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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
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实现教育
的初衷和目标，既要靠“出彩”吸引人，更要靠本事引
领人。如何做到内容与形式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
推动教育创新发展中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时光见证着信仰，岁月磨砺着初心，作为关工委
“五老”宣讲队成员，走进基层，来到未成年人之中，
无论是讲课还是闲聊沟通，都要眼中有光，给足他们
健康成长的新力量。虽说我曾在部队干过政工，又
进过团机关，转业后被安置到纪检部门，一直与宣传
工作打交道，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但随着时代的发
展进步，教育形式也与时俱进，能够依托的手段越来
越多样，可供选择的载体越来越丰富。但如果把载
体和形式的更新当作教育创新的“主攻曲”，而忽略
了教育内容质量的提高，难免会陷入舍本逐末的误
区。教育者把功夫过多地用在教育的外在形式和辅
助手段上，给人一种“造盆景”之嫌，这样怎么能真正
走进教育对象心里呢？

实践证明，笑声不代表认可，流量不等于品质。
流于形式的教育创新，表面上看热热闹闹，但效果到
底怎么样，受教育者有没有听进去、会不会照着做，
这些都要打个问号。就像有些快餐食品，尽管色香
味俱全，但未必有营养、易消化、能吸收，如果过度依
赖，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影响内容，二者辩证统一、
不可分割。只有干巴巴的内容，缺乏生动灵活的形
式载体，很难做到让受教育者喜闻乐见。但教育形
式载体并非越新奇、越复杂越好，“讲什么”远比“怎
么讲”更重要。形式载体再多样，缺少了真理的灌
输、真情的引领，也难以真正感染人、打动人。内容
的精细打磨好比强身健体，形式的选择利用好比量
体裁衣，教育形式载体的创新要避免繁冗、简洁明
快，这样才能更好地突出主体、烘托内容、提升品
质。总而言之，走心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教育只有做到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
用真实打动人，才能达到春风化雨、入脑入心的效
果。教育要走心，雕花的精巧功夫不能没有，但更
重要的还是在选材、调味、烹制上用心用力。工作
实践使“五老”宣讲队员们越来越体会到：衡量一
堂教育课好不好，关键是看是否将真理、真情、真
实蕴含其中。推动教育创新持续深入，最根本的是
在“三真”上下气力、使猛劲，坚持以心灵启发心
灵、用灵魂撬动灵魂，不断提升教育者讲真理、动

真情、说真话的能力。要紧贴被受教育者现实问题和活思想，把大道理融
入身边人身边事，在内容上做到提纲挈领、抓住要害，在授课中做到言之
有物、言由心生，用心打造“有里有面”的精品课堂，更好地倾听心声、
回应诉求、解疑释惑，如此才能让受教育者听得进去、乐于接受，给其

“解渴”爽心感觉。

汾阳市演武镇是全
国闻名的橡胶村，曾经
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轮胎
回收基地，目前仍旧是
山西最集中的从业人数
最多的轮胎翻新加工基
地，联络分布全国从事
废旧轮胎的回收和加工
产业的数万人。响应国
家乡村振兴的号召，演
武镇各级领导和民间人
士通力合作掀起了以文
化改善乡村环境，以文
化 振 兴 乡 村 的 社 会 热
潮，文化与经济比翼齐
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也推动了橡胶产
业的健康发展。

东 大 王 村 交 通 发
达，汾平高速与省道冀
大线在这里交汇，村民
自古善于经商，也是著
名作家马烽的外祖父家
所在，马烽的童年就是
在这里度过并且从这里
奔赴革命前线，马烽的
语言艺术和创作热情得
益于这一厚土。东大王
村有全省最大的小米加
工 基 地 汾 都 香 产 业 园
区。去年以来，村民牵
头村委积极配合集资几
十万元修缮了县级文物
禹 王 庙 和 其 他 文 化 实
施，极大地增强了乡村
的凝聚力，改善了村容
村貌。

白石村地处汾平公
路 与 冀 大 线 的 十 字 路
口，村落文化遗产丰富，
有 汾 平 铁 路 火 车 站 遗

址，这里曾经发生过七位地下党员舍己救村民的抗
日英雄史诗。留存的明代娘娘庙建筑，结构独特，木
构件精美，保留着我省难得一见的清代铁旗杆，风雨
侵蚀摇摇欲坠，村委与村民捐资 150多万元，将这一
县级文物修缮一新。

北上达村捐资几十万修缮了县级文保单位娘娘
庙，实现了发展与传承的统一，文旅局帮助将清代戏
台修旧如旧。韩家桥村捐资 200 多万，修缮了县级
文保单位关帝庙以及乡村古代遗留观音庙。街道进
行了绿化，村容村貌大有改善。韩家桥非遗传承项
目汾阳磕板秧歌也很活跃，在演武镇小学开辟了教
学点，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和学习实践。

演武村是一个有故事的村落，传说这里与邻村
招贤村是战国时期魏文侯招兵纳士之地，故有招贤
馆演武亭跑马岗之说。而在演武招贤之间，上世纪
六十年代曾经发现唐代魏文侯庙遗址，出土过唐代
青铜佛像。不远处的白石村遗留宋代河东公庙即卜
子夏庙，文献记载作三贤堂。而演武村至今保留象
征文化兴盛的子夏庙，也是最近村民自发捐资修缮
一新，可贵的是庙里保存清代塑像数尊。演武村还
保留一处省级文物寿圣寺，规模宏大，木结构建筑巍
峨精美，是汾河平原难得的文物遗存，不过亟待保
护，镇政府正在申请文物部门规划修缮。

演武镇党委书记路二利说，这两年，政府多方筹
集资金，将村镇公路升级改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极大地鼓舞了村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演武镇橡
胶产业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轮胎回收和加工是国
家大力倡导的绿色产业，为保护环境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然而这一产业也存在脏乱的问题，文化复兴有
效地改善产业区的环境生态和群众精神面貌。

汾阳三晋文化研究会武登云、侯荃、冯恩启、侯
廷胜等这几年在演武镇活动频繁，积极主动与村民

“两委”互动，帮助策划宣传，演武镇与三晋文化研究
会的合作是非常融洽的，也是十分有效的，现在正在
开花结果。

演武镇兴起文化热，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红色文
化，因为演武镇一带是红军东征深入汾阳的区片之
一，红军东征给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所以抗日战争
时期这里是我方抗日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是
著名的汾阳二五区范畴。文化复兴无疑是乡村振兴
的抓手之一，文化兴产业兴，演武镇出现的新风貌，
必将推动乡村振兴的稳定发展。

在过去的岁月，能拥有一块平展场面
的百姓人家，那绝对是排场人家。

我家窑洞院就有这样一块天然的场
面，那里寄托过父辈们无数的希望，更承载
过我童年无数的欢乐。

丰收季节一到，闲置许久的打谷场便
顿时热闹起来。

“嗷、嗷”“圪儿、圪儿”“哞、哞”“咴儿、
咴儿”，乡亲们的骡驴牛马得意地打着响
鼻，舒心地打开各种声部，此起彼伏的嘶鸣
渐渐把早晨的浓雾摁倒，直至消失得无影
无踪。

“他大爷，你家的糜黍今年不赖哇？”
“出苗遇上卡脖旱，能好成个甚咧！”
“张大哥，我瞅见你家谷穗是铁棒槌的

种，一亩肯定能打千数斤。”
“今年没有霜踏可是幸运！”街坊邻居

们一边吆喝着不听话的牲口，一边和遇见
的人随意打着招呼，偶尔会把打谷场上那
几颗狡猾的石头土坷垃顺手踢个老远。

皮鞭在空气中猛然炸响，庄稼们排着
整齐的队伍鱼贯而入，原本宽阔的场面顿
时拥挤了不少——东边几捆捆高粱，西边
一垛垛糜黍，南面几排排谷穗，北面一队队
苎麻……它们犹如整装待发的士兵，威风
凛凛地守候着谷场的四面八方，等待端庄
稳重的碾磙和野心勃勃的秋风对它们做最
高级别的检阅。

在这个大家共享美好的时刻，打谷场
上也聚集了成群结队的不速之客——叽叽
喳喳的麻雀拖家带口，偷偷摸摸的田鼠呼
朋引伴，探头探脑的野兔举家搬迁，它们俨
然成了打谷场上获得绿卡的居民，四处奔
忙，分割领地，选址定居，嚣张热烈。

父辈们把丰收的希望留在了场面上，
我和小伙伴们更是把美好的童年统统丢在
了宽阔的场面上。

谷垛们密密地挨挤在一起，犹如一马
平川的柏油马路，我和小朋友们一人骑着
一支干草，在谷垛上跑来跑去呼啸着打闹
着。高粱酡红着脸如同喝醉酒的巨人，我
和小朋友们一人别着一杆高粱秆曲的手
枪，自如地穿梭在巨人的腋下开辟着各自
的领地。满场的糜 蓄满阳光，平铺着满
地的温暖，我和小朋友们一人含着一根糜
杆削成的“咩笛”……或如吹鼓手般吹打
着，或如罗汉般醉卧在秸秆上，或者打滚翻
筋斗藏埋埋（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全然
不觉得秸秆有多么扎人。

那些豆子噼啪的晌午，那些扇车轰鸣
的黄昏，那些连枷磕打的月下，在我的印象
里，它们都是故乡场面上最美好的意象。

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碌碡滚动
着沉重的身躯兴致勃勃地赶来了！

想想看吧，烈日之下，头扎白羊肚手巾
的老汉汉，他老人家除了使劲吆喝着拖着沉
重碌碡的老黄牛，偶尔会不紧不慢地哼唱着
一曲自古流传的民间小调——“咧咧、号号，
咧咧、号号”，偶尔也会蹲在树荫底下饱饱地
吸一管旱烟，偶尔也会扒拉开场面心满意足
地欣赏一下谷物丰腴的身躯——歇足了精
气神，他老人家会绕着场面继续赶着老牛慢
慢碾压，一圈、一圈、又一圈……

我们小孩子闲着无事，照例喜欢看样
学样，亦步亦趋跟在老汉汉屁股后头，有模
有样地哼唱着这流传了千年的民间小调
——“咧咧、号号，咧咧、号号……”

宽阔的场面上，还有谁在演唱？还有

谁在表演？“穷乐活，富忧愁……”通过这样
简单的歌唱，我的父老乡亲把枯燥的生活
酿成了甘甜爽口的美酒，写成了黄土地上
不朽的诗篇。

如果场面上来了手扶车碾场，那么我
们快乐的心情简直就会美到爆！小朋友们
七手八脚爬上车兜上，大家的身体随着手
扶车的颠簸上下起伏，呼喊着、尖叫着，像
现在坐过山车一样一圈一圈转得昏天黑
地，那种惊喜刺激，那份兴奋欢乐，那点极
致的享受，当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秋收时节，适逢学校放秋假，孩子们虽
然干不了什么农活，但却可以掐谷穗，可以
翻场面，可以晒太阳，可以看场面——孩子
们在谷物的清香的浸染之下，一任世间的
温暖划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月亮慢慢升上来，场面上忙忙碌碌的
人影越来越多——小孩子们认认真真抓好
麻袋的两只角，大人们拿着簸箕仔仔细细
地筛选着粮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颗粒归仓
一直是每一个农村人最美好的梦想，因为
只有对土地饱含深情厚谊的农民，才会对
自己的辛勤培育的谷物呵护有加。

黄金铺地，老少弯腰。我蹲在宽阔平坦
的场面，用自己的小手使劲抠着散落在四处
的谷物颗粒，仿佛看到了金灿灿的谷穗在风
中摇曳，看到了父母挥汗如雨的背影，看到
了田间地头那些年年奔跑的希望与梦想。

平场、晒场、碾场、翻场、扬场……这些
发生在黄土场面上的美好图景至今历历在
目，将永远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之中。

我爱你，我永远热恋的故乡啊！

立冬了，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装满心事的孩子，
很忧郁的样子。倘若再刮了风，树枝枯草瑟瑟发抖，冰
冷的没有一丝温度。落叶纷飞，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落
在地上便无助地翻滚着，堆积着，更平添了几分萧瑟。

冬日里，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树木了，虽然脱落了叶
子，却也不失妖娆。它们心里藏着信念，迎着风雪霜
寒，积极、向上、阳光，给自己挺直脊梁的信心和力量。
小麻雀们总喜欢停留在树枝上，或休憩，或想着自己的
心事，远远望去，那些剪影真是别样的迷人，仿佛盛开
在树枝上的花朵，把冬天也装扮的格外生动。也会在
地上觅食，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尖尖的嘴巴，轻巧的身
姿，蹦蹦跳跳的样子煞是可爱。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
杯无？”冬来了，最先想到的是白居易这首邀友共饮的
小诗。沉浸于诗境中，北风凛冽，暮色向晚，雪花即将
飞临人间。此时若知己二三，围炉而坐，谈笑风生，把
酒言欢，又该是何等的惬意与洒脱！

到了冬天，动物们也忙着冬眠，大家伙真是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蜗牛的“避寒所”选择得很是稳妥，它除
了钻进深洞外，还把自己的介壳口封闭起来，只留一个
小孔，用来呼吸，自己藏在壳内睡上一冬。狗熊在冬眠
时听觉非常灵敏，一旦外界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醒来，
和对手进行搏斗。白熊的冬眠最有意思，它们一家只
有雌熊才冬眠。一到冬天，雌熊就把自己埋在雪中，一
直睡到来年春天才苏醒过来，这时已在梦中生下了小
熊仔。白熊在冬眠期间，偶尔醒过来舔一舔自己的脚
掌，就算吃过东西了，这家伙真会过日子。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言：“冬，终也，万物收藏
也。”的确，冬天是一个收藏的季节，它的美内敛、含蓄，
又让人感到神秘。冬，坚韧而顽强，是思考生命的季
节；是让人冷静的季节；是藏秋实而育春华的季节。冬
天，就是一幅黑白素描，线条简单，却蕴含着生命的真
谛。

喜欢带着安静，牵着阳光，倾听冬天的声音。带上
一本喜欢的书籍，沐浴冬阳的温暖，一边品读，一边打
发闲暇时光。或是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让文字在心
中流淌，给自己一片清幽、温馨，恬淡宁静。

冬天使人安静，让人忘记了浮躁。冬的语言朴实、
简练，毫无雕饰，犹如一位睿智的诗人书写着岁月厚重
的篇章。

冬天，让我们慢慢走向成熟。走进冬天，便是走进
了一个美妙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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