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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偶翻报纸， 看到了一篇新华社记

者采写的《雷锋精神，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

的通稿，非常醒目，于是我便凝神聚力逐字逐

句研读了一遍，读罢兴奋不已、感慨良多。

是啊！雷锋精神岂能过时？它就是一座永

不褪色的丰碑，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

来，重温他的事迹，我们依然能获得人生的启

迪，汲取奋进的力量。

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向

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 一夜之间，祖国

大地立刻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高

潮，全国上下“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响彻

云霄，大江南北处处都飘扬着学雷锋的旗帜，

街头巷尾处处都闪耀着助人为乐、 拾金不昧

的动人事迹，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可能

是缘分，我是 1960 年 3 月 5 日出生的，所以

与学雷锋结下了不解之缘。

打从我记事起，我就在大哥哥、大姐姐们

的引领下投身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记得

那时有儿童团，每名儿童团员都有一支经过

大人们精心修制的红缨枪，每当傍晚时分儿

童团都会到指定的位置站岗放哨，一般是两

个人为一组，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 现

在每当发小们相聚时，回忆最多的还是这个

时期，要说记忆最清晰的是：小学时，我们的

儿童团还存在着，每天下午掏回猪菜来就马

上集合，一群娃娃给生产队的五保户邬二老

人家扫院、抬水、抱柴火，由于邬二给生产队

放的二三十口猪，用水量特别大，院子里并

排放着三四口大瓮，一群娃娃每天都会把水

瓮添得满满的，每当听到大人们夸奖：这才

是一群好娃娃， 我们便高兴地各自回家了。

有时我们还会去饲养院帮助那些叔叔大爷

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饲养员们把牲口

拉出去放风，我们给清倒粪便、清扫马槽等。

虽都是些看似平凡琐碎的小事，但雷锋同志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以及公而忘

私、助人为乐的崇高精神在我们幼小的心灵

深处扎下了根。

初中时，我就有了理想和目标，想早日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为了入团，我常常在

放学后和班里的几个积极分子忍饥挨饿不回

家偷偷给学校铡草， 那时学校为了解决吃水

问题，喂养着两头毛驴专门到坡底下拉水。 我

们几个十四五岁的娃娃一次就能铡一草房子

草；有时候还会偷偷地给学校掏厕所；给学校

拾粪、割草都是超额完成任务，有时可以超出

三四倍。 那时，老师学生都积极投身到“学雷

锋、做好事、不留名”的活动中来，好人好事层

出不穷，拾金不昧蔚然成风。 干好事全是偷着

干，怕人知道了，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默默

无闻地做起了无名英雄。 为了进一步锻炼自

己，早日加入共青团，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回

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渠打坝、平整土

地、帮耧种地、锄田收割……从开春忙到老秋

天。 此外还参加了青年突击队，一早一晚给生

产队义务劳动， 辛勤的付出感动了生产队里

的领导，就给我们的学校写一封表扬信，有时

用红纸写好后让其他年级的同学捎去贴到学

校的墙上。 尽管如此，我初中毕业时还没有入

了团，但是我没有泄气，仍然以雷锋同志为榜

样继续努力， 为日后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

基础。

1976 年 6 月中旬，我初中毕业了，高中没

有推荐上去， 也就意味着结束了校园的学习

生活。 我也没有多想，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回

乡劳动。 突然又有好消息传来，要成立“五七

高中”，于是我便重新踏入校门。

在“五七高中”这所没有围墙的校园里学

习两年后， 我又有幸考入达一中上了一年高

三， 这也是我由农转非的坚实跳板。 此刻的

我， 时时处处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将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除了学

习外，劳动也是一门“必修课”，校田劳动、支

农劳动、勤工俭学等我总会冲锋在前，走遍了

昭君坟公社的东南西北，扳玉茭子割竹笈，割

麦收秋捡牛粪……最典型的是给班里办好

事， 把家里仅有的两条白毛毡偷偷地剪了两

条子，做成黑板擦拿在班里，老师说这才是好

东西，挺好用，后来被大人发现后还把我骂了

一顿。 前几年我的班主任李香桃老师写回忆

录时还提到了这件事。 在我的努力下，我终于

在“五七高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一连好多天，都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

1979 年 10 月， 我考进了伊盟师范学校。

在师范的两年里， 我们班的火炉子和所需大

炭基本上都被我承包了。 我的付出被同学们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一致将我推选为生活

劳”委员。 师范两年，我“承包”了三好学生、优

秀班干部、学雷锋标兵等所有荣誉，为我的家

乡和父母增添了一份光彩， 心中感到无比欣

慰和自豪。

1981 年 7 月， 我从伊盟师范学校毕业后

被分配到了乡村学校工作，四年后，我又调回

达拉特旗蒙古族学校工作了十一年。 在十五

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时刻以雷锋同志为榜样，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将雷锋精神带到了

校园、带到了班级、带给了学生。 九十年代正

是达拉特旗蒙中校园大建设时期， 为了让有

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学校动员师生参

加义务劳动，特别是教师，需要利用没有课的

时间参加硬化校园、操场等劳动。 当年的水泥

篮球场、排球场、红泥操场全是我们苦一点汗

一点，没领半毛钱的补助干出来的。

那时候也是私建公助的年代， 达拉特旗

蒙中当时有十几户职工盖房子， 我们十来个

人差不多就是个施工队，拉红泥、拉砖、砌墙、

上椽檩……所有的营生都做过， 我们在雷锋

精神的感召下， 在三年里让每一位教职工花

最少的钱住上了新房。 我们那时的教师无论

是蒙古族还是汉族，都无私奉献、助人为乐，

直到现在想起来都是美好的回忆。

在达拉特旗蒙中的这些年， 我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全旗百名优秀教师、

盟级模范班主任、校级优秀教育工作者。

1996 年，我调入旗委宣传部，此后在宣传

文化系统工作 15 年。 期间，我仍坚持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荣誉面前不伸手，时刻以一名

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先后出版个人

专辑五本，主持编创舞台剧《瞭见王爱召》等。

离开文联领导岗位后， 给家乡生产队出资出

力，组织社员聚会、出画册、出书……

这些年，我筹资近十万元，帮助旗诗词学

会先后出版了《古韵新声歌盛世》《古韵新声

颂党恩》《古韵新声话振兴》三本诗词集，还给

诗友们弥补了稿费。

平时只要微信中看到有人通过水滴筹等

向社会求助的，我都要及时捐款、奉献爱心，

现在已累计捐款一千三百多元。

这几年我虽然退休了， 但始终以雷锋同

志“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座右铭，积极拿

起手中的笔讴歌新时期、新时代、新征程涌现

出来的好人好事，大力弘扬社会正能量，踊跃

参加社会和社区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 几年

来，先后写下了“脱贫攻坚达小康”“国庆七十

周年”“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建党百年庆

典”“喜迎二十大召开”“乡村振兴战略”“抗击

新冠疫情”“新时代、新征程”等近 60 余万字

的诗词、歌词及文章。 为乡村编写了《我心中

的城拐一队》《四村故事》等，促进了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多次受到旗委宣传部、旗文联等部

门的表彰奖励。

雷锋精神就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时

刻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 今后我要更加深刻

地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更好发挥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 让雷锋精神得到延续和光

大，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

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近几日， 我家阳台上的几盆花都竞相开

放了，红的长寿花、粉的三角梅、黄的彩叶草

开得争奇斗艳， 还有含苞待放的蟹爪兰也蠢

蠢欲动了……它们虽不是名花异草， 但那翠

绿的叶片、绚丽的花朵，无疑让春日的屋里充

满了生机与活力。有花相伴的日子，心情也会

欣欣然，在物质丰富的时代，大部分家庭都有

养花的嗜好， 花草绿植已成为现代居家装点

的饰品之一，也许是花草有悦目的特点，一直

以来，总能赢得人们的青睐，即使在物资匮乏

的年代，也没有阻挡人们对它的衷爱。

小时候，每当到了冬季，在我们生活的北

方小镇，室内很难看到观赏绿植或花草盆景，

唯独居家搪瓷盆里栽种的葱苗、 蒜苗会成为

一道风景。只有到了夏天，才可以看到一些花

草绿植， 田野里的陇道边或地畔上那一簇簇

野生的粉色小花，早晨开花，晚上闭合，因合

拢的形状像喇叭，我们都叫它小喇叭花，每次

看到，我们这帮孩子总要随手摘下，别在头发

上或插在上衣的扣眼里。那时，城镇居民大都

居住在大杂院里，很少有独院。我们大院周围

有两户人家例外，春天，他们在院子里种下一

些花，如地雷花（因其种子形状与地雷有相似

而命名）、沙蒿花（俗名格桑花）、大出齐齐（俗

名蜀葵）、海娜（俗名凤仙花），花开的时候，吸

引着很多的路人， 我和大院里的其他几个伙

伴每天都会不由自主地跑到人家大门口远望

那些盛开着的鲜花， 时不时会因为哪种花美

丽而引发争论。 最让我们翘首以待的是海娜

开花，当时女孩子们都喜欢用海娜染指甲，花

开的时候， 母亲就会去跟邻居家要一株海娜

花，海娜花连根拔起，将其叶片、花柄、花瓣掰

下放入容器内，加少许白矾捣成糊状，如果包

全手，需半握拳，用海娜糊覆盖在指甲上，再

用向日葵叶片或软布包裹， 等到第二天早晨

松开，指甲就变成了桔红色，我们不知道海娜

为什么能上色， 但是每年对包指甲都是乐此

不疲，开学后，女孩子们凑到一起就要拼拼谁

的指甲红。当时对于我来说，那些色彩缤纷的

花儿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所以我一直很

羡慕种花的人家， 时常也会幻想着我家有了

独院， 小院里鲜花盛开的情景。 在那物资贫

乏、色彩单调的年代，这些五颜六色的小花对

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打开一扇感受新鲜事物的

视窗，虽然周围花草绿植少，但是并没有影响

我们认识名花异草，从我们穿的衣服、家里张

贴的年画和被褥面上的图案， 我认识了牡丹

花、菊花、梅花、荷花等花卉，当时花棉袄、花

被面图案都很普遍， 其中最多的要数牡丹花

了，特别是那花被面上，大红的底色上，盛开

着一朵朵娇艳的牡丹花，翠绿的叶片、粉色的

花瓣，一朵一朵紧挨着，花团紧簇，繁花似锦，

拿现代人的眼光看，浓艳的颜色很是俗气、土

气，但是在当时这是一款很流行的被面图案，

不论农村城市， 家家户户都会有这么一款被

面或褥面， 简陋的屋子里平铺开这么一个花

被子，家里也顿时会蓬荜生辉。 除此之外，我

从年画上认识了梅花、荷花、菊花等，如喜鹊

登梅、 荷花仙子送财…那时我并不知道牡丹

有国色天香、倾国倾城的美誉，也不知道花开

富贵的寓意。 上学后， 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我知道了“花”与“华”同源，“华”为“花”的

古字，意指美丽而有光彩的景象，从“桃之夭

夭，灼灼其华”“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京城”等诗句中，可以看出古人对花开的喜爱

程度， 也折射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向

往美好生活，期待民族的底色就是一个繁茂、

充满生机的灼灼其华的气象。单调的生活中，

人们期冀花开； 贫瘠的生活中， 人们渴盼富

贵，正是那一朵朵花装点了生活，寄托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小时候， 还有一种花常常令我们兴奋不

已，那就是冬天窗户上结的冰花，它是屋里的

水蒸气落在窗户玻璃上凝结的冰晶， 因为白

天火炉取暖、做饭，屋内会积聚大量的热气，

经过一晚上沉淀， 早晨就会在玻璃上凝结成

形状各异的冰晶。数九寒冬，北方的寒风早已

让自然界变得十分荒凉，早晨起床后，当我们

突然见到那么多的冰窗花， 顿时会让我们兴

奋许久，那姿态万千、晶莹剔透、明净纯洁的

冰窗花， 让我们犹如沉醉在一个冰雕玉琢的

世界里，冰窗花完全是大自然的杰作，世界上

再高明的画家也很难描摹出如此形态各异的

冰窗花，看这边的像是飞鸟的羽毛，翅膀上那

一根根的羽毛清晰可见； 那边的像是一群游

动的鱼儿， 鱼妈妈领着一群小鱼悠然地游弋

在水中央； 中间的像是完全绽放的菊花…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把大千世界浓缩到冬季的玻

璃窗上，营造了一个神奇瑰丽的世界，让我们

无限遐想。 我和伙伴们站在窗户前欣喜地看

着那一朵朵冰花， 我们或是议论着冰花的美

丽，或是争论着冰花的形状，像山、像水、像

花、像树….一时间，我们仿佛穿越到了阳光

明媚的春天，心里暖暖的。我们用指甲尖去改

变冰花形状，指头停留在冰窗花上时间长了，

冰花也变形了，当太阳渐渐升高后、冰花也开

始融化，看着化成水的冰花，我们有怅然若失

的感觉。有的伙伴总会说，明天还能看到冰窗

花， 第二天我们又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观赏

冰花，就这样日复一日，冰窗花在逐渐变小直

至消失，但是我们却等来了地里的草木发芽，

等到小喇叭花开…美丽的冰窗花带给我们对

美好明天的期许，我们守望明天，守望春暖花

开，是流年里永不褪色的风景。

斗转星移，世间万物都有了变化，我的幻

想也变成了现实。八十年代初，我家有了自己

的独院，春天，父母在院子里种上黄瓜、豆角、

西红柿等蔬菜，除此之外，还在窗台下、过道

两侧都种上了花，有西番莲、美人蕉、虞美人、

大出齐齐等， 这些花卉种子都是母亲和邻居

们串换的。 花开时节，品相各异，层次不齐的

花朵竞相开放，五颜六色、妖娆多姿，院里真

是花香飘逸、蝶飞蜂舞，也不时引来了过路人

的驻足观赏， 有的人还会和母亲要些花卉种

子，母亲都会爽快地答应。 冬天，因为屋里有

了暖气，很难再看到冰窗花了，但是家里种植

的盆栽花卉也多了，绣球、柳叶桃、铁树、海

棠、吊兰扮亮了我们的生活。

伴随着城市市政建设的发展，夏天，在我

们生活的城市里也能看到牡丹、 荷花、 郁金

香、百合、玫瑰等名花，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

闲暇时间， 我与影友结伴拍摄， 聚焦花的艳

丽、妖娆、悦目，心情也是无比的愉悦，我们尽

情享受着这个绽放的季节。 随着交通物流业

的发展， 办公室或居家都能看到南方的绿植

或盆景，平安树、榕树、苏铁、金桔，以及蝴蝶

兰、杜娟、三角梅等都已落户普通百姓家中。

现在，在我们这个北方小镇，一年四季都

能看到鲜花， 这得益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富

裕， 其实最大的支撑是因为国家的繁荣富

强， 让我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

业化、智能化、信息化迅猛发展，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 教育文旅等各领域全面发展，各

行业、各领域的发展变化有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气势， 人民群众生活在这个百花园

中，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加

宜居幸福。 花里承载的不仅是国家欣欣向

荣、 飞速发展的气象， 更承载着中华大地无

处不在的生机活力和坚毅顽强， 新时代让花

开富贵有了新的诠释。

� 有时候，喜欢一座城市，并不是因为

它有多么美丽， 而是因为那里有你牵挂

的人或难忘的事。 同样，怀念一件事物，

也许怀念的不是那个东西， 而是怀念拥

有它的那段时光。

就好像我们长大后终于可以随便吃

儿时垂涎三尺的食物， 可是却怎么也吃

不出当年的味道一样———彼时， 餐桌上

的食物是那么单调寡淡， 你将从母亲那

里讨要来的毛票一点点攒起来终于买到

了心仪已久的食物。享用时，是阳光和煦

的上午， 家里的大黄狗懒洋洋地趴在屋

前，园子里的野花开得正盛，弟弟在旁边

哭闹，母亲将食物一分为二，慈爱地看着

你们满足的笑脸， 小伙伴狗蛋凑过来问

你好不好吃……

而此时，你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刚刚

食不甘味地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 想起

这个月的房贷需要还了； 明天尽量找时

间陪父亲去趟医院做检查； 领导突然找

你谈话，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思虑

间，孩子开心地往你嘴里塞了一片零食，

熟悉的味道让你想起了小时候……“嗯，

这是爸爸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你摸摸儿

子的头， 想起需要尽快托人送孩子进最

好的小学……你看，变的了不是食物，我

们怀念的也不是食物本身！

我们怀念的是享用食物时还那么年

轻的母亲，那么纯真的弟弟，那么单纯的

满足……甚至， 那天的阳光和阳光下的

大黄狗也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总是这样怀念旧时光， 怀念的

其实是青春，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和因为

年轻而带来的一切———率直、 单纯、朝

气蓬勃！ 前几天母亲去参加了毕业四十

二年之后的首次同学聚会，回来时她兴

致勃勃地说起聚会的情形———这些年过

半百的老人，同学聚会时先是“纵使相

逢应不识”的感慨，接着就是关于学生

时代的那些久远而清晰的记忆， 大通

铺、吃干粮、抄作业、广播体操……任何

一件小事都能引起大家的大笑，聚会的

主题只剩下了怀旧。 说起从河北赶回来

的某军官同学， 母亲十分不解地说:“你

说人家读了那么多书， 上了好多年学，

按说同学也不少，怎么还这么远跑回村

里和我们这些人聚会呢？ ”我说:“因为这

里有他的根啊，这里有他人生最初的单

纯美好啊。 ”旧时光往往是最令我们怀

念的，这种怀念随着年岁的增长，在历

尽千帆、沧海桑田之后更甚。 都说老人

是“眼前的事记不住， 过去的事忘不

了”，大概就是如此吧。

所以， 我们眼前所经历的所有鸡零

狗碎的事情和微不足道的人也许都是我

们日后无比怀念的。终有一天，我们会怀

念眼前淘气的熊孩子， 怀念曾经那次气

急败坏的离家出走， 怀念那群让你焦头

烂额的“坏”学生……旧时光里藏着我们

的喜怒哀乐，又汇成酸甜苦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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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轶聪

春到黄河湾

冰河解冻起涛声，日暖风和柳眼青。

喜鹊翻飞轻展翅，鹧鸪巧啭奋争鸣。

长天云骋红霞绕，旷野莺啼紫气腾。

鸿雁南来寻旧地，盎然春意侵眼盈。

一元复始春来早，万象更新紫气萦。

白雪悄潜松柏翠，红梅含笑鹧鸪鸣。

和风漫野煦阳照，桀鹫攀空羽翅腾。

柳上莺啼吟雅韵，山呼水啸起涛声。

早春

狂波泻雪意难收，卷雾吞云气势遒。

日夜兼程无止步，春秋赶路几回头。

驱岚撵浪惊雷动，历雨经风岁月悠。

壶口重生经洗礼，豪情未减奋东流。

春雷浩荡惊蛰梦，万物复苏气象新。

杨柳抒枝萌绿叶，蝶蜂展翅窜花阴。

梨桃竞艳纷开蓓，溪瀑争流故弄琴。

雁阵鸣空回北塞，莺啼鹊舞聚丛林。

七律·黄河颂

七律·惊蛰

（李万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