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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大约和共和

国同龄的我，目睹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享受

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实惠，对我们的党、对

我们的祖国充满了感激之情。日前，又读了吕世

豪老师的现代诗—— 《我爱我的祖国》，眼前发

亮，精神为之一振。

吕老师诗，微言大义，全诗短小精悍，虽独

立成诗，可一脉相承，浑然一体，表现了诗人最

真诚的、最深沉的爱，这就是诗家之爱——由衷

的爱自己的祖国。 言简意赅， 语言凝炼。 前四

节，说明了祖国可爱可敬的原因，后三节表明了

如何爱自己的祖国，直抒胸臆，表现了爱国情怀!
是历经沧桑的真切感受。祖国虽然曾经深受苦

难， 深受创伤与苦痛， 可它用自己的坚韧与顽

强，勇于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旦崛起，就如

一个巨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世界刮目相

看，它用自己的博大与厚重，为每个国人提供了

大显身手的舞台，成就了每个人事业的成功；祖

国是一块广阔无垠的肥沃土地，国人在这里茁壮

成长，土地既孕育了他们生命的本色，又为他们

提供了成长的舒适的环境，个人与祖国就如同禾

苗与土地、空气、阳光、雨露那样的依赖、依附

关系；祖国的和平统一，日益强大，如一条东方

巨龙在腾飞，再也不会有“东亚病夫”的蔑称，

再也不会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藐视与侮

辱，再也不能任人宰割蹂躏。“我是中国人”——

多么的豪迈，多么的有尊严的称谓，祖国的强大

是我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坚强后盾，是我们的安宁

与发展的强有力的保障；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

开国人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人心齐泰山

移”，万众一心，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就会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每个国人也会搭载这

条“巨无霸”航船扬帆起航，鹏程万里!
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祖国，因为它和我们的前

途、理想、命运息息相关。祖国为我们提供了成长

的平台，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为我们平添了民族

自豪与自信的勇气，为我们展示着前途无量的发

展前景与发展空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敬不爱自己的祖国，我们必

须爱自己的祖国! 爱自己的祖国，就是要热爱祖国

的每一寸土地，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既要爱祖国灾难深重的昨天，还要爱和平崛起的今

天，更要爱繁荣富强的明天!这样的爱，是忠贞不渝、

一生一世! 爱自己的祖国，就是要为不断进取的祖

国奉献聪明才智，为日新月异的祖国摇旗呐喊，放

声歌唱! 爱自己的祖国，就是要有火一样的情怀，要

有“不破楼兰总不还”的执着，要有“我以我血荐轩

辕”的勇气，要有“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坦然，去为

自己的祖国矢志不渝地奋斗，奉献! 纵观全诗，艺

术手法高超，语言凝炼、清新自然，内涵丰富，

体现着作者丰富的人生历练和娴熟的艺术功力：

前四节，都运用了比喻的表现手法，形象生动地

说明热爱祖国的原因。“让我站立成巨人”，虽然

有点夸张语气，但却是站在祖国的脊梁上，我的

高大是“假借于物”，更烘托出祖国的高大雄伟；

“麦浪”与“麦穗”的比喻，形象具体的表现出祖国与

个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谁

敢头上动土”，一句不动声色的话，说明了祖国的神

圣 不 可 侵 犯 ，民 族 自 信 溢 于 言 表 ；“ 黄 河 ”“ 长

江”——这是中华民族的血脉 是中华民族的魂，这

是国人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 深刻内涵的

语言，读来上口，耐人寻味。例如，“打磨”，这里有

历经磨难，还有不断建设，更有精心打造等深层次

的含义；“凝聚成为一切”，这是爱祖国的最高境界，

饱含有奋斗，奉献，甚至牺牲这样一些深刻内容。

句子短小，用词简洁，有微诗特色，可内涵丰富，于

不尽之意于言外，引发人们的联想与思考。真挚深

沉的情感，对祖国的爱恋之情，是经过多少年的沉

淀，用看似平实的语言，内敛着炽热的情愫，看得

出，这绝不是妙手偶得，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是多年修炼的结晶，是功到自然成! 感同身受，感慨

万千。

赏读诗篇，我们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更加

热爱我们伟大的国家!在祖国七十华诞之际，送上我

们真诚的祝福：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蒸蒸

日上!

唱一首颂歌敬祖国
——吕世豪诗《我爱我的祖国》赏读
□ 冬天里的火 一

祖国啊 你用

膝盖的伤痛 让我

站立成巨人

二
看来你肯定是麦海了

因为我 已是

一只充盈的麦穗

三
拆开了 两个汉字

合起来 一块版图

谁敢头上动土

四
握住黄河 握住长江

操起两条粗壮的船桨

众人一划 祖国立即启航

五
只要活着 就要热爱我

苦难深重的祖国 热爱这块

版图上奔腾不息的江河

六
不断打磨的 皆是

我的祖国 反复吟唱的

皆是我的祖国

七
爱我像火焰一样热烈吧

挥舞我的名字 呼喊我的声音

直至让凝聚成为一切

我爱我的祖国
□ 吕世豪

（七首）

妈妈说

今天是祖国的生日

老师说过

祖国也是我们的妈妈

我想给她做个生日蛋糕

舀一点凤山的土

撒进东川河

揉成香喷喷的面团

天空中飘着白云朵朵

是美味的奶油

远处飞来一群白鸽

装饰了美丽的蛋糕

滨河路的两旁

插满了鲜艳的五星红旗

是蛋糕上红红的蜡烛

看哪

如意湖公园的树叶都被染红了

它们像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也在说

祖国妈妈 生日快乐

乡愁——

是漫天飞卷的黄尘

还是迎风飘舞的杨柳

是雪白的柳絮任性飞洒

还是破土而出的小草迸出的嫩芽

是回归的新燕

还是春水里畅游的小鸭

乡愁——

是山坡上随风摇曳的小花

还是平地里那一片葱茏的高粱

是漫步在山间的牧童

还是悠闲啃嚼着青草的群羊

是泥土的芳香

还是小河里呱呱直叫的青蛙

乡愁——

是家乡的那轮明月

还是山沟里的老井

是丰收在望的庄稼

还是乡村四周地里的一片金黄

是高山上的那棵老树

还是夜里泉水叮咚的声响

乡愁——

是寒风中萧瑟的枯草

还是冰冷长夜里猫头鹰的哀嚎

是大雪过后的皑皑雪原

还是巍然挺立的柏翠松苍

是雪后初晴红日的万丈金光

还是顽童们激战正酣的雪仗

乡愁——

是每每想起故乡时的缕缕思念

是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阵阵隐痛

是远离故土的赤胆真情

是亲人重逢后的畅叙衷肠

是刻骨铭心魂牵梦萦的山高水长

是不可形容又难以言表的无形意象

乡愁——

乡愁是家乡的泉水 清澈甘冽

乡愁是陈年的佳酿 日久弥香

乡愁是晚开的花 有别样的景象

乡愁和游子们如影相随 让你永远难忘

哦，故乡

无论山高路远 无论沧海桑田

故乡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家

无论身处何地 无论离家多远

无论岁月蹉跎 时光荏苒

——这是所有在外游子永恒的牵挂

登高远眺

湫水南流

临州山城

钟灵毓秀

青山掩古邑

绿水绕城东

北有北狱龙山

南有卧虎黑龙

西有真武名刹

东有古寺东林

悬天阁与黄鹤楼比美

大肚山赛西华山惊魂

魁星楼挺拔巍峨

文昌庙遐迩闻名

西山公园赛颐和美景

锦绣山庄超苏州园林

文化广场寿星打拳身手不凡

秧歌广场载歌载舞美女如云

东西山苍松翠柏浩瀚东海

南北川潺潺流水漓江富春

古寺庙老僧诵经声声入耳

校园里书声朗朗天籁之音

湫河喷泉夜色下火树银花

街道旁街灯灿烂天上明星

湫河岸奇花异草六月西湖

新城地接地拔天雄安高楼

街道两旁地摊摆满奇珍异果

菜市场内新鲜蔬菜琳琅满目

临州女飒爽英姿不让须眉

临州男有胆有识智慧超群

临州地繁荣昌盛物阜民丰

临州人光耀汗青人杰地灵

文有赵中元一代帝师

武有武状元都督从龙

临州地下蕴藏煤矿煤气乌金

临州地面红枣飘香四海闻名

临州人民天上神仙无虑无忧

我爱临州美好生活万古千秋

临州赋
□ 薛廷照

送给祖国妈妈

的生日蛋糕
□ 李思睿

因为离开采访一线，近年来很少跑基层，就连近

在咫尺的汾阳，也好像有两年没去了，一些曾经联系

比较多的老朋友见面也很少了，老孔就是其中一位。

这次去汾阳医院体检，顺便联系了一下老孔。接到我

的电话，他立即从正在建设的杏花村地下万吨酒窖建

设工地赶回来。故人相见，格外高兴，品茗相谈，不胜

唏嘘。

老孔是我在 2010年“全市煤炭资源整合环境下如

何转型发展”大型采访任务时认识的。因为他很满意

我写的那篇题为“与煤告别 重写精彩人生”的报道，

觉得我是他接触过的记者中最正宗的一个，所以，我

们的友谊因采访开始却没有因采访结束而终止。记

得上次见面时其因抑郁缠身一脸疲态，此次却是红光

满面精神焕发，一如从前那般风尘仆仆。

当年全省煤炭资源整合工作开展过程也是树欲

静而风不止，有的煤老板软磨硬泡抵触，不愿意把暴

发的利益轻易拱手相让。而老孔是较为清醒的一

个。他自己的煤矿也是从当地一百多个煤矿中大浪

淘沙留下的二十多家证件齐全矿之一,让离开这块富

得流油的土壤有点不舍，但他最早认识到煤炭整合既

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更是对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煤

老板们的解放，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好事。之所以有这

样的觉悟，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

年轻时候的老孔在他的家乡杨家庄镇紫家焉村

务农，二十年间先后当过民兵连长、村委主任、村党支

部书记，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硬是将一个不为人知的

贫困小山村变成了全县艰苦创业奔小康的典型，一度

被誉为吕梁山上一颗明珠。著名作家马锋留下了“万

紫千红家家春”的题词，央视著名记者崔永元曾实地

采访，发表了“右手一指是吕梁”的新闻介绍他的事

迹，山西电视台以“今日紫家焉”为题做过专题报道，

这样高规格的待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实属凤毛麟

角。他还是省委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两次省劳动模

范和连续十年县特级劳模获得者。

改革开放以后，他商海搏击再度创业，成了县里

煤炭行业知名的农民企业家。2009年全省煤炭资源

整合后，他团结一批原煤老板筹建煤炭协会，以“辞

煤业偕时顺势岂计一己得失 ,进商海多元发展再显

精英本色”共勉，劝导大家要响应政府号召 ,不光要

积极配合退出煤炭领域 ,而且要及早谋划开辟新的

战场。

他积极配合政府号召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煤炭从

业人士自筹资金，铺开汾阳四中、五中、文化广场、体

育场等文体基础设施建设，为政府分忧，为百姓造

福。他自己率先垂范，举亿元重资，倾毕生积蓄，重建

仅次于山东曲阜文庙的国内第二大文庙——汾州府

文庙，被誉为圣域重光第一人。同时还创建山西孔子

研究会,创办《国学园地》，着力传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

华传统文化。

如今，年届古稀的他，依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继

续在文庙相关历史传统文化项目开发上呕心沥血，使

得文庙研习基地环境优美内涵丰富，已经成为汾阳文

化旅游发展新亮点。他牵头发起的汾阳石盘山道教

旅游胜地的前期改造和整体规划设计已基本完成，后

续工作正在积极的招商引资中。今年，他又投资数千

万建设地下万吨酒窖，以期进一步突破地方白酒档次

局限瓶颈提升品质效益。

多年来，孔祥生在救灾扶困、助学捐资、见义勇为、

赈灾抢险、创办刊物、举办书画展等各种公益事业捐助

百万元以上。但自己一辈子勤劳节俭，对子女的教育

也比较严格，绝不允许子孙不劳而获躺在父辈的财富

上睡大觉，所以，老孔的儿女们温良恭俭、各有事业，孙

辈们健康向上、品学兼优，特别是长孙孔德辉是北大法

律专业的研究生，学识品行在同学中首屈一指。

从年轻小伙到古稀老人，不论是什么时代，他都

马不停蹄，奋斗不息，为社会为家乡干事创业，所以，

当建文庙花掉了他的全部积蓄,甚至资金断链举步维

艰的时候，他也咬牙坚持无怨无悔，为汾州大地留下

了一处文化传承的教育基地、一个与文峰塔交相辉映

的旅游景点、一尊祈愿当地文运昌盛的千年文物。

“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

之志。”突然想起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这句话,用在老

孔身上真的是无比贴切，其胸怀天下心系家乡的家国

情怀令人肃然起敬！祝福老孔，愿好人一生平安。

乡愁
□ 高彦云

青丝白发 不坠青云之志
——与朋友老孔久别重逢有感

□ 张剑平

最美莫过家乡雨，最美的家乡雨只属于爸

爸。

春雨绵绵，泥泞的小路拧成麻花。爸爸用木

棍挑着两个玻璃瓶，蹒跚地走着。那年，爷爷战

死在大别山，撇下 24岁的奶奶拉扯着 3岁的姑姑

和不满周岁的爸爸艰辛过日子。也许只有奶奶

明白失去男人的庄户人家意味着什么。挑水做

饭自然成了头等大事。东邻西舍原本可以接济，

但地里一忙，谁还顾得了谁。望着干干的缸底，

小脚的奶奶只能不停地抹泪。那一天，爸爸惊喜

地告诉奶奶他找到水了。原来爸爸用小铲子在

屋后干涸的大湾里挖了一个洞，洞里竟然渗出一

汪水。爸爸翻箱倒柜，找出奶奶纳鞋底的大粗

线，系在两个玻璃瓶上，另一端吊在小木棍上，便

做好了跳水的家伙，等水变清了，爸爸便去挑上

一挑。“娘，我会打水了，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求人

了”。望着满满的一盆清水，奶奶搂着 5岁的爸爸

放声大哭。

绵绵春雨，催生万物，5岁的爸爸蹒跚地走在

1948年的春雨里。

1993年，我高考落榜，心灰意冷的我怀揣着从

家里偷来的 50块钱，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赶往

邻县的武城找同学疯玩了一天。回来的路上，大

雨滂沱，几乎看不到前方的路。我拼命地蹬着车

子，身子几乎和车把平行，任凭冷雨灌进脖子里，

打在脸上。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家。从

娘东躲西闪的目光里我才明白，自己这次闯了大

祸。从没打过我的爸爸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拎到院

里，往地上一扔，狠命地边踹边骂：“怎么生了一个

你这样的怂蛋，输不起了你就赶快去死，省得连累

别人。”爸爸的眼里喷出两串火苗，蒲扇般的大手

不停地抖动着。“是你爹的儿子你就给我立起来，

明年再考，不想考就趁早滚蛋，去地里啃土坷垃，

这个世上没人欠你……”后来听娘说，爹为了这件

事后悔了大半夜，边抽烟边连声叹气说：不该呀

……不该，可庄户人家有啥法子呢……

那年夏天的雨是那样的冷，站在冷雨中颤抖

着的爸爸教会了我怎样站起来，怎样面对这扑面

而来的疾风冷雨。

秋雨裹挟着残叶一头撞在玻璃窗上，又垂头

丧气地顺着玻璃流下。当我驱车 7个小时赶回老

家，站在爸爸面前时，我才真正知道：爸爸的秋天

真的来了。高大的身躯在病床上僵硬地横着，同

样僵硬的还有望着窗外淋漓秋雨的目光。见我

站在床前，他浑浊的眼眸突然闪了一下，嘴开合

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你……还有课吗？”我强

忍着泪水，勉强笑笑，“爸，我放假了，这次回来就

是陪你的。”

爸爸已经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周了，一周

内消炎药逐步升级，但就是控制不住高烧。有时

烧得厉害了，爸爸连我也认不出。有一次，烧得

满脸通红的爸爸，大口大口地向外吐着气。我拿

着凉毛巾，试图给他降降温，爸爸却用已经伸不

直的左手死死拽住毛巾，用尽全力对我说：“小啊

……走的时候……从家里……带上 1000 斤……

麦子……换成……白面，出门……别饿着”。娘

撩起衣襟，擦着眼泪，絮絮地说：“人都烧糊涂了，

面粉厂都倒了 30年了……你爸只担心你吃不饱

……”

坚强了一辈子的爸爸跌跌撞撞倒在 78岁门

前，倒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欢快春雨中蹒跚

的小脚丫、狂躁夏雨中挥舞的大手、凄清秋雨中

凝视的眼神，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便凝

缩成荒野中的一 黄土。再也打不通那一串熟

悉的号码，再也听不见那一声熟悉的呼唤，再也

不能牵着那只宽厚的大手，说一声：爸，跟我走。

但雨中的爸爸，却又从未远逝，犹如这四时

之雨，炎热时送一丝清凉，狂躁时送一丝严肃，循

环往复，陪伴身边，让我学会承受与担当。

又是一个阴雨夜，思念父亲的我，拿起笔在

笔记本上写下这样几句话：

十年风雨十年春，到乡翻似烂柯人。

门后尚存训子棍，堂前再无唤儿声。

当年教子四方志，今夜庐冢无此身。

苔花犹解甘霖意，报于人间尚绿心。

啊，最美的家乡雨，永远的爸爸……

雨中的爸爸
□ 王化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