命尊严。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地证明着世
间曾经的繁华，有如你的泪，滑过凉凉的双颊。

前面高楼一角不知不觉晃出来的明月，明
亮而清澈，几许惨淡的云雾飘然而过，更让人
捉摸不透它的容颜。

挂在头顶上的那轮明月， 是年少多梦时的
月亮吗？ 它是千年前隐约让帝王心动的汉宫秋
月吗？是曾经“人约黄昏后”的月亮吗？是曾让君
王“三千宠爱于一身”时发誓的月亮吗？

月亮无语，乐声也戛然而止。转朱阁，低绮
户，照无眠，如苏轼般感叹世事之无常。是否那乐
声让一个生命感受到了生命彼此需要的温度，让
一个寒冷、荒凉的月夜变得热闹而充满希望……

人生的酸甜苦辣，都有着如此这般的诠释：你不
曾忽略的过去，一切命运，就是归宿。而且还有什
么机缘巧合、 或者不曾料到的悲喜在前面等着
你，你要有一颗平常心。月有阴晴圆缺。唯其有圆
缺，生命的质地才更坚韧，生命中的每一瞬息万变
的故事，都应视之必然。月亮底下不知有多少有
情人在盼团圆呀！明月依旧，涛声依旧，让有情人
都能搭上这只“月船”儿，共度良宵吧。

我曾喜欢吟“执子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而
今，为了世间最为动人的爱情、云淡风轻的温暖清
晨、月明星稀的静谧夜晚……为了秋夜的明月，你
总是在昭示着繁华； 为了秋夜的乐声， 你太过婉
约，然而这一切都美得让人心疼。

词两首

任宏业
青玉案

重游母校信高，丝丝情愫，

几多回忆，随填小令以记之。

秋来再走春时路，

细品味、轻挪步。

又忆华年朝与暮。

捉萤立雪，

悬梁锥股，

历几番寒暑。

秋风一阵亲如故，

红日余晖染花树。

试问夕阳还记否？

少年神采，

红装歌舞，

与尔曾相处。

水调歌头·信阳
一水奔东去，

楚韵豫风悠。

松涛呼啸贤岭，

古渡月如钩。

放眼平山低处，

满苑银花火树，

水墨画申州。

最是江南景，

湖碧泊横舟。

古申迹，

召南曲，

演沉浮。

长淮大地，

多少人杰写春秋！

当说桃花刚烈，

大复文章尤绝，

小吏亦风流。

扑面风存古，

展卷笔方遒。

注：“桃花” 指息夫人。“大
复” 指何景明。“小吏” 指京剧
《四进士》中宋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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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随着企业经营、改革、发展的不断
深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新的难题，需
要我们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做好企
业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 对保持企业和社
会稳定和谐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在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遇到了三

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许多社会消极因素抵消
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使之难以发挥作用；

二是思想政治工作缺少物质载体， 造成企业
思想政治工作与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脱
节；三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间接性、潜

在性、 积累性等特点， 不像物质奖励那样直
接、功效快，使人们产生错觉，认为思想政治
工作好比一把伞，“天晴无用场， 下雨顶一
场”，用处不大。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
工队伍缺乏懂政治， 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
人才。

二、探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
面对企业经营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面临

的种种困扰， 我们必须围绕企业改制和生产
经营，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1.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政工干部
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适应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发挥先导和保证作
用，才能从无地位的困境中解脱出生。

2.

拓展和充实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发扬主动服务精神。 一是要加强员工的理论
教育；二是与行政干部一道，围绕和结合生产
经营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三是紧紧抓住
企业经营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 做好理顺情
绪、化解矛盾工作。

3.

积极转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提
高政工干部自身素质。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抓
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广泛深入的开展丰
富多彩、 健康有益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作为
新载体，寓教于乐，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
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二是把严格科学
的企业管理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
体，努力实现两者的结合。三是大力推广和运

用现代化宣传工具为政治思想工作服务。

4.

坚持物质激励和精神鼓励并重的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通过使人们看得见、 摸得
着的物质利益中体会到自身的社会价值，才
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因此，以精神
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激励原则，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 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人们的劳动
积极性。

5.

强化企业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廉洁自律
的模范带头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力、说
服力往往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高尚人
格和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这就要求企业的领
导干部，对待功名利禄，多一点“无我”；对待事
业工作，多一点“忘我”；对待自己的缺点毛病，

多一些“非我”。要严于律己，最大限度的减少
在职消费，避免经营“败德”，真正做到无私无
畏、无欲则刚。而这就是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和谐发展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作者系金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

反“三俗” 尚真善美

———从当下一些庸俗、低俗、媚俗的人和事说起

前一阵子， 郭德纲和小沈
阳一起“火”了，却不约而同与
“俗”结了缘。无非是一个在国
内、一个在国外罢了。小沈阳，

乃赵本山真传弟子
,

被“誉”为
“墙内开花墙外香”、“男不男女
不女”之演员；郭德纲，则是名
噪一时的相声演员。 就从艺者
来说，雅俗的评判标准，在于作
品之内涵、观众之鉴赏。这两位
演员，一则通过媚外的途径，一
则通过“国骂”的途径，“火”到
九霄云外。

小沈阳颇受西洋镜的照耀。

“我是纯爷们！ 我只是想让自己
的表演逗大家笑而已。” 接受美
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小沈阳
如是说。于是，《新闻周刊》载文
说：“外表上看来，小沈阳很谦虚
礼貌， 很难想象他化着浓妆、戴
着发卡、 穿着礼服在台上喝啤
酒、讲下流笑话、活蹦乱跳、大喊
大叫的样子。 最近一次演出中，

他穿着帝王式的丝质长袍……”

更有甚之，某流行乐队“二手玫
瑰” 主唱也常着女装， 竟然说：

“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角色能登
上
6

亿观众的舞台， 对中国来说
显然是个突破。”

同样处于风口浪尖的郭德
纲， 先是私家别墅霸占公共绿
地， 后来声称拳打记者的弟子
为“英雄”，并说：“跟他们讲理
不合适……所以说啊，有时候，

这记者啊，还不如妓女”（据
8

月
3

日《京华时报》）。央视《新闻直
播间》（

2010

年
8

月
5

日） 日前为
此评论： 在这个行业的精华与
糟粕之间，他留下了糟粕；在这
个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

他选择了江湖气； 在个人的私
愤与公众人物的责任前， 他习
惯性地倒向私愤。 这位公众人
物如此庸俗、低俗、媚俗（即“三
俗”）的表现是多么的丑陋。

说实话，单就郭德纲“记者
还不如妓女”的厥词，乍一听，够
辣够毒， 话虽糙
理不糙。一方面，

记者是记录话语
的人，既“铁肩担
道义、 妙笔著文
章”，又“睡得比
狗晚， 起得比鸡

早，干得比驴多”，“入”与“出”不
成正比，有的蜗居一隅，甭说知
名欢场的“花魁”，就是普通小场
子里的“小姐”，远非记者所能比
拟。另一方面，有的记者还真不
如往昔的妓女。 三鹿事件曝光
前，不就有个别记者“吃了人家
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才不
爆料么。 如此出卖灵魂的记者，

就果真不如妓女了。其实，不如
妓女的还有很多，岂止是记者。

霸占公共资源的行为，自
然有各级政府的建设、 规划等
职能部门去追究， 但是也是新
闻媒体批评曝光的范畴。 倘若
不是想让某人霸占公共绿地的
行为曝光， 那位记者仁兄的腕
关节也不至于脱臼了。 真正的
文化，真正的艺术，就是引导人
们追求真善美的形式。同理，一
个真正优秀的记者， 应该具有
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
知，应该把笔头、镜头多对准基
层和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问
题，而不是没事找事、恬不知耻
地充当明星绯闻的“托儿”。行
文至此， 不由得想起被誉为德
艺双馨的艺术家、 勤奋进取的
“常青树”———阎肃，

60

年如一
日战斗冲锋在传播先进文化第
一线，以弘扬主旋律为使命，以
讴歌真善美为己任，

60

年不懈
奋斗，

60

年热诚服务，自觉投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传世
精品， 促进了全社会形成积极
向上的共同精神追求， 彰显了
共产党员的本色， 深为文艺战
线所敬重和钦佩。当前，全党开
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 阎肃无
疑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难
得的一份教材！

是非本有准则，公道自在人
心。所谓庸俗、低俗、媚俗之人，

何止个别艺人。其实，人上一百，

形形色色，台上台下，里里外外，

只要大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那么，庸俗、低俗、媚俗，只
能是在一念间、一瞬间。

光山“送灯”起源考证

光山县农历正月十五元宵
节（即灯节）的习俗，除与全国大
致相似外，还有其独自特点———

正月十五给祖坟“送灯”。 这一
天，人们无论身居何处，都风雨
无阻地赶回家， 早早吃罢团圆
饭，准备给祖坟“送灯”。全家人
在长辈的率领下， 带着各式灯
具、五彩蜡烛、纸钱祭品、烟花爆
竹，有车的乘车，无车的步行，悉
数前往送灯。 人们来到祖坟地
后，插上灯笼，或贴糊纸罩（俗称
灯笼箍）， 内燃蜡烛。 然后烧纸
钱，放烟花，鸣炮磕头。是夜，全
县坟地一片灯光，各种烟花此起
彼伏，绚丽多彩，阵阵炮声，震耳
欲聋。 信阳市其他县区却没有
“送灯”这个习俗，河南省其他市
县更未曾听说。 就全国而言，也
只有江西的新建县及其以北至
庐山以南的几个县市、山东省宁
阳县、黑龙江省宜春市及湖北等
地有此习俗。

光山送灯习俗究竟始于何
时，需要考证。光山县档案馆现
存的七部旧县志基本没有记述。

旧县志虽无记载，然而光山民间
的一些老人都肯定地说，送灯习
俗很早就有，他们孩童时候就听
其祖父介绍送灯之事。 按此推
算，此俗至少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了。

民间传说不足以理清送灯的
起源，要想探寻这个问题，需要从
光山人口的发展脉络中寻找答
案。元末明初从江西、湖南、湖北
等地大批迁入光山的居民， 可能
是光山现今居民的祖先主体。尽
管明末清初时， 居民流亡十有六
七，但经康、乾盛世抚慰，又都返
乡生息。民国初年，居民大批外迁
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江南地
区。他们之所以迁往上述地区，主
要因为那里是他们的祖籍地。现
在光山居民绝大部分承认其祖上
是由江西迁来的。 由于江西省新
建县以北、 庐山以南数县市直至
今日仍盛行送灯之习俗， 那么元
末明初从江西等地迁入光山的居
民也就会继承此俗。据此分析，光
山送灯的历史大约起源于元末明
初， 距今至少有

600

年以上了。旧
县志之所以没有记载此俗， 或因
当时人口稀少，送灯仪式简单，不
能形成规模使然。

现在，随着光山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后开
始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正月十
五带着家人给祖坟送灯，抚今追
昔，祭奠先人，这不仅是对先人
的怀念，也是中华民族尊老敬祖
传统美德的固有要求，更是人们
展示人生风采的良好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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