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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贪官一脉存，
不求自省度时昏。
朝陪烟雾麻坛馆，
暮醉笙歌锦幄轩。
四股歪风吹枕梦，
八条铁律撼心魂。
觉来忏悔方知晚，
遗恨千年累子孙。

范儿爷姓范名忠，今年88岁，上世纪90年
代初期，从洮儿河畔一个古城的县国税局退休。
范儿爷的绰号不光源于他身材修长、银丝有型、
精神矍铄、谈锋甚健，还源于他是一个古道热
肠、助人为乐，光干活儿而不取任何报酬的志愿
者。

老爷子的头衔很多，他不仅是住在县国税
局、地税局宿舍的干部们风雨不误的报刊义务投
递员，同时还是国税局老干部自管会耐心细致的
义务服务员。

洮儿河一带，不管你上班时干过啥岗位，退
休了便约定俗成地施行着“养老”的风习，但凡
退了的人，逛大街、扭秧歌、看热闹、打麻将、
遛鸟儿、卖呆儿……但范儿爷走的却是另一条道
儿：还在岗位上的时候，就做上了志愿服务的事
儿，一干就是30多年。

范儿爷所谓的“报刊义务投递员”的头衔，
那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当时范儿爷自
费订阅过不少报刊、杂志。由于经常下乡工作，
邮局投递的报纸、杂志送到单位就不管了，大家
你看他拿的，等范儿爷从乡下回来不是“缺斤少
两”就是“缺边少袖”。为此，范儿爷和邮局的同
志说好，自己订的刊物自己到邮局去取。单位其
他同志看到范儿爷亲自取误不了事，就委托范儿
爷一起捎回来，一来二去，凡是有订阅刊物的就
都来找范儿爷。退休后，范儿爷把这个“专长”

延展到了社区，住在社区的国地税干部们纷纷找
范儿爷订阅刊物，工作量一下比以前翻了好几
番。为此，范儿爷还为每个订阅户制作了“发行
记录卡”。

有一天，范儿爷骑着自行车到邮局取刊物，
被后面疾驶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大伙把他抬到医
院一检查，身上多处骨折。俗话说，伤筋动骨
100天，年岁大了骨头长得也慢。

为了不耽误给大家送报，范儿爷就和护理他
的二姑娘商量，能不能代他送报刊。说句实在
话，二姑娘腼腆不愿意送，但看到受伤的老爸哀
求的眼神，还是应承了下来。在范儿爷住院期
间，二姑娘一天不差、一份不落地将报刊和杂志
送到了订阅户的手中。

这样，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国税局和地税
局好几十份报刊，每天都让范儿爷忙得不亦乐乎。

范儿爷家楼下的小区绿化挺好，有树、草
坪、凉亭，可喜欢的去处还属国税局老干部自管
会，屋子里边的设施一应俱全。范儿爷的这个老
干部自管会主任还是“民选”的。当时的老干部
中既有年龄比范儿爷大的，也有级别比他高的，
而老干部的活动经费是按照级别来的，离休干部
的经费要远远的高于普通干部，统一花，个别离
休干部有想法，不统一花，大多数人有想法，最
后自管会决定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而由范儿爷
做少数人的工作。当年活动经费不仅没超支，还

比平时多开展了几项活动。这一炮打响后，老干
部的“自治”区域逐步扩大，包括老干部活动的
开展、诉求的表达等等都来找他了。

范儿爷还向局里提建议，将老干部活动室建
在家属楼内，同时购置了一些健身器材，不论早
晚，大家想娱乐、想锻炼身体，下楼就行了，非
常方便。

有一年，在社区开展国家“光明工程”，免费
为低保户做白内障手术。范儿爷根据自己日常掌
握的情况，组织5名眼睛有问题的老干部进行了
初检，对其中2名符合手术条件的老同志，范儿
爷负责跑残联、办事处和社区，所有的手续办齐
后，又亲自陪老同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1医
院做手术，使他们重见了光明。发挥了自管会的
作用，树立了自管会的威信，让自管会成了单位
与老干部之间诉求的平台、管理的平台和服务的
平台。

而范儿爷既是单位的“代言人”，也是离退休
老干部的“发言人”。经过多年的经营，自管会呈
现出既依靠组织，又不依赖组织的特点，从未发
生老干部上访等事件。这些年来，每一个老伙伴
离世，范儿爷都要亲自送最后一程。而每一位老
伙伴过七十、八十、九十大寿，范儿爷都代表自
管会送上慰问金和祝福的话语。方便的时候，亲
自下厨，炒几个菜，烫一壶酒，老哥们、老姐妹
把酒言欢，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范儿爷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每天读书看报，
还追根究底儿的琢磨业务。作为一个老税务工作
者，他养成了向纳税人宣传国家税收政策和法律
法规的习惯。范儿爷虽然退休了，不能直接为国
家税收事业做贡献，但他却利用在社区工作的优
势，经常同群众打交道，随时随地向大家宣传国
家的好政策和税收法规。

发生在范儿爷身上最有趣的故事，是他热心
支教成功的范例。由于范儿爷有股热心肠，社区
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或邻里纠纷都愿找他帮忙调
解。范儿爷不论多忙，不管多么难缠、难解的
事，从不推辞，且一帮到底。

社区里曾有3个孩子因家庭情况特殊退学，
他们经常和社会青年聚在一起，吃喝打闹，影响
极坏。由于孩子不听话，有的家长是皮带加棍棒
式教育，有的家长听之任之。范儿爷知道了这件
事后，就分别找到3个孩子的家长谈心，把自己
教育子女的心得悉数与之交流，让孩子家长感受
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根本问题还是出在家
长身上，从此改变了教育方式。教育方式的改
变，让家长们尝到了甜头，从此与范儿爷沟通的
更勤了。

几年的功夫，经范儿爷帮助的孩子算下来得
有10多个，有的升上了初中，有的考上了大学，
有的已经事业有成。

前几天，范儿爷去华晨地下商城，商城老板
就是他曾经帮扶过的少年。这件事县城里几乎无
人不知无人不晓。商城老板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投入近百万元重新装修了商城，安排了几十个人
就业。商城老板见到范儿爷二话不说，上去就挽
范儿爷的胳膊，非邀范儿爷在商城里来个合影留
念。

商城老板问范儿爷：“您今年高寿啦？”
范儿爷乐呵呵地回他：“小朋友，让我保个密

好不好。你看看，我是不是越活越年轻呢，现在
是个80后，再过两年，就成90后了……”

土豆花开
实实在在 不开谎花
土豆花开
美了一个山村
醉了一个小家
土豆花开
幸福和温暖牵着希望
美透了山里爬树下河的孩子
乐坏了田里勤劳辛苦的爹妈
土豆花开
潇潇洒洒 没有奇葩
土豆花开
美了一个山坡
醉了一个小家
阳光和雨露牵着希望
美透了城里打工的二丫
乐坏了边疆当兵的三娃
土豆花开了
小日子就开的饱饱满满啊
土豆花开了
小日子就开的红红火火啊
啊 给我一片沃土
你就拥有一片未来

“一带一路”赞
□颖 平范 儿 爷范 儿 爷

□郝凤山

花了几个钟头才爬上来，啥
也看不到，真是的！雾气弥漫，观
景台四周混沌一片。

有欢笑声从浓雾中隐约传
来，她循声走去。观景台边站着
俩人，她听了听，原来是对母子。

母亲托着儿子的手指这指
那，嘴里还不停说着：这边全是奇
形怪状的山峰，有的像神龟，有的
像玉兔，下面啊，满是盛开的映山
红……儿子不住点头：美，真美！

真有想象力！她哑然失笑。
过了很久，俩人转身，母亲扶

着儿子坐下后，说要上趟卫生间，
慢吞吞走了。她这才看清，眼前
这对母子竟然都拄根木棒，戴副
墨镜。是对盲人？！她惊呆了，不
由自主走向那男青年。

这儿的风景真好，你说是
吗？他突然问她。

嗯，你的眼睛……她欲言又
止。

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我5岁时眼睛就不行了，但
妈陪着我，去看过很多高山和大海。

他的声音异常动听：我学的是作曲，妈常说，没去
过山顶和海边，写出来的作品，很难有高度和深度。

她忍不住问：你妈也是盲人吗？他收起笑容：为啥
这么说？

她诧异，向他描述起他母亲的样子。
两行清泪从墨镜后面流出：妈，您说是怕累着，才

拄了根拐杖，可您干嘛还要和我一样戴上墨镜？
前方响起了木棒敲击石板的声音，就像无比美妙

的鼓点。她抬起泪眼，两点墨色正倔强地冲破重雾由
远而近，缓缓化为大雁展开的双翅，顽强地为雏雁遮挡
着风霜雨露。她确信，这一刻，自己看到了人世间最美
的风景。

母
亲
的
墨
镜

□

周
国
华

小小说小小说

“一带一路”八方来贺
世纪宏图 民心所愿
胸襟辽阔 囊括五洲
谋一地域 必谋全局
丝路古韵 华丽新曲
合作共赢 海纳百川
世纪回首 生灵涂炭
积贫积弱 河山破碎
崛起中华 家国情怀
仁人志士 百年英豪
烽火硝烟 前仆后继
民族之林 屹立东方
党前指引 砥砺奋进
科技兴邦 人文关怀
治国理政 国计民生
依法治国 生态文明
小康路上 民富国强
复兴梦圆 汉唐遗风

“一带一路”五洲同乐
四海之内 世界大同
中华威仪 昭昭乾坤
壮哉炎黄 伟哉华夏

闲人看忙人
忙得
时间闹饥荒
慷慨陈词：
时间那东西
我们闲人
有的是
不过
想给给不了
想借借不了
想卖卖不了
嗨
想攥还攥不住
都从指缝漏掉
绕过麻将桌
环城走一圈儿
直奔下水道

闲人的时间
（小品诗）

□王殿芳

土豆花开
(歌词)

□布日古德

斥贪官
□刘兴伟

““清廉鹤乡清廉鹤乡””优秀优秀
廉政文化作品廉政文化作品

绿野飞花绿野飞花

作为70后作家，徐则臣一直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问
题。谈起70后作家，以徐则臣、李浩、张楚、路内等人为代表的作
家群体，真正诠释了一代人“夹缝中求生存”的心路历程。在自我
和社会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乡村与都市之间，童年记忆与中
年感怀之间，他们有着一种时代的困惑与况味。这一代人，面临
着现实的严峻与世界的巨大变化，他们内心的意志与心态都被
赋予了一种沉郁、苍凉的底色。

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创作的。这
本书讲述了海归、大学生、保姆、快递员等北京多个社会群体的
生活故事。读完《王城如海》，真正看到了一个城市的众生相、不
同人物的生存体验。徐则臣生活在北京十几年，对北京的认识永
远带着一种在大时代下追逐自我成长的色彩。他小说中的人物
折射了一个个社会群落真实的生活状态。从中国看北京，从北京
看乡村，文化视角的殊异，角色身份的差异，给我们带来了对于
城市生活的不同思考。

从故事内容上来讲，作品中有“都市”与“乡村”两个精神意
象，“都市”代表了我们内心中的骄傲与欲望，而“乡村”代表了我
们的渺小与梦想，矛盾对立的两面，其实是展开了对真实生活的
个体思考，同时也是社会复杂现实与人们精神状态两种意义的
互文。对城市的这种打量，回过头来讲，其实也是对历史进程的
书写。经济的快速发展，故乡的巨大改变，在城市与故乡之间的
生活，埋藏心底的“乡愁文化”……种种人生况味，弥漫在作品之
中。某种程度上说，《王城如海》描绘了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多个
社会群落人物的心灵图景。

《王城如海》中对大城市的感慨，既深沉又复杂，这些一言难
尽的情感纠葛，其实何尝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现状？作者
把目光聚焦在北京，人们纷纷涌入这座城市，带着各种复杂的感

情，各种理想与追求，北京因此成为一
个大舞台，一个淬火炼金的地方。地域
的变化，人物的交错，生活的纷扰，给
读者一种难以名状的人生感慨。

大城市里的众生相
——评徐则臣的《王城如海》

□石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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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刚刚过去，节气真应时，天
就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雨越下越
大。这可是今年的第一场春雨，站在
楼里的阳台上，望着窗外，烟雨蒙
蒙，远处的楼房也若隐若现，淹没在
烟雨之中。虽然还没有到黄昏，但整
个城市被乌云笼罩，天都变暗了，雨
中行驶的汽车，也纷纷打开了车灯。
在这个季节，春雨下这么大，还真不
多见。雨点打在窗镜上，形成了一串
串小水珠，水珠排着队往下面钻去。
它好像知道土地正渴望着它的滋
润，所以加速融入大地的怀抱。人在
城里住久了，就有点麻木。对时节就
不那么敏感了，也就没有了拥抱大
自然的欲望。今天的这
一场春雨，又一次点醒
了我对时节的关注。此
情此景让我联想起，南
宋诗人陆游的一句诗：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
明朝卖杏花。”现在农村
正是盼雨的时候，这场
雨下得好及时。春回大
地，万物复苏，草木也都
早该吐出了新芽。我的
家乡现在会是什么样
了，想起那曾经的山杏
树，成片成林，布满山
坡。在这个季节，也快要
开花了吧。

小时候的故乡，离
村子较远一点的小山
上，林子都是一片一片
的。这一片是榆树林，也
就是大家所说的拉条
榆，很像现在苗圃培育
的树苗一样，整整齐齐
一方。那一片是山杏树
林，错落有致地分布在
山坡上。和现在有人管
理的果园也差不多，只
是少了围墙和篱笆。家
乡的山，实则就是一个
个沙土堆集的小沙丘，
因为都是沙土地，春风
刮起的时候，沙子随风流动，堆积多
了，就成了现在的小山。一些山杏树
的果实，随风飘到这里，在适宜的环
境下，就生根发芽，长成树木，久而
久之逐渐成林。

小时候，每每到春天这个季节，
天气回暖。在家憋了一冬的众多小
伙伴，都坐不住了，开始行动。我和
邻居家的这些小男孩儿，就经常上
山玩，虽然都是小学生，但放学后作
业不多，时间还是比较宽裕的。唯一
害怕的就是家长不允许，好在是跑
山上去玩，若是去水边，那是万万不
可以的。

家的南边，离村子不远的地方，
有一片杏树林，这儿是我和小伙伴
们常去的地方。我们天天盼着，杏树
什么时候能开花，什么时候能结果。
山上的杏树长的很繁茂，杂草也很
高，我们在山上尽兴地玩，一个小伙
伴突然把胖乎乎的小脑袋，从杂草
的缝隙中探了出来，蓬乱的头发上
还粘满了枯黄的草叶，引得大家哄
堂大笑。虽然步入成年后，多次光顾
过这些杏树林，有时和朋友也来过，
但是唯有童年时的印象，最深刻、最

美好。
春天到了，一阵和煦的春风吹

过来，杏树上的枝条逐渐变软，也逐
渐变绿。随着春风的节奏，枝条翩翩
起舞，随风摇曳。花蕾也陆续从枝头
上钻了出来，这杏树真是要开花了。
一夜春风过后，山杏花真的开了，远
远望去，一片花海。满山盛开的杏
花，把整个山坡都染成洁白的颜色。
仔细观看，其中还透着微微的粉红，
真像是天上的一朵朵白云飘落下
来，覆盖在大地上，把大地都装扮的
蔚为壮观。那白里透着粉色的花朵，
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俏丽。千姿百
态的杏花，总想把自己妩媚的身姿、

优雅的神韵，展示给前来
赏花的人。往前看，有的花
朵盛开着，有的花蕾在枝
头上含苞待放。她们互相
观望着同伴，争奇斗艳，一
比高低，谁都不甘居落后，
谁都不想把花期错过，竞
相向人们献上一份春的厚
礼。她们弯下腰朝孩子们
在笑，同时也把欢乐，带给
这些期盼已久的小伙伴。
在阳光的折射下，孩子们
笑得更加灿烂，他们的小
脸蛋，也映成了粉红色。更
像是一朵朵盛开的山花。
当你置身在这片花海之
中，犹如徜徉在虚无缥缈
的仙境之上，身边宛若朵
朵白云环绕。脚下松软的
草地，相伴左右的鲜花，在
万花丛中，花的芳香扑面
而来，阵阵香气沁人心田。
在这些山杏花的簇拥下，
彷佛你也要变了，变成了
童话世界中的花神，变成
了花仙子。这时候你的思
绪，完全被眼前这美丽的
景色所吸引，那几分浮躁
的心情，也平静下来，整个
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赐
予我们的美景之中。我们

真要感谢这些山杏花，她带给人们
这么多信心与快乐。她们不愧为是
春天的使者。在百花之中，她们不畏
严寒，第一个从冬天走来，把春的希
望，夏的寄托，秋的收获，送给这些
企盼已久的人们。

花期很快就要过去，人们总会
有些失望。一夜无情的风雨，花瓣洒
落了一地。林间的空地，变成了一片
白色，“雨送黄昏花易落”。不过你不
要伤感，没过几天，枝头上，你隐隐
约约，就能看见很小的山杏，山杏树
结果了。春华秋实，小小的果实，预
示着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也预示着
硕果累累，会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
更预示着，这颗小小的果实，还会孕
育出新的生命。她会以一种新的形
式，继续着她们的存在。

故乡的山杏花，你根植于这片
沃土，在风沙中成长，繁衍生息。把
一生的美丽，都奉献给故乡的人们。
你虽然花期很短，既不高贵，也很平
凡，但人们不会因为你的平凡和短
暂，而拒绝你俏丽的身姿和优秀的
品质，你是故乡人的骄傲。山杏花，
你会一直在我们心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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