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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我走不出稻田
曾德健

诗路花语

加入党组织的记忆对每个人而
言是不同的，可能是一片灿烂的星
空，可能是一本多彩的画册，也可能
是一首成长的歌谣，倾诉着青春的激
情和梦想。我的入党记忆，是一段坚
定信念的精神成长史……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祖
祖辈辈靠种地维持生计，农闲时节靠打
零工赚点零花钱，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还记得孩提时，“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的歌声时常萦绕耳边，
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的故事伴随
着成长。那时，党好像离我很远，但
却使我无限景仰，充满希冀。

懂事后，身边的人用老一辈共产
党员对党的朴素情感感染了我，从那
时起，入党情结就像埋下的一颗种
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潜滋暗长。

中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对为人师
表的无限崇敬与向往，加入了教师队
伍。那一刻，我幸福满足；那一刻，我
心潮澎湃；那一刻，我只想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希望能够尽快入党。我
觉得，只有向党组织靠拢，用一名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实
现自己的梦想。

由于心中对党的热爱与忠诚，我
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责。
每天清晨起来，早早来到教室，辅导
孩子晨读。孩子进步了，我会给他们
表扬鼓励；孩子犯错了，我会帮助他
们寻找原因。当一届届孩子离开学
校，我时常默默祝福；当几年后他们

回校看望，我会像朋友一样迎接。
2002 年，在祖国腾飞的日子里，

我终于在这面鲜红的党旗下，紧握右
拳，眼含泪花，坚定地向党宣誓：“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
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永不叛党。”那一刻，我有了
一个新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那一天起，我牢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也清楚地认识到入党不仅仅
是从组织上入党，最重要的是从思想
上入党，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
理想信念。为此，18 年来，我坚持学
习，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坚定跟党走
的决心。在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困
难和挫折，都义无反顾服从组织决
定，把坚持理想信念同做好本职工作
结合起来，把自己的理想同为人民服
务的态度结合起来，说实话、办实事，
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从那一天起，我积极参加各项活
动——校门口，时常有我的身影，保
障道路畅通；课堂上，我带着学生勤
奋学习，获得一项项荣誉；日常生活
中，我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感染
学生；面对家长，我“以心换心，以情
动情”，赢得了家长的信任……

如今，我已是一名有18年党龄的
老党员了，18“岁”，黄金一样的“年
龄”。我将不忘初心，时刻牢记党的
宗旨，积极加倍努力，不断追求、开拓
创新、奋发向上，在平凡的岗位上演
绎出一份独特的精彩。

心香一瓣

深秋夕照
章铜胜

走朱冲
平生最大的酷爱就是登山、看

山、拜山、读山。
那天，也就是人间最美的一个四

月天，天，是湛蓝的，风，是温馨的。与
友人结伴，去攀援离城几十里地的红
花山。上山有三条道，三个方向。我
们选择从红花山东北方的朱冲登巅。

朱冲，位于红花山东北侧山脚
下，这里居住多为朱氏乡民，系朱熹
子嗣。1565 年宋代理学家朱熹后人
——十一世祖虎公携家眷由泾县迁
居而来，于此世代繁衍生息，开枝散
叶。

距朱冲八里地，撇开车辆徒步前
往。像一个信徒对佛门虔诚的景仰，
对山心存敬畏。虽未曾焚香沐浴戒
斋三日，也不会三跪九叩行拜山之
礼，却屏气静心沉淀浮躁，缓缓地顺
着狭长的阳山冲，吮吸着山路两旁花
草树木的馨香，聆听着山涧里潺潺流
水和树上欢快的鸟语，向着大阳朱冲
走去。渐渐地接近宁静安恬，宛若莲
花的红花山，慢慢地享受着青峰列奇
的大山，远远地溢出的温暖与慈悲。
不由地一种惬然贯通肺腑，一种快感
酣畅心灵。

在朱冲村口，凝神伫立在横卧村
口溪沟上的紫云桥，回望石拱桥两
端，一边紫云亭（宫）一边紫阳堂，这些
依山而建，雄伟威严的古老建筑遗存，
都来自久远年代的痕迹。一个口口相
传的传说，佐证它们的前世由来。

相传久远的春夏之交一日，晴朗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接着一场罕见的
暴风骤雨，霎时山洪倾泻而下，冲毁
房屋、田地、人畜。

恰遇风水先生路过，指点惊慌恐
惧的乡民，在村口溪沟架一座石拱
桥，桥两端各造一座“紫阳堂”与“紫
云宫”，镇住兴风作浪的“美人蛟”。
从此，红花山和一桥一堂一宫，庇佑
这里青山沃土朱熹子嗣，赐予这块土
地上居民波澜不惊的寻常，过着尘世
安定与轻盈的日月。

寻常日子与安定生活，被日寇的
侵扰打破，这里成了烽烟四起的抗日
战场。陈木寿，这个福建宁德的汉
子，1938年随闽东游击队来到皖南，3
年后，在红花山区任独立排长，北撤
前任皖南支队一营营长。抗日时期，
他带领所属部队转战铜、南、繁、芜、
宣、泾，令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胆颤
心惊。

北撤前夕，他来到离村不远的一
座山冈，这里掩埋着 1939 年 5 月中
旬在乌金岭与日寇激战时牺牲的吴
兴富、陈生春、彭寿明、钱志和、姚裕
堂、强明金等六位战士。他在 18 岁
小号手坟茔前，默默地伫立许久，这
娃娃兵是他从家乡带出来的，现在却
长眠在异乡的山冈。他向当年为烈
士装殓下葬的村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毅然决然地领着部队，向长江边
疾奔而去……

小号手与那些战死的新四军将
士，以及驻扎这里的中共繁昌县委、
皖南特委，还有驻守在红花山的新四
军三支队五团三营、在这一带活动的
皖南支队的官兵，是喝着朱冲山涧里
清冽的泉水，是吃着朱冲山地里的五
谷杂粮，骨子里养成了炎黄子孙的硬
朗与忠贞，为着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在繁昌抗战中心的红花山，在祖国的
大江南北，“……用雪亮的刺刀，暴烈
的手榴弹，火力猛烈的机关枪，前仆
后继的冲锋……”

1948 年 4 月，皖南铜陵、繁昌一

带确定为“大军渡江跳脚板”，朱冲也
被选定接应渡江先遣干部大队的“落
脚地”。

这年的 7 月 5 日黎明，任三野南
下大队干部中队长的陈木寿，从无为
白茆洲偷渡，在繁昌油坊嘴登岸，他
又一次踏上了江南的土地，来到阔别
3年多的红花山脚下朱冲。

他在小号手坟茔前说：“快了，等
大军渡江了，江南解放了，就带你回
家。”话还没说完，就被凶煞煞的国民
党独立十三旅密集的枪声打断。来
不及吃上一口朱冲乡民准备的饭菜，
就急忙率部隐蔽进红花山密林……

十六天后，陈木寿率部转战到南
陵桂镇小青山，再次遭到国民党围
剿，终因敌众我寡，陈木寿壮烈牺
牲。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兵，竟残忍地
割下他的头颅，在芜湖江边码头悬挂
了三天。

就那三天，朱冲接连阴风怒号，
霪雨霏霏。低沉的风声呜呜然，如诉
如泣。村里上岁数的人都说，那是小
号手吹的号。他们曾听过小号手为
牺牲的战士下葬时吹过的号。指着
村口一块巨大的巉岩，说小号手那几
天，就站在那儿昂着头，举着铜号。

一看，那块巉岩还真酷似一个年
轻的战士，昂首挺胸站在那里，背靠
红花山，对着山外吹着号子。

想去墓地拜祭一下那小号手和
另外五名英烈。村上人说，前几年，
这些烈士忠骨移葬到了县老烈士陵
园。

忠骨虽迁葬，可这些英烈热血与
灵魂，早已融入了红花山这片青山沃
土，融入朱冲这块山涧田地，庇护着
这儿日益安逸富足的百姓。

山巅上
从朱冲村后一条崎岖的山道，登

上红花山山巅。
在一千二百年前，佛家弟子曾经

建造庙宇，宏扬佛法的遗地，如今重
建的佛光寺前，仿九华山肉身殿前的
九九八十一级石阶上，驻足不敢贸然
上前。离红花山主峰红花尖，就差那
么十来级的石阶。默默仰望一群早
上八九点钟太阳的年轻人，争先恐后
地登上山巅，成了山至高处人为峰。
他们欢呼雀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指指点点。

毛泽东当年站在橘子洲头，一个
哲学思想的高地，曾挥斥方遒，指点
江山。敢仰天叩问：“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确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的浩然壮志。那是伟人的胆略与
抱负。平凡的吾辈只有胸围，哪有如
此大的胸怀。伟人重上井冈山黄洋
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壮志凌云豪情万丈，又
有谁敢与之比拟。

有人提议登山巅上一块平台，环
顾四周苍苍莽莽群山，目睹远处浩浩
汤汤江水，心中自会涌动潮汐。

清代繁昌知县梁延年，曾站在山
巅，吟诵着：空山壁立对斜晖，影落寒
江鸟乱飞。此处白云岩岫好，採樵人
唱夕阳归……

那年，美国战地记者史沫特莱在
江南新四军军营里生活了近一年后，

去往江北新四军一线部队，通过敌人
一道道封锁线和一个个据点，途经红
花山。傍晚，她站在山巅，眺望云雾
山岚万籁俱寂的山下，远处血色夕阳
下一条奔流不息的万古长江。不久
写下了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战
歌》，在其中“横渡扬子江”一节里，记
下曾夜宿红花山山巅，断垣残壁庙里
的点滴。在书中，表达了对她一路护
送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战士的热爱，描
述了红花山奇峰峻岭的壮美，深信中
国人民终会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

抗战时期，为保卫皖南门户，阻
击日寇进逼皖南，谭震林将军站在山
巅，指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和皖南支
队、游击队，在这里同日寇展开大决
战，取得了繁昌第三次保卫战的胜利
……

日军派遣军总司令曾哀鸣道：
“国民党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军
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
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震撼大江南北五次繁昌保卫战，
打出中国国威，打出新四军军威……

最终没能登上山巅，是不愿当山
高人为峰。盘膝坐在寺前石阶，面对
一座释演湘大和尚圆寂后下葬的灵
塔前合十祈恩。

多年前，登红花山山巅。那里还
有红墙青瓦，翘角飞檐，紫竹扶疏，松
柏参天的佛光寺。大和尚，还没回归
本源清净的佛土，还在呕心沥血潜心
修禅，为重建“佛光寺”，默默隐忍一
路前行。在抗战时日寇炸毁的庙宇
废墟上，搭起一间仅有几平米茅棚。
佛祖前，大和尚双手合十：大悲无泪，
大悟无言，大笑无声。还没开口求
解，他又口吐几字：佛曰：不可说，不
可说，一说即是错……

若干年后，尘世里一路跌跌撞
撞，对一切事物的认知、感悟，懂得唯
其靠自己心灵证得。

二千七百年前，孔子叹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

老子回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
生于无。

孔子面对河流感叹，逝者如斯，
自己年华老去，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
么。

老子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和自
然一体。人，生老病死，自然界的春
夏秋冬，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大自
然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人得随遇
而安，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苦求功利，
自己不被心所困，何来生出烦恼。

起身缓步拾阶下山，这佛门地
境，本不属凡人久栖之地，还是回归
红尘。遵循老子道的活法，过着上天
赐予此生剩下的，寻常日月人间烟
火：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也。

下纸棚
从红花山主峰海拔450米高的红

花尖顶，向西沿着山脊下到海拔 269
米高的乌金岭，再折向南，顺着两山
之间山坳，缓缓地下到青棠冲纸棚自
然村。

一幢幢拔地而起的住宅楼，依山
而建，飞檐翘角红瓦顶，白墙灰裙红
大门，错落有致地点缀在两山之间的

山冲里。家家户户大门上方，有着一
块十分奇葩的门牌：纸棚村。疑惑这
村名从何而来。红花山方圆好几十
里地，一座山头连着一座山头绵延不
绝，漫山遍野修竹绿树层层叠叠，山
间民居周围参天古树遮天蔽日。地
名大多取冲、涝、头、凹、弯。这条山
冲里却有着一座：纸棚村。环顾散落
在绿树掩映中的民居，一条清澈见底
的潺潺涧溪，找着与“纸”、与“棚”这
两字具有共存关系又相互印证的参
照物。

有一楼前晒场，一位耄耋老翁，
正聚精会神编制竹器，是儿童跳舞蹈
用的小竹篓，精美的小背篓下方，还
吊上几串金色铃铛。

老人精瘦头发花白，饱经风霜的
脸上一道道沟壑，是流淌过的岁月长
河；那双温和的眼睛闪烁着慈祥的光
芒，阅读过人间多少跌宕起伏悲欢离
合的故事。

满腹狐疑欲言又止，撞上老人那
双黝黑深邃的眸子，似乎一下子就看
穿了五脏六腑，湮没在心灵极地的蛛
丝马迹，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老人娓娓道来；清道光年间，州
府就在此设立了造纸工场。山上有
大片的皮楷树林，山涧有长年不枯的
溪水。生产出来的纸，色泽黄亮，纸
质细腻，抗拉力强，耐皱耐折，吸水性
好。是当时书画、印刷、装帧用的上
等好纸。老人不无惋惜地长叹：皮楷
树林毁了，原材料断供了，造纸技艺
失传也没留存下来。村里仅剩一棵
176 年的皮楷树，遗留下一个造纸的
纸槽，空留下一个带造纸的“纸”字，
带工场棚的“棚”字的村名。

倏地穿越二百多年，站在高高的
山岗，放眼四周，造纸作坊工场棚，散
落在狭小的十里山冲。到处是忙碌
的山民：煮树皮、碾料、造糟水、捞纸、
压榨、拷干、晒纸、揭纸、数纸……也
看到大山外府衙市井，文人墨客争先
提笔，在这里制造出炉的一张张，坚
韧洁白、柔软光滑、久存不陈的纱纸
上，或泼墨作画或奋笔疾书……

在遗存下的纸槽前，在唯一仅存
的皮楷树下，心存感激这纸槽这树
木。他们的存世，胜过口口相传，甚
至胜过地方志上的文字，有力地佐证
着这里前世的辉煌与荣耀。

这几百岁的造纸槽，这一百多年
的皮楷树，不问风月喜忧，不问花事
朝落。只与淡默岁月守幽深。他们
的存世，我们有了历史和文明的根，
我们知道了曾经的过往，不惧怕时光
摧毁和抑制，有了可传承的记忆，不
再会忘却。

与这相距三十里地正南方的柯
家冲，创建于五代的繁昌窑，兴盛于
宋代，衰退于宋末元初，曾为南唐宫
廷烧制过贡瓷，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衰败没落，就是
在创烧青白瓷创造“二元配方”制瓷
工艺后，就不再创新发展，就一直停
滞不前，最终因落后而衰败灭亡。

当这里皮楷树资源枯竭，转而应
采用这山山岭岭里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毛竹资源。不幸的是，这里与

“繁昌窑”的柯冲人一样，在历史不断
进程与发展中，犯下错失持续创新的
抉择。闭守等待的结局，只能是衰
败、荒废……

纸棚造纸业的衰落、消亡，不必
扼腕叹息，历史进程，客观规律，是不
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生存与灭亡，
无非一种轮回，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
法则。想到这，郁结的心便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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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山——红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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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 晨灯中迎送学子的老桥
被一夕暴雨折杀了
永恒的信念

曾经计划着移河造岛的我
侧立桥旁
俯身于稻田
便回想起了昨天

那是一弯一弯直入大地的背影啊
阳春三月里见证了历史的锋芒
几千年的农耕文化
因一代代不屈的中华儿女而
坚强 悠远

那是一拱一拱收割时光的背影啊
金秋时节磨亮了历史的镰刀
几十年的耕犁岁月
因一个叫水竹的小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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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 或者走出梦境
模糊的眼睛遮挡了我
来时的路线
可想呼喊的我似对当时当景
有所印念

竭力走出别人的世界
却已走不出别人的世界
忘了自己的世界
自己又不知如何画圆

最美的夕照，一定是在深秋。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
小开心，仿佛自己发现了别人不曾
留意不曾发现的景致一般，便有些
虚荣有些自负了。尽管如此，我还
是喜欢能给自己一些小欢喜的生活
的细枝末节，譬如深秋的夕照。

夕照四时，各有不同。冬日的
夕照，冷白、苍茫，容易让人想起天
寒路远，残雪贫屋。茫茫的夕照里，
望着远处的一星灯火，只能感觉到
微弱的一点温暖，那是难以暖身暖
心的。行旅之人，心总是漂泊难定，
也是无处安放的，至少在冬日的夕
照里，浪迹天涯的游子，是不甘心也
不愿意将心安放于斯的。

夏 天 ，我 常 到 长 江 边 去 看 夕
照。水岸边，落日熔金，细细碎碎的
光影，铺陈着瑟瑟的半个江面，粼粼
的波光华丽炫彩。一叶渔舟划进绚
烂的水域，仿佛是在构建一个美丽
的错误般，我知道摄影者是希望这
样一种闯入的，我也并不介意那叶
渔舟的莽撞，默默地在岸上看着。
好在不一会儿的工夫，渔夫便将打
鱼的小舟，划出了那一片闪耀的光
影。江面依然安静，夕照却不减热
情。很多人都站立在江边，看着夕
照和江面，表情有些贪婪，我也是贪
婪的。

春天呢？在春天的欣喜里，万
物生机勃发，似乎没有多少人在意
那一抹夕照的。我对春天的夕照，
好像也没有什么印象留下。我喜欢
深秋的夕照，明媚而又温暖。它照
进了时光的深邃里，也照进了些许
寒冷的现实中。它照进了成熟的欣
悦，也照进了浅淡的感伤。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

秋雨。是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
一词结尾的句子。这首词的开头是

“今古河山无定据”，我更喜欢起句
的突兀、饱满，像浓醮墨汁的笔，落
墨便不凡，于苍茫中蕴涵着辩证的哲
思，只是它的调子有些高冷罢了。很
多时候，人不能过于理智通透，也该
有些一往情深的情愫，这样才可爱
些。就像纳兰性德，他还看见了深秋
雨后照进深山的夕照，那斜斜地从云
层、树杪间漏下的阳光，照在林下的
落叶、黄花和雨珠上，是多么纷繁而
又复杂的场景，像无定据的河山，也
像无定据的人生，在寒冷与温暖之
间，在晴与雨之间，无定据。

有时候，我在想，宋词登上辉煌
的巅峰后，曾有过一段漫长而寂寞
的时光，这段时光经历了数百年，跨
越了元和明，直到清初，才出了一位
词风“清丽婉约，哀感顽艳，格高韵
远，独具特色”的纳兰性德。对于词
来说，纳兰性德是不是就如深秋雨
后，照进深山的那一抹夕照，清丽而
又明媚，哀伤而又凄婉呢。也许是，
也许不是。

抛开纳兰性德的词不说，单是
深山夕照深秋雨，又照亮了多少深
秋的景致，温暖了多少在秋天落寞
而又彷徨的目光。年年岁岁，深秋
夕照，只是点亮时光的一抹亮色吧。

深秋的夕照，照进了收割后的

田野。田野里一片凌乱、萧瑟，枯黄
的草，被镀上浅浅的金黄。瘦弱的
秋水上漂浮着淡淡的阳光，阳光会
漂浮，时光定然沉落。远处的一株
树，是乌桕，还是枫树，枝条上的几
枚叶子像挥舞着阳光的暖色调的旗
帜。我喜欢背对着夕阳看眼前的田
野，这样才能看到田野里更多的亮
色，心里也会被田野中阳光的温暖
所填满。

深秋的夕照，照进了每一座村
庄。村庄是一处驿站，夕阳不会在
任何一所村庄长久停留，夕照只是
时光的使者。在秋天里，它扶着村
庄里所有灰蓝的炊烟扶摇而上；去
给每一座屋顶每一片屋瓦均匀地洒
上温暖的颜色；在每一座小院里留
下一片阴影，努力掩藏属于小院的
秘密；把村边石桥的影子斜斜地放
到河水里漂洗，然后打捞起来仔细
地打量；轻轻地抚摸每一只归来的
牛羊，听它们喷出的响鼻和满嘴的
青草气息；融化将要栖于埘的每一
只公鸡和母鸡咯咯的声音，以温暖
的表情还村庄以安祥。

看见深秋的夕照在涂抹点点的
暖意，也看见时光在融化那些暖意，
默默地，不言不语。我张开双臂，面
朝夕照，去拥抱夕照的余温，任那样
浅浅的暖意在我身上，轻轻地抚摸，
如一双温暖的手。

遗失声明
●盛宏来遗失3402220011002112号就业失业登记证，声明作废。
●程冬宝遗失3402220012011198号就业失业登记证，声明作废。
●舒程程遗失0001383号繁昌县碧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AH-繁昌碧桂园）

（合同路址：繁昌碧桂园P659；开票项目：预售款；收款金额：23000元），声明作废。
●舒程程遗失034001800105、15626265号安徽增值税普通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

服务名称：*房地产预收款*销售自行开发；金额：256570 元；备注：繁昌碧桂园
13-1-801），声明作废。

●陈厚仓遗失繁昌县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除房屋坐落：城西村李元组；产权
性质：私产；结构等级：砖木Ⅱ；建筑面积：67.5平方米），声明作废。

●俞春明遗失繁昌县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除房屋坐落：繁阳镇环城西路
93-18#；产权性质：私产4737#；结构等级：混合Ⅱ94.77平方米、砖木Ⅱ5.10平方米），声
明作废。

●俞星、俞日仓遗失安置房安置协议（安置房为“荷塘小区”G13幢二单元401号
房，房屋建筑面积113.05平方米），声明作废。

●俞春明遗失城西花苑安置小区安置房安置协议（安置房为“城西花苑安置小区”
10幢2单元401号房，房屋建筑面积109.43平方米），声明作废。

●王树兰遗失安置房安置协议（安置房为“荷塘小区”十一幢一单元502号房及5
号储藏室，房屋建筑面积为120.42平方米，跃层面积54.57平方米，储藏室面积为16.67
平方米），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因孙村镇 2020 年完成新增补

充耕地任务，在孙村镇汪洋村乌塘
组实施林地整理开发复垦项目。
凡在孙村镇汪洋村乌塘组项目区
范围内，涉及乌塘组大坝山徐姓、
高姓、陈姓、周姓等坟墓约 100 冢需
迁移，现将该地块迁坟事宜公告如
下：

一、迁坟范围：汪洋村乌塘组项
目区内所有坟墓（四至范围：东至万
里林场茶地，南至新黄荻路，西至乌

塘组水田，北至孙冲组山涝。）具体
以红线界桩为准。

二、请上述迁坟范围内坟墓之
主，务必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前自行
迁移完毕。

三、逾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坟
墓，将统一进行迁移。

特此公告
联系人：高升凤
联系电话：0553-7233066；

18010760550
孙村镇汪洋村村民委员会

2020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