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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迩宾

旗帜在飘扬

爷爷的床头书
□ 刘婷婷刘婷婷

人们常说，读书使人明
智，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很
多人的床头都会放着不同类型
的书籍，闲暇之余随心、随手地
翻阅，在浩瀚的海洋里可以让心
灵得到洗礼、慰藉、充实。可是，
当发现高龄八十六岁的爷爷那
几本床头书时，泛黄的封面、红
色的大字冲击着我的视网膜，我
的心被震撼与疑惑相互碰撞着，
颜如玉与黄金屋似乎已不是那
么重要了……

爷爷的房间我是很少进去
的，硬朗的爷爷一直是忙前忙
后，只是近几年，爷爷的身体

越来越弱，饮食起居都需要家
人照顾，更喜欢静静地躺在床
上。因为午饭时去喊爷爷，才
踏进那个很久没有进去的房
间。一切如旧，走到床边时，忽
然看到爷爷床边放着我熟悉的
书，诧异地问爷爷：您平时也看
书啊？就看这个吗？爷爷说：
啊！看啊！我还是很好奇：爷
爷，书是单位送的吗？爷爷说：
是啊！于是，一本《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读本》、一本《科学
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就这么静
静地放在爷爷床头边。手捧着
两本书，心里生出一种熟悉、敬

仰，还有一种羞愧感。熟悉，是
因为我也有淡黄色封面、红色大
字的书，只是书名、内容不同。
敬仰，是因为爷爷这么大年龄却
还在看书。羞愧，是因为作为一
名党员，我却没有认真仔细地去
读、去看，更没有像爷爷一样
放在床边。

书，或许是陶冶情操，或
许是修身养性，也或许是洗涤
灵魂，我想，更多的是让人的
心去坚定一种信念，让身心不
会左右摇摆，有自己的主见与
意念。只是在这纷杂的世界
里，心多多少少会受到不同程

度、不同类型的冲击与浇灌，
好坏善恶无可防范，也许书的
魔力就是让心有一堵墙、一堵
坚实的墙去防范侵袭。

爷爷没有告诉过我，一名
党员应该如何，也没有讲过一
名党员要怎么做，他只是在这
生命渐渐衰退的时候，仍然坚
持看着有关党的书籍，我在那
一刻明白了，爷爷内心有着一
份信念，有着一种归属，让他
守着这份信念去看书、读书，
让心那坚实的墙更加稳固，知
道一名党员的信念在一生中是
多么重要！

□ 王迩宾

党章

一支队伍行进中的口令
上面写着
向前 向前 向前

一根被风注视着的旗杆
无数优秀儿女的热血
给予它飘扬与鲜艳

它是风
它常对我说
升起你的风帆吧

它是准星
它常问我
面对贪腐和邪恶
你还是不是
一粒燃烧的子弹

它是清洁的空气
干净的水
湛蓝的天空

它是一条回家路
它找到了许多人
失踪了的灵魂和尊严

它告诉我
这篇章中每一个字
都是人民书写

像镰刀一样朴实
像锤头一样庄严

仔细读读
每一句话里
都有警钟发出的声音

每一句话
都是老百姓
轻一声嘱托
急一声呼唤

大山深处有文章
□ 戴忠群戴忠群

久旱逢甘霖。雨后的天气
格外清爽，几位老友心情也不
错，便相约去费县的老宋老
家：榆树湾。

早上 5点，迎着晨曦，身
背简易行囊，驱车前行。经 80
多里行程，来到榆树湾，走进
老宋侄子那石板房的“寝宫”
后，稍作“休整”，他侄子作
向导带着我们向大山进发

榆树湾村在无名山的山脚
下，穿越密林进入大山是条崎
岖小路，如羊肠蜿蜒在崇山峻
岭间。路边小溪水流潺潺，沿
小溪在荆棘丛生的小道前行，
真正感受到“山路十八湾”，
几位老伙计起初还说说笑笑，
别有一番情趣，虽“披荆斩
棘”，倒也轻松自如，翻山越
岭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辛苦。
可当行走一个多小时后，渐渐
觉得腿脚有些哆嗦，随着路山
坡越变越陡峭，小道越走越崎
岖，老年人特有的气喘声渐行
渐强，打破了山的沉寂。我们
走走停停，最后不得不在“前
不靠村后不靠店”的荒郊野外
停下脚步。大伙坐下来，环视
四周，连绵的群山、深深的峡
谷、崎岖的山路，如幅山水
画；平视山坡,都是苍翠欲滴的
浓绿，仰望远山，大山层层叠
叠，雄伟而奇特；放眼远眺，
青山一片深绿，深谷一片宁

静。蓝天白云下，一座座山峰
呈墨蓝色，而山腰漫起的轻雾,
如乳白的“纱”把重山峻岭间
隔起来，只露出青色的峰尖,活
脱脱一幅清爽墨笔、疏密有致
的山水屏风，分外妖娆。

休息片刻，怀着“朝阳
沟，看也看不够”的留恋心
情，我们继续前行。走到前方
云雾飘渺的半山腰处，露出盖
着杉木树皮的屋顶。远远望
去，真是古诗所云：白是深处
有人家。这是一栋普通山里人
的“别墅”，主人是一对耄耋
老人，红光满面，看上去身体
十分健壮，一打听，已过八十
岁高龄。热情好客的主人走出
来迎接我们，纯朴的老俩口也
不问我们来自何方，就倾其所
有地热情招待。老人用自釆的
茶叶和山泉冲泡，杯杯清茶，
醇香纷芳，有滋有味，细细品
味，一路疲乏“烟消云散”。
随后又拿出用山泉水酿造的米
酒让我们品尝，滴滴美酒，浓
缩了山里人的质朴，蕴含了山
里人的勤劳和乐观，让我们对
山里人肃然起敬。由于年龄相
当，话语投机，很快便从言谈
中得知老人在战争年代是支前
模范，为解放事业做过重要贡
献，多年来，为了不给政府添
负担，自力更生在大山里相濡
以沫生活多年，在天然氧吧里

过着田园生活。当我们起身去
房后看他的“一亩二分地”
时，顿觉别有洞天，平平整整
的一块土地上，左边是瓜果梨
挑，右边是蔬菜，好一派“世
外桃源”，两位老人每天还要
到五里外接泉水，上坡下坡挑
回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靠山吃山，过着清淡的日子。
临走时，老宋感叹道：自立更
生勤劳动，强身健体能延寿，
生态田园度时光，大山深处写
春秋。

告别“大山人家”，沿小道
翻越一道梁，向前望，茫茫绿
海一点红，可以断定那里有一
所学校，于是我们向红旗方向
行进，此时山中薄薄飘渺的雾
在身边时隐时现穿行流淌，曲
曲弯弯清澈激越的小溪在脚下
漫过，苍翠连绵的小竹林被山
风吹得沙沙作响。

不多时，随着朗朗读书
声，一所小学呈现在我们面
前，那里不再是：“红砖教
室，破旧桌椅，暗色灯光，校
长兼老师，只有三五个孩子”
的情景，明亮宽敞的教室，崭
新整齐的桌椅，宽阔的篮球
场，别具风格的老师办公室和
集体宿舍，坐满学生的教室里
老师正讲课，如此好的山村小
学，证实了那句话“再穷不能
穷孩子”。

在学校，纯朴的校长热情
接待了我们，还领着我们观赏
学校，大片大片绿树滴翠，抬
头环看奇峰遮天，俯首向下欣
闻清流潺潺，怪石卧坡，千奇
百怪，好似“童话世界”。与
校长交谈中，让他最欣慰的是
两位来这里支教的共产党员大
学生，放弃喧嚣的大城市，来
到偏远的大山里，在他俩的宿
舍里，桌子上堆满备课笔记、
孩子们作业、课外辅导书、家
访记录。卧室简陋，却装满了
关心孩子们的心，无论春夏秋
冬，阴晴风雨，他们每天都在
校门口等着孩子们一个个到
校，有时还会到路上去接孩
子，甚至背着他们走过崎岖的
山道，放学后，有时会送孩子
们回家，给他们补课，帮着干
点活，把以前攒下的奖学金送
给贫困学生。听到这些，为心
灵比山更美的好后生们点个
赞，几位老人临别时还留下一
份微薄的心意。

短短一天大山深处的探
访，就像一部辞典，留下美好
的回忆，老支前模范，支教的
大学生党员，朴实的山村校
长，真真切切地让我们感受到
了山美水美人更美，大山深处
有文章。

这是一面
每个人都能用手
触摸到的旗帜
宛如触摸着自己身上
穿着舒服的衣裳

这是一面
包扎过共和国伤口的旗帜
也包扎过亿万人心灵的创伤

它风过 雨过 霜过
依然鲜红的颜色中
已分不清
哪一片血属于南昌

哪一片血属于淮海
哪一片血属于长江

旗帜在飘扬
旗帜已深深
种植在人民的心中
解冻的河水
在字里行间流淌
人民的愿望
像旗帜一样
正拔节生长

旗帜在飘扬
鲜艳的旗帜

在广袤的乡村和工厂上空飘扬
旗帜擦亮了河流 山脉
使大地处处闪烁出光芒

旗帜在飘扬
旗帜在人们的血液中飘扬
在情感里飘扬

旗帜在飘扬
仿佛无数先驱的血
哗然站立在霞光里
站立在世界的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