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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风雨路，岁月匆匆催白

头。人的一生，总有几个节点承载着

希望，承载着梦想，承载着过去的努

力和未来的向往，让生命吐露芬芳。

2011 年 6 月，在我磕磕绊绊走过

25 年平凡又艰辛人生的起转承合之

处，《平顶山日报》带着温暖和砥砺以

《永不言悔的追求》为题，高起点总结

了我从检 25 年的工作历程。从此，

我的工作目标、工作干劲、工作精神

被注入了新的动力，赋予了新的生命

走向，开启了更加广阔的未来。我的

人生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而陷入灰暗，

而是在各级领导和检察系统同仁的

关心爱护下燃放了一个个亮点。

六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月份。

去年高考时一个考场外的条幅上“征

途漫漫，惟有奋斗”8 个大字赫然在

目。字短意长，道出了考生的心声，

也同样契合着此时此刻我的心境，更

是《平顶山日报》作为党报 40年来为

党和政府发声、为民代言砥砺奋进的

真实写照。征途漫漫，漫漫征途，我

在奋斗，你在奋斗，大家在奋斗，《平

顶山日报》在奋斗，她的奋斗和成长

温暖着我，激励着我，我的奋斗、成长

路和各行各业更多的建设者、奋斗者

相伴相随在她的页面上，被她见证。

六月是一个令人回味的月份。

站在 2011年回望更远的过去，我看到

了参加高考一举中榜、怀揣多彩梦

想的自己，看到了大学里孜孜不倦

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自己，也看到

了毕业前夕从梦想的云端跌入谷底

的自己……当我以极大的心理落差

和一步一挪的残躯踏上工作岗位后，

在母校和单位的双重关怀下，是《平

顶山日报》上那一篇篇播撒祖国发展

强音的报道让我在短时间内克服心

理的颓丧和身体的局限，自强自励，

不断在琐碎繁忙的工作中找到精神

的寄托，在关爱别人快乐自己中找到

努力的方向，在立足本职服务群众中

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完成了一名

学生到公职人员的转变，完成了一名

普通群众到党员的转变。几十年里，

我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了

一篇又一篇文章，理出了一本又一本

卷宗，服务了一个又一个百姓，为县

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为

平顶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绵薄

之力。同时，推己及人，积极投身残

疾人事业，以自己的萤火微光点燃更

多人的爱之光亮，让他们也和我一样

阳光生活，努力追求。

六月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月份。

在《平顶山日报》2011年 6月以及此后

数年连续不断的追踪报道之后，《河

南日报》《光明日报》《检察日报》以及

新华网、人民网、中央电视台等媒体

相继对我给予关注。我深知在这些

新闻报道之后，是众多新闻采编播老

师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一个个铅字

和一帧帧画面的背后，承载的是各级

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传达的是社会

公众对我的关爱和激励。2012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头版以长篇通讯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为题，对我的工

作做了更高维度的总结。十几年来，

因为《平顶山日报》等众多媒体的报

道，我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的

认可，相继获得平顶山市优秀共产党

员标兵、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感动

中原”十大人物、全国自强模范、全国

模范检察官、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

党员等称号，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六月是一个令人感怀的月份。

窗外，夏风习习，感受着夜的宁静，望

着眼前的万家灯火，我心怀感恩。我

深知，各种褒奖的加持都与《平顶山

日报》这块闪光的出发地分不开；我

深知，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名党

员、一名检察官的本职，与众多优秀

的同行、众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相比，

自己所做的还十分有限，平凡工作与

各级党组织褒奖和厚爱的对比是如

此的强烈，因此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所有这些厚爱和褒奖都是我未来漫

漫人生道路上的一盏盏明灯，照亮我

继续努力，奋力前行。

六月一个充满希望的月份。远

处机声隆隆，传递着田野里“三夏”大

忙的节奏和脚下这方热土迈向未来

的强音。《平顶山日报》自复刊以来，

刊发的许多深层次的文章都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是《平顶山日

报》复刊 40 周年，作为她的忠实读

者，我衷心希望她进一步发挥特色、

提高水平、扩大影响，越办越好。征

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也将继续以

《平顶山日报》为良师，在本职岗位上

守初心、担使命，守正创新，蹒跚前

行，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为民族复

兴恪尽职守，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在平顶山的实践作出自己新的

更大贡献。

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 ◇ 马俊欣

“学生时代，每天中午放学回姥

姥家吃饭，第一件事是在楼下取报

纸。”这是去年 8 月我在《平顶山晚

报》上发表的《静读》里面的一句话。

我与《平顶山日报》渊源颇深，再往上

说，我家三代人与《平顶山日报》的结

缘已经有几十年了。

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在上

世纪 60年代分别从张家口、登封、南

阳来到平顶山，他们那一代是平顶山

的创业者，也是《平顶山日报》的第一

代读者。奶奶的床头一直摆放着一

台黑色电子钟表，现在还在使用。钟

表上带着台灯和收音机，正面表盘下

有一行字“河南省煤炭教育表彰”，爷

爷经常自豪地说，这台产自山东临沂

天达语音钟表厂的钟表比我的年龄

还大，是他 1995 年获得“河南省煤炭

教育先进工作者”时的奖品，是那个

年代的稀罕物，那是爷爷人生的高光

时刻。爷爷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看

《平顶山日报》，给我们讲从前的事。

爷爷从张家口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

到原平顶山矿务局从事教育工作，从

教师到校长，一直干到退休。1982年

他第一次获得平顶山市教育先进工

作者，后来知道那一年恰好《平顶山

日报》复刊。爷爷当校长期间，学校

曾获得全国“爱国基础教育示范学

校”、河南省“武术传统项目学校”等

荣誉，学校的多项先进经验在《平顶

山日报》上报道。我的姥姥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后，因为业绩突出出席了两

次平顶山市党代会，曾当选过中共平

顶山市委委员，被市政府授予“兴市

模范”称号，2021年又喜获“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她的名字多次出现在

《平顶山日报》上。现在回想，我对于

《平顶山日报》最初的情感培养，大约

就是每一个傍晚从那些已经发黄的

报纸上寻找至亲的足迹开始的。

爸爸妈妈是典型的“平二代”，

也是读着《平顶山日报》长大的一

代。和爷爷一样，父亲从小就喜欢

读书阅报，他说很感谢中学时期的

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经常推荐《平

顶山日报》一版的《长话短说》等栏

目的文章，她说多看多学这些文章

对写议论文有帮助。班主任还推荐

《平顶山日报》副刊《落凫》《文化宫》

等栏目的文章，作为范文在班里学

习。《落凫》那时候每周两期，《文化

宫》每周一期，报纸一来，同学们就

挤在一起，小小说、散文、诗歌等都

是同学们的最爱。那时老师还邀请

平 顶 山 日 报 社 的 记 者 来 学 校 开 讲

座，他到现在还记得记者老师介绍

的几种读报方法，有报题阅读法、剪

报法、名言名句摘抄法等。他们同

学不少人按照老师教的，出门时随

身携带纸和笔，遇见好的想法和句

子，就迅速记录下来，日积月累，聚

沙成塔，写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爸爸说老师还鼓励大家读日报记日

记，父亲便是从那时起开始坚持每

天写日记的，至今已经写了厚厚的

80 多本日记。1993 年他在一本日记

中写了这么一段话：“11月 28 日 星

期天 晴，今天知道我的《友情》一

诗发表在 24 日《平顶山日报》三版，

最 末 的 一 句‘ 默 契 是 他 最 好 的 语

言 ’，改 成 了‘ 默 契 是 他 最 好 的 话

语’。”父亲多次说很感谢未曾谋面

的编辑，那是他的一字之师。我现

在想，《平顶山日报》的记者编辑，知

名的和不知名的，不知道启蒙了多

少像父亲那样的文学青年。

我呢，作为《平顶山日报》新时代

的读者，继承了长辈们对《平顶山日

报》的喜爱。上学时，除了看书，大人

们也经常从单位带回《平顶山日报》

让我阅读。姥爷就常说“一天不读报

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他还

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报纸

就是个小世界，是人类精神食粮的宝

库，能让我们与世界联系，及时了解

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娱乐心情、陶冶

情操，尤其是《平顶山日报》作为家乡

报，更多了鹰城烟火气。那时候中午

作业少，经常在饭前饭后拿起报纸看

得津津有味，我很喜欢《咬文嚼字》

《开心果》《笑口常开》栏目的文章，读

报、评报、剪报还有投稿成了我们家

重要的家庭活动。小学五年级，我的

一篇《难忘的一天》作文发表在《平顶

山晚报》上，这不仅仅满足了小女孩

的虚荣心，还开启了我的作家梦。大

学毕业后我回到鹰城工作，这两年陆

陆续续在晚报上发表了《静读》《连续

十四小时奋战的天使团队》《读书日

遐想》《樱桃失踪之谜》等文章。虽说

日报晚报不分家，我在《平顶山晚报》

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却一直还没有在

日报上发表过，于是不忘初心，继续

努力，像父辈们那样，把青春与奋斗

书写在《平顶山日报》上就成了我们

这一代人的梦想。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也是《平顶山日报》复刊 40周年。40

年，弹指一挥间，《平顶山日报》告别

铅与火、跨进光与电、融合数与网，宣

传鹰城经验、展示鹰城形象、讲好鹰

城故事。一座城，一张报，记录了历

史，记录了变迁，记录了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也记录了我们家三代人

的创业、建设、奋斗与梦想。

一家三代 平报情深 ◇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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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湛蓝湛蓝的，云，是雪白

雪白的，一朵一朵又一朵。风牵着

云，云挽着风，在春意盎然的晴空

下，纷纷扬扬地，时而描实、时而虚

幻、时而工笔、时而写意，潇潇洒洒

地在我头顶飘飘荡荡。

闲暇之余，我爱看云，看云的

洁白无瑕，看云的浪漫自由，看云

的如花绽放……看着看着，云朵就

变成了故乡的云朵，似一叶小舟，

载着我回到了那亲亲的故乡。

犹记那次，我和爷爷在河坡上

放羊，我躺在绿茵如毯的草地上，

看着天上变幻无穷的云朵，真想伸

手掬一把嬉耍。爷爷用眼睛深情

抚摸着大片大片灿烂生长的油菜

花，幽幽地说，现在这世道真是好

啊，各色庄稼密密麻麻，欢实着哩，

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了。

看我们那些年，连草根、树皮都吃，

谁还有心情去看云呢，每天都觉得

是乌云压顶、度日如年啊。

如今，爷爷早已作古，被埋在

他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黑土地里，

他老人家，如果能活到现在，又该

是怎样感慨这盛世年华呢？现在

啊，家乡的人们早已吃腻了大鱼大

肉，各种时令野菜反倒成了人们的

美味佳肴，也有闲情逸致去看云卷

云舒了。

“待到春风吹起，我在花下等

你”，悠悠的云哦，又载着我到了一

片桃林。桃花朵朵，粉嫩娇媚，桃

花夭夭，灼灼其华。

那时候，妈妈在外地教书，我

时常游走在家乡和学校之间，那长

长的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总让

我心生胆怯。有一次，路过一片桃

林，妈妈折了一支桃枝给我，说，你

拿着它，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如果

还害怕，就抬头看看天上的云，你

走，云也走，你停，云也停，是云在

远远地陪着你呢。从此，每每路过

桃林，我都会凝视一会儿云朵，然

后再折上一支桃枝，紧紧地攥在手

里，就好像握着尚方宝剑，觉得自

己神勇无比，什么妖魔鬼怪都滚得

远远的。靠着这种意念，我勇敢地

度过了没有妈妈陪伴的童年时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与云朵和

桃树结过奇缘，又有多少人，和我

一样，初次相遇，终生深情。穿过

拥挤的人潮，蹚过岁月的河流，初

识的欢喜，也是一生的陪伴。

如今，我喜欢看桃花千娇百媚

的样子，一朵桃花，从含苞吐萼到

妩媚绽放，不知要历经多少风吹和

雨打，一如行走人世间的我。而桃

花淡淡的香气，犹如妈妈的爱，若

隐若现，却润心入肺，余味缭绕。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那么思亲

人、念故乡的温度够了，水就会变

成水蒸气，然后就形成了美丽的云

朵。这云朵载着我穿行在故乡，我

也就成了故乡的一朵小花、一只彩

蝶、一片绿叶，时时刻刻倾听故乡

的泉水叮咚和梵音袅袅。

从青涩到成熟，从鲜衣怒马到

风霜满鬓，如水的光阴里，故乡，唯

有故乡，才会在我眉间心上，依然

如当初鲜活的模样。难忘故乡的

花开草长，鸟鸣虫吟，蝶舞飞扬，柳

影翩跹。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

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

故乡啊！

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

和你在一起。

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和

你在一起。

夜阑人静时、独处静坐时，每

每想到父亲那个至今未了却的心

愿，我就感到内疚和自责。

父亲的这个心愿由来已久，具

体什么时候萌生的，我也说不清，

至少他当着我们的面说过多次：

“抽机会一定到北京去看看！”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

庄严而神圣，到那里去走走看看或

许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但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父亲的这个愿

望应该是受了姥姥的影响。

1980年 2月，在东北佳木斯某

部队当营长的二舅回老家带家属

随军，临走时非要让姥姥也跟着去

部队住一段时间。他们途经首都

转 车 ，受 战 友 挽 留 ，在 京 稍 作 停

留。二舅一家三口陪姥姥看了故

宫，看了天安门，去了颐和园，登了

长城。这一趟短暂的北京之行，足

足让姥姥自豪了数年。特别刚回

来那段，逢人便讲，见人就夸，“天

安门有多高大雄伟啦”“颐和园有

多好看啦”，直说得那些从没出过

远门的老少爷们眼馋心热呢！我

估摸着，父亲十有八九也是被姥姥

嘴里的北京给吸引住了。

那时，家里经济拮据得很，连

去县城都是一种奢望，更别说去北

京了。后来生活虽说一年年好了

起来，但要说专门去一趟北京，父

亲肯定也舍不得花那几个钱。

直到 1998 年麦收时节，我正

面临军校毕业分配的档口。为了

让我能有个好去向，朴实憨厚的父

亲二话不说，背上家乡土特产，就

千 里 迢 迢 进 京 去 找 一 个 远 房 亲

戚。谁承想到那里后人家连面都

没见，只捎带几句话就打发了事。

为节省费用，父亲借宿在一个在京

打工的同村老乡那里。最后事情

也没个着落，父亲只得悻悻而归。

这算是父亲头一回去北京，但仅仅

是去过而已，事没办成，他哪有闲

心游山玩水啊。

2010 年前后，因工作上的缘

故，我常去北京出差。可能听我说

北京多了，又唤醒了父亲埋藏心底

已久的愿望。父亲曾多次跟我念

叨，有机会想去北京看看。

那几年，家里条件好了，父亲

身体也算硬朗，我们都觉得这个事

太容易了，没把它当成个事。只想

着等哪天时机成熟了，买张票去就

是了，我甚至还曾对父亲夸下过海

口：“去的时候咱坐高铁，回来的时

候坐飞机。”因为我知道，父亲没坐

过高铁和飞机。

好像是 2011那年，我几次到北

京出差都打电话给父亲，问他去不

去，而每次他都以相似的理由推说

“等下次吧”。其实，我心里明白，

他主要是担心来了会影响我的工

作。再说，有时他思想上稍有松

动，母亲也会阻止他：“没是没非的

去干啥？影响孩子工作哩！”

记得有一次，我好说歹说，总

算做通了父亲的工作，母亲也难得

支持，我把火车票都买好了。结果

从新疆回来省亲的伯父又给父亲

泼了冷水：“伟在那里是出差工作

的，你去影响多不好？想去了以后

不会专门再去？”如此这般，父亲的

北京之行又泡了汤。

2015年 4月，我从集团军机关

下部队任职后，工作更忙了。于

是，父亲去北京的心愿也搁置了下

来。我只想着以后时间还长，机会

多的是，抽时间专门带父亲去一趟

就是了。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了，父

亲想去北京的愿望却一直未能实

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2020 年清明假期，一场突发

的脑溢血一下子把父亲推到了生

死边缘。后经半年多救治，父亲才

逐渐苏醒过来，记忆尚存，偶能言

语，但依然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

理，出院后全靠年迈的母亲照料。

现如今，恐怕是想带父亲去北

京也去不成了，父亲的愿望或许终

将成为他此生的遗憾了。想到这

些，我就懊悔不已。父亲的遗憾，

我心中的痛！我有时甚至深深责

怪自己：“父亲没生病时咋不赶快

行动呢，但凡多用一点心，多下一

点劲，哪怕多一点武断强硬，也不

至留下如此遗憾！”

有时回家，我还开玩笑似的逗

下床上的父亲：“大，赶紧好吧，好

了还要带你去北京看天安门、看故

宫呢！”而父亲总是模糊又断续地

说：“去——不——成——了！”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

折枝。仔细想想，孝敬父母和老人

也是这个理：尽孝要趁早，因为人

生无常，有时真的是“子欲孝而亲

不待”啊！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 曹李晓曹李晓

尽孝要趁早
◇ 司伟宽

◇
曲
令
敏

泡桐

泡桐，原产中国，玄参科落叶乔木，

我国现有九个品种和两个变种，常见的

是华北的紫花泡桐和南方的白花泡桐。

“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你就像那

泡桐树巍然挺立。挡黄沙抗洪水无比坚

强，为党生为党死与人民同呼吸……”

半个多世纪过去，听到这熟悉的歌

声，多少人还会潸然泪下……

我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也是在这

首歌里知道了泡桐树。焦裕禄人民公

仆的形象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兰考人

让泡桐姓了焦，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在

老百姓的心里永生。如今，兰考的焦桐

繁生茂长，被誉为中国泡桐之乡。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跟着大人

种泡桐。抱着截成段儿的泡桐树根，满

鼻子都是它们清清淡淡的气息，丢在开

好沟的菜园地里，看着大人们经心经意

地埋土、浇水，一天天等着它们生根发

芽，长出三片五片叶子。泡桐生长的春

天，在少年的眼里心里，多么美好。

宋代诗人陈允平《渡江云·桐花寒

食近》：“桐花寒食近，青门紫陌，不禁绿

杨烟。清和天气，为栽培、种玉心田。”

“种玉心田”，多么形象！那代人与

焦桐的亲，血肉相连。

也因此，我最初对泡桐的印象，是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多年后，我才见识了泡桐的温丽和

妩媚。三春时节，晨阳冉冉升起的时

候，列车出郑州一路向南。窗外一望无

际的麦田铺开在大平原上，露沉沉，村

落绿得浓，团团薄雾淡如烟。散落在原

野里的泡桐，树树紫花盛开，那不是落

霞，是一众提着裙裾奔跑的仙子……

这光景在我心灵的版图上成为光

闪闪的一块。

桐花救荒年，像葛花一样可以蒸了

煎了吃，也可以和面烙饼。

泡桐树，叶子大，不易生虫，是很好

的凉荫。

泡桐花“味苦、性寒。具有清肺利

咽、解毒消肿的功效”。谁要是长了青

春痘，晚上洗过脸，拿新鲜的泡桐花搁

手心里揉出水，在脸上反复擦，一个星

期后青春痘就消失了。

泡桐的果实有降血压的功效，树皮

也是一味祛风除湿、消肿解毒的中药。

《中华本草》记有治神经性肩痛的

良方：“老泡桐树皮 500g。煎水去渣，趁

热拌入麦麸皮 500g，热敷患处，凉了再

换。”

泡桐树生长快，6 年到 10 年即可成

材，只是木质轻，一掐一个指甲印儿，不

是建桥架屋的良材。但因为有韧性，不

翘不裂，防潮隔热，耐酸耐腐，是制作家

具的好木料。

桐木密度小，导音性能强，古时就

被人用来制琴作筝，弹奏人间心事、山

水清音，让人与人、人与自然互通款曲。

据统计，如今全国民族乐器行业

90%的音板取材于兰考的焦桐。在兰

考，民族乐器制作也已成为一种产业。

油桐

我认识油桐树，是在鲁山县西北的

大山里。有人工栽种的，也有野生的，

正是开花的日子，千杯万盏栖止在山怀

里。棵不大，团团簇簇，花开五瓣儿，淡

黄色，底部橘红，花蕊与之一色，酒盅一

样精致，美得不像话。

世界上的油桐有六种，原产中国的

三年桐和千年桐分布最广，是我国重要

的工业油料树种。油桐子所榨的油，具

有干燥快、有光泽、耐碱、防水、防腐、防

锈、不导电等特性。曾与丝、茶并列为

三大传统出口商品，无论产量和质量都

雄居世界第一。

今湖北的郧西和重庆的云阳是中

国著名的油桐之乡，以万亩计的油桐，

是经济产业，也是旅游资源。台湾苗栗

县的客家人把油桐花称作五月雪，每年

都举行盛大的桐花祭……

在河南，观赏油桐花也有不少好去

处，嵩县何村乡东洼村，春到四月，最美

的就是油桐花了，推坡连岭，让人挪不

动脚步。商城县金刚台镇卢店村的油

桐花，从涧谷一直开向天际，不看不知

道啥叫江山如画。驻马店驿城区板桥

镇白果树村也有两千多亩油桐，到春日

开得枝动山摇，满山满谷清凌凌地响。

花落时，朵不散，千朵万朵，面朝上铺

开，让人不忍踩踏。

熟桐油是个好东西，人们用它刷木

桥、围栏、船只、家具、农具、木地板、天

花板，气味对人无害，还省了油漆。

早年，我曾经用过桐油油过的木

桶和桐油油过的雨伞，还穿过不止一双

桐油油过的单鞋和棉鞋。千层底子实

纳帮，桐油抹几遍儿，干了，一敲嘭嘭

响，蹅泥蹚雪不会湿。

专业网：生桐油可治疗胆囊炎、扁

桃体炎、阑尾炎等。且对溃烂、冻伤、慢

性镰疮以及烧伤也有很好的效用。

但油桐树的果子有毒，若误食，会

对身体造成很大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