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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几经遴选，派我到吉林西部河湖连通区域，以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的
查干湖为中心，开始定点深入生活。回望吉林西部百年民众奔波长卷，写民生、书民
意、绘民图，这是我作为一名本土作家的荣幸，也深感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不久，我来到查干湖采访了受到总书
记亲切接见的渔把头张文，创作发表了纪实文学《渔把头张文的幸福生活》。听张文
讲总书记对渔民问寒问暖的细节，我感觉总书记不仅关注查干湖的生态和旅游，更
牵挂生活在吉林西部湖河两岸渔民、农民的生活现状。松原、白城两市地处河湖连
通核心区的农牧民，生活的好不好，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也就是民生民意民
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强调人民幸
福、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
思想。带着这样的创作理念我深入到查干湖、嫩江、松花江、霍林河、洮儿河两岸，脚
踏实地走家入户，看看近百年来，生活在吉林西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产、生活、
生存和生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状态，如今发生了哪些变化？力争创作出一
部主角就是普通渔民、普通农民的原生态非虚构作品，让读者看到一幅吉林西部百
年立体、流动的众生画相。如果我画的不真、不准、不像，那是我的败笔，不但要画出
骨骼和脸谱，还要画出血肉和灵魂。

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演员秦怡说得好：“我愿意为了整体的成功
而‘跑龙套’，我相信，最小的角色也能发出它的光芒。”说白了，我在吉林西部深入
生活也是为平民百姓“跑龙套”，小的角色发出光来，发出声来，作品才有真性情和
生命力。

诗人赵云江总结，查干湖出名，有四个节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是查

干湖冰雪旅游节，把古老的渔猎文化推向了全国；一个是一部电视剧《圣水湖畔》，
通过电视荧屏，把查干湖宣传到千家万户；再一个就是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
把查干湖酱炖鱼、一鱼多吃，传遍大江南北；当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更为
查干湖打出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的金字招牌，这是查干湖两岸，
乃至吉林西部几代人的荣光和幸福。

查干湖，以它独有的渔猎文化魅力，吸引着远近作家的目光。归纳起来，有三类
作家用不同方式关注查干湖。一是站在湖里写湖，这部分作家大都是松原本土
人，生长在湖边，集中笔墨写湖、写鱼、写历史；二是站在远方写湖，这部分作
家大都没来过查干湖，在媒体、网络上被查干湖“冰湖腾鱼”所震撼，引发联
想，提笔创作；三是对我这个不远不近的作家来说，这次来查干湖，没有走以上
两条路，而是走在岸边写民生。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查干湖为落脚点，逐步
蔓延开去，东南至吉林市的松花江两岸，东北至白城大安的嫩江两岸，西至白城
通榆、洮南的霍林河、洮儿河两岸，这都是我要一步步踏访的吉林西部河湖江连
通区域，我属于第三类写作者。

我的体会是作家深入生活，要做到身入、情入、投入。身入，作家要亲临现场，与
采访对象面对面交流，作品要有在场感；情入，作家全神贯注与采访对象交心交朋
友，那样人家才肯说出几代人的实情；投入，就是抵达别人不能抵达的地方，手臂尽
力伸长，够到别人够不到的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战线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的重要指示精神，把脚力放在第一位，就是要求我们深入生活，不
怕走远路、不怕磨破鞋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更好的创作“金矿”。

千百年来，生活在吉林西部河湖两岸的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有河无河、有
雨无雨、有鱼无鱼，给两岸人生存带来了什么？过去和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些
问题，我不能在湖里找，不能在网络上找，不能在志书上找，不能在汇报材料里找，
不能在河湖总露脸的“名家”里找，要去岸边普通渔民、农民的家里找，他们一代代

人，在河湖岸边的生活真相，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们一代代艰苦坚守的河湖
泡沼，才是吉林西部的原貌。采访中我听到，每一位普通的渔民、普通的农民，都有
生活的奔波和坎坷，苦辣和酸甜，众多的故事，流成一条无形的河，比查干湖还要神
圣、辽阔和悲壮。我深入吉林西部后，就走进了这条“河”，百姓眼里的民生河有深有
浅、有宽有窄、有黑有白、有暖有冷、有清有混，若不能与他们共同抵达，我的深入就
流于形式和表面，就无法完成对河湖两岸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记录。

近半年的时间，我先后10次来到查干湖等地，没有惊动当地领导，也没有提前
向渔场要材料。我第一批采访的人是退休的老渔把头，有放牛娃出身的渔把头蔡少
林，有靠技术吃一辈子饭的渔把头王德凯，有哥俩齐头并进的渔把头魏长富、魏长
才，还有已故第一代老渔把头徐焕臣和石宝柱的后代，听他们讲过去渔猎岁月家族
的辗转生存、生活经历，讲冰天雪地查干湖的传说；第二批采访的是湖岸普通渔民，
有抓住机遇招财进宝的渔民王家吉，有爱拼才能赢的渔民夫妻朱娇，有苦尽甘来的
捕鱼人潘影夫妇，听他们讲述湖河风浪里、岸边上的奋斗故事；第三批我走访了湖
河岸边的农牧民，东川头屯自小失去父亲的农民丁福，他的命运让人流泪，一户
灾民的大转移，一对连襟的较量，一家三代人的生存梦，一个老豆腐匠的转行等
等，听他们讲几辈人在湖河周边艰苦生活、创业的经历；第四批采访对象是，我
走进查干湖等渔场，与离退休或部分在岗的干部职工座谈，他们的故事让我动
容：扛旗人——付海宽、铁铸人——尹士国、亲水人——赵云江、守湖人——刘
殿阳、爱鱼人——黄金星、追梦人——王耀臣、拜先人——徐福财等等，通过他
们的生活经历，今昔对比，看百年湖河的变化；最后还要采访走出吉林西部的文
化名人、民俗专家、作家诗人，看看他们眼里的河湖、民生、乡愁是什么样的。

这样，我就勾勒出一个立体的，多棱角的吉林西部民生长卷，让普通百姓用
自己亲身经历讲述河湖的生态今昔、生存命运。半年时间，我先后走访了100余
户家庭，现场整理采访笔记8万余字，先后在《文艺报》《吉林日报》等报刊发
表10余篇文章，引发国内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都说这是一幅幅活生生的吉林
西部民生图。主角不是作者本人，我走进去，还要适时撤出来，站出来说话的不
是作者，而是一个个普通渔民、农民；行文语言尽力做到与自然环境、人物身份
相融相通，朴实无华，有泥土味、水草味、鱼腥味。这部报告文学的整体背景，
必须有鲜明的北方特色、渔猎文化和民俗风情，能读出东北味道和东北人的性
情，才是我写吉林西部民生选题的最大心愿。

吉林西部，水是生命线，也是民生线。正如党的十九大代表、白城市委书记
庞庆波说的那样,有水“小江南”，无水“碱巴拉”，做好水这篇文章对生态和民
生至为关键。

天高地阔的吉林西部，为我铺开的稿纸，无垠而厚重，苍茫而辽远。一部长
卷，3年工程，我的书写才刚刚开始，但我会一步一个脚窝扎扎实实走下去！

谚语“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是说这两
天在北方寒冬时节是最冷的。腊八这一天是
父亲的生日，我永生难忘。父亲是1930年农
历腊月初八生的。回想父亲这一生，生于最
寒冷的一天不算，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贫穷与
战乱、欺凌与压迫之苦。新中国成立以后，又
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由于那时家中
有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以及姥爷，还有自己
的一帮孩子一起过，父亲肩上担子很重很
重，但是生活的苦难和艰辛却使生性刚强的
父亲愈加坚强，从不向命运低头。

父亲是朴实憨厚的蒙古族
人，没念过书，很少听他讲自己
的事。听邻居们讲，父亲年轻时
是有名的猎手，那时我爷爷领着
父亲来到现在的包拉温都乡迷
子荒村居住，全村只有7户人家。
一望无际的草原，枝繁叶茂的山
杏林，昼夜流淌的文牛格尺河和
额木太河，让包拉温都成为水草
肥美的天然牧场，丰富的植物资
源养育了众多的动物种群，有狍
子、野兔、狐狸、黄羊、狼等多种
动物在此出没，又是一个天然的
动物乐园。据说父亲枪打得特别
准，正飞着的野鸡、奔跑的野兔
和狍子等动物一打一个准儿。听
别人说，父亲打猎从不打趴窝
的，至今不知什么缘故。那时打
猎一年四季都进行，有时父亲独
自一人，有时好几个人，主要猎
物有野鸡、兔子、黄羊、狍子。狩
猎是蒙古民族一种很重要的生
产方式，是游牧民族一种古老的
传统习俗，是他们经济生活的一
项重要补充，通过狩猎不仅获得
猎物，解决吃的，改善生活，更重
要是用猎物和猎物皮张换取生
活必需品。

父亲是打猎能手，又是家中
长子，年轻时父亲就是靠打猎为生撑起这个
家的。听人讲，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不知什么
原因，母亲接连生下3个孩子都夭折了，主
要原因是没医没药。而那时人们思想观念陈
旧，恰在这时，有一天，父亲打猎遇到一位外
地来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给父亲算了一
卦，说孩子夭折是父亲杀生太重造成的。从
那以后，父亲放下了手中心爱的猎枪，重新
选择了生存的出路，后来又成为当地有名的
木匠, 并且还是铁匠、皮匠、石匠呢，依然支
撑着这个家。事有凑巧，父亲不再打猎后母

亲果然生下姐姐和我一帮姐弟，尽管也遭遇
病魔，但还好大都幸存下来。在我记忆中，父
亲从没信过鬼神，我家也从来没有供奉过什
么。时至今日，我也没琢磨透当时父亲放下
枪那一刻的感受。

记得小时候，一到冬天，我非常喜欢捕
鸟。一下雪，父亲从自家养的马尾巴上拽下
一绺，然后教我们做马尾鸟套，马尾鸟套分
单个套和盘套，单个套很简单，只用两三节
高粱秆一根马尾。盘套就复杂点，先把高粱
秆扎成三角形或长方形、正方形，然后在围
框的高粱秆上把一个个做好的鸟套密密麻
麻扎固。做完马尾鸟套后，我跟着父亲拿着
事先准备好的谷穗就到野外下套去了。下套

再简单不过了，把雪地清除
一块，把扎套的高粱秆用沙
土掩埋起来，在套内放少许
谷粒即可。父亲吿诉我下完
套以后要勤溜套，否则，鸟
套如果套住鸟脖子时间稍长
会把鸟勒死。按照父亲的教
法，我不知疲惫地奔跑在白
雪皑皑的荒野上，手脚冻得
通红也全然不知。最有意思
的是单个套套住鸟腿，小鸟
带套起飞了，我们跟头把式
地去追，有时要跑出几百
米，甚至几千米。父亲看到
雪地里奔跑的我，看到我逮
回来的小鸟只是会意的一
笑。整个冬天几场雪下来，
我都能抓到很多小鸟。那时
没有鸟笼子，父亲干脆把家
中墙北小窗户钉上铁纱给我
做了个土洋结合的大鸟笼
子。每天填食饮水，让我精
心饲养。那时的我最害怕春
天到来，尽管春天万物复
苏，阳光明媚，可是我心里
却留下一个阴影，因为到了
这个季节，父亲要把我可爱
的小鸟一个不留都要放飞。
望着飞去的小鸟背影，眼泪

在我眼圈里直转，最终还是落下来了，父亲
只是笑了笑。那时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何让我
放飞小鸟，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与他放下手中
猎枪一样的原因吧。

父亲已离开了我们，但每每想起这些往
事，我心中升腾起对父亲永恒的敬仰。又是
一年的腊八，我在女儿生活的广东湛江，这
里不像北方，没有雪花飘落，而是下起丝丝
小雨，也许老天知道我在想念父亲。于是，我
斟满一杯酒，默默地向着家乡的方向说声：

“父亲，生日快乐! 我们永远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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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拂晓了，按照计划外出剿匪搜枪的部分区中队队员
该返回区政府了。张区长按习惯早早就起了床，准备迎接
同志们归来，听一下昨夜行动的情况，安排新一天的工作。
张海跟在张区长的身后，不断地向外张望，他盼着同志们早
点回来。

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从北边隐隐传来。不好，有情况！
这是大队人马行走才能发出的声
音，身经百战的张区长一惊，顺手
操起了身边的长枪，高喊了一声：

“区中队紧急集合！”
区中队集合了，队员们子弹

上膛，等待着张区长的命令，张海
也站在了队伍中。

张区长一跃登上了区政府大
院的二道墙向北观望，只见东北
方一大群土匪散开了队形，骑着
马快速地向区政府扑来。就在这时，从围攻上来的土匪西
侧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是外出执行任务的同志回来了，土匪
的队伍里一阵慌乱，纷纷跳下马，趴在地上还击。

后面更多的土匪涌了上来，他们猫着腰，快速地向区中
队两侧包抄，区中队已处于被夹击之势。张区长一把拉过

张海说，快去给县大队打电话，请求他们火速增援，围歼土
匪。同时命令院内的区中队队员迅速杀出区政府大院，接
应外面的区中队队员返回区政府，准备以高墙为依托抗击
敌人。

张海飞一样跑到了区政府办公室，他拼命地摇动着电
话机的手柄，高声呼叫着，对方却始终没有应答。电话线早

已被土匪切断了。张海急得满头大汗，哭着向张区长报告
了情况。

看来敌人这次偷袭是早有预谋的。此时，张区长身边
只有4名有战斗力的同志。他冷静地分析判断了一下情况，
告诉身边的4名同志马上带上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分别占

领院墙的4个角，准备接应打回院内的区中队队员。
留守的区中队队员杀出了区政府的大门，一路向北猛

攻，两支队伍会合后，回头向区政府院内撤退。
站在一栋民房后院指挥的王宾看出了区中队退守的意

图，他一方面传令让土匪马上占领附近民房的制高点，一方
面组织火力，切断了区中队的退路。兵合一处的区中队几

次拼死攻击，都被强大的火力压下
去了。包抄的土匪越来越多，区中
队已处于危急之中。

你们赶快杀出包围圈撤走！土
匪现在是拿区政府大院当诱饵，千
万不要上土匪的当！不要担心我，
有我在，土匪就别想攻进来！张区
长识破了土匪的险恶图谋，他反复
地高喊着，向区中队队员发出了撤
走的命令。

区中队队员边打边撤，并火速派出了骑兵分队，绕开了
土匪的堵截，疾驰奔向开通求援。

外面的枪声停止了。王宾此时正召集各路的匪首，研
究如何进行新一轮的攻击以及尽快攻下区政府。

（待 续）

童年是什么？
童年是一叶扁舟，它

载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想，
在岁月的长河中远航；童
年是一本相册，它定格了
每个精彩的瞬间，留下至
真至善至美的回忆；童年
是一部影集，它记录了曾
经难忘的片段，汇成一个
个动人的故事。

童年能做什么？
童年，可以无忧无虑

的耍泥巴；可以肆无忌惮
的流鼻涕；可以天真无邪
的过家家；可以争先恐后
的抢零食；可以废寝忘食
的玩游戏。

我的童年呢？
到现在都模糊不清

了，依稀记得那时的我是
个“不落屋”的野孩子，
饭碗一丢就跑没影了，挖
蚯蚓、捉蚂蚁、捕蚱蜢，
玩得不亦乐乎。有时还没
到饭点就回去了，家里有
什么吃的就吃什么，当然
煮来喂猪的红薯是我的最
爱，我敢说那是世上最好

吃的东西了。有时要到了
饭点才回去，俗话说：

“自己家的饭菜不香，要
别人家的才可口。”端一
碗白饭就开始走东家串西
家到处蹭菜吃，一顿饭就
可以吃好几个菜，我觉得
那时我太聪明了。有时玩
着玩着就不回家了，哪里

“对头”就在哪里吃，每
当回家晚的时候，妈妈总
是会问我吃饭没有，我都
会自豪地告诉她：“我
呀，哪里还吃不到一顿饭
呢。”

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羡
慕别人，看见别人背着书
包去上学，自己也好想背
着书包去上学；看见别人
弹弹珠，自己也想弹弹珠；
看见别人打电动，自己也

想打电动……长大了真好
啊，羡慕别人做自己没做
过的事，而我只有玩玩泥
巴，看看蚂蚁搬家。

这些就是我记忆中的
童年，有欢笑、有苦恼、有
憧憬，童年就像一粒种子，
等待着雨露，让它茁壮成
长。那天真无邪的童年如
白驹过隙，无忧无虑的日
子总过得太快，快到我现
在都没反应过来。那时的
我满脑子都是“我要快快
长大”的想法，伴着父母的
叮咛、老师的教诲、朋友的
关心走过了我最开心、最
难忘、最美好的童年。

童年是什么？其实，
童年就像一个五彩缤纷的
梦，醒来还是那样模糊，让
人回味无穷……

博客视野

童 年
□商 欣

童趣童趣 李梦馨李梦馨摄摄

情感氧吧情感氧吧

鼠来鸿运来，万象更新，春吹
杨柳吟咏好时代；
牛纵盛福纵，千军奏凯，雨润
地天构思佳画图。

——夏永奇
囤满仓盈无鼠害；
人安家旺有钱花。

财运亨通四季；
吉星高照千家。

斜倚银窗听瑞雪；
欲加青眼觅新梅。

——王述评
爆竹一声辞旧岁；
桃符万户贺新春。

春催绿野万山秀；
花绽白城千户芳。

——付和才
鹅柳好春舒秀叶；
鼠年吉语报佳音。

纳鸿福福身康泰；
迎好春春意盎然。

——刘艳梅
玉鼠行天开淑景；
金星献瑞启丰年。

新中国建元开盛世；
解放军保土卫中华。

鹤舞蓝天，烟柳画桥林荫路；
莺歌瀚海，通衢广厦海绵城。

——刘志和
卫生城市阳春美；
秀丽乡村气象新。

百姓安居佳节乐；
双城创建万家兴。

三江大地 风光无限；
瀚海新城 春意盎然。

——安玉洲
旗卷长风昭好岁；
天飘瑞雪庆华春。

——张柏延
雨燕啼春夸亥绩；
薰风戏鼠赠珍馐。

燕舞门庭春色好；
鼠喧子夜礼花腾。

玉鼠叩窗传捷报；
雄鸡迎日报新春。

——荣秀芳
迎春玉鼠歌新宇；
辞岁金猪矜旧年。

瀚海吉天飘瑞雪；
旗亭福地醉元春。

映日红梅迎玉鼠；
庚年瑞雪送金猪。

情关百姓，扶贫济困家家乐；
德润千秋，守信持诚代代传。

——靳万义
金猪赐福情犹在；

玉鼠迎春景更新。

九天阵阵雪飘瑞；
一岭殷殷梅报春。

河清海晏山河秀；
国富民强岁月新。

千门竞秀，更有红联增喜色；
万象更新，但凭美酒醉春光。

——吴思伟
红梅傲雪迎春至；
绿柳舒枝待燕来。

财生宝地年年旺；
福入家门事事兴。

——李秀芝
大戏连连，金猪谢幕；
高歌阵阵，玉鼠登台。

海晏河清，鸟语花香辞旧岁；
民康物阜，莺歌燕舞庆新春。

——冯会生
频敲社鼓梅花喜；
遍送春风瑞雪欢。

携手迎春，人逢盛世；
同舟共济，鼠兆丰年。

春入千家春永驻，风调雨顺；
福临万户福常居，国泰民安。

丹心圣手描春色，山清水秀；
翰墨妙思皴锦图，鸟语花香。

——刘春丽
吉星永照平安室；
好运常临富贵门。

春风院落春光满；
瑞雪村庄瑞气盈。

礼花灿灿呈奇彩；
福气多多满万家。

千村春美家家乐；
万户联红处处歌。

——邵海良
瑞雪盈盈春意暖；
红旗猎猎国家昌。

爱犬汪汪春曙色；
礼花焱焱节祥光。

瑞雪丰年千户笑；
春风盛意万民欢。

——张国荣
小康人浴日；
大庆喜逢天。

一路祥和千处美；
九洲欢庆万家歌。

金猪发令鸿福至；
瑞鼠招春祥运生。

梅前重影惊芳草；
雪后柔情燃炬春。

——王孝德
（三）

洮北区诗词楹联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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