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文艺副刊2019年7月7日 星期日

副刊部主办 组版：李够梅 责编：王昕妍 校对：王艳 电子信箱：llrbfk@163.com

柳梢青·九凤山
九凤翱翔。山山翼翠，碧闪灵

光。柏秀松苍，祥云瑞雨，春意招凰。

引来百鸟朝阳。巧缘会、仙姑俏

妆。绿帐茵床，摇红烛影，野趣幽芳。

柳梢青·白马仙洞
罕世奇观。神灵隐洞，白马飞

仙。亿载溶岩，宏深十里，鬼斧神镌。

今一展幽玄。魔幻锦、魂销目

眩。溢翠流丹，回旋错落，景致魁元。

柳梢青·渊济阁
渊济黎民。神仙法术，尘拂纶

巾。久旱禾枯，虫蝗赤地，灼焰蒸畛。

圣灵播雨催春。漫洒处、甘霖普

洇。祈拜虔诚，香烟袅绕，感念天尊。

柳梢青·圣灵泉
圣水灵泉。潺潺泻玉，冽冽流

遄。清澈悠悠，云天映景，婉转伸延。

撩撩洗漱柔绵。手捧饮、甘甜润

鲜。杯盏烹茗，芬芳绕袅，爽透心田。

柳梢青·韩仙拳
紫雾祥云。松涛阵阵，碧波粼

粼。雨后轻烟，万千气象，春意氤氲。

韩玄采药淘珍。洞口处、留连咏

君。乐忘思归，如临仙境，疑似成神。

柳梢青·长春岩
美哉长春。云蒸霞蔚，绿染岩

欣。茂密丛林，层峦叠翠，锦绣花茵。

沿中沿外常新。四季也、风光诱

人。夏绽薇黄，斑斓秋彩，冬素梅芬。

柳梢青·快活林
苍翠山林。松涛吟唱，风拂鸣

琴。玉振山泉，百喧鸟语，雅奏和音。

浓荫蔽日怡心。栖息地、惬意胸

襟。曼舞轻歌，野炊茗酒，快活如今。

柳梢青·玻璃桥
玻璃桥悬。腾云驾雾，空晃临

川。俯瞰深渊，岚烟霞蔚，幻映云天。

游人魂荡晕眩。瞻仰望、苍山叠

峦。腿抖扶栏，提心吊胆，谑笑欢言。

身在异乡，胃在故乡。家的味道，对

于我而言，大概就是奶奶的一碗面。

每次回家前，我都会特意和老爸说一

下，先别和我奶奶说，不是说要给她老人

家什么惊喜。年纪大了，哪敢随便惊吓

啊！而是只要奶奶知道我要回去，就会提

前准备好饺子馅，回去给我包饺子吃。一

个人，切肉，剁肉，拌馅料，一忙活就是一

整 天 ，第 二 天 肯 定 又 是 胳 膊 疼 ，腿 酸 啥

的。不是说奶奶做的饺子不好吃，相反奶

奶做的饺子非常好吃，只是这几年，生活

质量有所改善，饺子还真不是什么稀奇

物。只是觉得为了我忙活一整天，腰酸背

痛一周实在不值。

真正让我嘴馋的其实是奶奶亲手做

的手擀面，再配上大锅乱炖菜简直就是人

间美味，我一般能吃两碗。

山西的面食，佐料其实是有很多讲究

的，我这个人还很矫情，一定要所有的调

料全齐了，才觉得这个面吃爽了。西红柿

酱，黄瓜丝，芝麻末一样都不能少，奶奶为

了那顿简单的面，一定不会嫌麻烦将所有

的调料都准备好！相比之下，我爸妈就比

较随意了，有啥算啥，根本就没有考虑我

这个许久没吃到面的人的感受，我可能是

充话费送的儿子吧……

奶奶的拿手好饭可不止手擀面，普普

通通的白面在奶奶的巧手下，总能变幻出

各种各样的美味。扯面也是一级棒，私心

认为远比酒店的要好吃呢，劲道爽口，很

是 Q弹。以前吃扯面的时候，奶奶也会和

我们一起吃。但随着奶奶年纪越来越大，

略微有点劲道和难以消化的扯面，奶奶便

不能再吃了，但要是我们在，奶奶还是会

为我们做上一碗，然后再给自己做。拔

锅、揪片、剔尖、抿尖、豆角焖面，这些奶奶

做得都好吃，每次回家都因为时间太仓

促，只能吃其中的两三种，就要匆匆回学

校了。虽然寒假时间比较长吧，但是基本

都是饺子，所以从这点来看，我真是不太

喜欢过年呢！啊啊啊，不能说了，我的口

水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好好想想这次回家吃个啥......
对了，奶奶做的煎饼也好吃，疙瘩汤

也好吃，甚至挂面煮得都比我爸妈煮得好

吃。奶奶做饭好吃，是我们每个晚辈公认

的，我伯伯家的老二，在家里一般都吃很

少，在我奶奶家吃得超多，上次回去吃饭

的时候，还开玩笑说，父辈们学不会奶奶

针线活的手艺也就算了，怎么连做饭都没

奶奶做得好吃呢！一定要组织所有的父

辈们，定期或不定期的去上奶奶的烹饪进

修班，争取厨艺有所进步。

我特别喜欢吃粽子，奶奶的生日也恰

逢端午节，所以端午节我基本都会回家，

不仅是为了吃粽子，也是想一家人在一起

为她老人家过个生日。端午节的前几天，

奶奶就会提前把包粽子的各种材料都准

备好，亲自上手包粽子，还会算准我到家

的时间，提前几个小时把粽子煮上，我一

回家便可以吃到刚出锅的粽子。刚出锅

的粽子还有点儿烫嘴，一层层粽叶剥开以

后，还散发着热气的粽子就等着我下嘴

了，粽米是特别特别的糯，和粽米一起拌

进去的红枣经过高温蒸煮后，更是美味。

奶奶总会在一旁摸着我的头问：“好吃了

不？”我总是忙着吃顾不上回答……剥完

粽叶的手总是黏糊啦叽的，那就干脆再吃

一个吧！

我奶奶可是正儿八经的文化人，以前

可是当过实打实的校长，在 1985年，更是

荣获山西省政府“模范教师”的称号。（啊，

我想想，好像除了我表妹在本科期间获得

过国奖外，应该是我们家族的最高荣誉

了。）之前还听老爸说，当时候工作调动的

时候，也是全村人都出来相送，想想还是

挺气派的。现在逢年过节啥的，奶奶之前

的学生，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都会登门去

看奶奶，真的是用品行和德行打动了人

心，赢得了尊重。家里之前看到了一张奶

奶年轻时的照片，一身干净整洁的粗布衣，

一头干练的短发，眉宇间有那么一丝丝的

霸气，很有几分校长的样子，我想奶奶年轻

时一定很好看。因为担任过校长，奶奶也

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好在我们这些晚辈们

还算争气，目前来看还没有掉队的。

奶奶还是很疼爱我们这些小辈的。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奶奶都会亲自动手给

我们做棉衣棉裤。奶奶设计的棉裤真是

时尚，现在回想起来一点儿也不过时，当

时穿的时候都非常方便，根本没有那种棉

服的臃肿感。好像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

一次快过农历新年了，因为身体发育长个

子，我的那个棉衣袖子太短了，我奶奶看

到以后说过年前给我做一件新的，临过年

嘛，事情很多，不过在过年前几天还是收

到了奶奶亲手为我缝制的新棉衣，穿着新

棉衣过年，很棒。小时候不知道，也不太

懂，情绪很简单，就是高兴和开心，现在长

大了，慢慢懂了，更多的情愫是感动，那件

棉服一定是加班加点赶出来的。现在奶

奶年纪大了，我也很久很久没有穿奶奶做

的衣服了，之前的棉衣棉裤也因为要给弟

弟妹妹穿，或者是拆了重新改做成别的衣

服，也没有留下来一件半件的，现在想想

真是可惜。不过我想我们晚辈都会记得

奶奶对我们的爱，都会记得那一件件陪我

们长大，为我们御寒的棉衣。

奶奶也是一直很相信我的，就算其他

人都否定我，她还是一直很支持我的。高

考结束后，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让老爸

老妈失望了，我对自己也是很绝望……家

里的气氛就一直很凝重，为了逃避，我就

跑到奶奶家，奶奶就一直鼓励我，让我慢

慢重塑信心。我现在还在继续求学，奶奶

也时刻告诫我先做人，再做学问，也不断

给我讲大大小小的人生道理。我一定谨

记于心，不敢忘记。

自打爷爷去世以后，我只要在离石，

基本上都会去陪我奶奶住，吃吃饭，有时

候我会刷刷碗，睡前再给奶奶洗个脚，有

时候奶奶还不让我洗，要自己来。有时候

奶奶累了，我就可以帮着奶奶洗了。我们

边洗边聊，暖暖的灯光，水花，笑声，很幸

福！

我经常和奶奶聊天，可以和奶奶聊减

肥，聊破洞的乞丐牛仔裤，聊智能手机，聊

微信里的小游戏，还可以聊学校的生活，

宿舍里的趣事，聊苦情剧的感人催泪，聊

抗战剧的轰轰烈烈，聊谍战剧的紧张刺

激，当然我们还聊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

聊父辈们小时候的趣事......
奶奶年轻的时候因为工作原因，没有

时间照顾她的孩子们，就给我的那几个姑

姑，叔叔还有我爹找了奶妈，有一次我和

奶奶聊起这个事情，孩子们和她这个亲妈

亲还是和人家奶妈亲，奶奶就说，在这个

事情，她不支持，不鼓励，不反对。所以这

么多年了，在这个事情上，从来也没有闹

过不愉快，真的觉得奶奶是顾大局识大体

的人。在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上，奶奶也是

思想超前，只要孩子们愿意，绝不多言。

我想我找女朋友的时候，奶奶这关比妈妈

这关肯定要好过的多！

我回家的第一站一般都是奶奶家，而

返校也都从奶奶家出发。都会再吃一顿

奶奶做的饭再去学校，有一次在厨房，奶

奶一边做饭，一边掉眼泪，说：“这顿饭吃

了，下次再给你做饭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了”……我这个人眼窝软（方言：意为容易

掉眼泪），哪能受得了这个，也在一旁抹眼

泪。吃完饭后，我也就该收拾收拾出发

了，我在门口会停一下，和奶奶说一下大

概下次会啥时候再回来。有个盼头也是

好的嘛！然后奶奶让我在学校吃好喝好，

我说奶奶要注意身体，好好吃饭。

奶奶马上要过八十大寿了，单身的我

是带不回一个女朋友让她高兴高兴了，那

就写个小文章祝她老人家生日快乐！

希望在她老人家最后十几年的日子

里，身体无恙，吃好，喝好，睡好，安度晚

年。我也能常回家看看，多陪陪她。

希望在奶奶的福佑下，我们这一大家

子越来越好！

2011 年，父亲离开了我们。八年来，对父亲

的无尽思念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值此父亲诞辰

一百周年之际，将父亲的一些往事整理出来，以表

达自己的无限追思，同时起到传承优良家风，弘扬

革命传统，启迪后人不忘初心的作用。

一、黄河岸边的农家子弟
1919年农历九月初一，父亲出生在黄河岸边

的山西省石楼县第二区枣庄则村的一个农民家

庭。枣庄则村与陕西省清涧县的舍峪里村隔黄河

相望，是一个十年九旱的贫瘠小山村。

在父亲的成长过程中，对父亲产生较大影响

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爷爷任步良。爷爷是个

庄稼汉，在农耕经济为主的家乡是一把务农的好

手。在爷爷的勤劳操持下，我们一大家子人其乐

融融，过着勉为温饱的日子。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前后，爷爷还担任过北庄行政村的村长，在当时是

一位较有名望的人士。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风云

激荡的大革命浪潮中，由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

“清涧起义”的红色革命信息不断地传递过来。具

有正义感的爷爷很同情陕北的“闹红”革命，曾冒

着生命危险，多次骑着“羊皮洪桶”在黄河上往来

泅渡为陕北红军转递过信件，运送过遭“禁运”的

布匹、染料等紧缺物资。在爷爷的影响下，父亲从

朦胧懂事起，就对陕北的红色革命十分向往。爷

爷十分重视父亲的文化学习，不仅让他在本村私

塾学习，还送他到四十华里远的义牒第二高级小

学读书。虽只有短短三年半的校园读书生活，却

使父亲练就了一手好字，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懂得了怎样为人做事，为日后投身革命后能迅速

成长进步奠定了基础。听村里的老人们讲，父亲

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和勤快的孩子，他在私塾读书

的余暇时间里，常跟着爷爷下地干农活。所以从

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就对农活十分熟悉，这也使他

在后来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时，能领导和指导好农

业生产。可以说，爷爷是父亲人生道路上的第一

位领路人。

另一位对父亲的少年人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

人，是他在私塾中读书时的老师郝守质。郝老师学

识渊博，在向学生们传输文化知识的同时，还经常

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述陕北共产党和红军的故事。

父亲在郝守质老师的启迪教育下，从很小的时候

起，就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十分向往。可以

说，郝守质是引领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二、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
1936 年 2 月 20 日，红军东征抗日的队伍，一

举突破距我们枣庄则村仅十华里远的闫锡山布下

的贺家洼防线。那天，正是贺家洼村名刘建忠的

新婚大喜之日，红军渡河战斗打响后，父亲正在婚

礼上做礼房先生，身临其境，见闻了激烈的战斗。

父亲和众乡亲都盼望红军能尽快歼灭贺家洼守

敌，把人民从阎锡山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第

二天，望着从村子上头的山梁上东进追歼逃敌的

红军队伍，父亲心情十分振奋，参加红军闹革命的

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但在那动荡的战争年代，爷

爷和家中亲人都不愿让父亲到枪林弹雨中去冒

险。1936年三月的一天，不满十七岁的父亲瞒过

大人，只身一人渡过黄河，到陕北寻找红军队伍。

在清涧县的舍峪村，父亲碰巧遇上了义牒村早期

的共产党员韦明忠和本家堂兄任侠贤、任侠敬等

几人，便与他们结伴，辗转跋涉数百里到了陕北的

瓦窑堡，报名参加了红军，并在那天亲耳聆听了革

命元勋董必武同志的教诲。那是在办完简单的报

名手续后，接收新兵的负责人就把大家集合起来，

排成队列。年龄大、个头高的当即就发了枪，分配

到战斗部队去了。父亲年龄小个子也矮，就没给

发枪。见到这种情景，他就忍不住地大声喊着说：

“我也要枪，也要扛枪打敌人。”这一声急迫而又稚

嫩的喊声，立即引起了在场的一位“老红军”的注

意，他径直走到父亲面前，端详了一下这位稚气未

脱的小青年，便笑着说：“小鬼，你还没枪高呢，先

去党校好好念书吧，以后有你扛枪的时候呢！”望

着这位威武高大的“老红军”，听了他和蔼而亲切

的话语，父亲心中不觉升腾起一股敬畏乃至敬仰

的感觉，便没有再吭声，顺从地服从分配进入中共

中央党校学习。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红

军”就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同志。父亲生

前常说，我在参加革命后的第一天就接触到了一

位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并亲耳聆听了对自己的

教诲，终身难以忘怀。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地

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父亲都始终牢记董必武同

志“好好学习”这句话。通过刻苦学习，父亲懂得

了许多浅显的革命道理，同时也使他在思想认识、

文化知识、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长

进。父亲从中共中央党校转入少共中央团校（保安

县刘家坪）集训两月后，一直遵循董必武同志的教

诲好好学习。在课堂上父亲一直是认真听课，认真

记笔记，学习成绩优秀，进步很快。一九三六年十

月，经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成仿吾和团支部书记刘秀

梅共同介绍，父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三、延安时期的难忘岁月
步入晚年的父亲，向子女晚辈们念叨最多的

就是他在延安时期经历过的难忘岁月。

经领导同志谈话，分配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工

作。1936年 12月，父亲结束了少共中央团校的集

训，分配工作时，时任少共中央组织部长对我父亲

说：“根据你的文化程度和在党校学习时的政治表

现，现决定分配你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机要

科是专门给中央首长收发电报和处理机要文件的

地方，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好好干噢！原本在谈话

前，还是满怀希望去战斗部队扛枪上前线的父亲，

入党后有了较强的组织观念，立即打消了原先的

想法，坚决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一定把工作干

好。”就这样，父亲来到了位于延安城凤凰山麓石

窑洞院的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任译电员、机要组

长等职。

第一次给毛主席送电报。那是在“西安事变”

后的一天，机要科长派他把一份译好的电报送给

毛主席，这是他与毛主席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

毛主席看完电报后，亲切地问他：“你从什么地方

来？你家离贺家洼远不远？你村里什么山最高？

你知道义牒不？你到过留村没？你认得留村的马

玉喜吗？”他一一作答后，毛主席又嘱咐他：“来了

可得好好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的哟！”从此，因工

作关系，他与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有了经常的接触，

亲身感受到了一代伟人们超乎寻常的革命风范。

第一次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有一次，他又

给毛主席去送电报，主席看完签好字后问：“小鬼，

这段时间在看什么书？有什么收获？电报上的字

有不认识的吗？”他如实回答后，毛主席又说“你的

译电工作很重要噢，工作起来可要认真哟，不能有

一字之差。比方说，我写的电稿上是‘进’你们译

成了‘退’，那就放跑了敌人。如果我写的是‘退’,
你们译成了‘进’，那我们的队伍就要吃亏喽”。毛

主席的这次当面教诲，使父亲终身难忘，也使他从

此养成了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工作习惯，直至步

入老年，他也见不得我们办事马虎，总是要求我们

要踏实做人，认真做事。

“平型关大捷”时收发文电。1937 年，在“平

型关大捷”前一天深夜，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一

一五师师首长来电，汇报前线军情并向毛主席请

示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事急如火，父亲译完电

文后，一路小跑送到毛主席那里，经批示后由他连

夜发往前线。第二天就传来了平型关大捷的消

息。每每忆起这些，父亲总会闪现出不寻常的眼

神，因为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这场首次大捷

中，父亲切身感受到了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才

能，同时远在后方的父亲也曾亲手收发电报沟通

了中央和前线的信息，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

通知毛主席参加了批判张国焘的党员会议。

父亲十分敬仰毛主席，他说，有一次，机要科所在

党支部要召开一次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会议，

受党支部书记委派，他去通知毛主席来参加会

议。会上，他亲耳聆听了毛主席从思想上、路线上

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剖析，使他受到了一次

深刻的思想、路线教育，真正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了

张国焘错误路线对红军、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

害。晚年时，他常说，那次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真有

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获得了劳动模范的殊荣。

延安时期留给父亲深刻印象的还有大生产运动。

1939 年，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我抗

日根据地实行了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积极响应毛

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父亲从小出身于农民家

庭，农耕劳作对他来说都是轻车熟路的营生，他不

仅能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还常常帮助别人，因表

现突出，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还被评为劳动模范，

获得了一部纺线车的奖励。

与许多开国将军结下难忘的情谊。父亲一生

中有过两次婚姻。我的老妈高兰英是二区枣塔上

村人，上世纪 30 年代，婚后随父亲去了延安。那

时正好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开国

中将）的儿子曹建国出生后需要人照料，听到消息

父亲与老妈商量后就把照料小建国的事接过了

手，现在还留有那时他们与小建国的合影。不幸

老娘 40 年代初病故。父亲步入老年后常念叨着

小建国，这也是他难忘的又一个延安情结。

延安时期父亲还在许多建国后被授予将军的

老首长领导下工作过，他有事没事总会情不自禁

地念叨这些老将军们的名字：肖劲光、曹里怀、莫

文骅、杨成武、文年生、帅荣……难以忘怀那激情

飞扬的岁月。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都凝结了父亲的延安情

结，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激励他终生

奋进的动力。

四、战乱年代的地方工作
1943 年，根据中央开辟新区工作的需要，父

亲被调任延川县任城区民兵营长，后调到河防工

委做统战工作。1945 年 9 月，又担任永和县政府

秘书兼独立营指导员，一区副区长、区长。1946
年又调任石永大（石楼县永和县大宁县合并称谓）

中心县委秘书。1947年 1月任石楼县公安局警法

股长、县委秘书。1947 年 9 月，调任晋绥九分区

（驻隰县）土改工作团事务秘书。1948年 7月任晋

绥九地委、九专署、公安处总务科长、秘书。在这

些战乱年代频繁变动的岗位上，父亲始终恪尽职

守，任劳任怨。

1946年 11月 28日，石楼、隰县同一天获得解

放。不久，父亲调任九专署（驻隰县）总务科长。

随后又调任隰县供销社主任。当时的隰县供销社

是由原来的推进社和贸易公司合并而来的，不仅

要负责隰县的供销工作，还要负责蒲县、石楼、永

和、大宁四县的物资供应工作，加之当时全国的解

放战争正处在决胜阶段，筹集支前物资的任务十

分繁重。但父亲无所畏惧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迅

速展开了工作。他带领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深入到

基层搞调研，在摸清底细的情况下，迅速在黄土、

康城、午城、大麦郊、下李、石口六个地方设立了基

层供销社，使购销网络得以健全，供销渠道得以畅

通，各项工作很快就运转了起来。当时与父亲在

一起工作过的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王登华、原晋

中行署劳动局局长薛庆民、隰县计量局原局长王

维恕在忆及往事时，仍念念不忘那一段时期在父

亲领导下艰难开拓新局面的情景。

五、献身家乡建设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调任晋南畜产公司经

理，负责全地区畜产品的购销工作。在此期间，父

亲经常深入各县调研、检查工作。

1957 年 3 月，父亲响应党支援山区建设的号

召，举家从条件相对优越的临汾重返石楼工作，担

任了县委财贸政治部副部长。从此，一直坚守在

石楼这块曾经战斗过的热土上，为石楼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尽职尽责、尽心竭力。

1958年 9月，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父亲被任命

为水头铁厂厂长，用土高炉炼铁，亲身体验了那一

段“劳民伤财”的荒唐岁月。几十年后，每当谈起

那时人山人海在冰天雪地中奋战的场面，他都会

发出许多无奈的感慨，教诲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大炼钢铁结束

后，父亲被任命为罗村公社党委书记。1959 年，

父亲又担任了和合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带领当地

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坝沟造地、修建梯

田，使当地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观。全社人均达

到了一亩人工梯田，粮食产量较前翻了一番，使和

合公社成为远近闻名的“粮屯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先后担任了石楼县商

业局局长和县委财贸部部长。在那个商品短缺的

特殊年代，长期在掌握财、钱、物的重要部门工作，

父亲手中掌握着不小的商品分配、供应权力，特别

是一些紧俏商品，更是要凭证凭号供应。但父亲

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力疾从公，从不搞

特殊，不批条子，不开后门，没有在“自行车、缝纫

机、手表”等紧俏商品的供应方面送过人情。那

时，白面、大米这类细粮要按比例凭证供应，父亲

也和广大群众一样，该排队就排队，规定什么标准

就按什么标准领取，从不搞特殊。

1980 年，父亲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担任了

石楼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作岗位变了，但他

普通一兵的本色一直没变。父亲是县级领导干部

中资历最老的一位，但他从没摆过老资格，没有伸

手要过地位和待遇，组织上把他安排在哪里，他就

愉快地去往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

1984年 9月，父亲办理了离休，经上级批准享

受副厅级待遇。2009年，经中央批准享受副省级

医疗待遇。离休后，父亲始终如一，仍在继续关心

和支持石楼的经济建设。1993年，我被组织上提

拔担任了县级领导，听到这一信息后，父亲在欣慰

之余，一再叮嘱我说：要时刻清醒人民共和国的今

天是来之不易的，要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要清正廉洁做官，要公道正派办事，要常

常把老百姓装在心上，要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

色。这“六个要”我一直铭记在心，成为我这些年

来工作的座右铭。

父亲走了，但他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直成为激励子女后辈奋进的宝贵遗产。

忆父亲
——纪念父亲任侠惠诞辰100周年
□ 任石平

味道
□ 白旭

白马仙洞八景吟
□ 梁镇川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