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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市60周年文学创作大赛作品选登

点通传奇教育点通传奇教育
初高中教育咨询：2263000 13592168802（万）

静静的湛河
静静的湛河
缓缓地把鹰城穿过
也许是怕它孤单吧
一条河把城分成了两座
就像每一个温暖的家
都有着相亲相爱的夫妻俩
静静的湛河
潺潺地把光阴流过
见证着这座城的崛起

也感叹人们一茬一茬地老了
两岸依旧 熙熙攘攘
这来来去去抑或远走的
都在她心里念着呢
静静的湛河
也是爱美的
她不停地把自己妆扮
当年的随意与青涩
转眼间
已长成精致而韵味悠长的婀娜

静静的湛河
这座城也把她深深爱着
南岸烟笼的绿杨柳
北岸调皮的红桃花
夜晚婆娑的灯火
还有情人们呢喃的悄悄话儿
哪一样不让她的心咚咚地跳呵

静静的湛河
就这样默默地相伴着
从不去管日月如梭
只要你来
她就在那儿
始终都闪着迷人的波

（崔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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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雨雨，工行人经过日日夜夜的奋
斗，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人生风景。从
工作人员用手工记账和点钞，发展到如今用
电脑记账和验钞机点钞。印下的足迹，都是
工行人汗水浸润的长河，是科学发展的体
现；每一笔存款或贷款，都是工行人和客户
奏响的音符，都是彼此用真情和信念建立的

情缘。
我与工行真正结缘是 1987年。那年8

月，我从农村学校借调至县城中学任教。9
月，我有幸拿到了长12.5厘米，宽7.5厘米紫
红色的中国工商银行活期储蓄存折。作为
一名乡村民办教师，我是人生第一次拥有工
行的存折，当时的心情是无法想象的，一拿
到存折就往宿舍跑，一进宿舍就把门关上，
打开电灯，翻开存折，模糊地看到了支出或
存入栏与结余栏显示着同样的数字——
112.00。接着我又把存折小心地折合，轻轻
地抚摸存折的封面，然后紧贴于胸口，屏住
呼吸，呆呆地站立着，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
着整本存折……最后，我把存折锁入箱
底。

那年国庆，我第一次踏进工商银行的

大门，带着不安的心情从存折中提取了50
元现金。日后在一次又一次存取款中，工行
人热心周到的服务，使我十分感动。在与营
业员的交往中，渐渐从陌生到熟悉，最后成
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三十年来，我家从农村搬到县城，从县
城搬到平顶山市区，无论到了哪里，工行的
员工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如今，我一有余
钱就会想到工行，工行成了我家钱柜保险
箱，保证了我们资金安全。三十年，工行仿
佛是路边的便民店，为匆匆的人们提供方
便，遮风避寒。工行在我心中还是耐心尽职
的老街坊：换零钱，换残币，小额提取……工
行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市民打理繁杂琐碎，由
于工作人员业务熟练，常常转眼就好……

柴米油盐酱醋茶，必用，常用，可偶尔也

会不够用。一时半会儿的，上哪找去？家里
人总会说：去工行看看吧！工行贷款产品种
类丰富，如今工行平顶山分行成了我们生活
中不能缺少的后勤部。

金融改革的大潮犹如钱江涌潮，洗涤了
工行往日艰辛的历史。工行平顶山支行在
经济奔涌的大海里，始终是一块神奇的磁
场，将社会闲散资金吸成山岗，让市民感受
到储蓄的可靠。它是一座坚固的桥梁，紧紧
连着城市和村庄。它长期以来始终以服务
地方经济建设，满足不同客户的金融需求为
己任，以其雄厚的实力，领先的科技，卓越的
信誉和优质的服务，为平顶山经济的发展，
为平顶山人民的方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工行平顶山分行，永远是我信赖的银
行。 （滕辉）

我的工行缘

601.清算行动

宋徽宗登基后，蔡京等人
受到重用，国务院及枢密院（中
央军委）人事变动频繁。公元
1103 年四月，宋徽宗开始清算
前朝大臣，诏令将景灵宫（皇家
祭祀场所、位于今山东省曲阜
市城东）安放的司马光、吕公
著、范纯仁、王岩叟、刘挚等北
宋名臣的雕像尽数捣毁，禁止
刊行三苏（洵、轼、辙）、秦观和
黄庭坚的诗文。

602.群臣称贺

古人迷信，对自然现象总
与上天奖惩相联系，遇到地震、
日食之类，常常惊惶失措。公
元 1106年十二月，按天象应该
出现日食，偏偏日食没有出现，
于是“群臣称贺”，宋徽宗特批
大臣休假一天。公元1107年元
月，有人发现皇宫院子里的大
鼎内积存有露水（甘露降于帝
鼎内），又是“群臣称贺”。同
月，蔡京出任宰相。

603.高宗出生

公元 1107 年十一月，天空
再次出现日食。宰相蔡京率众
臣称贺，理由是此次日食出现
的残缺不如预计的那么大。同
年十二月，蔡京被封为太尉。
公元 1007 年还有件事值得一
记，这年五月，宋徽宗（赵佶）的
儿子赵构出生，赵构即后来的
宋高宗。

604.归口管理

公元 1110 年三月，宋徽宗
下诏：招募饥民入伍当兵。当
月，皇上又下令将全国医学生
归皇家太医局管理，算学生归
皇家太史局管理，书法学生归
翰林院书艺局管理，美术学生
归翰林院图画局管理。1110年
全年，皇宫共遣散宫女四百八
十六人。

605.蔡京致仕

公元 1112 年二月，蔡京以
太师身份退休，宋徽宗特地在
首都开封赐其一套住宅。皇上
意犹未尽，同年十一月，下诏封
蔡京为鲁国公。

（老白）

五月五，是端午。端午又称端阳，起源
于古人在夏日沐浴兰汤以辟邪驱瘟的习
俗，可以追溯到夏朝。到了战国时期，演变
成了祭奠屈原投汨罗江自沉的日子。对国
人来说，很多人似乎并不能讲清楚端午的
来龙去脉。但是端午要做哪些事，他们可
是毫厘不差的。我觉得这就够了，因为端
午已经浸入了他们的文化基因，世代传承。

譬如我的父亲，一个年过古稀的农人，
你问他屈原是谁，对于仅粗识文字的他来
说，实在是个难题。但是端午前个把月，父
亲就忙活开了，在乡场上托人包皮蛋，家里
用陶坛泡盐蛋，准备好包粽子的糯米和粽
叶。当然，自留地里早就种上了红叶的汗
菜，这种蔬菜洗净爆炒之后，盛在盘子里，
菜汤都是红色的，据说进食以后可以化猪
毛和灰尘。

端午早晨，我们还在梦乡之中，父亲就
出门去采摘菖蒲和艾叶。等我们醒来，就
看见大院龙门两边门楣的铁钉上，各挂
着一把水淋淋的菖蒲和艾叶。父亲说，
端午这天，什么草都是药，而药性最强的
就是菖蒲和艾叶。菖蒲又称水剑，多年
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沟渠边，因其形状如
剑，古人认为它可以驱魔斩妖。没想到，
这菖蒲就像秦琼、尉迟恭一样，具有了门
神的功效。

艾草是菊科植物，又叫端阳艾，茎叶
都含有挥发性香油。端午过后，艾叶挂在
门楣上就晒蔫了。每天我放学回家，总要
把鼻子凑近艾叶闻一闻，很大一股药味。
过段时间，母亲就把端阳艾取下来，挽成
疙瘩储存起来，称为陈艾。当我们皮肤瘙
痒，或者长了疔疮，母亲就用陈艾熬水给
我们洗澡，药到病除。

端午期间，时近夏至，正是寒气、暑
气相互转换之时，多雨潮湿，毒虫滋生，
其中最毒的就是毒蛇、蝎子、蜈蚣、壁虎
和蛤蟆。相传它们全部聚在一起的时
候，互相便谁也不攻击谁，这似乎是以毒
攻毒的道理吧。因此端午节这天，母亲
会用红纸剪成带有这五种毒物的剪纸贴
在门窗上，称作“五毒符”，据说可以免除
各种毒物的侵害，这自然是国人的一种美
好愿望罢了。

雄黄是端午的主角之一，因为白娘子

的遭遇，大家都知道饮雄黄酒可以驱邪解
毒，祛病强身。但是雄黄酒虽好，可不能贪
杯，因为雄黄酒饮用过量会中毒。父亲是
深谙其中道理的，他说饮雄黄酒只是意思
一下。剩下的雄黄酒，父亲都洒在了床下
屋角。过去都是夯土墙和茅草房，这雄黄
酒就成为杀虫剂了。按理雄黄酒人人都
得喝，这是规矩。但是我们小孩不能喝
酒，父亲便用手指蘸雄黄酒在我们的额头

上写一个“王”字。据说这样可以百毒不
侵，保命长生。额上写了“王”字后，我们
似乎拿到了尚方宝剑，看见壁虎、蜈蚣这
些毒虫，不仅不躲，反而还要主动去招惹
它们，把母亲倒是吓得够呛。

端午像一场古典的全民卫生运动，千
百年来生生不息，而且不断增加着新的内
涵。它让我们在炎炎夏日得以趋吉避凶，
远离疾病。

农人的端午
□彭忠富（四川绵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