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平（本报）

《枣庄晚报》报道，“共同铭记”纪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老兵手
印”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台儿庄大战
纪念馆举行。活动主办方将在海峡两岸、
欧亚两洲寻访70位二战老兵，记录老兵当
年的故事和人生境遇，留取“老兵手印”，
并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前，完成东西方“老兵手印”互赠活动。

93岁的抗战老兵胡安胜说：“活动把我
带回了战争年代，想起了很多当年抗战的
事。”“参加这次活动，让我回想起以前打
仗的情景。我这双打过仗的手也能留下手
印，真是太高兴了。”93岁的抗战老兵杨清

平说。是啊，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
明天的历史，勿忘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启未
来。由此笔者想起了台儿庄大战期间国民
党27师师长黄樵松写的《榴花诗》：昨夜梦
中炮声隆，朝来榴花满院红。英雄效命咫
尺外，榴花原是血染成！

提起枣庄，人们既能想到铁道游击队的
故事，也能想到举世闻名的万亩石榴园。石
榴花开的季节刚刚过去，石榴正在孕育着甜
美的果实。然而，对于枣庄这座经典的红色
旅游城市，世界第三、中国首个二战城市，以
及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中国首个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来说，黄樵松的《榴花诗》正恰如
其分地进行了描述，身处这座城市的每一个
人都应感到自豪。

遥想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
战的枪声在卢沟桥打响！发生在 1938 年的
历时近月的台儿庄战役歼敌2万余人，是抗

战时期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日本
人打天津用了6个小时，打济南用了3个小
时，打枣庄 （台儿庄） 用了接近一个月，
最后仍以惨败告终，极大鼓舞了我国军民
的抗战士气！尽管台儿庄这一局部胜利，
无法对抗日战争全局起决定性作用，但无
疑狠狠打击了日军的豺狼野心，再次证明
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极大地鼓舞了我
国人民抗日意志，抗战必胜的信心也得到
了进一步增强，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
际上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对这一胜利，正
如周恩来所评价的——虽然是初步的，但
它的意义很伟大。因此，台儿庄战役在抗
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台儿庄大战，中国军队
歼灭日军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
中国”速战速决的计划，我国军队也付出了
死伤两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为完成守卫国

土光荣使命的将士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
地上流血牺牲，这时我们才真切地知道榴花
为啥那样红，那是用前辈将士们的鲜血染红
的啊！

想起那惊天动地的故事，回望火红的石
榴花闪烁于翠绿之中。是谁培育了这火红
的石榴花？是谁给青春的梦插上腾飞的翅
膀？红艳艳的石榴花像一张张孩子的脸迎
风微笑，令人心旷神怡。那一个个小喇叭，
不正是在金色的阳光下吹响的青春号角吗？

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热血阳刚，如果你
激情澎湃，如果你血脉喷张而无处释放血性
和斗志，祖国已经发出了召唤——8月1日国
家开始征兵，适龄青年用实际行动去圆军营
梦、保家卫国吧，这或许是对那些用生命和
鲜血捍卫每寸国土和民族尊严的前辈们最
好的敬仰和纪念。

勿忘“榴花血染”当兵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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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晚，河南郑州风雨交加，家住
陇海路交通路的张大哥听见外面一声巨

响，一瞧，自家阳台没了，阳台从六楼掉
到一楼。“当时幸亏没砸到人，不然肯定
凶多吉少。”居民们对“阳台从天而降”
的事情，依然心有余悸。

（7月19日中国新闻网）

从天而降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李世远

近日，网上一则名为“大学毕业啦！我从
泰安骑回枣庄～”的帖子引起市民关注，网友
纷纷跟帖帮顶，好评如潮。短短5天时间，点
击率近3万。（7月14日《枣庄晚报》）

王颖，90后，医学院口腔系大学毕业生。
5年过去，她大学毕业，但并未就此止步，已
成为医学专业的准研究生，5年大学生涯完
美“收官”，向家长和学校交出了一份合格的
答卷。

庆祝毕业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去大江
南北、长城内外饱览祖国的秀美山川，去领略
异国风情；或“荣归故里”，可以乘坐舒适的大
巴或高铁，距离近的还有家人开车去接，但她
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庆祝方式——骑行回老
家，以纪念大学的美好时光。

虽然骑行可零距离接触大自然，欣赏路
边的美景，感受骑行的快乐，但也需要勇气，

挑战自我，不怕艰难险阻，有毅力和激情，才
能勇敢前行。这一路189.2公里，用时11小时
10 分钟。虽然只是一天的行程，但如果平时
缺乏锻炼，偶然的跋涉就更加艰难。笔者在上
世纪70年代曾有过类似的体验，那时工作单
位大都远离家乡，交通又极不便，二三百里的
路程，辗转等车换车往往需要两整天才能到
家，而骑行只需一天时间。当时的自行车远不
如当今的山地车，路况也不佳，因此，骑行二
三百里后下车时，往往站都站不住，连走路都
困难，舒缓调整后方能如常，其艰苦程度不言
而喻。在骑行过程中，笔者的体会是，要精力
高度集中，目视前方，勇往直前，才能收获到
达成功彼岸的喜悦！

王颖的举动，非偶然热血沸腾，实乃家庭
影响使然。她在医院实习时，为了出行方便，
父亲为她买了一辆山地车，也是用骑行的方
式把车子从枣庄送到泰安，有其父必有其女
嘛。

成功永远属于那些自强不息、敢于挑战
自我、不怕艰难困苦、拼搏前行的人!

成功属于勇于拼搏的人

百姓说话

新闻：截至5月，今年济州岛已向1093
名外国人发放了驾照，其中中国人占90%。
在济州岛考驾照只需接受13小时培训，费
用不足中国一半，而且回国后通过笔试即可
换成国内驾照。有人称考试“闭着眼睛也能
通过”。（7月20日《新闻晨报》）

点点评：反正不在韩国开。

新闻：在2015年重庆第六届人才博览
会上，有些90后毕业生由父母陪同来投简
历，毕业生本人对招聘企业的发问不作答只
低头玩手机，父母全程包办所有的交流。招
聘企业表示，对这样的求职者，基本不会考
虑。（7月19日《重庆晚报》）

点点评：儿爹互坑。

新闻：第56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在泰国举行。美国夺得冠军，中国和韩国分
获二、三名。时隔21年美国再度夺冠，此期
间，第一名通常是中国。英媒惊呼“美国破
天荒”。（7月19日《华商报》）

点点评：的确不加分了。

新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专营国内航线
的子公司——马来西亚之翼航空的一架客
机，在飞行途中，机门突然打开且一直没关
上，所幸客机安全抵达。客机载有11名乘
客，除个别的乘客感到惊慌外，其他人均从
容淡定。（7月19日中新社）

点点评：练出来了。

点点评

云端中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
一起，你却在玩手机”。在饭店用餐时，经常会
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桌人围坐在餐桌前，
你拿着手机刷微博，他拿着手机聊微信……
近日，网上开始流传的一则“餐桌使用手机规
范”，引发了热议。(7月15日《枣庄晚报》)

手机大规模“入侵”人们的生活，已是不
争的事实。看小说、看视频、看新闻、购物，还
能兼顾娱乐，手机几乎囊括了电脑和电视的
双重功能，似乎成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以前开玩笑说某某请客人不要去了，钱
到了就成。如今呢，在手机上团一下，把券码
和地址发过去，这请客的人压根不用出面。可
问题是，大家聚餐就是为了热热闹闹在一起
吃吃喝喝吗？这样的请客实在生硬唐突，自然
失去了聚会的意义。

前阵子老同学请客，一桌子的人没说上
几句话，要么埋头吃饭，要么低头发微信，弄

的东道主都被冷落了，只有一位老大哥跟“东
家”聊天，好不尴尬。后来老大哥把这事情广
而告之，弄得我们这帮人被骂成“吃货”。如果
果真贯彻执行“餐桌使用手机规范”，又怎么
会有如此糗事？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先进性搞不好
就成了局限性。高科技的享受，在带来便捷的
同时，也让人们日渐疏离。如今的手机，成为
重要的交流工具。多少人上班忘了带手机，会
一整天失魂落魄。多少现实里面的奔波劳顿，
成了主人气定神闲捧着手机坐着或者躺着的
享受。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能社交、娱乐、购
物“一条龙”，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人们就
变得越来越懒惰。

如果手机失去了服务功能，反而成为人
类的主导者，这手机不用也罢。放下手机，让
社交回到“现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更是个
社会问题。无论是“餐桌使用手机规范”，还是

“手机叠叠乐”，出发点都是为了人际关系更
加和谐。但是最终的约束还是要依靠自律，自
己不自觉，刀架脖子上照样可以玩手机。

莫要成为手机的“奴隶”，否则不仅难以
修复人际关系，更是变相禁锢了自己。

莫要成为手机的“奴隶”

网言个论

刘雪松

相对于湖南耒阳文联主席熊艾春脆弱的
自尊心来说，陕西作协副主席吴克敬的创作
心态就皮实多了。吴克敬继被指自己作品重
复发表回应“普遍现象”之后，对于205字
诗歌《户县赋》与他人同题诗歌多达192字
的严重“撞衫”，再次表现出超然的镇定。
他在回答质疑时表示，“县上就这几件事，
所以诗会存在雷同的地方”。

如果说熊艾春写了烂诗容不得批评，还
有点敝帚自珍的“可爱”之处，还可能真有
精神状况的客观原因，那么，吴克敬面对诗
歌撞衫的回应，却是煞费心思地兜了很大一
个圈子。原作者李景宁心目中的“吴克敬老
师”，先是说发表在《金户视野》上的诗作

“不是我写的”，再是怀疑李景宁“可能炒作
自己”，接着埋怨网友“现在的人心态有问
题”，最后则说写这诗歌是“用来练书法”，

“县上就这几件事”的诗歌雷同。
吴克敬老师兜这么一大圈，其实是很要

面子的。只不过与湖南熊艾春式的要面子，
表达方式不一样。作为庄重文文学奖、冰心
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
多项大奖得主，吴克敬拿得下身段剽窃、诗
歌撞衫，却放不下身段承认创作上的问题，
这在自身处理文品信任危机的喜剧化程度
上，与熊艾春是有得一拼。

吴克敬如果在文学创作上没几把刷子，
显然不可能拿这么多大奖，也不会轻松坐上

陕西作协副主席、西安作协主席的文坛高
位。而今接连被曝创作上的“晚节不保”，
恐怕与端着这个高位的架子、却在生活上与
创作源泉的脱节，有着一定的关联。好日子
早就过得不接地气，却要为填新赋强露脸，
这种捉襟见肘的江郎才尽，与这个位置的舒
适放松、却又应酬繁忙的程度，很难说不无
关系。

文学上功成名就的作家中，不乏把职位
坐得端、又把文品做得正的大家，但鱼和熊
掌兼顾得完美，却不是凭创作上的才气就能
做到的。都说文品如人品，说明做人与做
文，再怎么分裂成两桩事，多少还是会交集
到一起去。比如吴克敬老师，再怎么是别人
追着赐稿，再怎么需要在文坛上刷存在感，
也不能太不顾及创作上的游戏规则。

吴克敬剽窃之后再爆诗歌撞衫，一千个
借口都不及一句承认问题的道歉来得更有品
质。作为户县作协副主席的李景宁，诗作被
他的“吴克敬老师”抄袭，并不只 《户县
赋》这一篇了，他的另一篇《渭水赋》，被
吴克敬换题《渭河赋》发表，反被抄袭者怀
疑“炒作自己”，网友反被指责“心态有问
题”，可见文坛的歪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
已经当成了堂而皇之的东风，这是显得过于
强词和强势了。

县上这几件事，可以成为“诗歌撞衫”
的正当理由，如果庄重文、冰心、柳青、鲁
迅等人地下有知，恐怕也会禁不住笑出声
来。吴克敬老师对于剽窃与诗歌撞衫的回
应，可能“心态有问题”的，应该恰恰不是
别人。

晚节不保，不仅仅是江郎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