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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马腾越

在时光的滔滔长河中徘徊，总有一些记
忆如同璀璨星辰，于岁月深处熠熠生辉。对
我而言，1982年踏上新闻之路的那段经历，
恰似一颗最为耀眼的星，照亮了我人生的漫
漫长途。而那支因获评模范通讯员所得的台
式钢笔，无疑是开启这段珍贵记忆的钥匙。

1982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大江南
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富民政策，
如同甘霖滋润着广袤的农村大地。吕梁，这
片古老的土地，在农村改革的浪潮中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吕梁报》敏锐地捕捉到时

代的脉搏，大力宣传党的富民政策，聚焦农
村改革中的新人新事。彼时，我所在的孝义
县也在这场浪潮中焕发出勃勃生机，身边的
新鲜事、新风尚、新变化层出不穷，致富带头
人的事迹更是鼓舞人心。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我萌生了用文字
记录时代变迁的想法。为了写好稿件，我摸
索出一套自己的方法。首先，要深入生活，
寻找独特视角。在采访前，我会对采访对象
和事件进行全面了解，拟定细致的采访提
纲，确保能挖掘到有价值的信息。怀着忐忑
与期待，我把农村的新面貌、致富带头人的
故事写成稿件寄往报社。幸运的是，在编辑
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采写的不少稿件得以
在《吕梁报》发表。那种激动和喜悦，难以形
容。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1982 年，我竟被吕
梁地委宣传部、吕梁报社评为模范通讯员，
还收获了一本采访本和一支台式钢笔作为
奖励。那一刻，激动得我泪水夺眶而出。对

我来说，这份荣誉和礼物意义非凡。它不仅
仅是一支钢笔，更是对我努力的肯定，是我
新闻之路的起点。

自那以后，这支钢笔便成了我最亲密的
伙伴。无数个寂静的夜晚，它陪伴着我，面对
洁白的稿纸，将心中的思绪与感悟转化为一
行行工整的文字。为了写出更优质的稿件，
我不断学习，深入一线采访。在乡村的田间
地头，我与农民们促膝长谈，不仅听他们讲述
生活的变迁，还留意他们的表情、动作和语言
细节，这些都能为稿件增添生动性。在工厂
的车间里，我观察工人们的辛勤劳作，通过数
据、实例和工人的亲口讲述，挖掘改革带来的
活力。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每
一篇稿件的创作，都是一次成长的历练。

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遵循新闻的真实
性和时效性原则，力求用简洁明了的语言，
突出新闻事件的核心价值。写完初稿后，我
会反复修改，检查语句是否通顺、逻辑是否
清晰、内容是否准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的写作能力不断提升，发表的稿件数量逐年
增多。从最初在《吕梁报》发表文章，到后来
在省内外二十多家新闻媒体发表 3600余篇
新闻稿件。25次被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

吕梁日报等媒体评为模范通讯员，还被多家
媒体聘为特约通讯员和特约记者。在这漫
长的历程中，那支台式钢笔始终陪伴着我，
见证了我为赶稿而在深夜奋笔疾书的身影，
见证了我为修改句子反复斟酌的专注，也见
证了我收到稿费单时的喜悦与自豪。

如今，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手机等电子
设备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纸笔。那支台式钢
笔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静静地躺在书柜
中。然而，每次看到它，那段充满激情的新
闻岁月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它让我想起
曾经的梦想与坚守，想起那些为追求新闻真
实、传递时代声音而付出的努力。那段经
历，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它塑造
了如今的我，让我懂得坚持的意义，也让我
对新闻事业始终怀揣着敬畏与热爱。

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时光如何变迁，这
段往事都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激励着我不
断前行，在人生道路上书写更多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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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树 阴 浓 夏 日 长 ，
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
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热烈的夏，带着浓郁，
携着芬芳，从季节的深处翩
翩而来。

初夏时光，遍目生翠。林
荫道上，绿意融融，枝枝叶叶，
都透露着勃勃生机。

风从远方吹来，带着舒缓的
心情。一树的叶子随着风哗啦啦
地响起来，每一片都闪着光，亮晶
晶的。每一片都晃动着，摇摆着，
妩媚着。

初夏时分，白昼初长，到处温暖
光亮，却并不炽烈得令人苦恼。诗
人王安石有诗曰：“晴日暖风生麦
气，绿阴幽草胜花时。”这时节微风正
暖，晴日正酣，唯有绿草幽幽，点缀成
光阴里一幅无法忘怀的画卷。

关于夏日，总是与绿有关。青绿
的草尖、墨绿的深潭、苍绿的松柏、黛
绿 的 群 山 ，连 空 气 都 氤 氲 着 绿 的 气
息。葱绿、暗绿、浅绿、绿油油、绿茸
茸、绿莹莹，满眼的绿被做成了夏的书
签，东边一抹，西边一簇，浓郁得根本
化不开。“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

纱”“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
花时”“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

四五声”。纵观古人留下的关于
夏 的 诗 篇 ，大 多 与 绿 有 关 。

作为读者，我们品读着，欣赏着，回味
着，心情自在安闲，满眼都是明媚的风
光。

喜欢夏日，喜欢独自在林荫道上
散步，看琐碎的光线洒落在林木的枝
叶上，光影分明，仿佛每一片叶子上都
写满了记忆。

春去秋来，树木就那样静静地站
在那里，它们就那样漫不经心地生长
着，一年一度，吐着新绿，然后又暗自
零落，盛大而庄重。

夏日是生动的，翠阴遮着骄阳，漫
绿写着诗行，一颗心在初夏里流连。
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株
植物，把根扎得深深地，立于天地万物
之间。可以不高大不芳香，但一定要
活得张扬，迎着骄阳不遗余力地用力
生长。

韶华缤纷，时序更迭。夏日就这
样以热烈而率真的鲜明个性立于四季
之中，以它特有的风姿向人们展示万
物旺盛的生命力。而我，早已沦陷在
这热烈的时光里。

少年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代，已
快到六十花甲之年的我，回忆最多的还
是少年时代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时的
情形。学校东南面有一眼安辘轳水井，
旁边是一株茂盛的四季常青树，和几株
桑葚树，三排校舍，学校那时候还成立
初中班，招收邻村长门村的学生来上初
中班。给学生做饭的是张玉生（已故
张林则父），清脆的上下课钟声犹在耳
边回响，桑葚树上的黑桑葚惹得一些嘴
馋顽皮的男同学爬上爬下，酸甜可口的
桑葚味仿佛还在舌尖回味。

端详着泛黄、穿过四十多年风尘岁
月的小学毕业班集体合影照片，我们一
起玩耍、上学、成长的往事历历在目！

微信上一句“老同学”，拉近了我们
同学之间相隔遥远的距离，时光老人也
仿佛定格停留在四十多年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草峰山下，石
桥河畔，美丽的小学校园就坐落在村庄
南端。流淌着一条清清的小河，没有
桥，河两岸搭的几根粗长木头，权当桥，
人多了走上去木头一晃一晃的，摇摇摆
摆。爬个土坡坡，学校在原石桥林场旧
址。林场搬到公社所在地王狮村去了，
把房子空出来就成了我们的小学校。

清晨清脆的上课钟声催我们上学，
大家结伴趟过石桥河流来到校园，唱着

《我爱北京天安门》《学习雷锋好榜样》
等歌曲。下课一起追逐打闹，滚铁环、
打宝、捉迷藏，玩得不可开交。放学后
我们将书包扔家里，迫不及待地去爬树
掏鸟窝，父母吼哑着嗓子也不想回家。

记得 1981年，那时大队买回一台村
里唯一的黑白电视机，每晚开演一集当
时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
年》，我们每天晚上早早地守候在电视
机前，眼巴巴地等着开演，看得如痴如
醉，第二天还要在教室绘声绘色讲述故
事情节。

记得那年春天，我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到草峰
山上栽树。秋季在狮子
坪给队里掰玉米棒，一人负责一行，累
得满头大汗。秋后队里社员们收完秋，
学校组织我们班去捡拾遗留在地里的
土豆、玉米等粮食。毕业那年，学校组
织我们扛锹去修筑我们村到安家沟村
的土石路，修了半个多月竣工，最后还
获得了劳动奖励——铅笔。

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感慨颇
多！当年我们栽的小树苗都茁壮成长，
早已长成参天大树了。一晃四十多年
过去了，无情的时光如流水般悄悄地从
指缝间滑过，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

如今欣逢盛世，我们赶上了好时
代！当今社会是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党的各项惠民政策为我们的发家创
业开辟了广阔天地，天南地北石桥
人，打工创业美名扬！好多老同学
在省内外各处创业发家，颇有业
绩 。 有 维 修 家 电 、电 商 网 络 营
销、电焊汽修专业户、加工大理
石料、建筑领域的包工头，有
奉献祖国造林绿化事业的林
场场长，还有平凡善举、孝
老敬老的市级模范，他 (她)
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还有教书
育人的辛勤园丁、乡镇
工作的佼佼者、黄土地
上默默无闻发家致富
的平凡劳动者，他们
同 样 也 值 得 我 们 尊
敬和自豪！

四十多年的岁
月催人老，但我们
的 同 学 情 永 远 年
轻 不 老 ，历 久 弥
新，真情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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