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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
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
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
神代代相传。

359 旅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人
民 军 队 ，党 领 导 的 所 有 部 队 的 宗 旨
同 我 们 党 的 宗 旨 完 全 一 样 ，就 是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为 实 现 党 的 革
命理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
全中国，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社会而奋斗。有了这个坚定的理想
信 念 ，也 就 有 了 坚 定 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全体指挥员、
战斗员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发扬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千方百计
去战胜种种困难，完成革命赋予的各
项战斗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使
得 359 旅在南泥湾生产中创造各种奇
迹。原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 719 团特
务连连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营
教导员任克恭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任克恭 1915 年生于夏县禹王乡
西赵村一普通农家，在族谱中排行老
三。略有文采却胸怀宽广的父亲用

“温、良、恭、俭”四个字为四个儿子起
名，足见“望子成龙、耀祖光宗”之良苦
用心。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孔孟
之道、德孝传家”为座右铭，在经济尚

不富裕的境况下，启发孩子们熟读“三
字经”，写好“飞凤家”，要他们从小树
立以勤学奋进为径，以报效国家为荣
的远大理想。

任克恭小学毕业后，进入了河东
早期革命者嘉康杰办的“夏县平民中
学”。在那里，他受到马列主义和中国
共产党救国救民思想的熏陶。面对国
民党统治下的社会腐败与民不聊生现
象，他在朦胧中悟出了一条真理，那就
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抗日战
争爆发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
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给
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任克恭和
许多进步学生禁不住欢呼雀跃，一个
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为国家强
盛、人民幸福出力流汗。

1936 年中，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
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时任河东中心
县委书记的嘉康杰在夏县策动了中条
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河东红军游击
队”，并担任总指挥。1937 年 11 月，根
据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中央军
委副主席周恩来要求山西省委秘密征
召新兵，大力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
才。中共河东特委委托嘉康杰在闻

（喜）夏（县）一带为八路军扩兵 500名，
其中包括任克恭等在校学子。

任克恭与新兵们辗转来到延安，
经过简短学习培训，加入了贺龙师长
领导的八路军 120 师。由于有较强的
文化底子，任克恭被选为 719 团文化
干事。这个凡事勇于上进的热血青
年，在军事训练方面也不甘落后。有
一位身高体壮的警卫班长开玩笑：“这

位老弟身单力薄，天生一个秀才相，战
场拼杀请往后站！”任克恭偏不信这个
邪，他悄悄向团里武功教练学习，私下
找老红军战斗英雄讨教，很快练就了
灵活机智、以柔克刚的真功夫。在团
里举办的“一对一擂台赛”中，任克恭
于众目睽睽之下，主动向警卫班长发
起挑战。当对方连续三次被击倒在地
时，便苦笑着接过胜者递过的毛巾和
水壶，从此二人互相激励，成为挚友。
不久后，任克恭被团领导任命为敢打
敢拼的特务连连长，那位警卫班长也
在他的建议下，担任了副连长。

1941年春，八路军 120师 359旅在
旅长兼政委王震率领下，来到南泥湾
开荒种地，他们风餐露宿，战胜重重困
难，为边区人民政府创造物质财富。
到了 1944 年，359 旅开荒种地 26.1 万
亩，收获粮食 3.7万石，养猪 5624头，上
缴公粮 1万石，圆满实现了“耕一余一”
战略目标。广大官兵用自己的双手与
汗水，硬是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
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
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受到
党中央和边区军民的热烈称赞。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
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开始抢夺胜利成
果。为执行毛主席“向东北进军”的命
令 ，中 央 军 委 组 织 十 万 大 军 挺 进 东
北。359 旅 719 团被成建制带入了“东
北民主联军十纵队”，在司令员梁兴初
指挥下，他们“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为保卫人民政权浴血奋战。1948 年
10 月 23 至 26 日 ，著 名 的“ 黑 山 阻 击
战”打响，担任营教导员的任克恭身先
士卒，在营长阵亡、全营减员三分之二
的严酷形势下，与全师将士紧密配合，
打退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多次疯狂
进攻，为全歼廖耀湘兵团立下了赫赫
战功，被纵队首长誉为“能文能武的指
挥员”。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他的老搭
档，也就是那位警卫班长，在敌军炮火
轰炸中不幸阵亡。任克恭含泪整理好
烈 士 遗 物 ，并 向 上 级 起 草 了 立 功 报
告。后来，任克恭专程去烈士故乡探
望其亲属，没想到，经过当年日寇灭绝
人寰的屠村暴行，烈士家人早已下落
不明。

东北解放后，任克恭又随部队入
关，参加了著名的平津战役。为加强
对新补充的国民党起义士兵的政治思
想教育，他奉调师政治部做宣传组织
工作，努力提高新战士的整体素质。

1949 年 4 月下旬，任克恭所属部
队准备继续南下。在一次冒雨侦察敌
情过程中，他突然患上重感冒，被送进
了后方医院，遗憾地错过了解放全中
国的渡江战役。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身体趋于正
常的任克恭，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及
还乡团袭扰，又被编入临时组建的剿
匪大队担任主官。他采用守株待兔、
深入敌巢，敲山震虎、四面包抄的战
术，曾创造了一天跋涉百余里，击毙敌
特百余人的骄人战绩。由于长期奔波
劳累，任克恭患上了头疼病，不得不再
次进入医院。

1949 年 5 月，任克恭奉命转业到
当时的绛州地委，先在中央直属盐警
大队担任政委（正团级）。当时国民经
济百废待兴，各项管理制度尚不健全，
少数不法分子利用食盐投机倒把，贪
污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任克恭经过认

真调查研究，与有关单位联合制订了
“明松暗紧、从源头抓起，严明纪律、自
基层落实”的监督实施方案，并组织了
缉私小组。不过半年，盐警大队破获
各种违法案件数十起，有效地遏制了
国民党统治时衍生的混乱现象。

1959 年年末，任克恭担任盐化局
党委书记。在这号称“聚宝盆”的晋南
大国企里，他始终不忘“南泥湾精神”，
把分给自己的独家院给了幼儿园，将
通信员与办公室干事合二为一，带头
执 行 领 导 干 部 请 假 、签 到 等 规 章 制
度。三年困难时期，他要求大家以节
约一分钱为荣，以浪费一粒粮食为耻，
团结一致，共克时艰。

1965 年，任克恭改任晋南专区工
业企业综合公司党委书记。在一次党
委扩大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表示：

“过去我们战场上冲杀，打的是为人民
争夺江山之仗；如今在商场上拼搏，打
的是为祖国增强实力之仗。这两场硬
仗，都是要实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求
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目标，来不
得半点马虎，容不得一点闪失！”他不
顾自己身体未完全恢复，上抓领导班
子工作作风，下到基层调查研究，将所
属单位管理得井井有条。时任华北区
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山西视察时，曾向
晋南地委领导李广耀等夸赞任克恭

“工作责任心强，有能力、会办事”。
1970 年中，晋南专区一分为二，

任克恭担任了新组建的运城地区建筑
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当时正值

“文化大革命”期间，筹建中的永济纺
织厂、发电厂等重大工程项目处于休
眠状态。任克恭坚决响应毛主席“抓
革命，促生产”号召，耐心地给“造反
派”做工作，希望大家多做利国利民的
事。他语重心长地说：“耽误了这些工
程，就保证不了居民日常生活和农村
灌溉用水，打不下粮食，织不出布，让
老百姓吃穿如何保证？”有人想用“一
切服从文化大革命”搪塞，惹得一向和
风细雨的老书记拐杖捣地：“我就知道
革命、生产两不误，哪个不听毛主席的
话，让他靠边站！”

任克恭同志十分注重对青年一代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经常为干部职
工讲述当年南泥湾开荒种地的艰难岁
月。他曾受邀到各大单位、院校讲述

“南泥湾精神”，激发大家坚决拥护中
国共产党领导，坚定热爱社会主义制
度的信念，让大家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他认为“南泥湾精神”的
实质，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
精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
法；不怕牺牲、攻坚克难的战斗意志。
他曾风趣地表示：窑洞里有蚊子，用烟
熏；衣服内有虱子，用开水烫。这叫对
症下药。学习南泥湾精神也要结合实
际，有的放矢，否则就成了隔靴搔痒，
空喊口号。

任克恭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始终保持革命前辈艰苦朴素、积极奉
献的工作作风。他时常提醒领导班子
成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处处起表率作
用。每忆及二哥任克良担任峨嵋岭抗
日大队领导，与大哥任克温、四弟任克
俭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悲壮历
史，任克恭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他要
求 家 人 不 忘 先 辈 遗 愿 ，坚 决 不 搞 特
殊。在他的激励下，公司领导及家人
努力工作、廉洁自律，从未发生违法乱
纪等不良现象，深得广大职工拥戴。

1981 年春，任克恭同志因多年积
劳成疾，旧病复发。在最后时刻，他叮
嘱前来探望的同志和家人：如今国泰
民安，都是先烈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
的，要永远发扬“南泥湾精神”，沿着共
产党指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坚定
不移地走下去！

南泥湾精神永不忘
■姚俊虎

冷风袭袭，秋雨绵绵，关于天气，这个秋
天留给我们太多的沉闷与阴冷。

雨 中 固 坝 、 夜 晚 守 护 、 捐 钱 捐 物 ， 在 稷
山，这个秋天，留给我们太多的感动与敬佩。

四十年一遇的洪峰如炸群的野马，人民的
生命财产危在旦夕。县委、县政府紧急部署，
有险情的村庄火速撤离。

关键时刻，毗邻村庄的村委会伸出援助之
手，尽可能地安置灾民。敦厚的村民们纷纷送
米送面送菜，倾力以助。

打开手机，在各个群里，在抖音里，在快
手上，尽是抗洪抢险救灾的场面，看得人泪流
满面。

当我翻到一段视频，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
眼帘：阿涛？对，李阿涛！

我忙打开，只见他正在稷山巾帼服务队的
安置点上，与人在说话。放大声音，我听到了
这样暖心而富有寓意的话语：“我捐一万零一，
寓意‘万众一心’……”

哦！原来他正在那儿捐款。
“我捐一万零一，取意为‘万众一心’！”
李阿涛，不仅爱心满满，而且心思缜密，

他捐出的是钱，更是一片善良、一份祈盼。
我当时很感动，急急地把这个视频发在朋

友圈里，并题上“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多少
感动，就在身边，为稷山的爱心人士点赞”的
话语。

我听清了阿涛的“万众一心”，可因为有噪
音，我听不清他后面的话。与他聊天，他深情
地说：“我就是对家乡稷山怀有深情。现场后面
说的是‘救灾顺利。至于“10001”，除万众一
心，战胜洪灾之意外，它还有自己美好的寓意在

其中——双 1耸立两旁，如坚守的堤坝，中间的
0 喻水，整体的 10001，寓意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堤坝护洪，顺利过境’。”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夸他太有心了、太用心
了。

他说：“没什么，还是那句话‘我爱稷山，
作为稷山人，总要为稷山做点事’。”

“我爱稷山，作为稷山人，总要为稷山做点
事！”

基于对家乡的深情，李阿涛做了很多很多。
从稍后的语音聊天中，我了解到，捐款前一

天，他在桥口一早餐店，等待抗洪夜巡的人民警
察。他说，人民警察值守洪峰过境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秋风夜冷，吃点热乎的早餐暖暖身
子，暖暖心！

阿涛很想亲自上到抗洪一线去，但因身体
还在恢复中，妻子不让他去。当他知道了巾帼
服务队正准备给抗洪人员包包子时，便蹲在那
儿择起了韭菜。他说自己总要出一点点力，心
里才踏实。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新冠疫情肆虐时，阿涛
为湖北捐款两千元，想起了他在集市上为年老
的人掏钱买苹果……

对，我想起了语音中，他说见一个卖海鲜
的发抖音，因灾情影响市场停电，兜售海鲜，
他同妻子一起买下海鲜，送给了周围朋友。

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缘于他骨子里浸着
的善良，缘于他高尚的情怀，缘于他作为一个
人的担当。

李阿涛就是这样一个心怀善念、为他人着想
的人。

阿涛，好样的！

阿涛，好样的
■杨爱兰

2021 年 10 月 19 日凌晨 4 点 28 分，105
岁高龄的郭汉城老人走完了他辉煌人生
的奋斗行程。4 点 54 分，郭老的女婿舒志
就给我发来这一悲痛消息。顷刻间，我的
泪水夺眶而下。

在首都戏剧界专家老师中，郭汉城老
人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位老父亲。陪伴他
风雨一生的夫人韩建民阿姨，更像一位慈
爱的母亲。

郭老常对我说：“雪变，你阿姨很心疼
你，隔一段时间她就念叨你——雪变怎么
不见来北京啊，她又带团又搞教学，给她
打个电话吧，叫她不要累着了！”郭老不仅
这样嘱咐我，就是对戏剧界的其他人，包
括记者对他的采访中，老人总要流露出他
对我的殷切关爱。就是在去年北京的一次
座谈会上，郭老一样表达着他对我的关
爱：“我们都很疼雪变，她很累，工作总是
在拼命。”每每念及这些，我的心头都禁不
住荡起无限的感激之情。

我与郭老夫妇认识，要追溯到上世纪
的 80 年代。1991 年，在参加原文化部首届
中国戏剧金三角交流演出中，我演《宇宙
锋》，郭老写了一篇《艺术贵在纯真》的剧
评 ，对 我 的 表 演 作 了 极 高 的 评 价 。1994
年，我应邀进京演出《关公与貂蝉》，参加
文华奖和梅花奖评选。获奖后，我在戏剧
评论家谭志湘老师的带领下去郭老家看
望。那是一个严冬的晚上，北京天气很冷，
道路上积有冰雪。我征询谭老师意见，是
否到商店给郭老买上件贵重的礼物。谭老
师回答说，不用，郭老喜欢水仙花，到花店
给他选盆水仙花带去就行。谭老师是郭老
的学生，他最了解自己的恩师。我们端上
一盆价值 5 元钱的水仙花，去看望了郭
老。郭老夫人韩建民阿姨非常高兴，热情
接待我们。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与阿姨已
经熟悉。她在郭老跟前多次念叨“景雪变
是个最有良心的孩子，我就喜欢她”。在以
后的日子里，每次去京，我尽量挤出时间
像见亲人一样去郭老家里和阿姨坐一坐。
她了解我在艺术道路上的艰难曲折，极为
关心我的处境，我很感激她。

我永远不会忘记 2002 年那个金秋十
月。是年 10 月 23 日，是运城市蒲剧青年实
验演出团挂牌成立的日子，作为我国著名
戏曲理论家、一代学术宗师，郭老不顾 85
岁高龄之躯，偕夫人韩建民阿姨，与曲润
海、王蕴明、周育德、吴乾浩、谭志湘等戏
剧专家，从北京来到运城，参加我们的建
团仪式。在当天的座谈会上，郭老兴致很
高，发表了很长的讲话。他说，我感觉这
个团很有前途，青年演员大有希望，蒲剧
的振兴指日可待。24 日晚，他们又观看
了演出。那晚，我主演《火焰驹》。演出结
束后，郭老激动地站起来，双手高举，长时
间地为我们的表演鼓掌，为蒲剧艺术充满
希望的明天喝彩。之后，郭老又一次不顾
年迈体弱，走上舞台，与演员握手合影。
韩建民阿姨也走上舞台，一边夸奖我“太
精彩了，太精彩了……真不容易……”一
边与我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情此景，
让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演员感动万分，许多
人眼里都噙着泪花。

2011 年 6 月 4 日，疼我爱我知我的韩
建民阿姨去世了。7 月中旬，《山村母亲》
作为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赴京参加建党
90 周年献礼演出。演出前，我带剧团几位
同志先去看望郭老。郭老知道我们要去，
提前让儿女们做好中午饭，等着我们在家
一起就餐。进到家里，郭老深情地对我说：

“雪变，你阿姨在世时很疼爱你，你到她的
遗像前给她点炷香吧！”我问郭老：“阿姨
去世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他说：“知道你
带团演出忙，又搞教学，就没通知你。”17
日，也是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我
又和团里几位同志前去郭老家道别。郭老
给前来的几个同志讲：“你们雪变团长不
光是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
事业心非常强的人。她对蒲剧这个剧种的
发展是有理想的。她抓的很好的事情就是
培养接班人。这是蒲剧发展的一个非常迫
切的问题。很长一个时期，戏曲不景气，最
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
没有接班人。长此下去，戏曲里面很多精
华的东西就会失传。”接着，他又指着我
说：“你这个人很实在。这个实在包括学
习、包括传统、包括唱戏，也包括你了解群
众。做人很好，对同志们都很关照，不是只
想个人。如果你只想个人，不可能把这个
事情办起来。所以你最大的特点就是实
在，待人真诚。这样你才能把大家团结起
来，共同跟着你一道办事。这个你一定要
保持下去，保持下去了，就会取得更大的
成功。”

一番嘱托之后，郭老郑重地交给我一
页纸，说，这是你阿姨去世后，我写的一首
怀念诗，所有的心境都在里面了。儿女们
一人一份，你和他们一样。我仔细阅读，发
现这是郭老提前写好了的——
雪变：

你阿姨建民于 6 月 4 日去世。24 日，
合家送她到京郊潭柘寺墓地，结束了她一
生 85 年最后的行程。归来情犹难忍，悼诗
三首。此后努力把精神转移到工作方面
来，报答同志们殷切的期望。诗录奉留念。

往事思量六十年，一颦一笑一萦牵。
空车倚壁人何在？故镜停书页未前。
白发偎床难割舍，青春并辔尚流连。
晨曦但不临窗早，仿佛依稀在梦边。
……
读着那情浓意深的诗句，特别是“晨

曦但不临窗早，仿佛依稀在梦边”时，我的
眼泪潸然而下。虽然不能完全读懂，但我
却已走进老人的心灵世界……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时常给郭老通电
话问安。就在前段时间，郭老在电视上看
到山西遭受洪灾，于 10 月 9 日上午托家人
来电话问候：近期山西发大水了，老爷子
说赶快问问雪变，运城受灾了，有困难没
有，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百岁老人
如此牵挂灾情的大爱精神，真是令人感动
和钦佩！

敬爱的郭老，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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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40 多年的人生中，对洪水灾害的深切
感受有过两次。每一次，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记忆。

第一次是 1996 年，那年我刚刚毕业，独自
品尝着毕业后没有着落的失落与郁闷。那段时
间，我远在省城的一个关系较好的同学成了我
吐槽现实的对象，几乎每天我们都会打电话聊
各自的生活，确切说是他在负责听后进而开导
我，帮我解决思想上的困惑，而我则像怨妇一样
尽情倾诉。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家里已经
有部固定电话，而我同学常常要跑到朋友家里
给我打电话。后来，可能是他感觉到在电话里
已经解决不了我的思想问题，便告诉我，他要到
我家里看看我。

记不清同学是坐什么车到县城的，却清楚
记得当时汾河发大水，我们在县城同学家玩了
两天，我找了辆三轮蹦蹦车把他带到我家。因
为水大，县城通往我家的公交（我记得那时候叫
4 路公交）停发了。我们回家是从柳沟坡也就
是 233 省道（我记得那时候叫台运线）绕路的。
清晰记得道路两侧的水几乎是跟路面持平的，
水淹没了路边的庄稼。那时候可能真的是年
轻，脑子里想的事情少，对洪水的存在没有什么
担忧和恐惧，更谈不上有什么抗洪的责任感，只
是觉得它的存在让我们的出行多少有了一些不
便。更多的感动是觉得我同学能在交通不畅通
的情况下辗转倒车来看我，我从心里感激他。

说实话，我一时忘记了怎么送同学走的，只
记得在那之后，心情逐渐好起来了，并告诉自
己，要振作起来，无论如何先找点事情做，于是
就 有 了 我 1996 年 冬 天 当 小 学 老 师 的 那 段 经

历。其实也真是在我同学的鼓励下，我开始勇
敢步入社会。所以，发生在那个人生节点的事
情是让我无法忘记的。后来，1996 年的洪水与
我的情绪也就一起被封存在永久的记忆里。

时光如飞梭，距离 1996 年已经过去 25 年
了。25 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但重要的事
情也就那么几件，跟所有平常人的生活一样，有
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自己心仪的老公、一双
懂事听话的儿女。为了生活，我与老公相扶相
携，庆幸的是，我们的目标高度一致，其实也很
简单，就是想通过努力把家庭和工作经营得更
风生水起一些。

这次汾水洪峰、山洪暴发正值国庆假期，在
举国同庆的日子里，山西的洪水让全国人民揪
心了。接到单位提前结束休假的通知，全员上
岗，很多人可能跟我当年一样，感觉不到事态
的严重性，但是这一次我的感受跟当年是有天
壤之别的。因为单位是抗洪抢险救灾指挥部的
成员单位，所以时刻都在关注汛情中的每个消
息。可能也是工作的原因，很快，雨情、汛
情、舆情、人情如同几根弦一样，紧绷在了脑
子里，每天翻新的内容让我不停拨动着这几根
弦。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发现自己异常清醒，
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10 号中午，我们接到新
华社山西分社的采访通知，单位决定让我全程
陪同采访。恰恰是这次采访，让我再一次对洪
水刻骨铭心。采访任务结束后，我认真地梳理
了一下，这种刻骨铭心，来自新华社记者实事求
是、务实高效的作风。5 天的时间，他们给我的
信息量胜过 5 年，团队协作的精神让我骨折式

仰望。文字记者、图片记者、视频记者，每个人
身上表现出的专业精神都是如此的闪闪发光。
雨衣、胶鞋、防寒服，没有人顾及自己的形象，而
是义无反顾地爬上堤坝，走进被淹村庄，熬夜、
讨论、改稿子。在他们的日程里，没有一日三餐
的概念，防汛一线的饼子他们啃过，安置点里的
热汤他们喝过，在宾馆里晚上 9 点多才吃饭的
情况也是有的……

说实话，无论是风雨中我默默地看着他们，
还是在宾馆里我静静地等着他们，我都觉得自
己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一丝怨言的。这可能就
是那天我跟赵社长聊天时说到，自己年轻的时
候干工作凭的是热情，现在凭的则是对这份工
作的感情。当一个人对工作有感情的时候，他
一定会做出让工作有温度的事情。虽然我也不
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真的是
我现在做每件事情所持有的态度。也许真的是
人们说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就会越来越
容易被别人感动。我可能就是这样。

几天来，随同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每一个场
景都历历在目。堤坝上干部群众 24 小时的坚
守，安置点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重阳节安
置点里老人们的笑脸，排水抽水现场沙哑的嗓
音，志愿者端来的暖心菜，爱心人士的无私捐
赠，站在水里抢收庄稼的群众，指挥部里彻夜
不息的灯光……脑子里如同过电影一般，总是
闪现那么多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行走在风雨中、
奋战在泥泞中的身影。这些我亲眼看见的场
景，每时每刻都触动着我的心灵，有好几次，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正是这些感动，让我在瞬
间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灾难面前，我
们为什么能够从容，原因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
里已经悄然筑起一座洪水冲不垮的堤坝！人
在，堤坝就在！

刻骨铭心的两次洪水记忆令我难忘。所幸
的是，每一次的洪水带给我的都是振作的力量，
所以我要感谢人生路上遇到的那些能让我成为
更好的自己的人……

冲 不 垮 的 堤 坝
■张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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