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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题名：贾长城）

据 6月 30日《扬子晚
报》报道，5月 29日，安
徽 琅 琊 山 上 “ 镇 山 之
宝”——欧阳修亲手所植
的一株千年古梅，被几名
游客生生掰断枝桠。事情
发生后，滁州市民纷纷声
讨这种不文明旅游行为，
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找到

“凶手”。记者近日从滁州
市森林公安局获悉，两名
昆山籍游客蒋某、唐某因
损坏古树木被警方查获，并于6月24日接受处罚和作
出3万元赔偿。郑剑闻之，不禁慨叹。草成几句，以
谴责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

皖地五月夏日长，琅琊山前游人忙。
滁山滁水看不尽，醉翁亭前拜欧阳。

《醉翁亭记》千古传，八大家里称名篇。
与民同乐乐开怀，到此谁不话当年？
醉翁亭前一古梅，欧阳太守亲手栽。
疏影横斜暗香送，梅花年年迎春开。
忽来游人素质差，为摘梅子折枝桠。
欧阳大人应发怒，想不到，千年梅树被糟蹋。
我栽梅花供人赏，栉风沐雨依然香。
梅品高洁人称颂，不惧寒冷与冰霜。
青梅煮酒论英雄，古人梅下几争锋。
留下佳话代代传，江南江北有梅影。
咔嚓一声梅枝断，亭前游人皆愕然。
折断梅枝人离去，明查暗访才归案。
昆山滁州本不远，岂能一走就算完。
损坏古木当治罪，罚他银两足三万。
人有精神树有魂，断你手足疼不疼？
如此游客素质差，不该出手掰枝桠。
文明出行天天讲，有人没有记心上。
别说出国现丑行，就在国内脸丢光。
劝君旅游讲文明，攀折花木当禁行。
从今莫学昆山客，毁坏古树落骂名。
（附记：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

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
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枢密
副使、参知政事。在被贬为滁州太守时，写下了千古
名篇《醉翁亭记》。后人将其与韩愈、柳宗元、苏
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为“唐宋散文八
大家”。）

欧梅罹难记

诗 风

自从女儿转入那所重点小学后，为方
便孩子接送，我和小妹换了房。她家位于
老城区一幢旧宿舍楼里。安顿好，小妹专
门嘱咐我：“对门老罗头有些怪，特爱管
闲事，最好别惹他。”

时间一久，邻居告诉我，这老头确实
有点“怪”：他老伴走得早，之后就一直
独过。退休金不高，却默默地为两个贫困
学生助学。时常把在国外的儿子寄来的外

汇捐献给红十字会；老爷子精
神头特好，虽说年近八旬，身
体好，声音洪亮，行走如风，
嗜好喝点小酒，没事了就在小
区里转悠，碰到看不惯的事就
朝人吼，还动辄以“我是个老
党员，这事就要管到底”。

摊上这么个倔老头做对
门，我们尽量避开他，不到万不得已，很
少与他打交道。

没想到，你不招惹他，老头子却自己
找上门来。

入住后半月，那天我在家看电视，大
门被擂得山响。开门后，老罗头满脸铁
青，劈头盖脸地说：“小刘，你们来了不
怎么搭理人我不计较。可原来那户人没跟

你说过？今天轮到你们家打扫楼道卫生。
小同志，要有点公德意识啊！”

还有这“规矩”啊？小妹的确没讲
过。怕老头上火，第二天一早，我和妻子
赶紧从六楼扫到一楼，还把楼梯扶手仔细
抹了一遍，害得妻子错过了公司的班车。
罗大爷出门去买报纸回来，看到到处清清
爽爽、干干净净，点点头，肯定道：“还
不错。以后把日子记清楚，最好不要我这
个‘栋长’催嘛！”

领教了罗大爷的厉害，我们变得更加
小心翼翼，垃圾不敢随手丢，出门把一楼
的门轻轻带上，不像以前那样“哐当”一
下，怕被罗大爷撞上，又少不得一顿尅。
说来也怪，由于老爷子的影子似乎无处不
在，不光我们这栋楼，就连周围的宿舍也

变得很整洁。据说，由于罗大爷的威名在
外，几乎没有小偷光顾过这里。老爷子虽
然有点凶，但大家觉得他一身正气，敢说
敢管，不图名利，是宿舍楼的“保护神”
和“环境大使。”

尽管老爷子难以接近，但是我还是看
到了他柔和的一面。

有一次，他竟然面目慈善地叫我去他
家坐坐。家里摆设很简单，一年四季换洗
的就那么 几件衣服；下酒的就是一盘花
生米和咸菜。见此，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
苦自己。

他跟我谈起了自己的经历：15岁当学
徒工，18岁入党，搞了几十年的机修，多次
被评为市里的劳动模范，退休后给人家当
了几年的门卫。唯一的儿子早年出国，挣
得比较多，但没有靠儿子养老。有一次回
老家，他看到乡亲们仍比较穷，便“认领”了
两个山区的孩子，承诺给他们提供学费，一
直到上完大学。他做这个“栋长”也是大家
推举的，好发挥一下余热，能跟周围的群众
有密切的联系，打成一片呀！

至此，我对这位外表倔强、内心柔和
的老党员有了一份敬重。

党员老罗
□ 刘 兵

批 评

微 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我相信，这朴实无华
的歌词，都有张力

我相信，这从火焰中
诞生的旋律，都会呼吸

铿锵有力高亢昂扬传
唱在华夏大地

这是祖国的声音一道
耀眼的光芒

惊醒了世界的眼眸它
们发现

中国已经一步步走向

强大
是的，这首歌是炎黄

子孙
面对荆棘坎坷多舛命

运，作出最高瞻的希冀
最英明的远瞩
这歌声
以滚烫的勇敢和赤诚

覆盖着
——从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的国土
到每一个人的心灵

同唱这首歌
□ 申宝珠

破雾南湖，
沐雨长江，
奋力向前。
看惊涛赤水，
延河瑞雪；
暗礁已过，
又绕浅滩。
早顺八风，
晚接七彩，
万里洪流两岸闲。
东方晓，
正云帆直挂，
踏浪天边。

闯它玉宇云烟，
三壮士飞舟星汉间。
有经天舵手，
狂飚何惧；
重开一路，
聚力攻坚。
互利同赢，
和谐盛宴，
对酒当歌向不偏。
嫦娥乐，
又长空弄舞，
华夏无眠。

沁园春·红船颂
□ 李辉民

夏夜 星星满天
缕缕凉风 传播
蝉鸣 体育馆广场
歌舞托起闪烁的风筝
石子铺成的小路上
偷听牛郎织女私语
心动 远处隐约村庄
老爷爷讲孔融让梨
老奶奶说孟母三迁
夜那么宁静
妈妈说 天最公平
孩子们说 星星
是妈妈的眼睛

雨
老天 又失眠了

到底发生了啥事
黎明 泪水喷涌
广袤的田野 肃静
轻拍父亲的坟墓
询问感冒重不重
城市的街道
奔跑的警车
惊鸣
荒芜的废墟上
大妈 又想轻生
又有山体滑坡 天边
又有洪水汹涌
眼泪 若能催眠
愿守候长城 恭听
孟姜女的悲哭

妈妈的眼睛（外一首）

□ 刘全兴

背起心爱的吉他
我爬上老城墙
心中的老城墙
墙缝里藏着多少故事
墙壁上布满多少沧桑
儿时我在墙头爬上爬下
玩耍在墙脚边忘记夕阳
书包和粉笔头扔在一边
枕一河童真进入梦乡
古城伴我渐渐懂事

城墙陪我天天成长
心中的老城墙
墙头上还漂浮缕缕炊烟
墙垛上消失了鼓角刀枪
你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
你见证了多少成败兴亡
吟一首古诗为你祝福
弹一曲新歌把你颂扬
老城墙边欢声笑语
护城河里轻舟荡漾

老城墙老城墙（（歌词歌词））

□□ 董董 礼礼

我和王书生认识缘于文学，至
今已三十多个年头。那时他风华正
茂，还是个小青年。对文学怀有浓
厚的兴趣和美好的憧憬。每逢开
会，我们常在一块切磋和交流。后
来他进入宣传部，担任了文联主
席，那时我已调入夏邑完中任教，
有空常到他那里坐坐，使我们有了
更多的接触机会，从而对王书生也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90 年 1 月，我的散文《我爱
泡桐花》 在 《作文》 杂志发表后，
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封读者
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四川省达县石
桥高中二（4）班学生侯志鸿。 语
言朴实，情真意切，富有想象和天
真烂漫的童趣。特别提出要我为她
寄去几朵（哪怕一朵）泡桐花的请
求，实在令我感动！有一天我去王
书生家玩时，说起了这件事，并拿出
信让他看，他看后异常激动。鲜花无
法邮寄，他立即请在座的县委通讯科
的韩丰同志爬上他家门前的一棵繁
花似锦的泡桐树，拍了一幅泡桐花的

“特写”，让我速与这位同学寄去，以
了却他的这一美好心愿。并自语道：

“童言无忌，童心不可欺呀！”
我与王书生交谈时，也常拿出

我写的东西给他看。每次他都给与
鼓励和点拨。王书生才思敏捷，想
象力丰富。关键的地方，往往经他
一番想象、构思，或人物，或场
景，或情节都会别开生面，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使我茅塞顿开。加
之我又读了他的《遗恨》《孤寂的小
屋》等小说，对于王书生来说，虽
然是刚刚出道之作，但文笔和人物
刻画都非同凡响。从那时起，我就
对王书生刮目相看：他特有艺术细
胞，是块写作的料。如能专下心
来，一定能写出不凡的作品，成为
一名颇有影响的作家。谁知，他一
路绿灯走上仕途，从文联主席到宣
传部副部长，又到广电局长，把时
间和精力都用到施政和迎来送往
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奔波到退
居二线。

退下来的王书生，没有犹豫，
更没失落，欣然转身， 提笔重抄旧
业，潜心写作。短短二年不到，一
部长篇纪实文学《鸩之蜜》就纳入

“商丘作家文库”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了，从而不难看出王书生的才气和
付出，应当向他祝贺！

当我打开《鸩之蜜》这部还带
着墨香的作品时，那一个个性爱故

事，在作者的生花妙笔的渲染下，
令人动容，而一旦读完，又让人瞠
目结舌。面对一个个不幸甚至酿成
血案的悲剧结局，有的令人扼腕，
有的令人叹息，有的令人义愤，还
有的令人称道和同情。爱情是一种
美好而圣洁的东西，性爱是人的本
能和渴望，但要受到法律和传统伦
理道德的约束和规范。否则，一旦
失去制约，那就会流于满足性欲的
乱伦，成为罪孽，就要受到法律的
制裁和道德的谴责！

社会上一些有钱的人们道德滑
坡，伦理缺失，生活腐败……尤其
是一些贪官将权力变为金钱，金钱
变为享乐和腐化，包二奶、养小
妾，社会上出现一股情人潮，而且
大有越来越汹涌之势！王书生被这
种现象震撼了！他在一股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的驱使下，站在为中华民
族复兴的高度，用一副锐眼和高度
的政治嗅觉，不远万里，经过十多
个大城市一年多的调查和采访，捕
捉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原型作为素
材，用纪实的笔法，给予揭露和展
示。语言犀利，有叙有议，鞭辟入
里。《鸩之蜜》 全卷九章三十五
节，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腐
败的贪官、富豪以及有钱的不同层
面人物的淫靡生活给予暴露！这是
对新时代腐败现象的挞伐，这是对
文明道德的呼唤，这是对当代致富
了的人们和官员的劝诫与警醒！这
是一部新形势下伦理道德的教科
书。《鸩之蜜》是一部具有社会意义
和现实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美丽的转身
——王书生和他的《鸩之蜜》

□ 杨朝卿

6月的一天上午，我外出办事，
朋友突然告诉我，陈少敏去世了。
我听了，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少敏
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任商丘日报社
副总编辑，虽然我与他相处仅两年
多，但年龄相仿，性格相似，情趣
相投，交情甚笃。我匆匆赶到少敏
家，望着他那微微含笑的遗像，顿
时，一行热泪盈满了双眼。他的音
容笑貌，他的言谈举止，他做的那
些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往事，如定
格的电影镜头，一一浮现在我的脑
海里。

记得 1992年秋季的一天，夏邑
县一个农村少年给报社来信，反映
她虽然考上了高中却因家境贫寒而
无法迈进高中的大门。我们与她当
时就读的初中联系，才知道这个孩
子生在新疆，长在夏邑，从小就不
记得父母的模样，农村的一家穷亲
戚把她拉扯长大并供她读完了初
中，再也无力供养她上学了。我们
觉得这样的事在农村很多，但又考
虑这个孩子的经历有点特殊，不忍
心让她失望，就把信转给了时任夏
邑县委副书记的陈少敏。不几天，
少敏来电话说，孩子上学的事已经
联系好了，你们放心吧。后来，我
们到夏邑采访时才知道，收到我们
的信后，少敏当即来到夏邑县高
中，向学校介绍了这件事。学校领
导高度重视，安排专人到这个孩子
的家庭、就读的初中调查了解，根
据她的成绩和平时的表现，把她收
到了学校，并免除了她的学杂费
用。夏邑高中的同志说，这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少敏书记却亲自
去办，真令人感动。以后，少敏多
次在县教育工作会上讲，孩子是祖
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我们一定
要抓好基础教育，让“鲜花盛开”，

而不能让花朵夭折在我们面前。这
时我们才明白，少敏所牵挂的不仅
是一二个上门求学的孩子，而是成
千上万个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
题。

1998年夏天，暴雨肆虐，三江
为患。洪水冲决了江西九江大堤，
吞噬了农家房舍，淹没了万顷良
田。洪水过后，江泽民总书记发出
号召：“要千方百计地保证受灾地区
的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千万
不能耽误！”时任商丘商业学校校长
的陈少敏与校领导商议后，决定向
九江学子伸出援助之手：免费 26万
元，从九江11个重灾县市招收50名
特困生，在商丘商业学校组成了一
个特殊的群体——“九江班”。这是
当年我国第一个由灾区学生组成、
中专学校免费特招的特殊班级。为
了把这批九江学子培养成材，两年
中，少敏和学校的员工、社会各界
以博大的襟怀抚育着这批特困生，
倾注了满腔心血。不仅向他们传授
了商校学生应该学习的知识，而且
根据他们的特长、爱好，辅导学生
自学了 《计算机信息管理》、《法
律》、《新闻学》等大专课程。两年
后，这批学生学成返回九江，还时
常给少敏来信汇报他们的工作情

况。如今，这批学生已经成了九江
市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

2005年秋天，我从报社退居二
线，受聘到郑州一家公司从事文秘
工作，和少敏的联系渐渐少了。一
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商丘一家小餐
馆里遇到了少敏，发现他明显地瘦
多了，聊起来才知道他已经到市人
大工作，身体已大不如前，病魔时
时在折磨着他。他打算尽早退休，
然后与几个从事过法律工作的退休
老同志一起，力所能及地为群众提
供点法律服务。后来，我从互联网
上看到了他多次到基层法院调查研
究的信息，知道他正在为实现退休
后“发挥余热”的目标而努力。我
原想尽心帮他做点工作，通过出版
社的朋友为他找了一些法律方面的
书籍，没想到这些书我还没有从郑
州拿回来，少敏已驾鹤西去，再也
不回来了。

我心中的少敏是一个平凡的
人，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兢兢业业
工作的人，他襟怀坦白，顾全大
局，待人诚恳，办事认真。他虽然
没有做出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辉
煌业绩，但认识他的人已经记住了
他，熟悉他的人已经深深地把他装
在了心里。

忆少敏
□ 孙清玉

深 情

羊续悬鱼，典出 《后汉书·羊续传》。说是汉时官吏羊
续，在南阳任太守时，有权势者及富豪人家都崇尚奢侈华丽，
羊续对此深为憎恶，因而常穿破衣吃淡食。乘用的车马也很简
陋。府丞曾向他贡献活鱼，羊续收下后却悬挂在庭院之中，府
丞后来又向他献鱼，羊续便把先前悬挂的那些腐臭的鱼干拿给
他看，以告诫他以后不要再献。

羊续悬鱼的故事最早是从高中老师那里知道的，那时社会
上已有关于“走后门”的话题。现在想来，原来老师是用“悬
鱼太守”指导我们人生的价值取向。中学生自以为是的懵懂与
敷衍，既没有体悟“悬鱼太守”的难能，也没有参透“走后
门”的功夫，只把它们当作认识范畴里的一种存在。不曾想，

“走后门”这个事，竟一夜之间被“不正之风”吹成一种行
当，并从东躲西藏的阴影里堂而皇之地挤进了渐次兴胜与繁荣
的快车道，以至于形成了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用“有钱”或

“有人”才“说事”的社会共识。“钱”和“人”明火执仗地交
易与苟合，生出了一个个污染和毒害社会与灵魂的怪胎。这时
才发现“羊续”这个“著名廉吏”的历史教化真的不能小觑。

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从步入社会的那天起，就面临着生
命的抉择和判断。各种诱惑冲击着我们曾经坚守的原则和底
线，考验着我们的心智和定力。古往今来，细数每一个贪官的
脚印，无一不是从认真“做个好官”走来的。就连历史上最著
名的贪官和珅，早年也曾立志当一名清官。后来被腐败的风气
所影响，不再考虑国家大事，一心只想争宠敛财，最后难逃法
网，狱中赐死。是的，诱惑是欲望的寄生虫，欲望是诱惑的膨
胀剂。诱惑与欲望的联手对接，最终买通了人生的“不归路”。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
也。”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所说：“金钱本身是没有什么善
与恶的。”善与恶取决于：金钱是怎么获得的；金钱又是怎么
使用的。如果为了金钱而盲目，无异于香饵下触口，等待你的
肯定是鱼钩。记得《红楼梦》第二回，说是“智通寺”门旁有
一副对联很让人警醒：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
欲时无拘无束，事发后束手无策。但凡不是傻子，就应该懂
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有这样一个传说：说是有个人为和邻居争执一道墙，写信
告诉在京城做官的亲戚，让其帮助打官司。这亲戚回信道：千
里送信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
秦始皇。是的，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钱却能把人送进坟墓。
有资料显示：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被带走时，在
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经理马超群家中
被搜出37公斤黄金、现金上亿元、房产手续68套；贵阳市政
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受贿的赃款塞满整整5个保险柜……华西
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曾经说过：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
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所以，

“人”为什么不能问一下自己：真的需要这么多么？
很多人很多时候大都是被自己的嗜好打败的。爱名、爱

利、爱美色。“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在他们无法控制的“爱
好”下，无限制地使用或滥用权力，那些为了个人目的而钻营
的人，大多是看准了“官员”的爱好才偷巧下注的。如果能耐
住清贫，做到古人说的“穷不忧，乐不淫”。能像羊续哪样

“悬鱼”，就不会因吃了别人的“鱼”而短嘴，就不会让善于
“投其”的人钻了自己“所好”的空子，就不会因被人挖掉脚
下的基石而“失足”。

从“羊续悬鱼”说开去
□ 田爱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