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外清风徐来，它含情地拂在我被
岁月沧桑了的脸上，这是绿水青山带出
来的清风，这是秋天的暖风，这是醉人的
中国风呀！它拂动着大地母亲美丽的衣
袂，抚摸着文明古国饱满温润的胸襟。

生命如潮，岁月如歌，站在心灵的
堤岸，聆听岁月的吟唱，祖国啊祖国，
这样的时候，我的思绪，会情不自禁地
在属于你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段行程
里，婉转延伸。经济特区、WTO、回
归、申奥、载人卫星、西部大开发、GDP
增长、天路、和谐、脱贫攻坚、一带一
路、中国梦……一个个簇新的字眼，在
我耳边妖娆，亮丽，雀跃，奔腾。它们
以鲜活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动情诉说
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沧
桑巨变。

仿佛间，我看见一朵朵会唱歌的
脚印，在属于祖国的浩淼星空舞蹈，那

些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那些象征
着中国梦所经历的百年跋涉的脚印，
如一曲曲悠远的歌声，带着人类智慧，
穿越历史隧道次第而来。我听见时间
的足音，欢喜抑或忧伤，轻快抑或沉
重，舒缓抑或激越，明朗抑或朦胧。那
些花一般灿然开放的脚印啊，是在屈
辱中走过来的，是从风雨中走出来
的，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光
荣和梦想铿锵而来的。那是心灵的
歌声，不朽的诗行，在和谐灵动的生
存背景中，挟着风的色泽，蘸着光的
亮丽，挥着梦的翅膀，如春风唤醒万
物般，唤醒了潜藏在中国人心中百年
之久的梦想。

仿佛间，我看见一艘艘载人航天飞
船，装载着祖国一波又一波簇新的梦
想，升起在酒泉上空，渐去渐远。在人
类思想的轨道上，它深情款款地舒张着

探寻的瞳孔，划出一道道恢宏优美的弧
线。首次出舱的喜悦绽放着，首次出舱
的豪情奔涌着，青藏高原，为之脉动；黄
土高坡，为之欢腾；长江黄河，为之歌
吟。深邃的时空，再一次，让失重之美
成为智者真切而清新的体验。这一刻，
我仿佛看见烟花苍茫，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这一刻，我仿佛看见群峰腾跃，平
原奔驰，长河扬鞭。祖国啊！这一刻，
你是诗意，是遐想，是憧憬，是希望，你
以温煦的阳光，迸发着无与伦比的生命
光芒；你以与生俱来的豪迈激越，放飞
擎天的梦想，抒写金色的篇章。

更有大数据、人工智能、5G、高铁、
北斗等前沿技术，开启了“科技改变中
国”的簇新篇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让我们充分感受到
新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大数据、人工
智能推动着各行各业的转型升级；移动

互联网、5G技术让我们充分体验到足
不出户却能智联天下；领先世界的中国
高铁让我们的生活以便捷的方式跟进。

一度酣睡的东方巨龙，已然在烈焰
般的新时代进程中苏醒，谁也阻挡不了
它的飞跃、它的锋芒、它的锐利、它的无
所畏惧，它注定会在世界之林中蓬勃崛
起，注定会在浩阔天空中划下一道道不
朽的绚美绮丽。

祖国啊祖国，在时间的延伸里，在
空间的变幻中，你激情跳动的脉搏，永
远是我耳畔最动听的声音。在这秋日
艳阳下一寸一寸地触摸你，我的听觉世
界，总会响起一声声由衷的赞美：“你是
无边原野醉人的花香，你是月亮树下动
人的歌唱，你是美丽家园祥和的目光，
你是漫步斜阳平安的广场，我祝福你的
麦穗，永远金黄；我歌唱你的门窗，永远
吉祥……”

□程应峰

祖国，在时空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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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莽莽雪原，到东海之滨；从黑水
河畔，到南沙礁岛。一个奔放的声音汹
涌而出：祖国万岁！

这声音携着真情，带着挚爱，穿山
越岭，播撒八荒。它激越而宏阔，昂奋
而绵长。苍宇浩淼，碧野叠翠，长河漫
舞，大漠喧腾。

哦，祖国，在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繁华锦绣，五彩霞帔；

哦，祖国，在你五十六个民族的胸
襟里，欢歌长驻，气撼云天。

你迎着东方的第一缕晨光，把瑰丽
的神话投向天际；

你伴着黄色的无休止韵律，把飞翔
的预言挥洒世间。

伫立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们被
澎湃的思绪缠绕着。黄山、黄河、长江、
长城，雄奇的画卷犹如铿锵的音符；森
林、草场、高原、平畴，秀美的彩带婉若
醉人的诗篇。北疆已是万里雪飘，南国

仍旧绿意葱茏；昆仑亘古银蛇漫舞，渤
海历久涛声流连。

我们乘着微熏的和风，在游动的车
流中轻快穿行；我们挽定漂泊的白云，
在芳香的田垄里畅饮甘甜。长白山上，
我们遥望满天星斗；鄱阳湖畔，我们倾
听蟹吟鱼欢；天山脚下，我们品尝如蜜
的葡萄；澜沧江心，我们飞跃激流和险
滩；蒙古包外，我们坐拥篝火，马头琴声
分外悠扬；日月潭旁，我们舞步轻盈，高
山族韵意兴绵绵……

哦，祖国，在你伟岸的躯体上，我们
获取到最为坚实的依托。

哦，祖国，在你深情的目光里，我们
寻找到积蓄力量的源泉。

畅游在祖国历史的海洋中，我们被
文明的灵光辉映着。秦皇、汉武、唐宗、
宋祖，时代的烽烟遮不住煌煌余音；甲
骨、青铜、碑刻、竹简，语言的舞台充溢
着长长礼赞。炎黄血脉绵延不绝，卢沟

桥头壮歌激荡；百家争鸣声振寰宇，改
革开放再谱新篇。

我们循着清晰的辙痕，在金戈铁马
中串接英雄的主题；我们轻抚跳跃的册
页，在奇思妙语中捡取智慧的斑斓。半
坡遗址，我们俯身搜寻夕阳；赤壁绝崖，
我们仰首笑看炊烟；史记汉书，我们打
捞血红的记忆；唐诗宋词，我们掘开澄
亮的清泉；四大发明，我们撩拨心怀，空
谷回音如歌如诉；两弹一星，我们神驰
碧霄，中华太阳再被点燃……

哦，祖国，在你宽厚的肩膀上，我们
领悟到博大的真实含义；

哦，祖国，在你铿锵的步伐里，我们
瞩望到巨轮的风帆高悬。

我们有过屈辱和创痛，但我们更多
的是坚韧和豪迈；

我们有过泪水和伤痕，但我们更多
的是奋斗和攀援。

五千年铸就一个民族的浩荡魂魄；
七十多年擎起一条巨龙的腾飞

誓言。
祖国万岁！
我们高呼着这个由衷的声音，
迎 接 我 们 的 ，是 崭 新 未 来 的

门 槛 ……

□杨炳阳

祖国万岁

在我的家乡，每年的国庆节正值
秋收之际，所以我们的国庆节欢乐又
喜庆。

我小时候每年都要放秋假，为的
是让孩子们参与到秋收中。秋高气
爽，五谷飘香。国庆节之前，秋收已经
开始了。田里的庄稼被一点点运回了
家，堆到院子里。农家小院突然间“入
驻”了这么多贵客，顿时变得热闹非
常，几乎要把小院挤爆。母亲在院子
里喊着：“高粱收回来了，院子里这么
挤，往哪儿放啊？”父亲回应道：“南墙根
已经堆满了豆子，屋檐下还有花生、南
瓜、红薯，都堆成堆了，可真是没地方
了！”他们表面上抱怨院子太小，其实是
暗喜收获太多，有点类似现在的“凡尔
赛文学”，用抱怨的语气来炫耀。母亲
和父亲脸上的表情特别有趣，喜悦、满
足、得意，想掩饰也掩饰不住。

我说：“咱们的院子应该叫丰收
院，瞧这满满当当的都是丰收的果
实！”父亲很满意我的说法，哈哈地笑
着说：“对，丰收院！”丰收院中间是一
个高高的玉米堆，小山一样壮观。玉
米棒子连皮掰回了家，我们一般利用
晚上的时间坐在院子里剥玉米。一家

人围在玉米堆旁边，在劳动中庆丰收
年，在欢乐中过国庆节。

十月金秋，喜迎国庆。国庆节我
们一整天都在田里忙着秋收，到了晚
上，终于可以好好过个节了。父亲指
挥我们姐妹剥玉米，这活儿一点不累，
还很有趣。我们一边剥一边聊天，母
亲则在一旁忙着给我们准备煮花生、
煮玉米等好吃的。父亲总要先说几
句，给节日定一个基调：“现在咱们的
日子好过了，粮食年年大丰收，吃喝不
愁，这样的好日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啊！咱们老百姓都盼着国家越来越强
大，日子越来越好。今儿国庆节，也是
咱们的丰收节！”妹妹抢着说：“爸，我
觉得国庆节是香的，每年的国庆节咱
们都过得香喷喷的，我都闻到煮花生
的香味儿了！”妹妹幼稚的话逗得我们
都笑起来。

父亲给我们讲起他小时候的
故事，很有忆苦思甜的味道。我忍
不住唱起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
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
乐 的 歌 声 。 我 们 站 在 高 高 的 玉
米堆上面，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
情……”我把歌词改了。妹妹在我
的带动下，也跟着唱起来。连一旁
忙碌的母亲，也忍不住跟着哼唱起
来。丰收院里的国庆节，充满了欢
乐的气氛。

不一会儿，母亲把美食都准备好
了，我们的劳动任务也完成了。家人
围坐，品尝美味，尽享丰收果实的味
道。父亲和母亲说着笑着，我和妹妹
唱着跳着，我们的国庆节过得喜气洋
洋。多年里，那种家人团聚享受幸福
的温馨一幕，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底色，
带给我一生绵延不绝的温情。

丰收院里的国庆节，是我儿时记
忆中最美好的一幕。年年岁岁花相
似，岁岁年年人依旧。这些年里，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好，丰收院里的国庆节
也越来越有味道。

□马亚伟

丰收院里的国庆节

歌颂祖国歌颂祖国 周周 晨晨 摄摄

每年到了十月，父母亲都会更加
忙碌起来。十月是个繁忙的月份，田
野里到处是忙着收获的农人。

大豆、玉米、谷子、花生、红薯依
次离开生养它们的土地，或寄养在农
人的粮仓里，或挂在门前院里的树
上，或藏身温暖的地窖里，总之，它们
厌倦了田野里风餐露宿的日子，现在
需要歇一歇，过上安稳的生活了。

我不记得家乡的野菊花和树上的
柿子哪一个更早凋谢或者更早离开枝
头。清亮的早晨，我睁开眼的第一件
事就是去阁楼上找寻软化的“红灯
笼”，家乡话有云：吃柿子捡软的捏。
一盏红红的小灯笼，秀色可餐的样子，
一嘴下去，那凉随即就传到了脾胃，那
甜却早已俘获了乡居的心。

十月的阳光是温和的，在北风来
肆虐之前，它似乎在依依不舍，和世
人做着最缠绵的道别。植物继续在
生长，只是这生长已不被人注意和重
视。西红柿还会由青变红，这小小的
红球因为寒凉而多了几分脆爽的味
道。中午的太阳却暴暖起来，农人们
脱去夹衣，好像要调皮地再摸一摸夏
天的尾巴。

我久别故乡，就像一只候鸟，在
祖国南北往来迁徙。有一年的十月
是在宁夏青铜峡度过的。我到部队
找当兵的弟弟，看到大街上彩旗飘
飘，民心欢畅。有人在生产，有人在
休闲，有人在庆祝，有人在站岗执
勤。十月的颜色本来是金黄的，却因
为这一天增添了鲜艳的红。

南方的十月似乎激情不减。草
色依然翠绿，各色应景的鲜花适时开
放。太阳稍稍收起一些威烈，透露出
一种类似母性的温柔。工厂繁忙，庄
稼丰收，甜美的果实被搬离枝头。南
方的十月还处于青年，远未到它年富
力强的壮年。

近些年来的十月一日，街道和乡
村似乎都变成了海洋——红色的海
洋，旗帜的海洋。国家强盛了，人民
富裕了，饮水思源，他们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那些峥嵘岁月，想起那些披荆
斩棘的人们当年是如何种下信念，种
出一片中国红。

遥想一百年前，一群精卫鸟从大
海里打捞起湿漉漉的太阳。它们衔
起它，将它高高升起，然后毅然决然
地纵身一跃，和太阳融为一体，以它
们的赤诚的热血让太阳更红，更亮，
更具有温暖人心的力量。

七十三年前，那位东方巨人在天
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
来了。从此，这个善农桑的国度，这
个遍体鳞伤的母亲，又踏上了她尽管
艰辛却又充满希望的征途。从此，十
月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是新生
的代名词，是婴儿的第一声哭喊，是
一个东方大国的凤凰涅槃。

七十三年来，我们走过一个个丰
硕的秋天。祖国大地发生了和正在
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七十三
年，我们走过泥泞，走过寒冬，走过坎
坷，我们送走贫穷，送走羸弱，送走沧
桑。当改革开放的春雷在中国大地
滚过，百花争艳，百鸟齐鸣，百业待
兴，百舸争流。

十月的乡村，颗粒归仓，小麦种子
安卧在田垄里，这是一个辞旧迎新的
发端，一边收获着满足，一边编织着希
望。十月的城市就像上紧发条的闹
钟，开始马不停蹄地狂奔。我们一直
在积蓄力量，我们一直在成长壮大。

十月，我们蓄势待发，我们送走
了漫长的黑夜，也必将迎来灿烂的黎
明。像一棵草一样，我们将根深入泥
土，视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
荣。在十月我愿做回一个孩子，带着
一颗欣欣向荣的心前行。

□吕海涛

十月漫想

行将退休，开始收拾
细软。在办公室抽屉里，
翻出一张发黄的报纸。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如同
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这是一张1986年10
月1日的《铜陵有色报》。
报纸版幅不大，只有 8
开。邵华泽先生题写的
报名，遒劲刚毅。头版显

著位置，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副总经理朱雷、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
会常委于汉文和中共铜陵市委书记孙
树兴的题词。下方是时任铜陵有色金
属公司党委书记任克礼，总经理刘玉
恩的“复刊寄语”。寄语中说：“在今天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
形势下复刊的一家企业报，应当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宣传改革和经济活动的成就与
经验，宣传精神文明建设，反映职工群
众的呼声与要求，为振兴铜陵有色工
业鸣锣开道。”《铜陵有色报》的复刊，
在当时，不仅是铜陵有色文化生活的
一件大事，而且是振兴铜陵有色工业
的精神武器。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
寄予了厚望。

复刊号为第77期，这标明《铜陵有
色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
1955年7月1日，中共铜官山矿委员
会机关报《铜矿工人》创刊，这是《铜陵
有色报》的前身。1956年铜官山市成
立，第二年1月2日，《铜矿工人》报改
名为《铜官山报》，成为市委机关报，也
就是《铜陵日报》的发轫。可以说这一
份报纸，见证了铜陵有色乃至铜陵市
的发展变迁。

对我而言，这张报纸之所以留存，
不仅仅是因为复刊号，还因为上面刊
载了我的一篇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都怀揣
着诗人梦、文学梦。在学校里，我曾经
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开始写诗作文。
1982年，分配到了有色狮子山铜矿，除
了文学创作，还写一些通讯报道。当
年年底，矿宣传部奖励我一条枕巾，这
让我又多了一个写作兴趣。当时铜陵
只有一家报纸《铜陵报》，偶尔有我的
文字变成铅字，矿上人渐渐知道有我
这个写作者。

1986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自我介

绍说，《铜陵有色报》即将复刊，他是四
版副刊编辑，叫俞维祥。希望我提供
一篇文学作品。我大喜过望，满口应
承下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接到约
稿。连着写了两天，写好的稿子通过
矿宣传部转给了俞老师。10月2日，
我拿到散发着油墨味的《铜陵有色
报》，急不可待地翻到第四版，找到我
的诗歌《矿井的献礼——写在国庆三
十七周年》。一连读了好几遍，很感谢
俞老师给我的诗歌润色加工。同时，
我又为能和凌代坤、林峰、孔德满等老
师同在一版而感到兴奋。用现在的话
说，这进一步提振了我的写作信心。

说来也巧，第二年的10月2日《铜
陵有色报》又刊载了我写的《灼灼铜花
自芬芳——狮矿业余歌手选拔赛侧
记》。这年10月1日未出报，因此这一
期——就在我的作品的上方，有一个
套红标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十八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
点上，文章见报，对我有着特殊的意
义。这一天是《铜官山》复刊一周年又
一天，《铜官山》副刊还发了一篇“周年
寄语”。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这样一
段文字：副刊特别欢迎精粹凝练、余味
隽永的小块“豆腐干”。不管是“大通
干子”，还是“采石干子”；也不论“香
干”或是“臭干”，但愿质地精良，制作
考究；各具特色，别有风味；尝之可口，
品之耐玩；有益于身心，无妨于教化，
均受欢迎。或许受到这小块“豆腐干”
的诱惑，文学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停
歇，从小到大，一步步走到今天。

36 年弹指一挥间。《铜陵有色
报》由当初的小报早已蝶变成大报，周
刊成了周三刊。铜陵有色金属公司也
发展成为集团控股公司，跻身世界五
百强，成为铜产业的领军企业。

在铜陵有色我也工作了40多个春
秋，从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到如今的
年近花甲。不敢称自己在文学创作上
有多少成就，但是，我可以骄傲地说：“我
的文学梦从这里起步，是《铜陵有色报》
赋予我的底气，为我一路壮行。”

又是一年国庆。从三十七周年国
庆到七十三周年国庆，这不仅仅是数
字排列的不同，这里有我36年的亲历，
有铜陵有色改革发展的崛起，有共和
国气势磅礴的奋进……

写在国庆七十三周年——是我对
《铜陵有色报》复刊的致敬！

□沈成武

写在国庆七十三周年

(满子显二十大字形)

喜迎二十大
□曹以明

红先胜
1、前兵平六 将5平6
2、前兵平五 马4退5
3、车八平五 将6平5
4、车七平五 将5平4
5、车五平六 将4进1
6、兵七进一 将4进1

7、兵六进一 将4平5
8、炮二退一 炮6进1
9、兵三平四 将5平6
10、马二退三 点题

点评:普天同庆！喜迎二十大！

刘桂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