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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平顶山日报》的结缘要追

溯到 1986年。当时我在郊区（现湛河

区）工作，正值大办乡镇企业的年代，

基本上是村村点火，到处冒烟。针对

发展中出现的诸如污染环境、浪费资

源、管理粗放等问题，经过深入调研

后，我撰写了一篇《关于我区发展乡

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刊登

在《平顶山日报》上。我的这篇处女

作后来又被省里一家刊物转载，在一

次研讨会上还获了奖。自此，我与

《平顶山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 年 5 月，我出任市委常委、

秘书长，按照分工，负责对市委机关

报——《平顶山日报》重要新闻稿的

审核。从此和平顶山日报社的同志

们打交道更频繁了。每当市委有重

要工作部署、重要会议召开，也是记

者最辛苦、最忙碌的时候。这类新闻

稿要求准确快速，既要有很强的政治

性又要有很强的时效性。有时下午

甚至晚上召开的重要会议，第二天就

要见报，记者往往要连夜写好稿子，

送我审阅签发，我们一起熬夜成了家

常便饭。当时接触比较多的记者有

高淮记、陶苗英、吕晋、陶向军等同

志，他们都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和过硬

的业务技能。其间，我也经常和贾汉

社长一起探讨如何开门办报，既宣传

党的主张，又反映群众呼声，把政治

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为读

者提供丰富多彩的新闻作品。

常言道，近朱者赤。我和这些报

人接触，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在《平

顶山日报》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有

国外考察归来写的《谒马克思故居》

《柏林墙前的沉思》《荷兰印象记》，有

回忆亲人的《我的舅爷》《父亲的目

光》等文章。当时，我还协管信访工

作，针对当时干群关系中出现的一些

问题，写了《只有爱人民，才能为人

民》《为官要有平民心》《永远保持党

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等文章在

《平顶山日报》发表。还有工作中的

一些体会，如《六上尖山的启示》，主

要是写我和郏县人民一起改变贫困

山区面貌的一些做法和从中得出的

三条启示：一是选准突破口，劣势变

优势；二是扶贫又扶志，加压促发展；

三是治穷治根本，合力做抓素质。今

天读起来仍然很亲切。

1998 年 12 月，我调南阳市委工

作，中央电视台当时正在热播根据二

月河的小说拍摄的电视剧《雍正王

朝》，不少平顶山的朋友经常询问二

月河的情况，我就写了《初识二月

河》，刊登在 1999 年 6月 5日的《平顶

山日报》上。随着和二月河交往的增

多，我们成了挚友，用他的话说，成了

可以深谈的朋友。我也对这位蜚声文

坛的大作家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多年后，我又写了《良师益友二月河》，

他仙逝后我写的《痛悼二月河》均发表

在《平顶山日报》上。

在外地和省直单位工作的十几

年里，我专门订阅了《平顶山日报》，

这是我关心和了解家乡变化的主要

渠道，从中了解信息，学习借鉴先进

经验，促进工作，受益颇多。

2014年我退休回平，时间相对充

裕，开始静下心来写回忆、写亲情、写

游记。这几年写的散文有五六十篇，

大多发表在《平顶山日报》副刊上，也

有多篇被《河南日报》客户端和《奔

流》《莽原》杂志转载。

2019 年 9月，我到市慈善总会工

作后，赶上这两年多的抗击疫情和抗

洪救灾，有机会结识一批社会各界热

心公益的企业家，有感而发，我写了

《善良是金》《走进郏县幸福院》《鹰城

慈善爱心滋润》《促进共同富裕，贡献

慈善力量》等文章，在《平顶山日报》

上刊登，弘扬了慈善文化，宣传了慈

善精神。这一时期也是我和《平顶山

日报》交集最多的几年，与报社同志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身上学到

了很多知识，他们爱岗敬业、吃苦耐

劳，对工作一丝不苟，为办好报纸呕

心沥血。记得 2017 年 5 月，我写的

《回忆李讷同志访鹰城》一文中把当

时平顶山市的一位领导的名字弄错

一个字，报纸即将印刷时，被一位职

工发现，及时予以纠正。我得知后从

内心佩服他们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

工作态度。

《平顶山日报》复刊 40 年来，几

代报人励精图治，砥砺前行，忠实记

录了鹰城大地日新月异的沧桑巨变

与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热情讴歌了

全 市 人 民 共 创 美 好 生 活 的 生 动 实

践。往事悠悠，许多陈年旧事随着岁

月的流逝，似过眼云烟消失得无影无

踪，唯独与《平顶山日报》交往的点点

滴滴难以忘却，追忆与它的过往情

缘，它和我一起见证了家乡巨变，也

成了我习文拙作的展示平台。虽已

过了从心之年，心中仍然蓬勃着一股

对《平顶山日报》和《平顶山晚报》始

终如一的热情，每天读《平顶山日报》

和《平顶山晚报》仍是必修课之一，每

周二副刊落凫中的文章更是每篇必

读，从中受益匪浅。

我与《平顶山日报》的不了情
◇ 高德领

正值五月好时节，新城区白龟湖

畔的月季花竞相绽放，置身于“春去

夏犹清，芙蕖香满庭”的湖光花色中，

本应该放飞的心此刻却思绪万千……

受好友之邀，让我写写与《平顶山日报》

的情缘。这份缘从哪儿说起？穿越时

空，我想起在日报的第一次发稿，想起

孩子当上日报“小记者”的兴奋，想起日

报社诸多老师指教的点点滴滴……花

香忽远忽近，枝影重重叠叠。

就从一帧照片说起吧。

20 年前，我不足 10 岁的儿子就

读新华区光明路小学。当时平顶山

日报社到学校招聘“小记者”，孩子因

在日报“小记者园地”发表过几篇“豆

腐 块 儿 ”，很 顺 利 就 获 得 了“ 采 访

证”。一天下午，我翻阅报纸时，一张

题为“日报社小记者采访平顶山学院

新落成教学楼”的照片映入眼帘。

照片中六位戴着红领巾的小记者，

有的举着相机，有的手捧采访本，他

们天真稚气、跃跃欲试的神情煞是

喜人。再细看，发现照片前排中间

的“小记者”竟是自己的孩子。他手

握钢笔，若有所思，抬头凝视着前方

崭教的教学楼……照片下标注一行

小字：摄影记者李英平。

当时我并不认识李英平老师，只

因索照心切，便冒昧去报社拜访他。

走进他的办公室，房间里像布阵一样，

一排排挂满了照片底片。李老师热情

接待了我，在错落有致的底片中挑出

了孩子们的合影，并讲述了“小记者”

在采访活动中的趣事。

之后，我开始关注李英平老师，

每每在报纸上看见他的作品都备感

亲切。在一些节庆活动中，总能见到

他带着沉重的器材，捕捉珍贵镜头，

展示他人风采……远远望着他忙碌

的身影，从不忍心打扰。由于难得相

见，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获得那张照

片后的一些故事。其实，在得到底片

后，我当即拿去照相馆多冲洗了几

张，让孩子分送给其他的“小记者”。

从那时起，孩子以自己“第一次见报

的形象”为激励，埋下理想的种子，也

越来越喜欢文学，以梦为马、不负韶

华，如今孩子已成长为一名既能在审

判一线独立办案又能撰写业务宣传

报道而屡获嘉奖的年轻法官。照片

中另外几位孩子在芳华待灼的年龄

如何书写自己青春乐章的故事虽不

得而知，但我坚信，他们奋发有为的

成长经历一定一个比一个精彩。

而 我 与 日 报 的 情 缘 则 历 久 弥

新。30年前，《平顶山日报》副刊第一

次刊发了我的短文《又逢新年》，那天

同事举着报纸向我报喜的情景至今

记忆犹新。因为寻到一方业余写作的

花园，我从《平顶山日报》的阅读者变

为笔耕者。特别是日报副刊“落凫”中

的美文佳作常激励着我“每闻善事心

先喜，得见奇书手自抄”。年复一年，

在历任日报编辑老师弦歌不辍的栽培

扶持下，我抒发家乡热气腾腾生活的

一篇篇短文有幸落户“落凫”。在日报

这个“百花园”，我用拙笔记录着生活，

耕耘着梦想，最终促成了《蕙兰凝香》

《花开向阳》两本散文集的面世。

无独有偶，与李英平老师弟弟的

相识，让我对日报人产生了更深的敬

意。去年春，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办

的“花田漫步艺术展”上，我结识了摄

影作品获奖者李希平老师，当得知他

是李英平老师的亲弟弟时，便告知了

当年他大哥拍摄“一帧照片”留给我

们的美好回忆……随着与希平熟悉，

更令我意外的是李光宇先生（曾任日

报社党组成员、纪检书记，享誉鹰城

的画家，名列《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

录》）居然是他们的父亲。

随后，希平赠送我一本朴素庄重

的画册——平顶山市美术馆馆藏《李

光宇作品集》。打开画册，只见扉页

不仅有李光宇先生端坐远眺、神情慈

祥的照片，还配有市美术馆馆长对他

的评价：“老朋友李光宇出画册，我比

他本人还高兴。我与他相识相交 50

多年，他人品好、书品好、文品好，执

着新闻事业，曾在建市之初参与《平

顶山特区报》创刊，又在 40 年前为

《平顶山日报》复刊辛苦劳作，尽职尽

责……”

“李光宇先生为了支持美术馆收

藏工作，2015 年与家人商议后，把他

1972年创作的长卷《煤城凯歌》无偿捐

赠给美术馆。2017年 9月，他再次将

自己珍藏 50多年的一批画作和大量

速写画稿无偿捐赠给美术馆……他

的山水画、速写等不仅填补了我市美

术事业发展史的空白，更作为历史的

见证、城市的记忆，成为平顶山人民

永久的艺术财富！”

用心读世界，用爱写人生。当我

一页一页欣赏着李光宇先生那一幅

幅饱含着对家乡深深眷恋的作品，怎

能不对他洋溢真情的赤子之心和诗

意盎然的精神世界肃然起敬、仰慕不

已？英平希平兄弟俩之所以在各自

的行业里笃行不怠、谦逊淡泊、行远

自迩，正是因为他们传承了父亲高尚

的品格和淳厚的家风，如阳光、似春

风，暖人心、养心志。

春意藏，夏初长，风暖人间草木

香。淡名利，讲奉献，建功立业名远

扬。李光宇先生父子三人只是普通

日报人和新闻人的代表和缩影。20

年来，孩子拔节生长的梦想和希冀在

日报诞生；30 年来，无数个像我一样

潜移默化受日报影响的人，扎根这片

沃土，绽放理想光芒；40年来，一代又

一代日报人栉风沐雨，奋楫笃行，薪

火相传，华章日新，即将迎来《平顶山

日报》复刊 40周年生日盛典……

我与日报的情缘，携着花香，穿

越四季，浸润了时光……

携一缕花香浸润时光 ◇ 冯惠珍

五一假期，难得的放松时间。谁料

到疫情卷土重来，打破了所有的宁静。

立夏刚过，天气忽然阴冷起来，一

如人们的心情。学校延迟开学，大人居

家办公，我市被摁下了“暂停键”。

一直以来，周边的疫情此消彼长，

唯有平顶山独善其身。曾经非常庆幸

平顶山任你狂风暴雨，我自百毒不侵，

仿佛练就了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

面对这轮疫情，上级一声令下，所

有人便行动起来，能出力的出力，不能

出力的不添乱。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

染性强、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核酸

检测筛查采、送、检、报、核实各个环节

环环相扣，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把潜在风

险点全部找到，全部控制。我们积极配

合，有序排队等待采样。

油菜已收割完毕，人们趁墒情都在

忙着点种花生，村里的喇叭在喊着去村

部做核酸。没有恐慌、逃避，两天一次

核酸检测大家积极参与。虽然没有发

现疫情，但鲁山县一直在行动，设卡登

记、教育引导、广泛宣传。对过往人员

“两码一证”查验+体温检测，是志愿者每

天的工作。

田埂间，一大簇紫色花肆意开着，

奶白的小蝴蝶时飞时停兀自翩跹，大自

然从不会失去天性。“时光跌跌撞撞，季

节来来往往”。几株野油菜花不管不顾

地灿烂着。虽然错过了季节，但它还是

盛开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完成自己的

使命。

我看过一则新闻，夫妻二人都在抗疫

一线，有家不能回，支援完郑州，回平做过

核酸后又投入紧张的抗疫工作。父亲突

然离世，两人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只

能隔空叩拜。谁不想床前行孝？谁不想

儿女绕膝？然而，职责所在，他们义无反

顾。“疫”路有你，所以我们无畏无惧。

在核酸检测时，爸爸带着小宝宝去

看妈妈。他拎着小水壶未走到妈妈身

边就大声喊着让妈妈喝水。看着妈妈

穿着防护服，他伸出手不敢拉还一个劲

地问妈妈热不热，想让妈妈脱掉衣服抱

抱他，那萌萌的表情看得人既心疼又心

酸。我想说：孩子，我们都可以伸出手

替妈妈抱抱你。心里有爱，眼里有光，

这个世界便永远春暖花开。

石龙区的一位宝妈独自抱着五个

月大的婴儿到平顶山看病。因为疫情

防控，丈夫被封在郑州，公公被封在上

海，自己又没办法步行回到家，只好求

助民警。病毒无情人有情，曙光街派出

所随即派车将其安全送到家。

细雨如丝，清风徐徐，麦浪唰唰作

响，鸟儿啾啾在麦田上空盘旋，山川一

片迷蒙。蜿蜒的乡村路很静，城市洒水

车的声音清晰可辨，一切照旧，秩序井

然。雨过天晴，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依

然是车水马龙，笑语万家。

雨过天会晴
◇ 孙红梅

农历四月末，天气刚好。日间

有初夏的热情，晨昏却凉爽怡人，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是最惬意的

时光。

麦田里，一望无际的绿色正在

进行着最后的蜕变。逐渐蔓延开

来的，是层层绿色中渗透出来的金

黄与浓绿相间的过渡色，璀璨斑

斓。微风阳光里，坚挺的麦芒像战

士，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暑相连。”小满是夏天的第二个时

令。《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

“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

满。”此时节，小麦即将成熟，因其

籽粒还没有完全饱满，所以人们称

之为“小满”。

古代著作中记载，小满有三

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

候麦秋至。”

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

菜之一，它适应性很强，无论南方

北方，也无论田间路旁，几乎到处

可以看见它朴素的身影。

小满节气后，苦菜枝叶繁茂，

正是食用的时候。采其嫩芽，过水

焯烫后凉拌，清爽的口感中略带微

苦，有抗菌、解毒、消炎、明目等作

用。而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

类，则会在日益强烈的阳光下开始

渐渐枯萎；在小满的最后一个时

段，麦子开始成熟。虽然时间还是

夏季，但对麦子来说，却到了成熟

的“秋”，故云麦秋。

长期的实践积累中，人们不仅通

过节气的变化来调整农事与生活，也

赋予了每个节气丰富的文化内涵。

祭车神是小满时节的一个古

老习俗。

旧时，人们多用水车浇灌农作

物。小满时节，气温开始升高，植

物也开始喝水，水车此时启动。祭

祀时水车上放有鱼肉、香烛以及白

水一杯，人们会将白水泼入田中，

有祈愿水源涌旺之意。

祈蚕节也是小满时节的一个

旧俗。农业社会，注重男耕女织。

布匹和丝绸是女织的主要成品，养

蚕缫丝便成为许多地区一种重要

的经济来源。

豫西鲁山县很早就有养蚕的

历史。乾隆年间的《鲁山县志》就

曾有记载：“鲁邑多山林，多有放蚕

者。”

在鲁山西部山区，漫山遍野的

林木中，柞树占了大部分。伐去了

老枝的柞树矮墩在夏初时叶芽最

为鲜嫩，是养蚕的佳选。也正因

此，鲁山制作丝绸的历史很早。据

史书记载，“鲁山绸”始于夏朝，盛

于唐朝，曾经作为贡品踏上通向世

界的“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

各国。

我曾经见过老家的叔叔养蚕，

印象中，从蚕子到蚕茧不过五六十

天的时间，却极其辛苦忙碌。

刚从暖房中取出来的蚕子是

小小的黑色卵。无论怎么看，我

都 没 有 办 法 把 它 们 和 金 黄 的 蚕

宝、洁白的蚕茧联系到一起。那

些日子，叔叔总是小心翼翼地带

着小家伙们来回奔波在不同的柞

坡间。

从最嫩的叶子开始放养，蚕宝

宝吃完了这一场就得赶紧换到下

一场，中间需要多次转场。叔叔把

这些地方分别叫作一眠场、二眠

场、三眠场。随着蚕宝宝的长大，

叔叔头顶的蚕筐也越来越重，在山

路间行走时，明显地吃力起来。可

叔叔知道，这沉重预示着收获的丰

盈，心里是欢喜的。

经过四次蜕皮后的蚕宝完全

变了模样，是透明而柔软的金黄

色，呆萌可爱。蚕宝开始吐丝结茧

的时候，叔叔的脸也晒成了酱黑

色。最后一次顶着蚕筐下坡时，叔

叔满脸的皱纹和汗水里溢满了笑

意 。 那 筐 里 是 满 满 的 乳 白 色 蚕

茧。彼时，已将小满。

《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

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夜操作。”可

见，小满节气时新丝已行将上市。

叔叔的蚕茧却早已不必像从

前的山民那样自己在家煮茧缫丝

了，而是被统一收购后送去大公司

进行深加工。

历经千年的传承发扬，鲁山丝

绸制作技艺被认定为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鲁山丝绸“仙女织”声名

远播，许多人慕名而来，爱不释手。

汉语中，小满是一个充满了哲

思的词语。它代表着知足常乐、不

求太多的简单幸福，也代表着淡泊

谦逊、不求完美的人生态度，是中

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是

的，绿阴幽草胜花时。当繁花渐次

退场，风送麦香，夏日初长，在小满

的喜悦中享受当下，迎接未来，无

疑是另一种收获。

多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女孩的

时候，我拿了自己积攒了多时的零

花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童话

寓言集——《自作聪明的猴子》。

书的定价是一毛七分钱。

在那样一个填饱肚子已不错

的年代里，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要攒

一毛七分钱，是多么不容易！瓜子

和糖果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小女

孩是足以解馋的零食，可是小小的

我却克制着自己。

那个下着绵绵细雨的秋天，是

妈妈撇下我们兄妹六人撒手西去

后的第一个秋天。在凉意很深的

雨夜，我搂着六岁的小妹，给她读

《自作聪明的猴子》，一直把妹妹读

瞌睡，然后我关了桌上的小台灯，

在黑暗中，我心里是那么难受。现

在想来，也许那就是愁吧！

日子尽管愁苦，可我依然健康

地长大了，伴随我长大的是一本本

用零花钱买来的书。那些书其实

就是些杂志，如《中学生》《少年文

艺》《中学时代》《作文通讯》。就是

这些书，滋养着我幼小的心灵，给

我孤寂的少年时代增添了无限欢

愉。读书多了，我的写作水平不知

不觉地超出了同龄的孩子们，也潜

移默化地让我树立了要当一名作

家的理想。

升入中学后，我的作文总是被

老师当作范文挂在墙壁上。14 岁

那一年，我写的题为《小桥》《一封

难以发出的信》两篇散文，先后被

收 录 到 一 本 中 学 生 作 文 选 中 。

1985 年，我初中毕业，恰逢首个教

师节。当年的中招考试作文题目

为《闻建立教师节有感》，我有感而

发，一气呵成，深深打动了阅卷老

师，作文竟然得了满分，并被作为

范文在全县中学传阅。1986年，高

中一年级的我参加了河南省作家

协会、河南日报社联合举办的“汝

河笔会”。我的两千多字的小说

《永远的秘密》被编辑选中，刊发在

《河南日报》上。随后，我不间断地

往《平顶山日报》等报纸、杂志上投

稿。这些小小的成就，让我在上世

纪 80年代文学辉煌的时代拥有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

1988 年，我们临汝县撤县建

市，改为汝州市，1989年 3月，汝州

市委机关报——《汝州晚报》应运

而生，高中毕业的我作为特殊人才

被选拔到汝州晚报社，成为一名编

辑。有人说，理想、爱好与职业相

结合的人是幸福的，只是这样的

人 10 个人中也许只有 1 个。幸运

的是，我就是这么幸福的一个人。

30 多年间，职业的幸福感一直洋

溢在我的内心。

中学时代我还曾经写过一篇

关于梦想的作文。有一句我至今

仍念念不忘，那一句是：燕子虽小也

能飞到江南去。我是要用这一句话

表达梦想的强大吸引力以及为着梦

想的实现要付出的坚韧努力。

那时，小小少年的我梦想就是

成为作家。眨眼间，将近 40 年过

去了，我早已加入河南省作家协

会，出版了个人文集，并在 1997 年

至 2016 年间担任汝州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秘书长。青葱少年时的梦

想，也算是开出了花。

我总是想，这一切的取得，无

不与我少年时代痴迷读书有关。读

书，让我少年有梦想，青春有激情，

中年有格局。读书真是幸福的事！

小得盈满
◇ 康平

书香晕染岁月长
◇ 陈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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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平 20 多年前拍摄的小记者

活动照片 冯惠珍 供图

落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