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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飘扬的中国红，随处可听的《我爱

你中国》的悠扬旋律，微信朋友圈时时刷新

的生日祝福，没有任何一个生日能够如此

令亿万人瞩目，没有任何一个生日能够如

此令华夏儿女沸腾。虽然新中国 70 岁生日

已经过去，但国庆日带来的震撼让我的心

情久难平静。与父亲共同回首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生活的巨大变迁，让我深深感怀。

父亲是共和国同龄人，追昔往日岁月，

留在记忆深处的是小时候一条扁担两个

筐，挑着粮食去上学，物质生活的贫乏贯穿

着他们那代人成长的记忆。愈艰苦愈奋

斗。从农家走来，从那个一穷二白、百废俱

兴的时代走来，贫瘠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住

他求学的步伐，靠着政府的救助和乡亲的

帮扶，他成为那代人中为数不多的老三届

高中生。在不断求学的道路上，他开始融

入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从铁人王进喜到

人民好公仆焦裕禄，从北大荒精神到“两弹

一星”元勋，艰苦拼搏的时代痕迹始终激励

着他奋勇前行。1970 年珍宝岛事件中，父

亲投笔从戎走进了军营，一晃数十载，他从

战士到干部，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到马克

思主义传播者，虽然追求的目标不断变化，

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始终未变。父亲常常

告诉我，没有党的好政策，他根本不可能把

书读下去，也就不可能有我们这样幸福的一

家人。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内心的感激。

作为一名上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中年

人，我的出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启航。成

长的道路上，我目睹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

展，祖国由穷到富的巨大变化贯穿着我的

成长记忆。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从早到

晚为吃饱饭而努力奔波，为节约开支，母亲

常常要在菜市场关门时去买“扒堆菜”充

饥。从布票粮票到肉票油票，母亲把为数

不多的票证攒到春节，给家人添衣添食。

穿一件新衣服、吃一口猪头肉成为那个时

期最美好的奢望。生活上的艰苦并没有阻

止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自小我就对华夏

历史和中共党史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还

记得十岁时，当同龄人还在为小人书故事

情节争论时，我却已经翻阅了中华上下五

千年文明史、红军长征史。少年的心特别

容易感动，从那时起，我就立志成为红军那

样敢于为国牺牲的人，做岳飞那样精忠报

国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融身于千千

万万的建设者，投身于改革开放大潮中，实

现着报效祖国的理想。时光飞逝，票证取

消了，房屋变大了，道路变宽了，环境变美

了，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当抬起

头展望世界时，我们发现积贫积弱的中华

民族已经以繁荣富强的新形象昂首立于世

界东方。

作为出生在新时代的 00 后，女儿自小

就拥有着富足的生活，图书玩具、新衣美

食、旅游观光，这些我儿时奢侈的愿望已经

成为孩子生活中的平常事。没有经历过艰

苦岁月的孩子，中华民族的强大充满着她

的记忆。女儿常常问我，中国在世界上有

哪些第一，什么时候中国再举办奥运会。

小小的年龄，她便会为伊拉克、利比亚、叙

利亚等国家人民生活在战火硝烟中而叹

息，会为祖国的繁荣而欣喜，会为华夏历史

的悠久而自豪。不再受温饱困扰的 00 后，

更多地把眼光放在全世界，成为忧国忧民

的新一代。当香港暴乱者将国旗抛入大

海，女儿气愤不已，特意画了一面国旗挂在

书桌前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从孩子的言行

举动中，我看到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化自

信，感受到了他们放飞理想、立志参与世界

变革的拳拳之心。

七十载风雨路，三代人爱国情。虽然

我们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生活

追求，但不改的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那份远大理想，不变的是对祖国富强的那

份 执 着 追 求 。 我 坚 信 ，有 着 9000 万 中 共

党 员 的 坚 定 信 仰 ，有 着 14 亿 中 华 儿 女 的

坚定支持，我们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神州大地

一片欢腾。一遍遍回看国庆阅兵盛典，为

英姿利剑点赞；在线换上民族服饰，秀出

自己的爱国 style；分享祖国发展成就，感

叹“这盛世，如您所愿”……国庆期间，人

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真挚情感，让

“我爱你中国”的深情告白，成为最热门的

话题、最流行的旋律。

鹰城不仅举办了歌咏、书画、“拥抱新

时代”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还在

市区主干道、几大公园设计了几组立体花

坛、摆放了数十万盆鲜花，尤其是在新城

区平安广场呈现的以“祝福祖国”为主题

的巨型花篮，格外引人注目。

漫步平安广场，无意间听到园林部门

工作人员介绍，市委、市政府倾情打造的

国庆献礼之一“鹰城花篮”，其景观园艺造

型之美、花卉品种质量之高，堪称建市以

来立体花坛中的精品之作。花篮底部面

积 788.2 平方米，代表平顶山市 7882 平方

公里的土地，采用心形图案，寓意红心向

党；花篮顶高 8.66 米，以“福”字居中，寄托

鹰城人民蒸蒸日上、平安祥和的幸福生

活；花篮内核由石榴、苹果、海棠等果实及

牡丹、月季、金桂等 5600 朵花装点，象征

56 个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繁荣富强、欣欣向

荣、硕果累累的辉煌成就。闻听此言，再

次端详花篮，顿觉花篮之美，美得温馨，美

得灿烂，美得靓丽。

“鹰城花篮”不仅美在外观，更美在

它的精气神。因为在市委、市政府大楼

七层办公，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

上 下 班 路 过 时 ，看 着 工 程 师 们 操 作 吊

机 、一 丝 不 苟 地 安 装 构 架 ，看 着 园 艺 师

们 爬 高 上 低 、小 心 翼 翼 地 摆 放 鲜 花 ，看

着工人师傅们夜以继日地运送花卉，见

证 了 花 篮 十 天 内 从 拼 接 雏 形 到 惊 艳 亮

相的巨变。花篮落成后，吸引了许多市

民 汇 聚 于 此 ，无 论 是 扶 老 携 幼 、三 代 同

堂的大家庭，还是不断更换裙装的广场

舞 爱 好 者 ；无 论 是 天 真 烂 漫 的 儿 童 ，还

是坐着轮椅的长者，都争相与标有“70”

字 样 的 纪 念 牌 和 花 篮 合 影 ，赏 花 篮 、拍

花 篮 、赞 花 篮 ，喜 不 自 禁 地 抒 发 和 表 达

着 浓 浓 的 爱 国 之 情 。 更 有 社 会 各 界 举

办 的 钢 琴 演 奏 会 、“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千

人 快 闪 、新 党 员 宣 誓 仪 式 等 庆 祝 活 动 ，

均以花篮为背景，把对祖国的赞美化为

歌 声 飘 扬 ，融 于 表 演 绽 放 ，激 发 起“ 一

刻 也 不 能 分 割 ”的 家 国 情 怀 。 再 看 花

篮 ，备 觉 花 篮 之 美 ，美 在 大 气 、美 在 创

造、美在奋斗。

驻足广场，礼赞花篮，盘点收获，凝

心 聚 力 。 近 年 来 ，鹰 城 实 现“ 绿 色 转

身 ”，绘 就 了“ 三 山 秀 美 河 湖 清 ，百 川 碧

水 润 鹰 城 ”的 画 卷 ，这 些 成 果 不 正 是 新

中 国 70 年 来 伟 大 成 就 的 生 动 缩 影 吗 ？

“ 家 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人民有信

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爱国，

是人世间最深切、最持久的情感；爱国，是

生 命 中 最 动 听 、最 响 亮 的 音 符 …… 此

刻，我的耳畔仿佛又回荡起习近平总书

记 在 天 安 门 城 楼 上 的 庄 严 宣 示 ：“ 中 国

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

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

天必将更加美好……”

儿时的我不知道祖国什么模样，只有课

本中拖拉机在轰鸣，还有那层层麦浪。

听说过青藏高原、五岳三山，听说过长江

黄河、万里海疆，听说过从一穷二白到蒸蒸日

上，还有那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曾母暗沙的

炎热，漠河的冰凉，图们江的日出到葱岭时间

还很长！

因此，我梦想总有一天要走遍可爱的祖

国，去亲吻，去感受，去欣赏。

现在我自豪，我行走在梦想的道路上，我

走过大连、青岛、上海、厦门、海南……饱览了

万里海疆，也曾比对过图们江到葱岭日出的

时长，领略过三亚的炎热，抚摸了黑龙江的冰

墙。看到西出阳关的西域景象，赞叹丝绸之

路的开创。

乘坐高铁，千里回家之路，仅仅是午休起

床；信息时代，世界周边的消息，仅仅在指尖

流淌；登上航空母舰，回顾了洋枪洋炮和红军

赤卫队的红缨枪；抗美援朝，飘扬的五星红旗

战胜了 16 国的猖狂；在繁华的大都市，高楼

大厦让人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前的满目苍凉；

在超市，充盈的物资供应对比洋车、洋油、洋

火和缺衣少粮。所有这些，无不展现祖国的

发展和富强！

长假哪里去？

“ 桂 林 山 水 甲 天 下 ，除 了 水 下 全 是

人。”

长假是人们长时间工作之后，到户

外放飞心灵、感受自然的时光。殊不知，

举足之处，人满为患，被堵在路上心急火

燎，进入景区排队心急火燎，好不容易成

了“ 脱 缰 之 马 ”却 寸 步 难 行 。 吃 过 这 般

“苦头”的人，再遇长假宁肯宅在家里，也

不愿出去凑热闹。

这 么 长 的 假 期 ，不 能 总 窝 在 城 堡 里

吧？想起故乡，想起眷恋的土地，想起儿

时的捉蚂蚱、逮蛐蛐，想起一把火烧烤后

一串串焦香的不亦乐乎。应着窗外的鸟

叫，拉开窗帘，“小豆豆、小黑蛋，起床！跟

姥爷走，到原野嗅泥土的芬芳。”

出发！

出城便是原野胜景。还在睡梦里的

村庄静谧又安详，散落的风车均匀地摇晃

着脑袋，缓缓升腾的晨雾滋润着万物生

灵。田里是张着小嘴等待收割的黄豆，路

边的打谷场上摆满了玉米棒，一圈圈、一

垛垛，金灿灿、亮晶晶，蔚为壮观，呈现出

一派丰收的喜悦。

“豆豆，民以食为天。这‘天’就是我

们面前的玉米、黄豆，还有那绿叶覆盖的

红薯、山药、花生，刨出来就可以进入城市

千家万户的餐桌，我们天天吃的就来自于

这田间地垄。”

将 两 个 外 孙 唤 下 车 来 ，“ 疯 吧 ，孩 子

们！这就是你们的命根子！”

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土地，一

切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石。如今，北京仍

保留着明代所建、迄今中国最大的祭地

坛——地坛，还有用青、红、白、黑、黄五

种颜色的土壤拼接而成的社稷坛。在小

时候的记忆里，看不到这种祭祀的“豪华

版”，乡下常见的是用几块石头或砖头垒

起来的小土地庙，两边贴着“社对青山千

古 秀 ，庙 朝 绿 水 万 年 长 ”诸 如 此 类 的 对

联 ，里 边 供 奉 着 土 地 公 公 或 土 地 奶 奶 。

是啊，从江南鱼米之乡的稻花到陕北高

原的小米，从华北平原的麦子到东北黑

土地的大豆高粱，这些养育中华儿女多

奇志的五谷杂粮，有哪一粒不是靠大地

孕育、依大地而长？

“姥爷，怎么没发现您说的蚂蚱、蛐蛐

呢？”两稚童的声音将我从遐思里拽出来，

我没法给孩子解释，这都是农药惹的祸，

想 必 到 原 生 地 还 会 有 的 ，就 带 起 孩 子 ：

“走，前边看看去。”

缓慢的车速让心境宁静下来，与秋收

的自然景象融合在一起，仿佛进入了一个

广袤的时空。毛主席“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

的诗句不由在耳畔回响。

寂静的田野，耕地的拖拉机，翻过的

犁茬，崭新的泥土，一道道似银波逐浪，在

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一 个 妇 女 挎 着 篮 子 ，悠 然 地 撒 着 化

肥，大地之静与人机之动构成了一幅祥和

而充满生气的图画。

下车瞧瞧。

我 捧 起 一 把 刚 翻 过 的 泥 土 ，闻 了 又

闻，清香直灌丹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

引用过威廉·佩地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

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与土地牵手，

能创造出用之不竭的财富。

往前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耕地用

拖 拉 机 还 是 一 种 奢 望 。 老 父 亲 总 是 一

大 早 就 起 床 ，将 毛 巾 湿 一 湿 ，擦 把 脸 ，

就 吆 喝 起 正 在 闭 着 眼 睛 反 刍 的 老 牛 ，

拉 起 拖 车 和 犁 耙 ，下 田 去 了 。 给 我 留

下 印 记 最 深 的 是 ，在 洒 满 曙 光 的 田 野

里 父 亲 耙 地的身影。两腿往耙上一撑，

挺 直 的 腰 杆 是 那 么 伟 岸 。 一 声 清 脆 的

鞭响，老牛就随着父亲咑咑咧咧的吆喝

声奋力向前。

父亲爱牛如命，每每从田间回来，牵

牛到池塘边饮完水后，要一手抱着牛脖

子，一手拿把刷子，将牛身上所沾的污垢

刷洗得干干净净。那时候，已有“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口号，但现实与理想还有漫

长的距离。40 年的改革开放，把农民从沉

重的黄土地里解放出来，耕地不用牛，扬

场不用锨，种粮也不用耧了。

啊，果园！远远地就能看清挤满枝枝

丫丫的苹果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如梦如

幻的光芒。

车该停了。俩孩子已背起行囊做好

了冲刺的准备。

是的。不仅是苹果、梨，还有石榴、山

楂……站在地头，一眼望不到边。

嗟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大宋苏轼的声音穿林而过。那是山，

这是果园。“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

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

时。”苏轼又折身而回。

果园里几位老农正在给苹果装箱，我

也该过去采购点才是。一长者看我有意

过去，就主动迎上前来：“我们这儿的所

有水果都靠传统耕作，不上化肥，不打农

药，没有公害，尽管放心吃。”没等搭话，

小豆豆、小黑蛋手里不知举着什么东西

奔跑而来：“姥爷，我们逮到蝈蝈了——”

昔日的“百家争鸣”居然在果园里出现！

我 为 曾 经 用 火 烧 解 决 温 饱 而 追 悔 ，

也为这里仍保留着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

而庆幸。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明白，发展

并不是以牺牲大自然为代价的，在摩天

大楼与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新时代，更

需要我们尊重每一寸土地，敬畏每一个

生命，保护好生态环境，用劳动的双手，

铆足干劲儿，在祖国富饶的大地上，创造

出更加灿烂的明天！

秋风一吹，天地之间风烟俱净，湿热逃得无影无

踪。草色不再葱绿，风中藏着泥土和果实的味道，瞬间

感觉天宽地阔，风清气爽。秋，实在是好时节！

忽然想起李煜的《望江南》：“闲梦远，南国正清秋。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寥寥

数语，描绘出一幅清秋时节简约疏淡图。一叶小舟悠然

地停泊在芦花深处，明月楼清远悠扬的笛声吹来秋日淡

淡的乡思，惹人动情……

古诗词勾起层层回忆，该回老家看看母亲和婶娘

了。离开平顶山，路上放眼远眺，天高云淡，万里碧空，

澄澈无边。偶尔有候鸟飞过，给天空平添几许漪澜。

车一进鄢陵县，各样花木相互辉映，植被葱茏。园

林环抱中，古木掩映下，古朴而神秘的小村安然静卧，一

派静谧祥和。草木的味道变得清香，花朵的芬芳慢慢消

散，果实的味道悄然出来，草木知秋，岁月留香。

一束束阳光越树洒落下来，一地斑斓。我突然看见

94 岁的母亲站在老院门前张望，等待我的归来，和母亲

一起等我的还有三婶娘。

我赶紧下车迎了过去。母亲拉我到一边，悄悄说：

“你回来得正好，今天是你三婶娘的生日，中午咱们一起

去老院给三婶娘过生日。”

我帮母亲整理一下被风吹乱的白发，悄悄地说：“就

是为给三婶娘过生日回来的，妹妹也正从许昌往家赶。”

母亲听后，笑了。看着母亲那欣慰的笑脸，我明白

了其中的内容——母亲是为孩子们懂得亲情、珍惜家风

而高兴。

祖父母三个儿子，我父亲最大，在许昌工作，二叔一

家在平顶山，三叔最小，一直在老家。祖父是个文化人，

在世时，就经常告诫全家：“好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

的财富。”尽管祖父母都已不在人世，但良好的家风依然

在全家人心里流淌。

后来父辈们各自成了家，先后搬出了老院。

似水流年，太过匆匆，父亲、两个叔叔和二婶娘先后

过世，父辈们就剩下了母亲和三婶娘，她们俩人关系特

好，朝夕相伴，相互照应，给我们晚辈做了榜样。母亲叮

嘱，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家风延续下去，要我们

几家堂兄妹经常相聚、相互相帮，要明白只有家和才能

万事兴的真正内涵。

陪着母亲和三婶娘进到老院，熟悉的气息扑面而

来。历经百余年风雨的老院至今仍然坚实，坐北朝南

五间院落，地上一律为青砖铺就，收拾得很干净；墙角

放着一台四轮拖拉机，墙头挂着镰锄、杈帚，一串串红

辣椒和蒜头沐浴着和风，柿子在秋阳下随风摆动；棚

子里那被烟熏黑的灶台、拙朴的铁锅铁勺，都让人备

感亲切。

记忆的闸门一瞬间被打开。我仿佛看见爷爷、奶奶

从时光深处走来，耳畔还有他们的呼唤……爷爷在时，

每到中秋节全家人都会从各地赶回。爷爷很高兴，晚饭

后总要张罗大家在庭院中聚一聚，拉一拉家常。摆下一

张大圆桌，大人们泡一壶茶，喝着茶，聊着天；孩子们就

围坐在大人身边，紧紧地盯着月亮，看着它变大、变大。

爷爷喜悦地看着儿辈、孙辈，语重心长地说：“成为一家

人，要珍惜这份缘，全家人要大事商量、小事原谅，互敬

互爱，相伴永远。”相聚的家人停止了说话，大家都沉浸

在爷爷的教诲中，沉浸在满院的月辉里，和谐的亲情成

了全家人最幸福的享受。

三婶娘两儿一女，都非常孝顺，他们早早就动手安

排午饭，加上我们兄妹，两桌子饭菜很快做齐，端上蛋

糕，点燃蜡烛，全家人一曲《生日快乐歌》唱得三婶娘掉

下了眼泪。

饭桌上，母亲和三婶娘相互夹菜，笑语不断。我们

兄妹更是畅所欲言，其乐融融。我不由得想起了何谓家

的古语：有老有小，有说有笑；有柴有米，有锅有灶。

日子一天天流走，老院又秋风。再一次想起爷爷的

教诲：古今中外，凡是英才贤良辈出的家庭，都有着良好

的家风家教。

是的，一个家庭的家风，承载着过去，更预示着未

来。老院，曾经的人聚人散，一代代人成长离开，但家风

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个人的骨子里……

人对家乡总是格外有情，我也不例外，对家乡平顶

山，有说不完的话。这不，今儿个又说上了。

不了解的人会觉得平顶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城市，可

在这里住久了，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

方。我作为一个在平顶山居住了 30 多年的老居民，觉得

平顶山最值得称道的是她的不欺生、不排外。

前阵子，一位妻妹从江苏来，另一位妻妹从附近县里

来，我就这样向她们介绍平顶山的情况。俩妻妹领着孩

子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到家中，年轻的外甥媳妇儿说：“平

顶山这里真像姨父说的那样，我们讲半生不熟的普通话，

问路、询价，人们都很热心！不像有些地方，看你是外地

人，就爱理不理的。”江苏来的妻妹接着说：“这还不算，我

们买东西还有人帮着砍价，这事真不多见。”从县里来的

妻妹也说：“我买西瓜，挑了一个，卖瓜的抱起来拍拍，说

这个瓜不熟。他给我挑了一个，结果杀开吃起来又沙又

甜。搁别处，哪会这么上心？”

是的，平顶山人就是这么不欺生、不排外，对人热心、

热情。在平顶山买东西，不管你是南人、北人还是男人、

女人，不管你是生人、熟人还是小孩、老人，不管你说南腔

还是讲北调……都会被一视同仁，不对你雁过拔毛，不对

你缺斤短两，不对你以次充好。

说起来，这些的形成似乎与平顶山的出身有关。

平 顶 山 市 是“ 依 煤 而 立 ，因 煤 而 兴 ”的 工 业 新 城 ，

1957 年建市，建设者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在带来

各地先进技术、先进经验的同时，把各地为人处世、待

人接物的传统美德也带来了，在工作、生活中，和平共

处、以诚相待，对哪里的风俗习惯都兼收并蓄，形成了

平 顶 山 人 既 有 南 人 彬 彬 有 礼 也 有 北 人 豪 爽 大 气 的 民

风，进而形成了不欺生、不排外的处事原则。“有容乃

大”，在这个处事原则和理念的推动下，几十年来，平顶

山人团结一心摽起膀子加油干，使这个工业新城有了

超常的快发展、大发展，使小山村变成了大城市，让世

人刮目相看、青睐有加。

国 庆 感 怀
◎史飞

感受祖国
◎张银涛

鹰 城 花 篮 美
◎冯惠珍

不欺生不排外的平顶山
◎李荣欣

老院里的家风
◎赵黎

原 野 闻 土 香
◎高朝阳

国画 《秋月无声》 周云霞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