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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行 心中情

梁宝金梁宝金

初夏的五月，黄土高坡披满绿色的盛
装，到处一派生机盎然。宽阔的马路上，两
边的大槐树，有的绿叶中开着白花，有的绿
叶中开着红花，在马路两旁展开长长的翅
膀，庇荫着匆匆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
辆。打开车窗，看着圣地并闻着甜甜的槐
花香，心中火热。朝圣延安，是多年的夙
愿，今日终于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

革命圣地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驻
足十三年。这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到
强的十三年；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
的十三年；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全国人民打
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赢得民族独
立的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十三年。在这十三年
里，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
革命家，为了安全和工作的需要，从凤凰山
窑洞到杨家岭窑洞，从杨家岭窑洞到枣园
窑洞，从枣园窑洞到王家坪的窑洞，这些窑
洞被毛主席称之为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与民主人士
黄炎培的一段对话，成了著名的“窑洞
对”。在这著名的对话中，毛主席擘画出了
发扬党内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探索出一
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来跳出“历史周
期律”的桎梏。毛主席针对当时已经出现
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强调“全党要鼓起干
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
尽可能地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
点和错误”的革命愿景。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参观了毛主席和
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地方，参观了
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瞻仰了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工作实景。随后又来到中央大
礼堂旧址，我驻足在中央大礼堂门口，看着
从右至左的“中央大礼堂”五个金光闪闪的
大字，正上方镶嵌着一个像双手一样组成
金色麦穗包裹着党徽的图案，屋顶上飘扬

着鲜红的党旗，思绪万千。中国共产党在
这里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代表大会，从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
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第七次代表大会
的召开，间隔十七年。与在中国国内召开
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间隔十八
年，在这十八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诞生了伟大的毛泽东
思想。

走进中央大礼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大礼堂的正中间有两排大字，上面一排雕
刻在墙上凸显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
利前进”十二个红色大字，下方是一条红色
横幅，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堂两侧还有当时祝贺敬献的
条幅和旌旗。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
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

《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朱德作了
《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
《论统一战线》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修
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
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历史
上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在延安有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从
儿时的语文课本上就认识了他，知道了他，
他就是张思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
张思德广场，张思德广场就在枣园革命旧
址隔壁，广场上耸立着张思德身背木碳、迈
着大步向前的雕像，雕像背靠大山，大山上
有五个毛主席书写的红色大字“为人民服
务”。张思德同志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既会打仗又会烧
碳，他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又到过南泥湾
开荒种田，他从长征走来，两度经过雪山草
地。张思德同志于1944 年9月5日和战友
们执行烧碳任务时，窑洞塌方，为了挽救战
友，自己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他
真正称得上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楷模。
张思德牺牲后，为了弘扬张思德精神，毛主

席亲自参加追悼会，并题写“向为人民利益
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
了世人传诵的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想多了解延安，多学习党史和革命史，
我来到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纪念馆坐
北朝南，纪念馆广场正中巍然耸立着一尊
毛主席青铜像，广场两侧有柏树组成“延安
精神、永放光芒”的八个大字。进入馆内，
有六个展厅，面积很大，大量珍贵革命文
物，再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
人当年在延安的光辉业绩，展厅主要展现
的是党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
革命的光辉历史。馆内展厅有一个部分展
览的是延安整风运动和反腐败斗争历史，
在这个展厅，看到了一个叫肖玉壁的老红
军，他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身体上留有九
十多处战斗伤痕，曾经是红军中英雄人物，
后居功自傲，贪污腐败，因贪污三千块钱，
被边区政府依法处以死刑。中国共产党当
时反腐败工作的“零容忍”对现在反腐败斗
争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延安的故事很多，有国际共产主义战
士白求恩的故事；有毛主席送儿子毛岸英
到农民吴满有家劳动，拜师务农，上“农业
大学”的故事；有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的故
事；有毛主席接待美国记者埃德加·思诺和
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故
事。这些故事有很多都是通过中小学课本
学习和了解的，这些故事一直影响着我们
的工作和生活，这些故事一直是我朝圣延
安的动力。

延安行，心中情，来延安就是了解延
安，学习延安，学习延安精神。学习延安精
神，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干事创业的
老实人；是坚持人民至上，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贴心人；是坚持拒腐防变，做清正
廉洁的透明人。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八个年头了。忘
不了正月里的那个中午，接到弟弟的电话
后，我悲痛欲绝，前天我们通话时他还是好
好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离开的，
多年来，每次提笔，我的思念就像潮水般涌
来而泪眼模糊。穷其一生，父亲遵循的是
一条君子之道。

父亲是个孝子。父亲待人温和恭敬，
尤其对我的奶奶。奶奶吩咐的事他都认真
去办。可谓“君子有九思”中的：“色思温，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老家买不到的药
物，父亲立即买来并风雨无阻地送去。有
时候乘车不便，他就骑上自行车往返一百
多里路。从小到大，我只看到父亲流过一
次眼泪，那是奶奶八十岁后摔了一跤，父亲
为不能在老母亲身边照顾而自责不已。年
近七十，父亲决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和母亲
去老家，与大伯、叔叔和姑姑齐心协力照顾
奶奶。奶奶是九十八岁寿终正寝的。

每年清明祭奠，看到父亲墓碑上“汪振
铭”三个字和那张温和的笑脸，我的心就融
化了。对于我们，父亲既是人生的导师更
是慈父！父亲身材适中，皮肤白净，眼睛虽
然不大但始终闪耀着和善的光芒。这双眼
睛就像定海神针般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引
导我们走上人生的正道。有一次，我家先
生硬拉着父亲去照了一张戴领带的标准
像，那气度简直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君
子。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一生热爱学习，

每天晚上不是读书就是看报，写的字我们
都自愧不如呢。

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父亲像奶奶
一样十分乐观。因为母亲工作忙，父亲包
揽了烧饭等家务，一边做还一边哼着歌
曲。父亲年轻时在上海、杭州都地生活过，
见过世面，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晚饭后，
一家人常常围坐在他身边津津有味地听
着。厨房的水开了，谁都不愿离开，就让父
亲暂停下来。父亲风趣幽默，我们几个往
往笑出眼泪来，连不苟言笑的母亲也忍不
住笑出声来。

母亲平时很严肃，父亲的笑容便格外
珍贵。记得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都在老
家，父亲正在奶奶的房间里休息，十一二岁
的我和姐妹们嬉闹着跑进跑出。这时，传
来父亲起床的声音，我知道他睡觉时最怕
被人吵醒，便忐忑不安地一边跑一边小心
翼翼地朝窗户望去。没想到父亲正站在窗
前看着我笑呢，是舒心地笑！这时，老屋天
井的阳光正洒在他俊美的脸庞上，那么温
暖那么明亮！那一刻，窗前的父亲就像一
幅画像一样永远定格在我年少的心里。

都说“父爱如山”，我说父爱也似水。
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家中不论谁出远门，天
不亮就起床的是父亲，推着自行车送到车
站的是父亲，买两根油条递上手的还是父
亲；晚上回家不论多迟，看着报纸坐在灯下
等候的也一定是他。有一次，不知为何赌
气的我竟然对父亲说：“同学的父母比你们
好多了。”父亲听后有点惊讶但随之笑着

说：“哎呀！怎么这样说呢？”现在想来悔恨
不已。父亲对我格外包容，在第一次参加
高考落榜后，我哭了。但父亲低声地说：

“别泄气，明年再来。”后来，在父亲同乡的
帮助下，我进到屯溪一中补习。那天，看着
父亲毫不吝啬地拿出一沓钱交给老师时，
我的心像被针刺了一般，我暗下决心，一定
要考上大学，不辜负他的期望。当我接到
安徽师范大学的通知书时，父亲激动不已
地说：“胜利啦！”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点父亲做到了，
他温文尔雅，从不说脏话、粗话，即使对他
的徒弟也从不训斥。更难得的是父亲有一
颗助人为乐的心。那年代，粮食紧张。父
亲在粮食加工厂，每到春节前，总有人来找
他，他虽然不是干部，却有求必应。老家来
人了更不用说，不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左邻
右舍；不论是来看病还是来买卖的，他从不
嫌烦，都是热情招待，尽量满足。

记得父亲“走”后的一个晚上，我带女
儿去医院，看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一个和
父亲年纪相仿形体相似的大爷，被救护车
送来，急诊室的医生抢救后宣告死亡。边
上的妻子扑上去大哭，儿子也在一旁落
泪。据说大爷的心脏病犯了，救护车未及
时赶到。看着躺在病床上面容安详的逝
者，我突然感慨不已。这一幕与父亲被母
亲和弟弟送往医院时的场景怎么如此相似
呀！父亲不也是耽误了去医院的时间而没
抢救过来的吗？难道是父亲知道我悲伤不
已、万念俱灰后劝慰我的吗？

父亲的君子之道父亲的君子之道

人 生 记 忆

“书香伴我行·我的读书故事”有奖征文
活动为芜湖市图书馆品牌读书活动，已连续
举办了十三届，2020年荣获安徽省公共图书
馆联盟“优秀服务品牌”。该征文活动以“书
香伴我行·我的读书故事”为主题，通过创作
分享的形式，以“写作”带动“读书”，以“读书”
促进“写作”,从而激发广大读者的阅读热情。

第十三届“书香伴我行·我的读书故事”
征稿活动从 2020 年 11 月 3 日开始，2021 年 1
月31日截止，共收到稿件1121篇。征文截止
后，所有作品按投稿顺序编号登记，组织专家
评委公正评选，评出金奖1名，银奖3名，铜奖
6名，优秀奖20名。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金奖：
作品：我们在书中相见
作者：万正容 安徽无为

银奖：
作品：那些温暖我也想带给你
作者：李凌静 安徽芜湖

作品：半价书店
作者：李本华 安徽芜湖

作品：我的读书撰文写书的经历
作者：张家康 安徽芜湖

铜奖：
作品：人生的第一所大学
作者：何东 安徽芜湖

作品：假如没了书
作者：张立新 甘肃临洮

作品：非常生日礼物
作者：江志伟 安徽黄山

作品：丁家书屋
作者：万习香 安徽南陵

作品：读完这一章……
作者：陈若溪 安徽芜湖

作品：快乐阅读
作者：朱菊香 安徽芜湖

优秀奖：
朱东旭（安徽铜陵）、李超（安徽南陵）、廖

晓梅（江西定南）、武圆敬（安徽芜湖）、肖水泉
（四川成都）、陈金丽（安徽芜湖）、黄阔登（湖
北武汉）、林润铧（广东肇庆）、张宇冰（山西忻
州）、胡凌云（安徽芜湖）、黄显邦（安徽芜湖）、
冯欣钰（安徽南陵）、宋庆法（山东淄博）、熊海
云（安徽芜湖）、王熙之（安徽芜湖）、王世虎
（陕西西安）、王光龙（安徽池州）、许正文（北
京市）、谢子清（重庆市）、吴怡雪（安徽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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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文获奖名单公告

溪山秋色（国画） 李厚霞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