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听到“开不败的花朵”这几个字，是出自白城市作
家协会主席、《绿野》主编丁利之口。

2009年，在白城市文联主办，白城市作家协会、《绿野》编
辑部承办的白城市“国庆60周年”征文大赛的时候，丁利主编
提到了白城市的文学发展，沿着这一脉络，时光追溯到1946
年……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派往哈尔滨文化
工作团负责护送的警卫团副团长王耀东，就在科尔沁大草原
的东部、文牛格尺河沿岸的草原上，在与叛匪的战斗中光荣牺
牲。根据这一事迹，著名作家马加撰写了中篇小说《开不败的
花朵》，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版14次，4种文字出
版……

从1946年说起……
当时，我和一些对《开不败的花朵》一书感兴趣的文友已

无处寻觅该书，但这个英雄的故事和书名深深地吸引了我们。
驻白武警部队的干部梁旭辉更是感慨万分，作为一名现

役军人，他对“流血”和“牺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依然四处
查找与这本书有关的信息，还找到一些白城的老文学创作者
和熟知白城历史的老同志了解这本书、了解王耀东的事迹。虽
未获此书，但他经过深入研究了解之后，依然以《开不败的花
朵》为题，撰写了散文。同时，这篇散文也作为
征文，获得白城市“国庆60周年”征文大赛一
等奖。

赛后，所有获奖的参赛作品都在《绿野》
文学期刊上刊登。梁旭辉在获奖感言中说道，
是白城的文学滋养了异乡从军的他，在白城
文学的这片绿野中，他戎装在身，践行使命的
同时，也因为从事文学创作而使自己得到了
艺术的熏陶，为军旅生活增添了别样精彩。他
发自内心地感谢白城文学这块园地、感谢《绿
野》期刊。

我见证了梁旭辉从调研、创作到走上颁
奖台的过程，为他取得的成绩激动而骄傲，但
更为白城市作协培养人才、扶持人才、推举人
才的做法激动而骄傲；为白城有《绿野》这样的文学期刊、有这
样的文学创作者的家园和沃土而倍感幸运。正是有了这样肥
沃的土壤，才让很多热爱文学、赏读文学的爱好者们在《绿野》
这块园地一次一次地看到“田野又是青纱帐”。

应该说，伟大祖国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走来，历经70年
砥砺前行，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无一不是在创造新天
地、建设新世界，腾飞跨越中一路雄风浩荡、一路凯歌高唱、一
路成就斐然、一路昂然于世。白城，和着祖国发展前进的律动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白城的文学事业也激荡起一个又
一个浪花，虽历经跌宕，但永远不失执着前行的劲头，这浪花
无比绚烂、无比夺目，更无比珍贵。

如果说白城文学是一片天空，那《绿野》就是坚实的沃土，
让无数原本羸弱的幼苗在这里得到培育并茁壮成长。我更因
身在其中感同身受。通过我自身的进步和成长，感受到白城文
学、白城文学期刊对我这样一位普通作者的一次又一次托举。
我和我的文友们由点滴变化到质的飞跃，这变化也鞭策着更
多的文学爱好者投身其中，佳作频出。

30年前的1989年……
第一次接触《绿野》时，我才17岁，那是1989年的一个初

春，我带着手写的厚厚的一部“中篇”小说，拘谨地叩开了《绿
野》编辑部的门。接待我的是时任《绿野》杂志总编的朱光雪老

师。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谁，只说是来投稿的，便手足无措地递
上了自己的稿子。

他的办公室堆了好多书和手写稿件，屋子光线并不好，
我就站在他的桌旁，像等待审判一样，不知道自己的稿子会
是什么命运。看了半天，朱老师才注意到我还站着，他让
座，我吓得没敢坐。然后朱老师让我留下邮寄地址，他说要
再认真看看。当时，我上初中，哪有邮寄地址，就把我爸的
工作单位告诉了他。

回到家，我开始寝食难安。没想到不出一周，我的稿子附
着一封朱老师的亲笔信邮回到我爸的单位。我爸在单位非常
荣耀地接到这封信，又像捧着宝一样带回家给我。朱光雪老师
在信里写道：“你的这个稿子写得非常好，但是因为刊物的用
稿原因，我们不能采用，真是很遗憾。但是你很有文采，也很有
写作的热情，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不要放弃。等到有一天，
《绿野》能发这类稿子的时候你再来，我们一定采用。”

拿着朱老师的信，我如获至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
一针强心剂，给正狂热写作的我一个莫大的动力。这个动力支
撑着我一直没有放弃写作，从17岁到37岁，中间经过了20
年。当2008年我再次踏进《绿野》编辑部时，我的头上已经有

了白发，但对写作永不放弃的那股劲头儿从来没有因时光流
逝而削弱。

我在时隔20年后的2008年年底，第二次到《绿野》编辑
部投稿，进而走进白城市作协，在这个群团组织的培养下，一
路成长……

距离2008年投稿，又过去了10年。如今，我不但在文学
创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而且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
说，作协是平台、《绿野》是载体，也正是很多像《绿野》《白城日
报·周末》《鹤苑》这样的基层文学报刊搭建平台，让很多如我
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得以展示，并逐步走出青涩、走向成熟。这
些报刊，就像科尔沁草原上开不败的花朵一样，生生不息，永
远绽放，美丽人间。

10年前的2008年……
应该说，走进白城市作协、向《绿野》编辑部递上我的第二

篇投稿时，也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一路从《绿野》走来，在《绿
野》发表巴掌大的小散文、短诗，到能在《白城日报·周末》投
稿、发稿，其后出版个人散文专辑、报告文学集，文字变铅字，
也让我有了自信心，得到了锻炼和提升。正是走过了这样的一
条成长道路，我的报告文学才能相继在《光明日报》《科技日
报》《解放军报》《健康报》《工人日报》等国家级报刊连载、刊
登。我在投稿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级征文大赛，通过征文大

赛看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差距。
我从拿到人生第一个文学奖项——“321杯全国征文比

赛”一等奖到成为专职记者获得“吉林新闻一等奖”；从文学到
新闻，虽然不同专业，但有相通之处。应该说，起步离不开《绿
野》，进步离不开《绿野》。即便走进新闻单位，《绿野》依然如影
随形鼓励着我、影响着我。

遥想当年，我对“报告文学”一无所知，白城文学创作的老
师们提醒我，让我根据所长尝试把创作重点放在报告文学这
个体裁上。正是这一尝试，让我的创作从提高走向突破。

写第一篇报告文学时，字数要求只有3000字，看着收集
到的资料和空白的稿纸，我两个小时没有憋出一个字。一想到
3天后就要交稿，我伏案大哭，觉得自己实在太无能了，写不
了这个东西。

可哭过之后，还是想起我在听报告文学专题讲座时，一位
著名作家说的话，报告文学就是散文的语言、小说的情节和架
构、诗歌的韵律和新闻的真实性的结合体，当你觉得把握不了
这个创作体裁时，只说明你做的功课不够，不下功夫，勿谈成
功……

想到这，我抹干眼泪，认真阅读新近购买的何建明、乔迈、

徐刚等报告文学名家的作品，仔细阅读、琢磨……当天我一夜
没睡，写出了我人生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心海荡舟又远航》。这
篇稿子在《绿野》期刊上刊登后，又在《白城日报·周末》上发
表，至此，我的内心更加五味杂陈。在很多人看来，这是“零”的
突破，而我在其后的10年时间里，回忆这个经历，都深刻地意
识到，报告文学创作的尝试对于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有了这
个创作体裁的尝试，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和成长。

10年后2019年……
我从事写作已有30余年，想当年有多少和我一样在文学

道路上摸爬滚打的人，现在早就不知踪影。一路前行，尤其是
近10年间，也是很多编辑和老师一直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鼓
励我，也一直告诫我不要“半途而废”，因为求索的路上，诱惑
和转角太多。能始终如一地向着目标前行，需要才华、需要勇
气，但更需要的是能有“拒绝诱惑”的力量和“坚定执着”的坚
持。唯有如此，才能拉近与理想的距离，真正“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

因为选择了报告文学创作，我的创作题材一下广泛起来，
视角也开始不一样，2012年，我将在《绿野》期刊连续刊登的
系列报告文学集结成册，出版了专题报告文学集，国内多家新
闻媒体对该书进行了报道。

我最大的改变还不仅仅在文学方面，首先我的工作发生

了变化。我由基层单位借调到机关单位，几易工作岗位，最后
在自己的强烈要求下，来到向往已久的新闻单位，由热爱写作
到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真正把写作当成了自己的职业、真正
实现了“爱一行干一行”，让我发挥所长、学有所得、屡获佳绩。

这期间，基于创作上取得的成绩，我被评为吉林省自学成
才先进个人；因为撰写报告文学，尤其是军旅题材的报告文
学，我被评为吉林省、白城市双拥先进个人和吉林好人，让
我更有热情投身创作，追求进步，努力提高。

而我只是白城广大文学追梦者其中之一。10年前，白
城市作家协会主席丁利接过了《绿野》主编的接力棒，从通
榆到白城，这期间，发现了多少文学人才，培养了多少优秀
作者，推介了多少优秀作品？这个答案，从白城市走向吉林
省、走向全国的白城基层作者心中最有数。这期间，从铁路
工人到加入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的作者李万彬、从农民成
长为电视台记者的张水田、从外来务工走进通榆公安局的胡
海学、从庄稼院走进城市的农民作家史万忠、90后创作出
版长篇小说的青年作家曹德华等，如果说《绿野》早已青纱
帐，那一定有丁利主编带领编辑部的同志们给予这些人的机
遇和力量。如今，他们的脚步伴随他们的作品正一步步走向

成熟并硕果累累。
《绿野》这个平台并不大，提到《绿野》

就会想到期刊的发行与寄送、想到受众和读
者。而我，更多的时候把自己当成一个作者，
把期刊当成娘家，让自己永远有一种归宿感。
所以，家乡有这个平台让文学爱好者展示，对
我和很多作者而言，是多么的幸运！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本文学期刊培
养一方文学创作者。《绿野》就是这样一本刊
物，于默默无闻中耕耘出一片肥沃，只要你热
爱文学，走进这片绿野，便让你开放出一朵朵
夺目的绚丽。关山九万重、瀚海八百里。如今《绿
野》已经不仅仅是白城本地文学艺术创作者和
读者的家园，这本文学期刊早已走出白城、走向

全省、走向全国，成为一本集纳各地文学大家的作品，使作品
得以交流学习，也展现了当地作者的文采与佳作。

2019年春季，一位老编辑把一本A４纸的复印件递给了
我。我拿过来一看，竟然是《开不败的花朵》。她说，10年前你
们一些作者到处打听这本书，我也曾帮你打听查找过，可是没
找到。机缘巧合，我在参加一个文化活动的时候看到了这本
书，借来复印了两套，拿给你……

捧着《开不败的花朵》的复印件，我的眼睛模糊了。10年
了，这位编辑大姐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想法，虽然这本书迟来了
10年，但我们所有人的心依然滚烫。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个第一，有些拥有从来不会因为时光
荏苒而渐行渐远，只会历久弥坚。岁月如梭，什么都可以忘记，
但曾经托着你、牵着你、领着你，甚至拽着你一路前行的，必不
能也不会忘记。

丁利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成功需要能力，一个人
大的成功需要德行。”同样，一本刊物，历时40年，不曾被大浪
淘沙，始终被众多文友和读者捧为至宝，一定和其40年里虽
浮浮沉沉但始终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有关；一定和其40
年里虽纸薄金贵，但始终保有独特魅力和无穷价值有关；一定
和其40年里坚守文学阵地屡战屡胜又屡胜屡强有关。

未来，依然绿野无垠，且看芳草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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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三和老吴头讲述的故事
（根据二人的证实材料整理）

1967年夏季，正是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
的时候。鸿兴镇上的中小学早已停课闹革命了，地处偏远的陈家店
小学仍在维持着较为正常的教学秩序。孩子们在课堂上背诵毛主
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诗词，读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间操上跳“忠字
舞”，唱毛主席语录歌。这一切让学校做门卫工作的老吴头倍感新
鲜和不解：好好的一个学校，这是咋地啦？让他感到挺幸运的是他
再也不用在门卫室里死看死守了。早晨他会照例烧一壶开水送到
老师们的办公室，灌满那两只有些破旧的竹皮暖壶，然后找几张学
生们废弃的草纸，卷好十几支纸烟，准备在一天中吸食。在剩下的
时间里，他多在自己开垦的小菜园里干些间苗、浇水、拔草、施肥的
活计，之后就在校园里转转，琢磨中午和晚上给自己做点什么样的

可口饭菜。
最近几天，他时常走近校园操场东侧的那片洼地，看着那棵枯

死的老柳树打自己的主意。入夏了，老柳树依旧没有发芽，那些枯
死的树枝要是砍下来，足够他半年的烧柴了。就在这天的晚上，老
吴头找到了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四麻子主任，商量着让他派人锯倒死
掉的老柳树，并出主意说柳木是最耐水的材料，有水泡着几十年都
不会烂，这棵老柳树的树干足够做一个很好的饮牲口的水槽子。

老柳树被锯倒了。老吴头收拾好了树枝，整整齐齐地码成了一
垛。无所事事之中，这个过日子的好手又打起了树桩子的主意。这
个直径足有二尺半的大树桩，要是挖出来好好的修理一下，即是一
个不可多得的切菜墩子。而他切菜用的那个老榆木菜板经多年的
使用，中间早就凹下去了。

老吴头整整花了一周的时间，终于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挖出了那
个硕大的树桩。一周的辛勤劳作让老人家的身子骨又累又乏，吃过

了晚饭，老人家便早早地睡下了。
一场夜雨不期而至。
黑三是陈家店小学的四年级学生。星期天的早上他起来得很

晚，吃了茄酱和两个大饼子后，肚子里有了食儿，人也有了精神。他
走到门外，看到满院子的稀泥鸡屎，再看看门前大道上的车辙混水，
他就跑到了隔壁的四小子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学校的那片
操场。学校的操场是队里用大车拉土垫出来的，那里的地势高、地
面硬，下雨时操场上的雨水就会流到东侧老柳树下的低洼地带，在
那里形成水洼，是孩子们雨后最想去的地方。

两个人各找了一根树枝，在操场上写了一些大字，又胡乱地画
了一些东西，黑三就发现了一只癞蛤蟆，他扔了树枝，专心致志地在
癞蛤蟆身后一步一步地跺着脚，看着癞蛤蟆在他的驱使和惊吓下笨
拙地向前跳。正当黑三准备把这只癞蛤蟆也撵进洼地的水坑时，就
听到站在老吴头挖出的树坑边上的四小子喊他。只见四小子指着
大树坑说，那里露出了一块尖尖的角铁，让他来看看是什么。

四小子那天穿的是一条不错的蓝花旗布的裤子，他怕弄湿了裤
子才没有跳下树坑，所以才喊来穿着裤衩子的黑三。

黑三跳下树坑，水没了他的大腿。他按照四小子的指点找到了
那块露出的尖铁，顺势摸了下去，一片稀泥掉了下来，露出的竟是一
个完整的斧子。后来关于这把斧子的归属问题两个人争执了很久，
最后黑三抱着这把斧子，头也不回的跑了。

黑三找了一个水坑洗净了斧子上的泥土，然后在仓房里翻出了
一块旧磨石，磨掉了斧头上的红锈，他发现这把斧子的顶部深深地
刻着一个“王”字。他把斧子交给了他爹。黑三爹端详了一会儿，然
后坚定地说，这把斧子是当年鸿兴镇上的王铁匠打制的，他家打制
的铁家什都会趁着沾钢前还没褪红用钢模子镌上一个“王”字。

（待 续）

高奏国歌，劲荡国旗，力举国徽。
又轰鸣礼炮，排山倒海；区分队列，刻
字标碑。方阵奇绝，英雄峻挺，武器官
兵昭虎威。何堪媲？这掠涛闪电，炸宇
惊雷！

文明坚信夺魁，七十载，经纶促绽
眉。且自家策划，巅峰迈进；自家创
作，仙境轮回。地上轻松，空中飘逸，
万事谐谐钢铁摧。说收获，赋和平期
盼，鸽子腾飞！

开 不 败 的 花 朵开 不 败 的 花 朵
——写在《绿野》文学期刊创刊40周年之际

□李彤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艰苦奋战几十年
终于有了现代大都市的雏形
这是我可爱的家乡——白城
白城人民最勤劳
人民的信念最坚定
这里的人民最朴实
这里对党最忠诚
迈开大步奔小康
国富民强展新容
一幢幢高楼耸立
一道道青山绿水美景
一行行商户鳞次栉比
一项项宏伟建筑虎跃龙腾
一声声欢歌笑语
一盏盏灯光璀璨夺目
一个个市场繁荣昌盛
一桌桌美味佳肴可口丰盛
硕果累累 五谷丰登
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
采撷一束鲜花
献给劳苦大众
斟满一杯美酒
捧给各路英雄
高唱一曲赞歌
歌颂敬爱的党
伟大祖国今非昔比
在习近平主席强国思想指引下
为圆强国梦
我们大步向前冲

沁园春

盛世壮举
——国庆70周年庆典

□夏永奇

美丽白城
□艾 良

伟大的祖国
从昨天到今天
一直想为您写点什么
可每每拿起笔
又落不下只言片语
满是您的心该如何释放
从1949到2019
70年不长
短的只有您的昨和今
从1949到2019
70年不短
长的只有您的贫与富

昨天 您70年大庆
举世为您瞩目
全球为您惊叹
幸福的儿女
如花一样欢庆
是您让我们拥有了一次再
一次的高度
幸福的儿女
如蜜一样甘甜

是您让我们拥有了一天胜
一天的生活
幸福的儿女
如光一样耀眼
是您让我们拥有了一年超
一年的稳健

这一刻
再多再多的语言
都无法表达
这一刻
再多再多的文字
都无法诠释
只因您给予的
独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
不可复制
只因您给予的
独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
不可复制
只因您给予的

独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国人
民
不可复制
这一刻
激动的心无以复加
只有融入融入
这一刻
忘我的情倾心释放
只因太深太深
这一刻
满天的欢笑响彻寰宇
只因人民人民

历史会铭记很多很多
今天70年这伟大的一页
定会成为基石坚不可摧
历史会刻录很多很多
今天70年这伟大的一刻
定能成为起点扬帆起航
历史会告白许多许多
今天70年这伟大的历程
定将化为号角再创辉煌

祖国，我为您骄傲
□感谢此生

幸福一家 刘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