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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春风荡涤着澎湃的心海；五
月，汗水演绎着劳动的欢歌。翻开五
月的扉页，映入眼帘的是全世界劳动
者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
酿造生活，劳动推动文明进步。劳动
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劳动创造一切成
就。

自古以来，劳动就是文学艺术最
富有的源泉，劳动者就是现实生活最
亮丽的风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是对劳动之景
的抒写；“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
响到明”，是对劳动之悦的吟咏；“炉火
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是对劳动之辛

苦 的 描 摹 ；“ 一 粒 红 稻 饭 ，几 滴 牛 颔
血”，是对劳动之成果的珍惜；“富贵本
无根，尽从勤里得”，是对劳动之含义
的诠释……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中 国 发 生 了 翻
天覆地的变化，交通、通讯、城乡
建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都是广
大劳动者勤勤恳恳干出来的。“中国奇
迹”的创造、“中国速度”的刷新、“中国
纪录”的诞生、“中国重器”的下线……
正是一代代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铸
就了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潮流的发展
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劳动最幸福。劳动的幸福，蕴含

在劳动的过程之中，洋溢在劳动的成
果之上。无论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
劳动让人们收获了成就和荣誉，拥有
了愉快的身心、幸福的生活。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的劳动
模范，用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精益求
精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
求，诠释了劳动创造幸福的丰富内涵，
激发出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劳动最美好，美在它的从容与坚
定，美在它的自然与纯朴，更美在它的

清新与恬淡。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只
有经历了辛劳与汗水，才能真正体会
到收获的喜悦和成功的快乐。正如李
大钊所说：“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
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
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
人们在不断地劳动，就在不断地奉献，
人们的奉献也在不断改变和提升自
己，从一个境界走向更神圣的境界。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挥洒的汗水
越多，谁付出的心血越多，谁采撷的果
实就越甜美。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劳动创造
出来的。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每一个怀揣“中国梦”的中国公
民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素质。新时代属
于每一个人，因为它承载着每一个人
的未来和希望。让我们进一步焕发劳
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
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让生命在劳动中闪光
王永清

迈开双脚，走到落阵营村南桑干
河两岸，可见不少人类新石器时代遗
址。如再沿河岸向东走一百华里，到
了阳原县的泥河湾、马圈沟和于家沟
等几个小村庄，就会发现 200 万年前的
人类历史文化和世界公认的第四纪标
准地层。北京世纪坛公园的一块铜板
上錾刻的一句话说得更明确：“东方人
类从这里走来”。

桑 干 河 ， 这 条 历 经 地 震 、 火 山 、
地壳变迁而从未干涸、断流的文明之
河，把落阵营人带到一个从未有过的
历史天地和遐想空间：落阵营人也是
泥河湾古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早

期人类的脚踏地、东方人类的故乡、
华夏祖源。如果进一步考古发掘，这
里或会有大量文物证实落阵营村一带
也 是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的 旧 石 器 考 古 圣
地，是探索东方人类及其文化起源的
经典地区，给中华民族提供又一处深
厚的文化软实力。

翻开古籍。北魏郦道元所著 《水
经注》 记载：“灅水(即桑干河)导源火
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
十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
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爨之，则
烟腾火发。”

大同火山群在长达 200 万年间，先

后在 70 万年前、40 万年前和 10 万年前
多次喷发后成为死火山。落阵营村就
居于这个被誉为“东亚大陆稀有的自
然 遗 产 ” 和 “ 火 山 地 质 博 物 馆 ” 之
处。桑干河南岸还有世界罕见的地质
奇观——六棱山汉白玉石林。

落 阵 营 村 所 在 的 火 山 群 温 泉 遍
地，水源丰沛，利于发展有机旱作农
业。盛产富硒的黄花菜和有机杂粮、
杂菜、杂果、杂畜。著名的土特产品
和 清 凉 的 避 暑 胜 地 ， 吸 引 着 远 方 宾
客 。 现 在 ， 正 引 资 兴 业 ， 发 展 生 态
化、现代化的小集镇。

研究历史。早在明朝末年，李自
成 率 大 军 攻 克 宁 武 关 又 围 攻 大 同 城
时，曾在名为“落阵”的村庄驻扎以
吕天平为将的一营人马。他们秋毫无
犯，用公平购买和以物易物的方式采
购军用物资，深得村民欢喜。在李自
成在京短暂执政兵败前，这位将军率
领一营人马解甲归田，隐居于此。吕
天平用“以书换蔬”“以书换粮”等
法，传播传统文化，倡学行医。吕氏
家族世代秉承“耕读传家”的家训，
经过数代苦心经营，在逐渐发展过程
中兴建了后来闻名三晋的吕家大院，

落阵营也成了山西的历史文化名村，
并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聆听俚语。御河从大同市流入桑
干河五十华里路程，均匀地连接着每
五华里一个村庄。近邻的三个村庄分
别 是 周 家 堡 、 落 阵 营 、 利 仁 皂 。 相
传：周家堡凭砖，砖窑靠租；落阵营
凭官，当官靠书；利仁皂凭滩，滩地
靠猪。这组俚语，形象地表达了落阵
营村有着浓厚的读书风气和氛围，村
民爱书如命，读书成瘾。据不完全统
计，落阵营村历年读研者近 200 名，大
学毕业生近 2000 名。

而今，落阵营村西吕家大院在修
缮中，村东的吕家小院已建成藏书五
万册的新星图书馆。

村民准确把握着红色文化为魂的
传统文化，从以往的宣传一家吕而延
伸为众家吕、张、范和杂姓诸家；从
一村目光而发展为世界眼光，关心穿
越时空的思想；从传统读书而演变为
读大数据、网络新书，有了探讨混沌
世界的欲望。求新求变，吕家小院人
气正旺。

此碑，勒石记录着正在从量变到
质变中的落阵营。

落阵营村碑记
吕日周

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一片片镌刻着红色记忆的土地，为中
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0年光辉历
程中，多少革命征途的红色足迹值得我们去亲历、去重温，多少革命先辈的
动人故事值得我们去探访、去聆听！《同题阁》下期主题：红色寻踪，诗文
皆可，投稿邮箱：dtyungang@126.com。

五月，所有的花都梦着秋天
蜜蜂轻舞阳光
给每一颗静候结果的心
送去香香的温暖

累，并在累中快乐着
灵动的小鸟，一次又一次

衔来柔软的小草
精心构筑
孕育未来的巢
亲昵的呼唤嫩了村庄

饱满的种子
开始构思

那些闲了一冬的农具
已按捺不住冲动
黑黝黝的肩膀上
闪着亮晶晶的收成

劳动，一个花香满径的词
把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耕耘出风景
然后，深入秋天
打开宽敞的粮仓
迎接喜悦，丰实
崭新的黎明

父母常常告诉我，白手起家不
怕，只要热爱劳动，就能创造最美
的生活。

有人说，梦想很丰满，现实很
骨感，我想那是由于没有付出足够
的劳动。让我们放眼祖国，从南疆
到北国，从沿海到内地，从特区到
山乡，从绿洲到戈壁，从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到克拉玛依油田，从惊天
动地的西部大开发到鬼斧神工的南
水北调，从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到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中国的一项
项超级工程，震惊了世界。伟大的
劳动人民，用劳动诠释着梦想，用
劳动创造着最美的生活。

劳动创造世界。让我们盘点国
家这几年的发展成就，大到公共设
施的不断完善，小到便民社区的便
捷 服 务 ， 全 国 上 下 一 派 勃 勃 生 机 。
千千万万个劳动者，用劳动诠释着
梦想，创造了各种传奇。作为劳动
者的一员，我们正处在创业的好时
候，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
以说这个好时代，被我们幸运地赶
上了，你说如果我们还不奋斗，那
要青春做什么？

世 界 上 什 么 最 美 ？ 劳 动 最 美 。
尽管我们工作在不同的岗位，有不

同 的 社 会 分 工 ， 但 只 要 爱 岗 敬 业 ，
无 私 奉 献 ， 做 好 自 己 的 那 份 工 作 ，
就 是 在 为 实 现 中 国 梦 传 递 正 能 量 。
劳动，与中国梦紧紧相连。我们都
要争当建设者、奉献者，都来添砖
加瓦，用最美的劳动，来托举起中
国梦。

中国梦是上一代的，也是我们
这一代的。是啊，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 使 命 ，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担 当 。
梦想很真，劳动最美。我们要用最
美的双手，用最美的劳动，用最美
的付出，托举起这个时代最美的梦
想。

自古劳动最光荣，
百业匠心精品工。
国家建设担大任，
大国重器主人翁。

双手擎起华夏业，
铁肩担起中国梦。
不忘初心跟党走，
百年辉煌立新功！

岁月放歌天地奇，
欣然万象笑颜持。
草幽花漫春光里，
水绿山青醉眼时。

六合纵横抒锦绣，
五云聚散蕴风姿。
今朝再把神州赋，
一阕勤劳谱丽辞。

用劳动托举梦想
赵自力

“五一”抒怀
张谟

劳动者之歌
郭继生

劳动，一个花香满径的词
白俊华

春赏文瀛步御东，
湖心岛影柳摇风。

童怀鸢志线高远，
芍药迎人抹口红。

我自豪
我是一名光荣的环卫工
生活成长在大同，这座美丽的古城
北魏京华，明清重镇
灿烂的历史文化
需要整洁的市容
才能
支持起她应有的盛名

我自豪
我是一名光荣的环卫工
无论寒暑往来刮风下雨
早上三更起，灯火夜归人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们的身影里
挥洒了多少
辛苦的劳动和汗水
换来城市的洁净

我自豪
我是一名光荣的环卫工
1951 年，我的父亲拿起大扫帚
一干就是 50年
1984 年，我也成为环卫工接力干
女儿大学毕业后
环卫“接力棒”往下传
三代人青春年华全奉献

“环卫之家”谱新篇

我自豪
我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
我乐做“城市美容师”的一员
当旭日从城市的满目葱绿中冉冉

升起
有 一 种 笑 容 荡 漾 在 每 一 条 大 街

小巷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平凡岗位无悔无怨

我自豪
我是一名光荣的环卫工 同题阁同题阁

白色雾霾中诞生红色的信仰
那只漂浮在南湖上的平凡小舟
却是承载着
一个新时代的襁褓

在风雨飘摇中劈波斩浪
在激流暗礁中勇斗险滩
澎湃的红潮汹涌着自由的歌声
助推信仰之船起航

渡过赤水，驶过金沙
跨过黄河，越过长江
红船上迎风飘扬的旗帜
如同一支永不熄灭的火把
点燃了永恒的信念

为历史开辟一条航线
英雄的丰碑铸就了红船钢铁巨轮

的厚重
在无数个寒冬艰难地破冰
只为驶入一个春天

井冈山的火种

黑暗中的一粒火种
要用扁担挑到井冈山的顶峰
镰刀和铁锤为它开垦荒地
在炮火和鲜血中灌溉沐浴

你说那是自由孕育的摇篮
有人在硝烟弥漫中唱着摇篮曲
黄洋界上初升的太阳
是火种在群山之巅得到绽放

革命的战旗犹如井冈翠竹
春雷之下，插遍整个中原
狂暴的风雨能够摧毁翠竹枝干
却无法侵蚀它的根源

赣水淌不尽革命薪火
汇入长江，炙热民族的鲜血
崎岖的山路奔走着声嘶力竭的呐喊
将光明与理想的呼唤回荡在山间

陕北好江南

陕北的民谣
唱响了黄土高原最惊心动魄的传说
大风在呼啸，那是人民的声音
我们只要一轮红日和几杆庄稼

巍巍宝塔山就是站立的延安
是守护陕甘宁的战士
红色的信仰顺着延河水滚滚而下
冲积出一片希望的平原

窑洞里窖藏了什么样的精神
我只看到它把南泥湾发酵成醉人

的醇酿
历史曾在这里千沟万壑
却被前仆后继的革命脚印踏为平坦

枣园的灯光依旧投射出伟岸的身影
在夜色中指点光明的出路
高粱地里挂满了春天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在讲述着陕北的好

江南

历史的航线(外二首)

林杰荣

沿着昔日红军走过的山路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重上黄洋界

听艰苦年代火热的故事
叹华夏儿女无私的奉献
看播下的革命火种
在天地间漫卷

一路之上
总有灿烂的阳光
一路之上
处处都是红土地
走在黄洋界的地面
我才懂得

什么才是真正的红色

翻开黄洋界的历史
每一页
都是红色在书写
走过黄洋界的山山水水
每一处
都有红色在覆盖

谈起黄洋界
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
都会指着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说
那就是黄洋界唯一的颜色
从黄洋界下来
每一颗心都装满了那片红

黄洋界
吴基军

这是一场战斗，热火朝天
没有密集的炮火，弥漫的硝烟
还是那支打补丁的队伍
扣扳机的手，扔手榴弹的手
挥舞铁锹、犁铧与锄头
在一片贫瘠的不毛之地
开荒种地 耕耘出
陕北的江南
种植出解放区明朗的天
和全中国的艳阳天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此 中国人的心目中
多了一片精神的沃土

“花篮的花儿香”——
多少年了 南泥湾的花香
还一直芬芳在中国大地上

南泥湾
孟夏

我自以为，对杨树是再熟悉不过了。
儿时，我们三五结伴，无数次地徜

徉在低矮的老杨树林里。那些杨树极
其普通，一点也不起眼。黑花色斑纹
的树皮，规矩又收敛的树冠，扎根于黄
色的泥土中。泥土是极其贫瘠的，土
层上方的苔藓有时湿漉，也有时是几
个月的干涸，便乏了生机。但这一切
都丝毫不影响那些杨树依然健壮地生
存下来。雨雪风霜，岁月更迭，年轮叠
加，守候四季。

至今，它们的形体也并未长至雄
伟，虽然年头已经足够，于是我们总是
称它们“老汉杨”。当我走近一片“老
汉杨”时，便想到了父亲，也想到了我
的伙伴们的父亲。他们都已经足够老
了，有的离去了，有的依然还在这片布
满沙砾的土地上挺立着，顶风傲雪，盘
数流年。

到我青年时，读高中，上大学，参加
工作后，春秋之季都一定是要植树的。
我们在家乡，在城市，在连接更加遥远
的城市和乡村的道路旁，亲手植下了青
松、垂柳，更植下了无数的白杨。

那些白杨，笔直修长，直耸云天，
树 枝 收 缩 如 一 把 场 院 上 的 芨 芨 草 扫
帚 ，树 皮 是 青 白 色 的 外 皮 ，外 皮 很 光
滑，几乎没有什么斑纹，只有隔一段树
干便出现的一只只树的眼睛。黑黑的
眼眶，纯净深邃又有一丝的朦胧。我告
别故乡，踏上征程，走进城市，再返回故
乡时，那无数双深邃的眼睛一直在默默
注视着我。原来啊，无论何时，无论我
们的足迹去了哪里，都没有走出那些正
直挺拔的白杨树的深情凝视。

我们称这种青皮杨树为钻天杨、
大叶儿杨，看到这些高大的白杨，便看
到了我们的爹和娘，正直、淳朴、深情
而憨厚的性情和模样。

家乡的村西头也有两棵杨树，是
一对儿巨大的百年古杨。树干四人勉
强合抱，树冠曾经遮天蔽日，不过百年
的雷电风暴侵袭，而今的它们已失去
了往日的葱茏。但虬枝若龙须，枯干
如紫铜，板块状的根死死抓牢那片土
地，守候了一个多世纪呀！我的曾祖
父母，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应该都
曾无数次地走近它们，抚摸它们。而
今的我和我的孩子们也曾一次次地走
近它们，仰望它们。

今天，我又去一个叫榆千户岭的
村子，拜访我曾经以为熟悉的杨树，但
当我看到这棵巨树的时候，却被彻底
惊呆。这棵杨树应该是杨树中的祖父
级，六百多年了，饱经沧桑。历经狂风
暴雨电闪雷鸣，见证了漫长岁月与朝
代的更替，也见证了自身的青葱与暮
年，见证了自身的残枝枯叶在一个个
春日里的勃发再生。这棵巨杨，树冠
中间已近枯亡，但是树冠的外围依然
生机勃勃，树冠的中央，左右上下筑有
三五鸟巢，雀儿跳跃啁啾，一代又一代
呀，就是这样辈辈传承、生生不息。树
干的底部因年久已经中空，目测可坐
四五人休憩或打牌娱乐。同行的文联
侯主席说，树干最底部需九人合抱，中
段也需六七人合抱，令人惊叹。树干
不算太高，约十五米，敦实而茁硕，逾
数个世纪，灰褐色的树皮皴纹越发整
齐密致。极小的村庄显得有些破败，
住户无几，倒塌的废墟与半新旧的红
砖蓝砖房混杂在一起，说不出的一种
感觉，沉重而又复杂。这棵树，个子真
的不算高，敦实的身体，衣着朴素，静
静地守望等待着。

这足以让我们自然而然想起一些
人，这些人啊，我们就是踩着他们的肩
膀一路一程走来的……

再识杨树
郭宏旺

劳动创造美 徐淑荣 刻

春日文瀛湖漫步
李立伟

我自豪，我是一名光荣的环卫工
孙秀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