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濯廉苑”有感

王道成
设郡置州古光州，

人杰地灵誉九洲。

廉政基地来创新，

坐落农业大丰收。

百亩荷塘景旖旎，

杨柳依依鸟啁啾。

诗词歌赋举头见，

警句格言随处有。

雕塑书画匠心运，

水榭亭台荷塘轴。

莲廉深意细品味，

陶冶情操不枉游。

寄情于景明事理，

廉洁自律记心头！

（作者为潢川县行政服
务中心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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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清风古光州，淮水长波今潢川。在这
片人文璀璨、名人辈出、勤廉楷模层出不穷
的热土之上，在潢川县城西大门付店晏庄村，

“濯廉苑”廉政文化公园似一朵莲花在这里绽
放。不喧亦不闹，不骄亦不躁，用她“寓情于
景、润物无声”的情怀，向每一位来者展现她
那莲之美、廉之魂。走进“濯廉苑”，映入眼帘
的是接天莲叶和映日荷花；漫步于“濯廉苑”

内，可以看到光州骄子、花语廉心、箴言隽语、

廉洁家风、廉史镜鉴、赏莲悟廉、红色廉风等
一个个主题鲜明的景观， 镶嵌在这百亩荷塘
之中，让人在不觉中赏莲悟廉、品莲思廉。

赏·莲之语

潢川是花木之乡，梅、兰、竹、菊，以其花中
“四君子”形象，串成了“花语廉心”的廉政主
线。观青莲亭亭：不蔓且不枝，不染更不妖；赏
红梅怒放：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傍青松翠
柏：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品幽兰吐秀：兰
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倚茂竹修篁：咬定青山
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看深秋晚菊：不是花
中偏爱菊，菊残犹有傲霜枝。“濯廉苑”依莲而
建，却又不局限于莲，四时之景，常明常新。

寻·清廉路

潢川自古以来名人辈出，战国君子黄歇、

鹤立鸡群嵇绍、开漳圣王陈元光、中原硕儒马
祖常、秉笔直谏刘绘，光州骄子的美德美政誉
满四方。大别山脚下，“清风”上将许世友、廉
洁持家邓颖超、大别青松刘名榜，革命先辈艰
苦朴素的红色廉风至今流传。 寻访着先辈们
的足迹，我们看到园中心有一处荷衣草堂。通
往草堂的是一条蜿蜒的水中汀步， 由一个个
独立水中的莲花状石柱组成，名曰“青莲路”，

同音“清廉路”。“清廉路”旁是一潭清水，“清
廉路”上要处处谨慎，寓意要有对组织、对权
力、 对人民的敬畏之心， 常怀如履薄冰的心
态，才能常在河边不湿鞋。穿越历史的长廊，

在潢川这片土地上， 勤廉楷模将激励我们继
续前行。

读·廉洁文

党无纪则不严，景无文则无魂，文是“濯
廉苑”魂之所在。以史为镜正衣冠，以廉为范
鉴得失。廉史镜鉴中话廉洁典范，箴言隽语中
听两袖清风。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是莲的赞
歌；腐能败国、廉必兴邦，是廉的颂扬。一方荷
衣草堂廉政文化创作室，让游人触景生情、挥
洒笔墨， 将所思所悟流诸笔端， 正是宜赏宜
作、学思相长，在学思践悟中接受廉政文化的
洗礼。亭台回廊、对联牌匾，都是廉政文化的

载体，寓情于景，润物而无声。

品·勤廉魂

园中静静矗立着的“廉政魔方”，由
51

个
不同字体的“廉”字组成，为天然石块雕刻而
成，重达数吨。古往今来，“廉”之形在动，而其
魂未变， 清正廉明是对为官者亘古不变的要
求。廉的影子见诸生活各处。潢川盛产茶，光
州茶味苦而后甘，品茶如做人，苦尽而甘来；

茶风如作风，清淡才是真。“博观约取，厚积薄
发；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休憩小坐之余品味

经典，崇廉尚纪之风迎面扑来。书山有路，学
海无涯；廉政之行，始于足下。

谱·红廉风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
殃。”廉洁家风对于领导干部不是个人小事、家
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行走
在红门下的家风长廊里， 徐徐清风拂面来。一
个个家风故事、一条条家规家训，宛如师长的
敦敦教诲，春风化雨般，教人于无形。

———探寻潢川县“濯廉苑”廉政文化主题公园的廉魂

唐月明程波

行走在荷塘廉园之间

毛恩军
“濯廉苑”，一个因文生义、洗涤心灵的地方，

一个荷花飘香、清波荡漾的园区。当人文景观与
生态宝地牵手共生在一起的时候，那种似曾相识
的远古奇缘和与生俱来的清风峻骨在这里高度
契合。行走在荷塘廉园之间，怎不让人在心中涤
荡起层层涟漪。

园里柳岸亲水、山影巍峨、曲径通幽、鱼跃碧
波，然而，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却是那万顷方塘荷
叶轻展随风飘送的幽幽馨香，以及荷花盛开亭亭
玉立的满眼秀色。

雨后天蓝得也特别深，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
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之下全是苍翠碧绿伸展成
盖状的荷叶、迎风绽放粉红色的花朵，还有一枝
枝脱去盛妆、蓄势初成的莲蓬。说也奇怪，一干人
马在观光园待命时尚觉酷热难耐，一进入这“濯
廉苑”中，周围的空气仿佛一下清凉了许多，人们
不自觉地也安静了许多，好像世事纷扰和心中暑
热在这清流汩汩、 清风浩荡中而生成为淡泊宁
静、抚今思远了，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这荷
叶田田、馨香四溢中飘然而出。

踏看“濯廉苑”，笔者对“水中汀步”莲花桩产
生了浓厚兴趣。查阅资料得知，汀步是步石的一
种类型，设置在水上，在浅水中按一定间距布设

块石，微露水面，使人跨步而过。园林中运用这种
古老渡水设施，质朴自然，别有情趣，将步石美化
成荷叶形，称为“莲步”。在静水中布设的数块步
石，蜿蜒伸展到荷塘深处，构成了一幅似江南水
乡般恬静清新的画面。游人至此，自然气息扑面
而来。置身荷塘，如与自然交融互动，可近距离聆
听莲心花语。足踏莲花桩，既有凌波微步的欣喜，

还有踏石留印的稳健。

穿过水中汀步，便是荷衣草堂。三大间藕黄
色木质结构仿古建筑，仿佛漂浮在水中，与满园
绿色及参差不齐的红花相映。草堂里安卧着隐士
高人，或抚琴如流水、或泼墨绘丹青、或赋诗泣鬼
神。在这里，笔者偶遇几位县书协的老师。王建军
便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尽管游人如织，但丝毫未
影响他挥毫泼墨的雅兴，在舒缓叮咚的古筝伴奏
下，一幅“清风明月”横幅笔力遒劲，宛若游龙，博
得观众阵阵掌声。荷衣草堂现为“廉政文化创作
室”和潢川县“文联创作采风基地”，展示的也是
潢川文人雅士精心创作的文艺作品。

在荷塘的彼岸则是镌刻着古人为官做人所
秉持的廉政诗词警句屏风墙，每一面都是木质镂
空镶边，精巧而雅致。中间青石质地底板上题写
的历代先贤的文章诗词， 由于其较高的文学造

诣，那些文字穿越历史时空传递到今天，依然具
有鲜活的质感，深刻的思想和哲理及时时显现的
灵光，无不带有一种引力，使人读兴盎然，品读
《爱莲说》在“濯廉苑”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描绘了莲的气
度、莲的风节。与周敦颐独有的“莲之爱”不同，

“濯廉苑”汇聚了梅兰竹菊“四君子”。探波傲雪，

一身傲骨，是为高洁志士的梅；空谷幽放，香雅怡
情，是为世间贤达的兰；临风弄月，潇洒一身，是
为谦谦君子的竹；凌霜飘逸，不趋炎势，是为淡泊
智者的菊。行走至此，笔者不由得为我们“北国江
南、江南北国”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自豪了，在这块
土地上四季分明，不同的时节蕴育着不同的君子
之风，远如战国春申君黄歇、元代硕儒马祖常；近
有廉洁持家邓颖超、清风上将许世友……移步换
景，细细读来，每一处都是一片心灵的牧场，每一
处都是对浮世情感的安然滋润。

面对这清澈湖水，踏着青石和蔓草，辨识和
解读着沿湖分布的楹联、屏风及石碑，连藏在路
边的书简也不放过。

“濯廉苑”让人心动，让人警醒！

（作者为潢川县产业集聚区纪委书记）

“濯廉苑”简介
潢川县“濯廉苑”廉政文化主题公

园依大丰收农业生态示范园百亩荷塘
而建，突出以“莲”喻“廉”。公园遵循“以
文化为本、以勤廉为魂”的主旨，秉承
“寓情于景、润物无声”的设计理念，结
合本地丰富文化资源和反腐倡廉优良
传统，探索旅游资源和廉政文化建设相
结合的新路径，把廉政文化融于通俗易
懂、形象生动的作品中，把严肃的党纪
条规演化成润物细无声的艺术形象，将
潢川独有的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融入

公园的建设之中，使整个公园的文化建
设展现出鲜明的潢川地域特色和人文
特色，充分体现了“一县一品”的廉政文
化建设总体要求。

自公园建成以来，该县先后组织
开展了“青莲赞”广场文艺汇演、 “赏
莲思廉” 征文、 “树家风明家规”等
廉政教育活动， 近万名党员干部及
家属到园区共同接受廉政教育，征
集摄影、书法、绘画等廉政文化作品
300

余部。

“濯廉苑”廉政文化公园一角 荷衣草堂，是游人休息小憩的场所，也是“廉政文化创
作室”和潢川县“文联创作采风基地”

“濯廉苑”廉政文化公园一角 以汉简的形式再现古代官箴

“濯廉苑”廉政文化公园

青青荷叶掩映下的古筝演奏者

潢川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参观“濯廉苑”廉政教育基地，并重温入党誓词

潢川县党员干部参观园内廉政文艺作品展览

潢川县党员干部带着家属、孩子参观园内廉政景观
,

共同接受廉政教育

廉字魔方，由
51

个不同字体的“廉”字组成，为天然石块雕刻而成，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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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算好人生“七笔账”（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账、自由账、健康账）

“家风长廊”下的晨练者

百亩荷塘中的翩翩舞者本版图片：肖乃宝程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