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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幸运，在从事文学创作的

经历中，曾为雷锋写下大量诗文，仅正

式出版的雷锋图书就有 8 部。最让我难

忘的是 2021 年党的百年华诞之际，外文

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系列

丛书”，向国际社会讲述优秀中国共产

党人的故事，让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

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奉献精神。在诸

多的选题中，出版社的编辑把《信念之

子：雷锋》这一选题交给我来完成，于是

就有了这部作品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与

国内外读者的见面。

1962 年 6 月 ，我 入 伍 到 了 东 北 某

部，那时雷锋同志还健在。我之前曾听

闻太多雷锋的事迹，也积极参加学雷锋

的活动。1962 年 8 月 15 日，雷锋因公牺

牲，我十分震惊和悲痛，当即写下《雷锋

活着》的诗，以寄托哀思。我在连队里

摸爬滚打，课余时间用小黑板写诗歌唱

雷锋，也给报纸写稿，报道连队里学雷

锋的新气象。我在长途野营拉练中反

复 背 诵 的 长 诗 就 是 贺 敬 之 的《雷 锋 之

歌》。

1978 年，我被调到原沈阳军区某部

文艺科当干事，我的科长就是全国最早写

雷锋的陈广生，他曾在雷锋生前所在团任

职，与雷锋有很深的交情。他与人合作的

《雷锋的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陈广

生写雷锋几十年，记忆里珍藏和小本子里

记录的，都是关于雷锋非常原始、宝贵和

丰富的资料。他带着我学雷锋，写雷锋，

我们合作创作雷锋电视剧的脚本，合作过

《雷锋传》和《伟大战士》等专著。

海军原副政委冷宽中将曾是雷锋

生前所在团秘书处的秘书，他有着深厚

的雷锋情结，曾多次到沈阳约我写雷锋

的作品，曾推荐我参加很多全国性纪念

雷锋的活动，让我接触到薛三元、乔安

山、陈雅娟、孙桂琴等太多的雷锋生前

战 友 和 雷 锋 辅 导 过 的 学 生 ，还 有 徐 洪

刚、龙凡、李素丽等全国学雷锋模范，让

我能深入地了解雷锋更多的事迹，从而

更加全面了解雷锋这个伟大而平凡战

士的一生。

我曾在湖北宜昌参加全国“雷锋知

情者话雷锋”追忆追思活动。在那里，

我见到了科学家王文阁，他竟然是雷锋

帮助过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雷锋

曾 经 非 常 关 心 他 ，把 更 多 的 温 暖 送 给

他 。 知 道 他 家 生 活 困 难 ，给 他 买 方 格

本、算草本和成打的铅笔；知道他对世

界充满好奇，便送给他一套《十万个为

什么》。我深知，那个年月，一套《十万

个为什么》该是何其珍贵！雷锋在书页

上写道：“愿你插上幻想的翅膀，去探索

大自然的奥秘，长大成为一名科学家。”

这个小学生王文阁没有辜负雷锋的关

怀和期望，思想上不断进步，学业上不

断提高，最后真的成为一位多项发明获

得国家专利的科学工作者，为国家和人

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王文阁的例子

让我意识到，雷锋付出的善意与爱心在

人与人之间传递，最终以一种更加强大

的形式回馈给了我们的社会。

在位于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生前所在

部队的“雷锋班”，在那朴素而庄重的军

营居室，在“雷锋铺”前，我看到了雷锋给

这个世界留下来的洁白的床单、褪色的

军被、淡黄的军装和那条人造革腰带。

在位于抚顺市望花区东段 61 号的“雷锋

纪念馆”，我看到了雷锋生前生活和工作

的记录，还有他发黄的日记本上流畅俊

逸的笔迹、他缝补过的棉线袜、孩子们给

他佩戴过的红领巾、他给战友们理发的

工具……

雷锋给我们和后代留下最宝贵的

财富是“雷锋精神”。

这种精神以他的名字命名，首先体

现 在 他 身 上 并 被 人 们 广 泛 认 可 和 赞

誉。许多后辈受雷锋精神的感召，不断

深入学习和运用。这种精神融入了党

的宗旨和中华民族优秀品格，又充分显

示出雷锋个人的风格色彩。雷锋精神

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已经成为我

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一

座丰碑。雷锋精神诞生以来，曾经顺利

地发展，也曾面临一次次冲击和挑战。

但金子就是金子，即使被土埋，被火烧，

被水洗，仍会闪闪发光。

2019 年，我创作出版了长诗《雷锋，

我们需要你》。“雷锋，我们需要你！”这

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呐喊，也是新时代里

人民大众的共同呼唤。

雷锋同志逝世 60 年了，雷锋精神却

须臾不曾离开过我们。在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道路上，雷锋精

神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飘扬在我们心中

的一面旗帜。

雷锋说：“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

义，向着共产主义。”这是雷锋在他生存的

时光里从未动摇过的理想信念。雷锋是

一个信念笃定而乐观向上的人，他为这个

理想信念奋斗了短暂却充实的一生，并在

这持续的奋斗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雷锋怀揣着理想信念——一心向党、

听党的话、跟党走、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

己的一切，这正是今天我们广大群众特别

是青年官兵共同的意志。

雷锋说：“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

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

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雷锋主动在艰

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这是一种人生进

取的锐气。有了理想，才可能奔着这个

目 标 去 奋 斗 ，实 现 自 己 的 理 想 。 在 今

天，雷锋的说法和做法，对于青年官兵

们依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雷锋是人民之子、时代之子、更是

信念之子。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雷锋的优秀品质和宝贵

风范曾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整个社会

的认同与赞美。雷锋属于中国，也属于

世界。

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胡世宗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

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的名

言仿佛就是黄文秀光辉灿烂的人生写

照。读罢长篇报告文学《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黄文秀》（广西人民出版社），仿

佛自己也经历了一遍黄文秀的人生，脑

海中闪过这样一幅画面：

一朵芳香四溢、清新淡雅的桂花，经

历了冬的考验、春的萌发、夏的炙烤，在

八桂大地迎来了秋天的绚烂绽放。在这

短暂的花期里，她把美好与芬芳留给了

世人，留在了人间。虽然无情的秋风摧

残了她弱小的身躯、带走了她的美丽，但

她这朵坚强的花化作了树下的春泥，回

报着生养她的大地。

这朵桂花，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乐

业县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黄文

秀出生于百色市的偏远乡村，热爱读书

的她经过不懈努力，考取了北京师范大

学的法学硕士，2016 年研究生毕业后，

她没有选择繁华的大城市，而是决定回

到故乡。2018 年 3 月，她响应组织号召，

到 乐 业 县 百 坭 村 担 任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

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在从百色返回乐

业途中，黄文秀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

30 岁。黄文秀先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模

范”“七一勋章”等荣誉，并获评“2019 感

动中国年度人物”。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和雷锋同志

一样的青春和梦想、一样的热血和奉献

精神。正如作者林超俊在本书题记中所

写：“青春最好的开端，在于既仰望星空

又脚踏实地。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要

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去奉献祖国，用自己

一点一滴的行动去建设祖国。新的时代

已经到来，中国之青年必将奋发有为，以

青春之我，成就青春之中国！”

纵观古今，青春和梦想历来是人们津

津乐道的主题。而把美好青春融入伟大梦

想、献给伟大事业的人，也是人们争相讴歌

的榜样。黄文秀就是这样一个人。研究生

毕业后，她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

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

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无论成长、求学，还是工作后扎根基

层，黄文秀始终把建设家乡当作自己的

目标。这本书通过还原黄文秀许多动人

故事发生的背景，深入探析了她的心路

历程，展现了她主动担起报恩家乡、报效

祖国和人民的责任。

面对困难，黄文秀从不服输、从不退

缩。贫困户一次不让她进家门，她就去

两次、三次；贫困户不在家，她就去田里，

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她凭着一股

子不服输的劲，赢得了村民信任。正如

黄文秀说的：“扶贫之路就像一条长征

路，无论多么艰难，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

下去。”正是这种对于理想与信念深入骨

髓的忠诚，对于初心和使命的矢志不渝

的坚守，让黄文秀走进了人民心里，获得

了人民的认可。

黄文秀说：“百色是全国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之一，也是我的家乡，我想为家乡

建设出份力。而且，党号召我们年轻人到

基层建功立业，我是党员，就要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黄文秀是党培养出来的优秀

干部，她到任之时，百坭村的贫困发生率

为 22.88%，2018 年，百坭村 103 户贫困户

顺利脱贫 88 户，贫困发生率降至 2.71%，

实现了贫困户户户有致富门路，村集体经

济项目收入翻倍。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0 个 多 月 的 采 访 、2000 多 公 里 行

程、12 本笔记……壮族作家林超俊在这

部长篇报告文学中，用翔实的材料、温暖

细腻的笔法、感人至深的话语，将黄文秀

的成长历程、感人事迹和高尚品质呈现

给读者，给我们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无

怨无悔、甘于奉献的共产党员形象。这

是一部人物的故事合集，更是讴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的优秀

报告文学作品，讴歌了新时代脱贫攻坚

的伟大精神。

黄文秀虽已离去，但从未走远。她

就像枝头清新淡雅的桂花一样，依旧盛

开在她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盛开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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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响，万物生。”二十四节气作

为一种时序系统，反映着我国古人对天

地运行与四时交替的思考。

惊蛰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

个节气，古称“启蛰”，元代吴澄撰写的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将其描述为“二

月节”。惊蛰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出

现于夏商时期，最早见于《大戴礼记·

夏小正》：“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

为必闻。”意思是，正月必会打雷，雷声

会使冬眠的动物苏醒，所以叫“启蛰”；

后淮南王刘安作《淮南子·天文训》时，

为 避 西 汉 景 帝 讳 改 作“ 惊 蛰 ”，也 因

“ 惊 ”字 的 生 动 传 神 沿 用 至 今 。 关 于

“惊蛰”，最完整 、科学的记载来自《淮

南子·天文训》，书中记载：“加十五日

指甲，则雷惊蛰，音比林钟。”意思是，

雨水增加十五日，北斗斗柄指向甲位，

惊雷响起，惊蛰便到了。俗话说：“惊

蛰到，仲春始。”《黄帝内经·素问·四气

调神大论篇》曰：“春三月，此谓发陈，

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惊蛰一过，春天

就算是真的来了。

历史上的惊蛰却并不总是排在“二

月节”，它的次序曾发生过数次变化，如

被放在立春后的“正月中”。在我国古代

众多天文学家、历史学家的努力下，于南

宋时期定准。

一年之计在于春。惊蛰的到来往

往意味着春耕时节的开启。中国古代

以 农 业 立 国 ，节 气 是 庄 稼 人 判 断 农 时

的重要依据。常年务农的人家在惊蛰

节气前后会敏感地觉察到气候微妙的

变 化 ，从 而 开 始 安 排 一 年 的 农 事 。 惊

蛰 一 过 ，庄 稼 人 就 要 忙 起 来 了 。 这 时

候 到 地 里 走 一 走 ，微 微 一 嗅 就 能 感 受

到 泥 土 的 芬 芳 。 小 雨 酥 酥 麻 麻 地 落

着，土腥气夹着草的芳香，与晨间露气

细 细 密 密 地 裹 着 人 ，那 滋 味 是 一 种 无

法言状的舒畅。

在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多数年份惊

蛰时节的气温稳定在 10摄氏度以上。气

温升高，雨水增多，有利于水稻播种，许

多夏季结实的果树也在这时开出花朵。

我国古代将惊蛰节气的十五天分为三

候：“一候桃花始，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

鸠。”生动描述了春回大地，桃花绽放，黄

莺啼叫，燕子飞回的美好景象。

惊蛰作为一年劳作的开端，对于古

人的农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如

此，在这一节气，不同地区就衍生出不

同的传统习俗。

《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石灰

糁门限外，可绝虫蚁。”在潮湿的南方农

村，人们在惊蛰这天燃烧晒干的艾叶熏

蒸房屋，或撒上石灰驱赶蚊虫，这些行

为也有辟邪避灾之意。《周礼》记载：“凡

冒鼓必以启蛰之日。”在古人看来，惊蛰

是由春雷引起的，而神话中的雷公以锤

和鼓制造雷电。于是，惊蛰这天，百姓

蒙 鼓 皮 祭 祀 雷 公 ，以 期 盼 当 年 风 调 雨

顺。这些与自然节气息息相关的仪式，

是古代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今，虽然其中的辟邪避灾之意已经不复

存在，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智慧和

探究自然节律的文化寓意却保留了下

来，并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现在，随着社会进步、农耕方式与

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

方式更加科学、精细和多样，对传统节

气的依赖相比以往要少多了，但惊蛰这

个古老的节气却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永

久地保留了下来。唐朝诗人元稹有诗

云：“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桃花开

蜀锦，鹰老化春鸠。时候争催迫，萌芽

互矩修。人间务生事，耕种满田畴。”春

三月，正是人间好时节；惊蛰到，春雷微

雨众卉新。不误农时，不负春光，愿大

家伴随着这个古老的节气，开启一年新

的耕耘。

春回大地话惊蛰
■方 媛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就寝的号声在营区内悠悠响起，透

出窗口的灯光有序地熄灭。此刻，有一

盏忽明忽暗的灯光，如豆般在我的记忆

深处跳跃。

那是一盏曾伴随并照亮我童年生

活的煤油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煤油

灯还是乡村照明的主要工具。每到夜

晚，家家户户的窗户便陆续亮起煤油灯

的灯光，柔和而微弱。伴随着袅袅炊

烟，灯光映照着每一家窗户，星星点点

地散落在静谧村庄的各个角落。

一盏煤油灯照亮了全家。煤油灯

默默地燃烧着，尽管光线并不明亮，却

带给屋子一股融融的温馨。微弱的煤

油灯光驱散了劳累与寂寞，那朵跳动

的火苗也成为孩子们快乐的源泉。那

个年代，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农闲

季节，人们最喜欢的就是串门，唠的都

是家长里短、日常生活，亲切而坦诚。

油灯如豆，折射出邻里之间的纯朴亲

情。坐在灯影里拉家常，讲故事，有三

国、水浒、岳飞之类的传统评书，也有

民间传说、鬼怪故事，孩子们虽然有点

儿害怕，但还是听得津津有味，那如豆

的火光照亮了孩子们的心田。

上 学 识 字 以 后 ，我 迷 上 了 读 书 。

暗淡的煤油灯光下，一本本借来的图

书就像开启的一扇扇认识自然、解读

历史、了解社会的“窗口”，成为指引我

人生方向的明灯。书是童年时代的影

子，它给那个年代的孩子带来了精神

财富。夜深人静时，伴着一盏孤灯，还

是中学生的我读了《班主任》《内当家》

《卖蟹》《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等获奖作品，仿佛打开了新

世界的大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

油 灯 下 阅 读 了 路 遥 的 获 奖 中 篇 小 说

《人生》，不禁眼前一亮：“人生的道路

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

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小说给了我极

大的思考空间，让在油灯下默默读书

的少年有了对未来和人生的思考。这

种感觉后来又在路遥的长篇小说《平

凡的世界》中得到延续，孙少安、孙少

平那种不向命运低头、顽强抗争的人

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每当回忆自

己走过的路，我都能回望到路的起点

那一盏油灯，是它的光明照亮了我很

长一段人生之路。

油灯伴读，让我远离尘嚣，亲近乡

土，走进岁月与记忆的深处，感受着漂浮

在乡间那种白露未晞的独特气息——低

矮的房屋、嘎吱作响的木窗……摇曳的

煤油灯光里，举头可见门板上隐约现出

的旧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忙力农耕，闲课诗书”……在迷茫模

糊的岁月风尘中回眸，那盏摇曳的火

花 依 旧 是 那 样 的 耀 眼 。 正 如 冰 心 所

言：“它虽照不了多远，却照亮了我内

心的路。”

油 灯 伴 读 ，伴 我 度 过 许 多 孤 独 的

时光。飘雪的冬天、炎热的夏季、静静

的雨夜，能够躲在屋子里读书写字也

是一种惬意。油灯岁月，定格着一段

历史，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那盏照耀

我少年时代的煤油灯将永远在我的情

感记忆中燃烧，那小小的光芒成为我

不能忘记的记忆亮点。油灯虽然离我

们很远了，但那束不熄的火焰却依旧

深藏在我的心间，温暖着我的人生。

岁 月 深 处 油 灯 亮
■郭 防

视觉阅读·山间梨花开

刘国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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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卷本的“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丛

书（人民日报出版社），以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布局为依据，从历史的视角对建党

百年来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党风

廉政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进行

提炼梳理、归纳总结。该丛书破译百年

大党的成功密码，探寻百年大党的执政

规律，展现百年大党的光辉形象，可作为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辅导参考。

“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丛书

探寻执政规律
■刘 俊

《木上江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

社）是媒体人赵宗彪创作的木刻作品集，

收集有作者数百幅木刻小品。作者近

年的木刻作品大多定位于二十四节气

主题，涵盖了青山绿水间的江南风物，浓

缩了天地自然中的美好景物，展现了诗

画江南的万般风情。这些木刻小品来

自自然，来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结合了

传统技艺与当代审美，恬淡自然，是作者

内心涌流出来的江南印象。

《木上江南》

展现民俗风情
■刘明昌

E-mail:micaishuwu8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