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7月 23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范德玉
文 学 副 刊

广 告部 ：5861508 13093338989 13705627756 （联系人：缪振清）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铜 广 证 第 3407006 号 订 阅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 订 价 ：全 年 价 80 . 0 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244000 电 话 ： 总 编 室 ：5861226 编 辑 部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5861227

坐在异乡的窗前，一切既陌生又熟
悉。

一只小鸟却将我当成了旧主人，轻
盈地飞落在窗前的平台上，不理会我的
存在，站定一方，叽叽喳喳的。一夜的
雨，窗棂下的水游丝一样往下淌，滴滴
答答的。朝阳从东边树林里打着转扫射
开来，于是鸽子振翅声，林子里的蝉鸣，
屋檐下的各种鸟儿的欢唱，夹杂着叫卖
声，车流声一齐灌进了耳朵……

真是暑意悄然绕画梁，夏声新透绿
纱窗。嗯，闲来听夏！想必对我这客居他
乡的人来说，别有滋味。

窗外的小鸟在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不时调皮地叫唤几声。这样的场景，让
人不得不想起周邦彦的词“鸟雀呼晴，
侵晓窥檐语”来。可站在窗前小鸟雀，
引颈将整个身子羽毛松开，左右甩动，
好像甩掉一头的雾水。它并不十分闹
腾，偶尔鸣几声，像人起床时，伸个懒腰
后发出的快慰声。

这样的夏声不如“凉阴一鸟下，落
日乱蝉分”来得惬意。夕阳西下，树影
横卧，鸟雀归巢，惊飞鸣蝉。那长长的
“知”的一声，划破了夏日的闷热，如裂
帛声悠长而深远。等那尾音还在空气中
振荡时，它早已落身在另一棵树上，加
入大合唱队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为夏季而唱，为生命而歌。蝉给了夏季
最独特、最强劲、最完整的声音。

不像那些小虫，如蝈蝈、蛐蛐，还有
那纺织娘，那蛙，只在晚间才听到它们
的大合唱。不过这个合唱，谁先开口，不
得而知。若依谚语“蝈蝈叫，夏天到”，
夏季虫们的领唱者应是蝈蝈。它先是
“咯咯”得有些沉闷，就像声音从倒扣
的盆中发出，尔后连成一片，有如金属
的质感声，又如不停料动干皱的薄膜
声。至于纺织娘，让人想到亭亭玉立的
姑娘练声的样子。它先“嘎织”十多下，
好像清清嗓子，然后急转直下，才唱出
主旋律———“织……” 此时大地无声，
百虫和鸣，将夏夜带进了无比喧嚣欢乐
场。你不得不感叹那一阵阵夏声像波涛

一样起起伏伏，错落有致，一点不逊于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交响乐。我不知道
它们有没有指挥者，倘若有，指挥者是
谁呢？

人们说鸟是天空的使者，它们穿
梭在天地之间，传递着彼此信息，那么
这些“虫”们是大地的代言人，至于何
时义正辞严，何时缄默不语，甚而不可
奉告，早已作了安排。

当然蛙是它们的敲钟人，当细草
春风时，蛙睁开瞌睡的眼，轻轻地呼唤
着大地，到了夏季，终于让蛐蛐、蝈蝈
们，各自操起乐器，弹奏出绝妙的夏季
奏鸣曲。直到盛夏蛙声成了这奏鸣曲
中的主角。不信？有“蜃气为楼阁，蛙声
作管弦”的句子作证。这时的蛙，感情
充沛，它唱得喜悦，歌得欢快，真是丰
年稻花香，蛙声情悠扬。

夏的声音太多，有暴风骤雨的打
击乐，有风荷微波的小夜曲，还有庭院
流莺的清唱剧……更有父亲借一缕月
光，磨砺镰刀的声音。

可最值得提起的是儿时的童谣
声。当听到天幕四合声后，一张张凉床
早已用清水擦拭好，并摆放到门口。此
时清辉满地，天空明净，我们躺在凉床
上仰望星空，一只只鹭鸶像剪影样从
头顶飞过，我们像赛歌似的诵起了童
谣：鹭鸶鸟，衔绿草。做绿窠，孵小鸟。
一孵孵到五更头，叫小姐梳油头，油头
梳得二面光，插红花，插绿花。坐着轿
子呜拉拉……人声的加入，并没有破
坏夏虫们的兴致，反而使它们唱得更
欢。

是啊！造物者让你生，同时也让你
发声，有“生”才有“声”。“生”是给
你物质存在，“声” 是让你精神愉悦，
若再有升华之“升”，那就有了灵魂的
超脱了。

“嗖”的一下，在我掀动窗帘时，
小鸟瞪了我这个陌生的主人一眼，惊
慌地飞走了。可我要感谢它，它落在窗
前，唤醒了我的记忆，让我用心听了整
个夏季的声音。

听夏
□张峪铭

没有考证，说铜臭的是何人？何典？
何心理？竟然以讹传讹，时至今日，还有
人貌似高雅、高洁，一脸鄙夷地称某某一
身的铜臭，不愿为伍，真的是“资本来到
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吗？作
为铜，古老的铜，生活在古铜都的一块亮
堂堂响当当的铜，老实说，我岂止有意
见，要说法！

你说那人臭就人臭，莫扯到铜臭哉！
不说外星球，就讲 46 亿年前，云

状宇宙微粒和气态物质的聚集形成了
最初的地球，人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
么东东，而铜就应运而生了。

早不过 6000 年，人类已开始发现
铜，发明冶炼铸造铜，使用铜，告别石器
时代，从洞穴蛮荒演进到土壁茅宇的家
居生活，可以不夸张的说是铜引领提携
着人类进入了广阔的文明时代。

大约 5000 年前，中国进入了青铜
文明时期，商周时，青铜文明走向了鼎
盛，铜器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特别是由炊具上升到礼器的
鼎，竟演变成王权的象征，让臣民们不
得不顶礼膜拜。风靡一时的 《芈月
传》，让人得知秦王嬴荡举鼎，意欲取
代周王室的雄心，竟以“膑足”而亡。
（不作史实判断，也不作价值判断，只
从情感判断上，我认为《芈月传》大大
的点赞了我，因为鼎可是我们铜铸成
的。）实际上，秦汉以后，青铜文明薪
火相传三千年的乃是铜钱，铜钱成为
“象大于意、喻大于理”的承载物，只不
过大多数人的眼睛只被钱的光芒照亮，
而没有让铜的辉煌透明，生存的价值远
远遮蔽了人文价值，伴随着人这个高级
动物走过了千年，还将走过万年？谁知
道呢？只是我们这些铜不理解人可以任
意的铸造铜器，打上美丽的烙印，可为
什么偏偏又泼些脏水丑化铜呢？

有时候，含铜量的多少，并不说明
铜钱的贵贱，何况，套用电视剧《潜
伏》里一搞笑的话“两块同样的铜钱，
你能说哪一块高贵，哪一块龌龊？”呵
呵，人啊！

其实铜一直很自信，相对于人，
铜是朴素而高贵的，铜不具有人与生
俱来的劣根性。铜，是大自然赐予人
类的伟大礼物，是世界上最有用处和
最具价值的自然资源之一。人与铜的
相遇，相知，应是人与自然转过拐角
的“艳遇”，是美丽而智慧的碰撞！

《汉书·律列志》载：“铜为物质
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
暴露改其形。”中国古人确有大智慧，
真性情，看问题岂止“格物致知”！
铜，是一种坚韧、柔软，富有延展性并
具有玫瑰红光泽的金属，内含天然稳

定的同位素，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被
广泛的应用于建筑导线、供电电缆和信
息传输上，由于铜的原子具有面心立方
晶格结构，铜及其化合物无磁性，可以
进行冷热压力加温。1 克铜可以拉成
3000 米长的细线，或压成十多平方米几
乎透明的铜箔，可谓 “大丈夫能屈能
伸”，且千锤万击而又不变质的品格。

铜可以 100%循环回收利用，不易
被氧化。纯铜常温下在二氧化碳湿空气
中，表面会产生绿色薄膜，俗称铜绿 --
注意，这绝不是铜臭哦，就像勤劳的老
茧给人性打上光荣的烙印，它能保证铜
不再被腐蚀。资料表明，世界上所有开
采出来的铜，有 80%目前还在使用，每
年的铜使用总量中，有 40%以上是通过
回收再利用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利
用”，铜有着彻底的奉献精神。

铜还有着了不得的包容心。铜合金
已成为人类探索地球、海洋、宇宙奥妙
不可或缺的材料。如今的单晶铜、纳米
铜、超导铜、铜基合金……层出不穷，气
象万千，前途无量。随着人类文明的进
步，铜的新用途不断地被发现和认识。
铜，伴随着人类世代繁衍，使人们的生
活更加光亮，美好。

许多人不知道，铜，还是人生命的
守护神。铜能激发细胞色素氧化酶、抗
坏血酸氧化酶等酶的活性，维持人体铁
的正常代谢，有助于血红蛋白的形成和
红细胞的成熟。成人身体里的铜含量是
17 毫克 / 升，一个体重 60 公斤的人体
内大概有 100 毫克铜。铜对人是无害
的，正常的人，即使摄入大量铜，也会通过
排泄迅速排出体外，相反，摄入不足，则会
出现贫血、发育不良、痢疾、体温低、皮肤
和毛发色素减少、骨病变等铜缺乏症。

铜具有抗微生物的特性，99%以上
的细菌在进入铜管道内 5 个小时以后
就全部死亡，使水质更加纯净，卫生，人
们正在利用铜的抑菌性，广泛的运用于
有益于人的营养、治疗、健美。

面对人，铜完全可以展露蒙娜丽莎
的微笑。

铜，最想引为知己的是大戏剧家关
汉卿先生，他教人唱到：我是个蒸不烂、
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
豌豆！

多好！人真得学学铜的品性，不要
效仿那个狂妄的嬴荡，不可玩命的举
鼎，更不可做那些隔三差五就被纪委带
走的贪官，动辄千万、亿万的贪污，浑身
散发着腐朽的臭味。

可我不能不向所有善良的人、正直
的人、向往美好的人提个醒，必须提醒：
那是人臭，腐烂的人性遗臭万年！而不是
铜臭，铜永远芬芳、高洁、灿烂！

铜臭还是人臭
□吴 笛

早春时节，嫩寒料峭。我端坐在书
房里，面对着铜官山，捧起还散发着油
墨清香的谢清泉先生的大著《彩云轩诗
词》拜读起来，心中顿时充满了盈盈的
暖意。读着读着，不禁为先生的凌云健
笔击节叫好，为先生不老的诗心喝彩！

其实，我至今还未与清泉先生谋
面，但是我读先生的诗词却是很久以前
的事了。记得我还是在读小学时，就读
过先生的风靡全国的民歌《稻堆》，虽
然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却散发
着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反映出了劳动
人民真实的生活场景。《稻堆》虽经几
十年风雨的磨洗，依然棱角分明，光彩
熠熠。

《彩云轩诗词》是清泉先生在耄耋
之年出版的一部诗词合集，是清泉先生
运用诗词记录时代、歌颂人民的真实写
照。清泉先生的诗词创作题材广泛，量
丰质优，或大气磅礴，撼人心弦；或灵动
清越，蕴藉深厚。赋比兴出神入化，出入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间，韵味无
穷，叹为大观。《彩云轩诗词》的出版发
行，无疑是安徽诗词界一次重要的收
获。

谢清泉先生诗词的特质，我以为彰
显在以下几个方面：

意象多姿多彩，内涵深厚。《七绝·
春访农家》：“水漫溪桥石径斜，烟霞一
路访农家。层楼并列门相似，满院春风
桃李花。”水、桥、烟霞、层楼、门、桃李
花，意向缤纷涌来，使人目不暇接。意象
多则多矣，却并不显得杂乱，而是层层
递进，最后是“满院春风桃李花”来点
题，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巨
大变化。清泉先生以清纯的文思和真挚
的心素，为我们勾勒出清晰的时代轮廓
和多彩的生活印记，这些意象看似信手
拈来，却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乡村优
美的画卷。整首七绝写得朴素自然，明
丽清雅，选词精妙绰约，音韵流转自如。

在当今的诗词创作中，意象陈旧、
似曾相识的积弊比比皆是，谢老的这些

意象愈加显示出不可替代的美。选取淳朴
自然、清新厚实的意象，物我相融，澄澈造
境，必然成为诗人构思的首要。更为重要
的是，一首诗的外延越少，其内涵越发深
厚，耐人寻味的东西越多。清泉先生的作
品不论摹景状物、怀旧咏史、礼赞时代、歌
颂生活，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总能做到
在朴素的诗句和纯情的吟咏中迸射思想
的光芒，将人格与道义的力量化作诗词的
时代禀赋。

意境邈远，新意迭出。《七绝·朝阳》：
“黑暗光明难共存，短长日夜计毫分。不知
鏖战何其酷？但见朝阳血满身。”诗词是作
者思想的提炼和精神的升华，诗词也是艺
术的磨砺和境界上的创新。世上写朝阳的
诗可谓多如牛毛，写出新意很难。清泉先
生独辟蹊径，他写的《七绝·朝阳》意境宏
阔、清越，想像力超群，跌宕起伏，思接天
上人间。这首诗里太阳，无疑象征光明，黑
暗和光明是无法共存的，而光明战胜黑暗
必须经过激烈的厮杀。《七绝·朝阳》虽然
没有向我们展示太阳和黑暗厮杀的过程，
但我们看见了太阳经过厮杀后成为胜利
者，而且这是一个浑身沾满了鲜血的胜利
者，可以想象厮杀是多么的激烈!作者构思
奇崛，写景传神，爱憎分明，将澎湃激情的
宣泄，将光明必将战神黑暗的哲思，隐匿
在平淡的诗句中，它所给予我们的，不只
是巨大的鼓舞力量和深邃的思想底蕴，还
有令人沉醉的诗美的熏陶与享受。清泉先
生的诗词质朴、自然、毫无雕饰的痕迹，这
正是诗人艺术修养深厚，造诣过人的表
现。整首诗虽然未加雕饰，却能达到和谐
铿锵，妙手天成的“无技巧”境界，这又是
多么的难能可贵！

凸显时代特征，生活气息浓郁。“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生活是
客观的，但对生活的认识、选择、评判、和
褒贬却是主观的。诗人们面对一样的生活
之所以写出迥然不同的作品，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创作主体对生活的感受、评判有所
不同，这当然与诗人思想的高度有关。

纵览清泉先生的诗词，我们不难发

现，他创作的诗词没有无病呻吟、卿卿我
我之乱象，没有为写诗而写诗的匠气和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造作。清泉先生善
于在生活开掘中发现美，在生命体验中提
炼诗。善于从身边的生活现象中捕捉创作
素材，激发创作欲望，让每一首诗词都打
上时代的印记。让诗词回到群众中去，回
到生活里来，发民之声，为民代言，为正
义、正气代言，为时代代言，我想这是每一
个诗人都要力求做到的。

《七绝·题陈于贞<伏虎图>》：“羊
毫落处见威扬，一啸风声草木荒。我怨武
松专打虎，岂知鼠辈也猖狂。”这首七绝看
似一首读画诗，我们读后却浮想联翩。作
者是在读画又非在读画，通过衔接紧密的
起承转合，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当下的反腐
倡廉，意在告诉我们，虎害固然可恶，鼠害
也不可轻视，应该老虎、老鼠、苍蝇、蚊子
一起打，才能还我澄澈的乾坤。

格调高昂，情感丰富是《彩云轩诗
词》带给我的又一个感受。每一位诗人都
是情感上的富翁。诗是情感的外化形态，
是一个闪烁着智慧之光并有着无穷魅力
的张力场，诗人最宝贵的莫过于真情、激
情、纯粹和高尚在自己的作品中的完美呈
现，从而给人以欣悦、鼓舞和激励，使生活
得到净化和提升。清泉先生的诗词语言形
象生动，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他的诗词
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听觉上的美感，还
有心灵上的共鸣，情感上的融会，以及思
想上的启迪。清泉先生的诗作往往是触景
生情，情景交融，情在句中，意在言外，弦
外有音，发人深省。

《七绝·地震无情》：“地震无情人有
情，大悲大爱两无声。神州何惧天坍塌，自
有珠峰巨臂撑。”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诗人
饱蘸深情写了一组有关地震的诗词，把自
己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揉进诗中，鼓励灾区
人民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揩干
眼泪朝前看，雨过阳光破雾来”，这些鼓舞
人心的诗章充满了浓厚的感情色彩。有面
对震后惨状的悲情、同情，也有万众一心
战胜困难的激情。通过一首首诗篇，我们

可以窥见诗人的心里是一湾不冻港，即使
在严寒肃杀的隆冬，也能荡起情感的涟
漪。

清泉先生的《家居之变》是一组怀旧
诗，这些诗歌都是镜像式的，它带着感性
的、活生生的、充满情感的特质，是过去通
向今天和未来的连接点。诗中将自己亲身
经历的情境、事件或者是与诗人直接相关
的人物通过回忆呈现在诗词的意境之中，
这种体验是诗人作为单一的审美主体所
独具的，是他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有着很
强的个性化色彩。如《七绝·致归燕》：“紫
燕归来认旧门，筑巢勿与我为邻。当前老
九正挨整，唯恐摸排连累君。”诗的第一、
二句以紫燕归来筑巢与我为邻，照说应该
高兴，可我却说请你远离我，不要与我为
邻。为什么？因为我正在挨整，怕到时连累
你。短短的四句诗，却揭示了诗人“文革”
中的遭遇，读后使人萦绕着一种意味深长
的惆怅感。

历史积淀性的回忆更多的是对历史
现象反思与领悟，体现出诗人的冷峻沉
思，诗人之所以把它们呈现出来，正是为
了理性的警醒。这种理性的沉思不是抽象
的概括，而是在具体的情境描写中得到升
华。这些带有回忆性的诗词，看似诗人对
以往生活片段的追溯，虽然这种经历是刻
骨铭心的，但更多的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思
和警醒，因而情感更为复杂，也更为动人，
更具魅力。

不知不觉已到了正午的时间，我还浸
淫在谢清泉先生的诗香里。当我合上《彩
云轩诗词》，只见铜官山头阳光普照，山花
烂漫，春意盎然。虽然是走马观花，我依然
看到了清泉先生用诗词阐释生活、阐释生
命的精彩。清泉先生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
辍，作为一名诗的信徒，他清心寡欲、安贫
乐道、独尊诗笔、终生不已，活的有滋有味，
写得有声有色。他创作的诗词不泥古，内容
淳朴、格调高昂、针砭时弊，情感真挚，总是
饱含着浓浓的亲情、殷切的期待和深深的
祝福。清泉先生这种一日为诗，终生为诗的
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彩云轩诗词》读后
□周宗雄

凌云健笔写春秋

黄梅时节家家雨，可今年的黄梅雨
缺少了可人的温婉，多了几分气势汹
汹，连日的降雨，防汛抗洪一跃成为了
人们口中的“关键词”。我以为我只能
从新闻媒体上得知一些抗洪的消息，却
不想，也身临其境体验了一次防汛的酸
甜苦辣。

在单位上班，牙疼不是病，牙龈发
炎夜不能寐，导致左脸颊肿起一个鸡蛋
大小的包，小腹也隐隐作痛，正考虑要
不要请个假，却接到了奔赴一线采写抗
洪人物的通知。老公也是单位组建的抗
洪突击队队员，我们两人都出去了，孩
子怎么办？我欲言又止，还是咽下了到
了嗓子眼的几句话。来不及换下制服，
便匆匆赶到了老洲渡口，场景令我震
撼。我是个旱鸭子，眼前的水势涨幅让
我见到了洪水发狂时的“表情包”，昔
日人们上下轮渡船的地点已藏身水下，
为安全起见，新开辟了一个临时渡口，
等待的人们翘首以盼，目光投向江面，
各种表情写在脸上。我心里也在暗自思
忖，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而我一则
对洲区不熟悉，二来对防汛无认识，能
完成任务吗？

有人说，有些事不是亲身体验，很
难感受个中滋味。我觉得我对防汛就是
这样的。当身临其境、倾情投入，心中的
感动会激发出文思泉涌，觉得信手拈来
都是歌。“渗水”“塌方”“管涌”“导渗
沟”“反滤围井”“黄沙”“寸子”“瓜
子片”……这些听起来艰涩的词，现在

不但理解了也倍感亲切了。人物是防汛抗
洪的灵魂，十几天的接触，他们的言行鲜
活生动，使人久久难忘。

有一位菜农，他的一根防汛木棍从初
次使用至今已有22年，这其间参加过几
次大的防汛，他自己也从当年的毛头小伙
成了中年人，刚开始听到几句，我觉得这
很平常嘛，并且还纳闷防汛不是在现场抢
险吗，拿个木棍干什么。原来这木棍是防
汛时巡堤查险的“标配”，一棍七用：探险
情、探水深、打草惊蛇、对抗蛇、累倚之、防
摔倒、按摩棒。有的人今年用过今年扔、明
年防汛再用新，更有甚者是一次防汛用多
根棍子，这位菜农一根棍子打天下，是因
为他细心、爱惜物资，是一个节约的人。每
次防汛用过之后他都用干净的布仔细地
擦干净，然后束之高阁，下次用得着了，再
抽出来用。最大的亮点是每次防汛结束
后，他都会在棍子上刻上字。对一根随手
取之于“杂树”的木棍都如此精心呵护，
这是怎样的一颗柔软的心呀，充满了爱与
珍惜。我想，刻字可能是以示纪念，也算是
一种庄严的结束仪式吧，这是一种精神的
寄托，是“我参与我光荣”的誓言。从这一
举动能看得出，一位普通村民对参加防汛
工作的重视。

有一位肺癌晚期垂垂病危的老母亲，
儿子在抗洪一线日夜坚守，七十八岁的老
父亲是坚决不同意疏散转移出去。因为水
位的持续涨涨涨，必须将老弱病残幼以及
住在低洼危险处的人转移到安全地区，而
农村有个不成文的风俗习惯，就是即将去

世的人是不能离开家的，应该平静地在家
里“走”；如果在外面去世的话，就不能再
回来“看看”了。坚守在大堤的儿子听到
此消息，立即打电话给妻子，让她来做做
老人的思想工作。在没有成功的情况下，
他亲自来到了久病母亲的床前，他呼唤着
母亲。已经重病卧床不起、两天粒米未进、
意识已模糊的老母亲，冥冥中似乎知道自
己最喜爱的小儿子来到了床前，她慢慢睁
开了眼睛。他轻轻握住了母亲的手，母亲
的手因发烧有点烫，“恩妈，你现在发烧，
还是到医院看一下好些……”可能是听懂
了儿子的话，母亲浑浊的眼里闪出一线光
亮，喉咙里轻轻嗯了一声。他明白，母亲愿
意听他的话。在乡里，母亲爱这个小儿子
是出名的，1998年他参加防汛，驻守大堤
三个多月，母亲因长时间没有看到儿子，
亲手做了一碗肉圆子，硬是要亲自来看儿
子，走了一个多小时的泥巴路，然后要亲
眼看着儿子吃下肉圆子。父母成功转移出
去，由于他的带头示范效应，很多村民也
主动积极转移出去。有愧于老母，无愧于
乡亲，是这位汉子的真实写照。

当我在一个村子的防汛指挥部采访
时，看到了桌子上摊开的一本笔记簿，得
知是一位被派驻老洲乡指导防汛工作的
区领导的，旁边有人介绍说，这是一位“透
明”的领导，他的东西随人翻看，检阅，因
为他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我凑过去一
看，最新的一页上面以遒劲的笔锋书写了
这样一段话：“‘两学一做’，关键在做，要
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在防汛抗洪工作

中最能检验一名共产党员是否对党忠诚，
对组织忠诚，是否能履行党的宗旨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灾区人民服务。”这是青
松高洁的品质。我想。在与工作人员攀谈
中，我得知两批指导组共有九人被派了下
来，他们参加防汛的各项工作，并且这位
笔记簿的主人后期被安排做群众的疏散
工作，由于方法得力，六天时间转移群众
近两百人，而且老百姓是心悦诚服，心情
舒畅地自愿转移出去的。真心细心耐心，
这是他的群众工作路线。不忘初心，令人
钦佩。

抗洪抢险没有旁观者，令人感动的人
物还有很多，很多，有照料老人累倒亦无
悔的老龄女党员，有一家四个成年人有三
人奋战在一线的勇士，有 24小时开机随
叫随到的抗洪抢险女司机，有奉献爱心处
置险情的水利专家，有被归乡心切的乡邻
质问但仍旧坚持原则不让他们过轮渡的
工作人员……拙笔无以尽表。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万众
一心，汇成强大的力量。于我而言，心灵震
撼，孩子送到外婆家，十多天昼夜不停地
走笔飞龙也不觉得苦，平日不受待见的运
动服装，现在隆重登台，成了主打，一身
泥、几身汗，脸晒得黑黑的，也觉得平常，
因为还有更多的一线勇士皮肤被晒伤了。
更令我感动的是，有一位领导关心我每天
早出晚归于江心洲，想将我调到另一个不
需要隔江涉水的乡镇去。心领了，您们的美
意！感动无所不在，抗洪一线的经历，是永
生难忘的一笔宝贵财富。

抗洪一线的感动
□方孝红

铜官山 徽韵 谢成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