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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诗 歌 言 志 ，翰 墨 寄 情 。 优 秀 的 文

艺作品大都关注时代、关切人民。毛

泽东同志坚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人

民观点、厚重的人民情怀，不仅体现在

他毕生的革命实践中，更浓缩在他“推

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的诗

词之中。

分田分地真忙

1910 年秋天，17 岁的毛泽东留下

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踏上救国

救民的漫漫征途：“孩儿立志出乡关，学

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

无处不青山。”他追求真理、改变国家和

人民命运的壮志豪情喷涌而出。

土地是人民的饭碗。在封建土地

制度延续的几千年里，劳苦大众从未真

正成为脚下土地的主人。

1919 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

词中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

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

合的力量最强。”1927 年在醴陵考察期

间，他提出，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重新

丈量后，把地主土地收集再重分。同年

9 月，在湘赣边界稻菽千重浪的丰收时

节，毛泽东发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举行

秋收起义，拿起枪杆子要做土地的主

人。起义部队没有沿用国民革命军番

号，而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毛泽东特

作《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

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

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

动。”正如所言，秋收起义如一声霹雳，

在中国大地拉开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从“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的黄洋界保卫战，到“命令昨颁，十万工

农下吉安”的反“三省会剿”；从“齐声

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第一次反“围

剿”，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

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第二次反“围

剿”，都是为了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刻：

“分田分地真忙。”

湖南的星星之火，后来逐渐在中华

大地成燎原之势。1947 年，中共中央工

委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

法大纲》。规定“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

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

田的土地制度”。同年 9 月 10 日，哈尔

滨市顾乡区靠山屯的百姓给毛泽东写

信：“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

了。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

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

团了……”字里行间洋溢着翻身农民获

得土地后的喜悦以及对共产党、毛主席

的无比感激之情。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共产党和人民心连心，人民领袖爱

人民。在毛泽东心目中，分量最重和最

牵挂的始终是人民。1925 年初，毛泽东

自上海中央机关回韶山，一边养病，一

边从事农民运动。8 月，他避开军阀追

捕，秘密到达长沙。深秋时节，重游岳

麓山、橘子洲，他独立湘江岸边，“看万

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

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

自由”。忆往昔峥嵘岁月，指点江山，激

扬文字。联想到人民仍处在帝国主义、

封建军阀的重压之下，毛泽东在《沁园

春·长沙》中发出惊人一问：“怅寥廓，问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忧国忧民之情激

荡在岳麓山间、萦绕于橘子洲头。

1929 年 3 月，蒋桂战争爆发，战火

纷飞，生灵涂炭。当年秋，在红四军攻

占上杭之后，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

的一片大好形势，毛泽东写下《清平乐·

蒋桂战争》，开篇道出“风云突变，军阀

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鞭笞了军

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在瑞金沙洲坝期间，毛泽东住房外

是条道路，了解到夜晚群众路过这里，

因为夜黑不便，于是让人在靠路一面墙

上开个窗户，以便让灯光从窗口照到路

上。“打开一扇窗，照亮一片心。”乡亲们

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

想到了。”

在延安，毛泽东得知侯家沟有两个

村妇女不能生育，便找来当地领导，问

是不是水有问题，并提议去中央医院把

水验一验。当地领导担心这种小事医

院不干。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对于

共产党人来讲，群众的疾苦可绝不是什

么小事。”

新中国成立前，致死率极高的血吸

虫病肆虐我国南部及长江沿岸一带。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血吸虫

病的预防救治。1956 年 2 月，毛泽东在

一次会议上强调“全党动员，全民动员，

消灭血吸虫病”。1958 年 6 月 30 日，《人

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

虫病的消息。7 月 1 日，毛泽东遥望南

天、心潮澎湃，纵笔写下《七律二首·送

瘟神》。这一天，正是党的 37 岁生日。

第一首描写血吸虫病造成的悲惨景象：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第二首描写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精

神振奋、斗志昂扬战胜瘟神、征服自然、

建设伟大祖国的景象：“天连五岭银锄

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最后以诙谐口吻

追问瘟神归宿：“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

明烛照天烧。”这是对两首诗的提炼与

总括，表明中国人民消灭血吸虫病、驱

逐瘟神的坚定信心。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中，广大劳

动人民始终处在社会最底层，人格被侮

辱、利益被漠视、生命如草芥。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有了主心

骨，有了代言人，有了捍卫者。毛泽东

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

世界历史的动力。”“真正的铜墙铁壁是

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

的群众。”这些观点和情愫充盈在他的

诗词中。

1928 年秋，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

毛泽东作《西江月·井冈山》以示庆贺：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

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字里行间

彰显了对由工农组成的红军官兵的无

比信心。“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

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因为有人民群众这个“铜墙铁壁”，他对

胜利成竹在胸。

毛泽东诗词中具有强烈而自觉的

人民英雄观。如“百万工农齐踊跃，席

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等等，无不

显示出对人民群众巨大力量的高度肯

定和深情礼赞。

1936 年 1 月 26 日 ，毛 泽 东 离 开 瓦

窑 堡 ，率 红 军 东 渡 黄 河 奔 赴 抗 日 前

线。2 月 5 日，红军抵达陕北清涧县，当

晚下起鹅毛大雪。第二天，毛泽东来

到黄河岸边，察看地形敌情。站在白

雪皑皑、苍茫辽阔的黄土高原上，眺望

巍巍群山，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思悟

一起涌上心头，词作《沁园春·雪》喷薄

而 出 ：“ 北 国 风 光 ，千 里 冰 封 ，万 里 雪

飘 。 望 长 城 内 外 ，惟 余 莽 莽 ；大 河 上

下，顿失滔滔……”历史上叱咤风云的

英 雄 都 已 远 去 ，真 正 的 英 雄 现 在 何

处？毛泽东直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他在词后自注：“末三句，是指无

产阶级。”正像他指出的那样，群众是

真正的英雄，“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

够克服，任何强敌都能战胜，离开民众

则将一事无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革命

和建设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人民观

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从“百万雄师过

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到“高峡出平

湖”“当惊世界殊”，再到“可上九天揽

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从本

质意义上讲，都是人民的胜利，都是我

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人民观点

的胜利。

品悟毛泽东诗词的人民情怀
■焦维东

穿越时空的邂逅，铁血辉煌的酝酿，

结晶于思想深处的恰是一份生命启迪。

南艳良追寻红色基因传承的匠心独运，

起源于一面风雨洗涤的鲜红党旗。

一

2020 年 2 月 7 日，正是中国农历的

正月十四。

此时，人们正忙着迎候一年一度的

元宵节。然而，南艳良却风尘仆仆地率

队赶到江门市所辖的县级市台山。作为

中国融通地产广东公司总经理的他要抓

住复工前的这个时间空当，完成资产的

复盘勘察。

晌午时分，车子驶入某营院。看营

区、登码头、钻库房……就在走进当年的

水兵俱乐部的一刻，悬挂于墙上的一面

党旗骤然吸引了南艳良的眼球。

刹那间，仿佛一幅鲜活画面浮现南

艳良的眼前，那是一批热血战士举起右

拳、洪声如铁地向党旗宣誓的场景。这

虽然是一面普通的党旗，但曾经有过多

少热血澎湃的士兵，在她神圣光辉的照

耀下，汇入追求崇高信仰的行列！

或许是一份情感催促，抑或是某种

责任驱使，南艳良纵身跃上桌子，以轻柔

的动作将党旗取下，细心叠好，装进公文

包中带回公司。

颠簸转场的路上，这面鲜红的党旗

始终在南艳良脑海中闪耀。融通地产广

东公司的资产遍布全省各地，类型纷繁

各异，但有一个特征属性是共同的，那就

是承载着厚重而鲜亮的历史内蕴。资产

管理进入保值增值运营的新时态，对接

市场的运营冲击，必将使资产资源的保

值增值发生全域性的深刻变化。然而，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现实挑战，那些

附着于资产的基因符号和珍贵物品，或

将疏于保护而湮没甚至丧失。

作为一个生长于广袤草原的东北汉

子，南艳良的性格是坚韧刚强的。之前

就职中铁建集团多个岗位，对于工程建

设中需要拆除一些有年份的建筑，他时

常忍不住流泪。尤其是复盘处置接收资

产资源中，面对那些英雄士兵挥洒青春

热血、留下生命印痕的营房、哨所、船坞、

机库等，更让南艳良内心生发强烈的倾

慕甚至是膜拜。他只感觉血液里有个声

音在呼唤他——这是文化传承的神圣符

号，绝不能人为地随意割裂或毁坏！

这面鲜艳庄严的党旗，成为进入广

东公司红色资产荣誉库的第一件珍贵文

物。自此以后，铁质军徽、航海罗盘……

一件件穿越漫长岁月、承载厚重内蕴的

军旅文物，从曾经的边防哨所、海军码

头，从撤防的海岛掩体、装备洞库，被完

好无损地汇集到专辟的红色资产荣誉

库中，集结成一支庞大而多彩的“荣誉

军团”。

2020 年 5 月，南艳良勘察湛江某资

产院区时，发现一幅瓷砖文化幕墙，画面

精美，蕴藏着丰富的时代气息。南艳良

久久地伫立于幕墙前，用手机拍了多张

照片，并当场交代分公司领导，一定要

精心保护、务求完好。回到广州后，他

立即寻找专业机构，前往湛江进行整体

拆 卸 ，并 妥 善 运 回 红 色 资 产 荣 誉 库 存

放，待适当的陈列场所建成后再进行复

原上墙。

一个符号贮存一段历史，而一段历

史更折映一个时代。这些凝结我军将士

信仰与热血的历史见证物，一旦拂去时

光尘埃而与阳光交融，便会放射出炫目

的光辉。而依托何种方式，才能让这些

鲜亮的符号得到整合保存，并恒久地释

放红色基因的璀璨光芒，成为南艳良不

能释怀的心结。

二

事业追求的交叉点上，总是能遇到

同样有情怀的人。

繁忙的资产交接中，南艳良认识了

第二储备资产管理局广州站站长冯涛。

这个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英俊军人，

把文学抱负转化成一种事业热忱，犹如

撰写生命诗作一般精心打理枯燥的业务

工作。两人相识相谈，思考的脚步很快

叠合到一起——创建红色基因博物馆。

或许恰是天作之合，第二储备资产

管理局广州站驻地院落，原属部队撤防

而闲置的独立营院，地处广州市越秀区

核心区。广州站入驻该营院后，除办公

及物资储存等用房外，尚有一幢面积近

8000 平方米的楼房闲置，外加近万平方

米的训练场及坡形绿地，恰是红色基因

博物馆的理想位置。

创意似乎产生于行云流水间，其实

并非灵感突现，恰恰源自于南艳良生命

跋涉中的一个厚实铺垫。1997 年进入

中铁建集团，从基层技术员到公司董事

长，历练许多基层岗位。2016 年底，担

任中铁建八局东北公司副总经理的南艳

良，受领一项特殊任务——担任丹东抗

美援朝纪念馆改扩建工程指挥长。

抗美援朝纪念馆坐落在辽宁省丹东

市英华山上，项目占地 18.2 万平方米，总

体布局为“一轴六区”，以纪念性园林红

色教育为主线，由纪念馆、纪念塔、全景

画馆和国防教育园等组成，是国家级重

大战争纪念馆。

受 领 任 务 之 际 ，正 是 东 北 严 寒 时

节。虽然封冻期不能开工，但南艳良还

是立即赶赴丹东，带着指挥部人员冒雪

勘察，铆在工地组织修改方案，展开各项

前期准备。

抗美援朝纪念馆整修项目自 2017

年 4 月开工，仅耗时 3 个月便完成封顶施

工 ，于 2018 年 10 月 底 竣 工 ，一 举 斩 获

2020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面

对纪念馆改扩建工程大量难题，如兵器、

机车雕塑、展品、碑刻石材等百余件珍贵

文物迁移修复项目，南艳良率领项目团

队 反 复 研 究 论 证 ，实 现 零 损 伤 迁 移 、

100%原貌修复。

其间，接触大量的抗美援朝战争实

物，研读相关史料，聆听志愿军老战士的

参战追忆，解读英雄们的功勋和情怀，给

南艳良的心灵带来巨大震撼。

踏着这块高耸而坚实的基石，南艳

良在一块陌生而富饶的土地挖掘，调研

规划、设计论证……很快，《红色基因博

物馆建设规划方案》以军企两条线同步

上报审批。南艳良的远景构想是——

着眼于党中央、习主席关于全面停

止军队有偿服务决策在广东的落地生

根，将展馆划分为 5 大主题空间：深谋远

虑，开创强军伟业；停止有偿，重塑钢铁

长城；姓军为军，续写资产荣光……以改

革强军为序，以广东实践为据，通过把重

大事件和融通价值体系结合起来，突显

在创新发展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三

2019 年 8 月，南艳良调任新组建的

融通地产广东公司筹备组副组长。履职

伊始的首轮挑战就是资产接收，公司骨

干加外聘的法律、测绘评估、审计事务所

专业人员，组成 5 个接收组。任务部署

会之前，南艳良出乎意料地走出一步妙

棋：集中公司团队观看电影《建党伟业》，

领略飞架历史长河的信仰彩虹，诠释组

建中国融通集团的初衷和意义，实现岗

位与使命的链接。

历时 3 个月的艰苦搏击，广东公司

资产接收稳妥而快捷。散落于改革开

放第一线的资产资源，由此翻开崭新的

一页。

起步就要注入红色基因。南艳良把

这个命题视作公司的命脉。他的招数同

样独辟蹊径——持续观看《建国大业》

《高山下的花环》等红色题材影片，同步

展开党史军史关键词解读。系列教育犹

如架起思考的“天梯”，把公司员工的思

想认知送上使命召唤的高地。

思想的收获，最终的落点在于岗位

实践的跃升。南艳良将汲取的红色资源

养分，倾注于推进资产资源涅槃再生的

伟大工程中。广东公司在给开发项目命

名时，针对资产原属类别、项目集成开发

类型等特点，创新提出蕴涵特殊符号的

命名思路。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六马路的沿街店

铺项目，地理位置优越，改造后的业态规

划为商业美食街，鉴于六马路路名中有

“六”字，且彰显资产原管理使用单位的

属性，故而沿袭谐音命名为“陆·食街”。

湛江市海田区的濒海观光区微商产

业项目，改造后的业态定位为旅游商贸

街，缘其所在位置恰是当年部队围海造

田形成的陆地，因而命名为“海·旅街”。

除了目前打造的“陆”“海”系列外，

广东公司还将根据房地产的前世今生，

陆续推出空、火、战、武等标志性项目。

这些融入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为城市

增色添彩的项目，或为特色校区，或为产

业园区，都给大地留下一个鲜亮的地标

符号。

2021 年 1 月 ，坐 落 于 白 云 区 的“ 融

寓”广州华工店项目竣工落成，4幢计 320

套的长租公寓广受白领阶层的青睐。而

作为“镇宅之宝”的石雕雄鹰，更令入住

的小伙姑娘们引以为豪，他们感受到一

种与富国强军同频共振的归属感。

这件象征人民空军翱翔蓝天的雄鹰

石雕，原是这座营区的一件文化饰品。

当初考察规划长租公寓建设项目时，南

艳良一眼就看出了这件石雕作品的潜在

价值，立即安排将石雕妥善保护，并当场

确定将其命名为“融寓之鹰”。

南艳良出好题目，让公司的年轻人

去挖掘其内涵。于是，长租公寓落成之

际，“融寓之鹰”便巍然矗立在花木簇拥

的 庭 院 之 中 ，大 理 石 基 座 上 镌 刻 的 文

字，释放出年轻员工对一份基因传承的

读解——

“‘融寓之鹰’的寓意来自于‘鹰击长

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有着与

企业高度契合的主题，充分诠释了奋发

向上、展翅高飞的融通精神……”

南艳良只字未动，欣然赞许。只是

注视这段文字的时候，他忽然感到自己

的这份执于传承红色基因的匠心，已如

一粒纤小的种子，在这群朝气蓬勃的年

轻人心中生根发芽。那一刻，有种温暖

瞬间直达心间——传承需要持久接力，

后生自当内化于心。

匠心，为传承而独运
■章熙建 刘业勇

有人把军旅比作人生驿站，有人

把军旅比作美丽家园，而我更愿意把

军旅比作一支歌——一支只有穿过军

装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的歌。

军旅如歌，一支动人的歌。它没

有情歌缠绵，没有山歌婉转，没有渔

歌浪漫，但钢铁是它的旋律，步伐是

它的节拍，热血青春是它激情澎湃的

音符。

军营强健了我的体魄，让我学会

真 诚 与 宽 容 ，给 予 我 一 往 无 前 的 勇

气。三伏暑天斗骄阳，寒冬腊月战飞

雪，高强度训练使每个人身体里潜在

的能量突破极限。训练场上的摸爬

滚打、执勤时的默契相守都化作掌心

指 尖 厚 厚 的 茧 ，层 层 叠 叠 印 刻 在 心

中。汗水与荣光交织，我明白了军人

肩上的重任——祖国的安全、人民的

希望。

青春的炽热，融入日月无声的奉

献。在那些有序而紧张的日子里，伴

随着铿锵的呼号声愈加响亮的，是与

战友相伴的欢笑声。虽然没能走上战

场，但退役之后的我依然是这种战斗

豪情的受益者。无论生活和工作中遇

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曾在军营的挥

汗如雨，就不再畏惧。

军旅岁月，为生命刻上最美的印

记。那些日子让我脱胎换骨拔节成

长 ，那 座 军 营 让 我 魂 牵 梦 萦 几 番 回

望。曾经的军旅时光，没有影视大片

中的刀光剑影与荡气回肠，而是充满

单调繁杂。没承想，离别之际最不舍

的，恰是这些平淡索然却正能量爆棚

的军营日常积淀。或许没有惊天动地

的荣耀，但在军营流下的汗滴，一辈子

都有意义。

最
美
的
印
记

■
陈
永
兵

从小山村走进军营 从士兵到将军

四十载戎马生涯

胸膛跳动融入灵魂的是

一颗永远激情燃烧的兵心

年近花甲退休回乡

投身绿化治沙新战场

造福家乡回报乡亲

找到发起冲锋新目标

扎营河滩 挥师荒山

铁锹换了一把又一把

山坡绿了一层又一层

寒来暑往十八载

病魔袭来你没有倒下

困难再大你没有后退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耕耘希望 收获梦想

一曲绿色壮歌见证了

一颗永远发光发热的兵心

你的人生典藏里

没有清闲安逸的选项

只有奉献无悔的信念

你的血管里

流淌着勇往直前的脉动

激荡着奋斗终生的追求

革命军人的本色

在青山绿水间熠熠生辉

共产党人的初心

化作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欢颜

苍山有证 兵心不老

只因本色永驻 初心永恒

兵
心
不
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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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别（中国画） 刘 辉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