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边的那些树
邹钧

无论什么树
到了水边
都会变成女儿
都会情不自禁扭起来
脸色越来越滋润
还时不时俯身偷看
自己水里
美丽的靓影

鹅卵石

和混凝土在一起
是我的奇耻大辱
我是苦水里泡大的野孩子
白鹅不是我的母亲
黑鹅也不是

票友

戏院里
我们只有一票之隔
你看到了开幕
我看到了谢幕
而过程
谁也没有在意

偏正词两首
李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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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
王秉林

一
庆党建，九十五年。

忆党史，历经艰难。

贺党功，其大如天。

爱党心，超越爹娘。

二
感党恩，世代铭记。

守党纪，严以律己。

兴党风，三严三实。

遵党章，绝不走样。

三
学党文，无有止境。

强党性，两学一做。

举党旗，永跟党走。

颂党辉，万丈光芒。

（注：作者
90

岁偶感）

2015

年
8

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
了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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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商城
籍的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兼苏北军区盐阜军分区

22

团
副团长童世明烈士名列其中。

童世明是从大别山这块红色土地上走出去的抗
日英烈代表，原名童锡福，

1912

年
12

月出生于商城县
武桥乡（现上石桥镇）高庙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43

年
3

月
19

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村对日军作
战中不幸为国捐躯，牺牲时年仅

31

岁。他的抗战事迹
被收录于新四军人物志，民政部、江苏省民政厅烈士
名录，以及盐城、阜宁、商城等市县的史志中。

童世明兄弟五人， 他排行老四。

1929

年
17

岁时，

在大别山区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浪潮中毅然
投身革命。

1930

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4

年
11

月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随红
25

军参

加长征。童世明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二、三、

四次反“围剿”与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历任通讯员、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连长、营长、

团参谋长、副团长等职，历经战火的洗礼、斗争的磨
炼，加之他非常注重刻苦学习、虚心请教，很快能够
读书看报用地图， 逐步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指挥员。

童世明对党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红
25

军长征时，童世明任营长。不久，由于王明宗派主
义组织路线的影响， 他被错误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
务，下放到连队伙房当兵。尽管受到极大委屈，但他
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常以“为党为革命奋斗到
死”勉励自己。当时部队经常转移作战，活动频繁，个
头高的他整天挑着连队的大铁锅随部队行动， 腰被
压弯了也不掉队，一声不吭地坚持着，任劳任怨当好

一个“伙夫”，保证战士吃好。时间久了，他的腰竟弯
得直不起来了。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被改
编。

8

月下旬，童世明所在的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
687

团
即离开陕北三原，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

参加了著名的山西灵丘平型关战斗、 晋东南粉碎日
军“九路围攻”、张店伏击战、町店伏击战等一系列浴
血鏖战。 在转战太行山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两年
多时间里，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童世明怀着
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 作战英勇， 杀伤大量日
军。

1938

年
3

月上旬，

687

团奉命从河北越过正太铁路
到达山西的平定、昔阳地区时，团长张绍东、参谋长
兰国清临阵脱逃，投敌叛变，并引诱威逼、欲将该团
拉走，童世明及其他营连干部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挫
败了他们的企图， 最终只有少数意志薄弱分子被拉

走，其余指战员全部回归部队。“张、兰”叛逃事件后，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临指导，主持检讨教训、肃清影
响。 经过部队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和集中整训，

687

团
迅速恢复了作为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力， 童世明
的政治军事素质也在革命大熔炉的锤炼中得到全面
提升。

童世明名字的来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同乡、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警卫员的余
家江回忆，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战斗中，童世明作
战勇敢、机智多谋、屡建战功，深得首长和同志们的
喜爱。 一次徐向前总指挥见到他时说，“童锡福叫着
有点绕口，也不太响亮，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打江
山，是为了让世界变得光明，你就改名叫童世明吧。”

从此，“童世明” 这个充满革命志向和色彩的名字就
逐渐叫开了。

抗
日
英
烈

童

世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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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童
明
峰

敬
慕
胡
杨

高
艳
军

我欣赏抚摸过黄山之巅
的秀美妩媚的云松， 我拥抱
过赞叹过泰山极顶上的劲松
翠柏， 我攀爬过天涯海角之
畔的纤细倾斜的椰林， 我惊
羡过东北林海雪原中挺拔的
松林和笔直的白桦。

当我在中国最大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腹地， 塔里木河
南岸， 第一次仰望亲吻抚摸
着一棵棵高大奇异的胡杨
时，我震惊了，我激动地瘫坐
在细如白面的沙子之上，我
泪如泉涌般地喜极而泣……

胡杨———我梦中的胡
杨， 我心中默念过多年的胡
杨， 在坐了四十个小时的火
车，又转乘四个小时汽车，终
于在一望无垠、 金光闪闪的
戈壁滩上， 在瑟瑟秋风的陪
伴下，零距离地约会胡杨。我
拥抱着，抚摸着，亲吻着一棵
棵像士兵列队， 在我眼前雄
伟高大粗旷又奇特的胡杨。

大个的胡杨有二十米
高，两三个人方能合围抱住；

小个的胡杨十多米高， 水桶
般粗细。 无论是大的胡杨还
是小的胡杨都是尽情地、极
力地将苍劲的枝杈伸向四方
直指苍穹， 那满身皲裂的树
皮， 多数都包裹不住光秃的
躯干，任风沙、严寒和酷暑侵
袭。 有的树干已被风沙掏空
了一半的身躯， 但是仍然威
严地、乐观地笑傲自然，自在
地生长着。

胡杨的树干很粗很壮，

可是树叶不多也不大， 只有
普通白杨叶的四分之一。大
的树叶厚实而深绿， 小的树
叶浅黄且薄弱， 那片片不大
规则的叶片四周都有一圈锯
齿状的芽刺， 自然是想在空
旷寂寞的荒野中， 尽量少地
被动物吞食的一种自身保护， 缩小叶片的体积也应
是为了减少风沙寒暑对叶片的侵蚀。

胡杨的枝杈不多， 只有四五个枝杈呈伞状地向
四周伸延，枝杈上布满短小的枝条，枝条上绸密地绽
放出，一片片，一簇簇厚实肥嫩的叶片。片片树叶紧
紧地依偎在一起， 想必是依靠集体的力量面对自然
更利于生长。 每年的五月份胡杨开始长出浅黄色的
小叶片，到了夏季变成深绿色，经过几个月风沙侵袭
和高温酷暑的烧烤，到了金秋十月，便会顺应人意地
变成一片金黄……用自己的美艳， 用自身的盛装装
扮出一个个美丽的胡杨节来。

没有鲜花的簇拥，没有蜂蝶的萦绕，只需从百里
之外的塔里木河边吸取一口清凉， 便可屹立百年千
载，一任沙漠的炙烤和冰川雪山的威逼，却从容自信
地扎根于十几米深的沙石之中， 用健硕苍劲的躯体
抵挡住风暴沙石的击打， 用小巧而坚实的枝叶为荒
漠撑起一片荫凉，为世人托起一片蓝天。

植物学家说， 在夏季六七十度高温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中。能屹然挺立生长的高大植物只有胡杨；在
寒冬零下四十度的低温下， 能屹立千年的植物也只
有胡杨。

寂静高大，伟岸又贫寒的胡杨，是人们征服自然
战胜自然的活化石， 是西北人民不畏艰险困难生活
的体现，是勇敢者心中的榜样，是南疆沙海中一座不
朽的雕像， 时时在给人们提供着正能量———这就是
让我永远敬慕的胡杨。

旅游散记

岁月

望贤山
赵毅平

祖国的名山大川太多太多， 而对在信阳市区
长大的孩子来说，最先映入脑海里的是贤山，她是
“信阳八景”的第一景———贤岭松风。贤山位于市
区的西南部，海拔

600

多米，森林覆盖率达
90%

以
上，满山松树，千姿百态，微风拂动，涛声四起，令
人赏心悦目。

抬眼眺望，贤山仿佛和你贴得很近，如果真的
走进她，还要费一番功夫，而贤山、贤岭、贤祠、贤
湖、贤达这些词汇

,

这里的许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名
校信高贤岭校区就建在秀美的贤山脚下， 可谓青
山傍良校，绿水育贤才。在校园，在居住的茗阳小
区，还真的有心细细地去观察她，发现贤山随时变
化的色彩：早晨，太阳一出来，贤山全身像披着一
件金黄色透亮的轻纱， 与满眼绿色的松树辉映在
一起，折射过去，带有几分诱惑性的光芒，挑逗着
你的眼睛，撩拨你的心扉，使人们油然产生一种跃
跃欲试的“日出而作”的工作热情与创新活力。爱
登山的人们也开始了攀登的行程， 校园的师生开
始了一天的教与学……

中午时分，在湛蓝的天空下，贤山又像刚出浴
的孩儿，裹着黛色的浴衣，安详地斜卧在大地尽头
小憩，使人们能够享受那片刻的静谧和安宁；黄昏
来临，贤山又披着一身色彩柔和的彩霞，伴随“日

入而息”的人们，伸展着略显疲惫的身躯，脸上挂
着隐约可见的“自得其乐”笑意，和大地一起悠然
走向另一个夜中世界。 雨后的贤山也常常会挥舞
着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彩带， 为市区百姓架起一座
温暖、温馨、温和的“彩虹桥”，抹去人们的不快和
伤痛，给人带来新的希望，离贤山最近的河两岸
真的架起了彩虹桥，恐怕寓意也在此吧。

贤山是信阳市区老百姓的大氧吧之一。 这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许多城市的人们无法享受到
的，她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绿的高尚、绿的圣洁、绿
的诗意、绿的情怀、绿的生机。更让这里的人们感
受到一轮又一轮生长的春天， 一个又一个生命的
盛夏。假如，信阳市区没有贤山一屏；假如，贤山成
为光秃秃的斑点； 假如， 没有信高这样的校园点
缀，那将是一番什么景象呢？岁月啊！将很快染白
一代又一代的满天青丝， 唯有像贤山一样的一座
座青山仍能保持生命的长青！ 愿我的母校信高也
能像青山一样长青长盛！

夜晚， 市区那一座座楼房， 闪烁着一盏盏灯
光，仿佛化作一声声呼唤：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是信阳的本色，明天贤山还是那般“疑是蓬莱境，

申南作胜游”的仙境，人们还能领略到贤山秀美的
风光，享受到“城市轻轻放在山水间”的美好时光！

心香一瓣

儿时草帽辫
刘光华

骄阳似火的时候，我总会从床底下拿出那顶草
帽遮阳。

我所戴的这顶草帽已经发黑发黄了，尽管没有
破败损坏，这样的草帽，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像垃
圾一样扔掉， 但它已经为我遮风挡阳避雨三四载
了，敝帚自珍，加之我是在穷苦中长大的，所以有时
难免像父辈一样吝啬节俭，终不忍舍弃。

我的确有恋旧情结，当城镇化之风势不可挡地
来袭的时候， 我也恍惚一夜之间成为了其中的一
员，但我依然不能褪却农民本色。当我倘佯故乡的
时候，可以看见石磙、石臼、碾盘、陶罐们静静地躺
在树荫里或草丛中， 失去了昔日的热闹与风光，它
们已经被时代冷落，也许千百年后它们能够成为见
证历史的古董； 乡间的许多手工艺已经没有人再
做，记忆中乡里的篾匠、木匠、扎纸匠等能工巧手们
都已失业或转行，木锨、杨叉、扁担、锄头等农具渐
已淡出视野，乡村往事大多已被忘记或沉淀。

当我看到草帽时，儿时编草帽辫的情景便会清
晰地在脑海中浮现。我会回到记忆的童年，回到上
世纪七十年代未那些清贫的日日夜夜。 每年麦收
时节，母亲便张罗着编草帽辫的原料，所谓原料就
是麦穗底部到第一结节处的麦秆，俗称麦莛。父亲
将麦捆整齐地竖起在麦场上， 母亲选中整齐匀称
的莛杆后用弦镰将麦穗割断， 再把第一结节后的
部分剪掉，莛子就在如此反复简易而熟练的动作中

准备好了。

编草帽辫是个技术活，莛子用前需整整齐齐地
放进水缸里，用镰石头压上浸泡半天时间，涝出来
沥干水才能使用，过干易断，过湿易烂。母亲择取几
根长而直的麦莛起成五股或七股的头，然后按压一
挑二的方式开始编织，待到莛子没了，就续上一根，

编织时讲究做到快平直匀，由生到熟，右手灵巧地
上下左右走动，继而随心所欲，两手并用，十指同
行，配合默契，于是麦莛上下翻腾，经纬排列，褶皱
分明，草帽辫在身后源源不断地生成。

我常在冬夜昏黄的煤油灯下陪母亲和姐姐编
草帽辫， 听她们手指掐动麦莛行云流水般的声音；

我则看红军长征途中贺龙巧施草帽计摆脱敌人追
击的故事，入睡前她们能编出几米长；我也记得在
夏天的中午，树荫下或房屋遮阳处，女孩子们聚在
一起，每个人胳肢窝里夹着一束金黄的麦莛，她们
有说有笑消此永昼，妙手纤指编织成人世间最美丽
的风景。

儿时生活很艰苦，为了贴补家用，我们在父母
的指导下到野外挖猫爪草， 晾晒干， 父母将草帽
辫、猫爪草连同平日积攒的鸡金、牙膏锡、鸡蛋，到
供销社变卖，换得针线油盐，有时候父母会开恩给
我们买麦芽糖、文具、小人书， 那段时光的一件件
烙刻着历史痕迹和情感的美好回忆常令人留恋不
已……

且行且吟

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书法李果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