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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回家的路 泪水染心头
故乡的炊烟 曾经的温柔
妈妈的菜 味道依旧
心中的这座城 不变的守候
小城的霓虹 故事很感动
望不尽的灯火 家人在等候
再看儿时 玩耍的街头
那些昨日 如今繁华成荣
故乡的月亮 照亮了心房
漂泊的日子 不再有迷茫
小城的怀抱 温暖着心房
梦里常回望 泪湿了眼眶
在异乡的风中 听见故土在

召唤
悲欢皆在心头 更觉深情浓
再多苦再多泪 无法让我忘
小城的爱 在心中藏
无论走多远 依旧在怀恋
街头冷饮店 记忆仍然甜
回家的路途 永远不会远
小城的呼唤 让我再回返
故乡的月亮 照亮了心房
漂泊的梦想 又回到身旁
小城的怀抱 是心灵的港
如歌的岁月 悠扬地歌唱

日出嫩江湾
朝霞飞满天
马达声里渔船离了岸
浪花里撒网渔歌唱晚
嫩江湾啊嫩江湾
松花江之源
一步三回首
你为什么如此眷恋
是惦记过往的云烟
还是迷恋仙鹤舞翩跹
日出嫩江湾
朝霞飞满天
枝杈中透着大辽的光环
坚冰里抒发捺钵的诗篇
嫩江湾啊嫩江湾

契丹的文明
辽皇的雄风
千年滋润嫩江两岸
凿冰穿网马拉绞盘
渔把头胡子沾满笑颜
日出嫩江湾
朝霞飞满天
精美的陶器唤醒山川
怀念远古时代的祖先
嫩江湾啊嫩江湾
磨平的骨针
带孔的贝壳
穿起嫩江文明一串串
千秋万代历史久远
引领嫩江人奔涌向前

日 出 嫩 江 湾

●王亚波

岸上挖野菜，河滩捡贝壳，
林中采鲜蘑，草地放鸭鹅，
从小就在河边走，光着脚丫唱

乡歌。
喝着你甘甜的乳汁，我们的成长

伴着快乐。
河水绕城过，百鸟引仙鹤，
南岸酒醇香，北岸稻浪波。
儿女最爱洮儿河，唱首家乡赞

美歌。
听着你动人的传说，我们的收获

带着喜悦。
洮儿河，我的母亲河，
你牵恋着家乡多情的土地，
春夏秋冬，滋润着我们美好的

生活；
洮儿河，我的母亲河，
你奉献着金秋丰收的硕果，
朝朝暮暮，一直流淌在我们的

心窝……

洮
儿
河
，我
的
母
亲
河

●
魏
义
金

你说你只能发出一个啊声
我们为你奏响优美的旋律
就用一个啊演绎风雨兼程
就用这个啊唱出百味人生
你说音总在钢琴缝里密封
音与音之间距离远如天宫
我们为你增加伴唱的比重
打开头腔和胸腔与你共鸣
你说你的世界永黑暗如冬
我们陪你擦亮心眼望苍穹
你的天地虽长久沉寂安静
心灵也要声带振动响真声
你之前的遭遇只是个前奏
有志愿者陪伴你开口哼鸣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彩虹
能走过自己就是一片天空
在白城，有志愿者的气息一路随行
在白城，有志愿者的和声一路抒情
在白城，有志愿者的气息一路随行
在白城，有志愿者的和声一路抒情

白城志愿者之歌

●杨雪瑞

这希望之光，
来自革命先驱的忠诚信仰，
来自无数先烈的血染疆场，

来自天安门前五星红旗的光芒。
这希望之光，
来自开国领袖的光辉形象，

来自中华民族蓬勃的力量，
来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这希望之光 照在草原上，
百花争春色，草海涌波浪。
这希望之光 照在高山上，
放眼天外天，未来好风光。
这希望之光 照在大地上，
人民图富足，国家图兴旺。
这希望之光 照在人心上，
世世代代 跟着共产党。

你的故事写满沧桑，
多少血泪凝结成荣光。
阅读你，
我不禁湿润了眼眶。
黑夜里，
你用星火点亮希望。
汇聚的洪流，
在华夏大地上激情荡漾。
你的歌声传遍四方，
多少豪情澎湃着胸膛。
聆听你，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春光中，
你用微风拥抱着梦想。
复兴的春潮，
在世界的东方鼓荡鸣响。
啊，中国，
我的血和你的血一起流淌，
我把对你的赞美，
写在九百六十万的大地上。
啊，中国，
我的心和你的心一起飞扬，
我把对你的眷恋，
装满青山绿水环绕的城乡。

我把对你的赞美
写在大地上

●蒋兆兵

故乡的月亮

●毛蕾

中国，希望之光

●邹世骥

新 章

●马骏

亲亲我的祖国
●黄姝玮

风微拂来时篇章
岁月见证辉煌
叹近岁沧桑
血泪铸就倔强
跌跌撞撞依旧顽强
有最铿锵的雪梅
凛冬怒绽吐芬芳
豪情万丈澎湃成新章
风吹落山河无恙
也扫灭人间疾凉
看红旗飘扬
炽热燃遍山岗
回首百年风华激荡
有最宽广的胸膛
书写英魂以坦荡
一字一句执笔成新章
七十五载时光
有最执着的信仰
长路漫漫夜未央
黎明前坚定方向化作

曙光
七十五载时光
有钢铁般的脊梁
逐梦光阴无惧阻挡
托举明日朝晖扬帆起航

遥望北国的雪
铺满山巅

倾听南海的涛
拍打岸边

一路风景如诗
岁月流转

辽阔中华风光
无限

飞跃黄河的桥
跨越千年

沐浴江南的雨
润泽心田

踏遍千山万水
春光灿烂

锦绣中华福满
人间

五湖四海红旗
漫卷

长城内外国泰
民安

歌唱祖国光辉
礼赞

江山如画盛世
欢颜

五湖四海共庆
团圆

长城内外共谱
新篇

祝福祖国繁荣
璀璨

江山如画辉煌
永远

如果我是一条
小河，

我一定欢腾在
中国。

流 向 那 塔 里
木 河 ，

拉起沙漠的手
儿唱歌。

如果我是一株
雪莲，

我 一 定 长 在
中国。

扎 根 喜 马 拉
雅山，

伸手能将星辰

触摸。
亲 亲 我 的 祖

国，
有你才有我，
你 是 腾 飞 的

巨龙，
带 我 奔 向 未

来，前途壮阔。
亲 亲 我 的 祖

国，
有你才有我，
你 是 熊 熊 的

火炬，
带 我 追 逐 梦

想，永不退缩。你和红日一同升起，
播撒温暖照拂大地，
你如号角呼唤着黎明，
冲破黑暗响彻天际。
你与祖国血脉相依，
映红了每一寸土地，
你让人民践行着初心，
赤子情怀镌刻印迹。
心向红旗将信仰传递，
希望是你，
穿过岁月峥嵘走向繁花四季。
心向红旗养浩然正气，
辉煌是你，
越过万水千山续写生生不息。
你与祖国血脉相依，
映红了每一寸土地，
你让人民践行着初心，
赤子情怀镌刻印迹。
心向红旗将信仰传递，
希望是你，
穿过岁月峥嵘走向繁花四季。
心向红旗养浩然正气，
辉煌是你，
越 过 万 水 千 山 续 写 生 生

不息。

心 向 红 旗

●程程

江 山 如 画
●葛月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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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艳
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
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我讲一讲我所知道的近几年的
通榆故事、讲一讲我眼中的家乡通
榆新变化。

我的青春岁月是火红火热的，
一直在创造、一直在奉献。我对家
乡、对人民、对事业、对祖国有着深
深的忠诚与热爱。

近年来，通榆县城区建设发展
的新变化，我由衷地为自己的家乡
感到自豪，且无限感慨。城市形象焕
然一新，老旧小区、棚户区房屋征迁
新建改建，拆墙透绿、拆违打非拓宽
公共空间，道路交通改造建设、畅通
道路循环，楼区楼体外墙整修、街面
商户店面牌匾更新管理，墨宝园、鹤
城广场、体育公园、街角游园、绿地
景观等市民休闲娱乐场所建设，公
共卫生等服务设施大力改善，高标
准、高效率、高质量便民利民，解决
了百姓住房难、出行难等问题。小区
环境卫生日渐加强，停车泊位规划
完善。

通榆城市建设新发展，城区环
境更加美丽、设施更加完善、公共
服务功能更加齐全。城市建设品位
显著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持续增
强。从城市形象到内涵及文化的变
化发展，使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明显
提升。

小城规整换新颜、鹤乡通畅展
新篇。抒感慨并礼赞：数度轻驶小
城，昼晚看遍、轻歌随听，却情致亦
然，入心之感触不同。或新区阔街、
或边城暮霭、或纵横交错街与路，
或热闹营用百千状、或万户千家日
为常，或商或工、或早或晚、或市或
娱，内城街灯、绿植、花草、树木，延
城八向大自然，林鸟花香、晴雨风
露、泥土芬芳、夏花冬藏。草色青又
黄，从新枝吐绿、嫩芽初上，到层林
遍染、黄叶红霜，远观、近望、外赏、
置身足踏手抚、轻捋深触皆欣畅，
通榆人美、城美、景美、自然风光美，
四季皆美陶情迷恋、怡心感怀，人与
人、人与城、人与景、人与自然的融
合是穿透万象万缘的根魂、是灵性
主宰的土壤、是洞彻喧嚣与宁静的
力量。

家乡变化我来讲，热爱家国献
力量。

（作者单位：通榆县教育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烈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讴歌75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取得的伟大成绩，挖掘和培养优秀的歌词创作人才，丰富城市文化生

活，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白城市音乐文学学
会主办了原创歌词征集活动，日前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活动共征集原创歌词60余首，经过专家评委选拔，10首歌

词脱颖而出。它们是：《亲亲我的祖国》《心向红旗》《故乡的月亮》《江
山如画》《我把对你的赞美写在大地上》《新章》《日出嫩江湾》《洮儿
河，我的母亲河》《白城志愿者之歌》《中国，希望之光》。这些原创的
歌词所表现的内容从都市到乡村、从乡音乡情到报国为民，广大词作
者用生花妙笔，礼赞伟大时代，抒发了最真挚的爱国情怀。

一首首真挚歌词，一字字真情流露，我们欣喜地看到，本次征集
活动除了有白城本地词作者的积极参与，还吸引了吉林省内甚至是
全国各地的词作者的热情加入，白城这颗瀚海上的璀璨明珠，正在焕
发光芒，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从60余首歌词的征集到10首精品的选拔，本次活动呈现出社
会参与日益广泛、创作热情持续高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好势头。
选拔出来的作品刊发在白城日报上，让更多优美的歌曲在白城传唱。

妙笔礼赞新时代

数学家华罗庚文学修养深厚，喜作诗，尤
擅对联，留下了不少与文学有关的佳话。

1953年的一天，一列满载乘客的列车从
北京启动，车上有由中国科学院26名成员组
成的出国考察团。除华罗庚外，物理学家钱三
强为考察团团长，天文学家张钰哲、大气物理
学家赵九章、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地质学家
张文佑、建筑学家梁思成等都是团员。列车日
夜不停地奔驰着，越过松辽平原，向着白雪皑
皑的西伯利亚进发。车厢内，踌躇满志的科学
家们谈笑风生。

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色，华罗庚诗兴迸发，
他建议：“诸位，我们来对对子好不好？”有人应
声道：“你先来！”“对，华先生先讲吧！”大家齐
声说。华罗庚思索片刻，吟诵道：“三强韩赵
魏。”说完，请众人对下联，一时无一人能对出。

为激发大家对对联的兴趣，华罗庚为科学
家们历数古代知名的“数字联”。

北宋仁宗时，辽国使者以“三光日月星”上
联求对，据说苏轼以“四德元亨利”为下联。华
罗庚解释道：“辽国使者，挖空心思才苦想出来
的楹联，意在难倒宋人。元、亨、利、贞是《易
经》乾卦的四德。苏轼之所以省了个贞字，是
因为当时宋仁宗名‘祯’，‘贞’‘祯’同音，要避
讳。辽使不得不服。”自此开创了楹联史上数
字联的先河。华罗庚又罗列了后人对出的下

联，有“三代夏商周”“四诗风雅颂”等。
清代，一位友人送给书画家郑板桥一副对

联，上联是：“三绝诗书画。”郑板桥能诗善画，
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用“三绝诗书画”
来形容郑板桥，十分精当。下联“一官归去
来”，引用的是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典故，赞颂
郑板桥的高洁品格。

华罗庚在列车上拟的上联可谓“一箭双
雕”，上联里的“三强”既指在座的物理学家钱
三强，又指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国。华
罗庚上联的格局，把在座的科学家们难住了，
在众人催促下，华罗庚又亲自解铃，抛出下联：

“九章勾股弦。”
话音刚落，在座的人齐声合掌叫绝。“九

章”一指随团考察的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教
授，也指我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此书首载
我国发明的“勾、股、弦”定理。全联巧妙嵌名，
意含两面，古今相连，属对精巧，实为佳构，广
为流传。

1965年，华罗庚率统筹法工作小分队在
石家庄工作期间，去找两位队员商量工作，谁
知二人正在下围棋。华罗庚见状，笑着拿过棋
盘。他将棋格作为时间和劳力的坐标，以棋子
代表任务，巧妙地把下围棋和统筹法结合起
来。此后，用围棋讨论问题的办法在工厂流传
开了。华罗庚闻讯遂作：“观棋不语非君子，互

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全联反
用“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有悔非丈夫”的传统

“棋规”，另寓新意，语含双关，是一副颇含谐趣
的佳联。

1981年春，华罗庚在安徽合肥讲学，住在
当地的稻香楼宾馆。一天，华罗庚正在房间踱
步，宾馆女服务员小倪和中国科大派来照顾华
罗庚的张医生，同时来到华罗庚的房间。两个
人的姓氏触发了华罗庚的诗性，他脱口吟出：

“妙人儿倪家少女；搞长弓张府高才。”这是一
副浑然天成的“拆字对”兼“合字联”。上联

“妙”字拆成“少女”，“人儿”合而为“倪”；下联
“搞”字拆成“高才”，“长弓”合而为“张”。联语
信手拈来，不着雕琢痕迹，堪称雅俗共赏。

华罗庚毕生都驰骋在数学王国里，平素他
讲话也是“数”不离口，还曾以数字入诗，为“数
形结合的重要性”赋诗一首：

数与形，本是相倚依，
焉能分作两边飞。
数缺形时少直觉，
形少数时难入微。
数形结合百般好，
割裂分家万事非。
1984年8月，已是74岁高龄的华罗庚在

病榻上写就一首《述怀》。他用数字抽象出人
生真谛，别有情趣：

即使能活一百年，36524日而已。
而今已过四分之三，怎能胡乱轻抛。
何况还有，老病无能为计。
若细算，有效工作日，在2000天以内矣！
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谈空话者非真

知己。
少说闲话，休生闲气。
争地位，患得失，更无道理。
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屣。
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
数学泰斗华罗庚的对联和诗句，我们今天

读来依然感到兴味不尽。这些作品不仅展现
了他的博学多才，还表明科学与文学的奇妙交
融，可以产生无穷的魅力。

华 罗 庚 的 对 联 与 诗 词
●颜真

《尚书·周书》言：“必有忍，其乃有济；有
容，德乃大。”意思是，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
能成功；有所宽容，德行才能宏大。

忍，形声字，从心，刃声。本义指忍耐、容
忍。后又引申为抑制、克制、包容、坚忍等义。
《说文》：“忍，能也。”《广雅》：“忍，耐也。”

坚忍、忍耐历来是古人倡导、追求的重要
品质之一，也深深地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
中。忍，不是消极、软弱和退缩，而是在面临磨
难苦难、逆境挫折、困难挑战时展现出的坚定
意志和强大信念。拥有坚忍心性的人往往都
有这样一些特质：志向坚定、不惧困难，肯吃
苦、能实干，甘于寂寞、愿受孤独，静得下心、不
轻言弃，等等。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见，拥
有在磨难、苦难中坚忍不拔的意志、超凡的忍耐
力和定力，是成事者必备的能力和素质。司马迁
忍受巨大屈辱而不改其志，以坚定的信念、坚忍
的品格和强大的毅力，历时十多年，终于完成被
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
《史记》。王阳明年少时便立志成为圣贤，后因反
对权贵被贬谪至贵州龙场当驿丞，面对恶劣的自
然环境和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非但没有被困境

压垮，反而开创了阳明心学。
事不避难，劳苦争先。坚忍的心性并非与

生俱来，需要在实践的熔炉中不断磨砺。修炼
心性，关键还是要做到不惧困难，肯下苦功。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了志向、信念、理想和
追求，勇毅前行，攻坚克难，甚至不惧生死。长
征时期，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追兵阻敌的险
恶形势，红军战士靠着不屈不挠的革命信念，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
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
万五千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上世纪
60年代，河南林县几代干部群众迎难而上，不
怕啃“硬骨头”，用双手和钢钎、铁锤，历十载寒
暑，在万仞壁立、千峰如削的太行山上成功开
凿1500公里长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一
举改变了林县人民几千年缺水的现状。正是
在烈火的淬炼中，铸就了中华儿女坚忍的心性
和强大的力量。

苦难成就辉煌，困难磨砺坚忍。对于党员
干部来讲，要敢于挑急难险重的担子，勇于到
条件艰苦的基层、环境复杂的岗位去锻炼，把
艰苦环境、艰难任务当作提升自己的课堂，在
大风大浪中磨炼坚忍的心性，锤炼不畏难、不
怕苦、担当作为的过硬本领。

有 忍 乃 济
●余足云

华罗庚为陈景润、由昆结婚写的贺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