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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杉苍苍，花木葱郁。坐落于合
肥西郊、蜀山东麓的合肥蜀山烈士陵
园，如今已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
物保护单位、国家和安徽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杨效椿烈士的骨灰就安葬在这里。
肃然浑厚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共中央原
副主席李德生同志题词：共产党员的楷
模。

杨效椿，1911 年出生于万荣县薛
村沟一个普通农家。恪守耕读传家、崇
尚儒家文化的杨家，对于这位天资聪明
的家中长子寄予厚望，倾尽所有供其读
书。他在当地读私塾，到县城读完小，17
岁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
从 教 万 泉 女 子 学 校 ，不 久 接 任 校 长 ，
1936 年 秘 密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牺盟会”。“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
校长职务，瞒着家人到太谷县动委会参
加抗日工作。11 月，他结伴进步青年奔
赴延安，考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政治
和军事。193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
月奉命提前毕业，被分派到鄂豫皖区委
工作。他历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营教
导员，新八团和淮西独立团政委、中心
县委书记，华野十二纵第三十四旅政治
部主任，淮南支队司令员、路西地委书
记，江淮军区第四分区政委等。解放后
历任巢湖地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组织
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安徽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中
共合肥市委书记，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
兼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76 年 10 月 3
日，他在合肥逝世。

四十五年间，缅怀烈士的干部群众
从未间断过，人们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
逝而忘记这位曾经的沙场骁将、人民公
仆。

四十五年来，烈士用信仰、情怀与
品格铸就的精神丰碑，依然高高矗立在
千百万人心中；烈士用生命、智慧和心
血书写的奋斗故事，依然被人们广为传
颂着……

干革命出生入死

抗战时期，日军为掠夺淮南煤矿
资源，在津浦铁路沿线驻守重兵，严
密布防；炎刘庙、保义集、西埠湖一
带又被国民党顽军控制。这里壕沟纵
横，碉堡林立，敌我势力犬牙交错、
斗争形势复杂险恶。他率领的游击队
伍，远离大部队，在敌对势力夹缝中
生存和发展，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
而他总是临危不惧，能够出奇制胜。
1938 年 11 月，他率部在桃溪镇截击日
军运输车，缴获钞票二十多万元；在
谢 家 河 袭 击 日 军 汽 艇 三 艘 ； 昼 伏 夜
出，袭扰日寇，搅得六安县城守军不
得安宁；团结争取国民党专员盛子瑾
联合抗日走向进步，从日军手中收复
六安城。1939 年 5 月他调任新四军江
北游击纵队，不久升任新八团政委，
几经艰苦作战，从敌人手里夺回定远、
凤阳和怀远三县并建立起县、区抗日民
主政权。1940 年 1 月，率部开赴肥东，打
退土顽杜学玉的进攻，毙伤 400 余人；7
月，开赴凤阳、定远交界的永康、靠山两
镇，奋战两个多月，打垮伪军两个团，重
新恢复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1941
年 6 月，他奉新四军二师首长之命，率
部挺进淮西，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历经 4 个月战斗，粉
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摧毁寿县庄墓
桥以南国民党顽固派政权，一举打开了
淮西地区的抗战局面。1942 年，建立寿

（县）东南办事处，成立淮西独立团，他
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在日、
伪、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不惧艰险，
不怕牺牲，率部英勇作战，驰骋于北起
淮河、南起吴山庙及合肥四十里铺、东
到淮南铁路、西至瓦埠湖滨的大片区
域，创建了淮西抗日根据地。1945 年 8
月，他率领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
他也成了淮西地区威震敌胆、家喻户晓
的抗日骁将。

解放战争初期，淮南根据地陷于敌
手。我部队两进淮宝皆因环境险恶而受
挫，无以立足，损失很大。时任华野十二

纵 34 旅政治部主任的他，再次临危受
命，于 1947 年 1 月率领 1 个营和部分地
方干部继续挺进淮宝。经过 3 个月的殊
死拼杀，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建立了
前进基地，受到了华东军区通令嘉奖。5
月，淮南工委和淮南支队成立，他任司
令员，率部先后攻克涂沟镇、银集、闵桥
等地，建立了 4 个区级革命政权，接着
奔赴泗县、盱眙边缘，建立长淮、铁太两
个区级革命政权，控制了三百里湖滩，
解决了部队的粮源、财源和兵源问题。
11 月，他率部先后攻克东阳、大通、永
丰等镇，粉碎敌人重兵“清剿”，到年底
相继建立了高宝、天长、盱眙等 5 个县
级革命政权。1948 年年初，华野十二纵
三十四旅与淮南支队会合，加快收复淮
南根据地的进程。他率部攻打国民党军
控制的中心据点铜城，全歼守敌 800 余
人；转战十里长山，迎战国民党军三个
团的大规模“清剿”，俘敌 300 余人。三
战三捷，切断了盱天、盱六、盱嘉公路，
控制了三河、淮河水运线，使淮南、淮
北、淮宝连成一片，直指津浦铁路，逼近
长江防线，极大地震撼了南京。恼羞成
怒的国民党调集 13 个团兵力和地方保
安队，分四路大举“清剿”。时任路西地
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杨效椿，率部
2000 余人开展“百日反清剿”，粉碎了
敌人多次进攻。7 月底路西根据地基本
恢复，所辖各县相继成立县委、县政府
和县总队，淮南全境解放。

他率领的队伍与淮西人民之间情
谊深厚。他无论走到哪里，见到老百姓
总 是 主 动 上 前 ， 热 情 招 呼 ， 问 寒 问
暖；相遇文化人，不仅谈古论今，还
宣讲全民抗战道理。

他 带 领 干 部 战 士 白 天 帮 老 乡 干
活，夜晚宿营在村外。“露侵衣被夏犹
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
朔风冷雨，天寒地冻，几百人的队伍
常常避雨大树底下，散宿芦柴堆里，

“持枪倚枕到天明”，坚持不进户，不
扰民，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部队每到
一 地 ， 他 都 要 亲 自 带 队 到 村 逐 户 巡
访，发现缺粮户，就从缴获的粮食中
给予救济；发现老乡生病，就派卫生
员给予检查和治疗。部队每次转移，
他总是派干部到每个驻地检查群众纪
律执行情况，确认没有遗留问题，才
下 令 出 发 。 群 众 看 在 眼 里 ， 记 在 心
中，知道了“老杨头”，也认准了“杨
支队”。反“扫荡”中，老乡们冒着生
命 危 险 为 部 队 当 “ 向 导 ”、 送 “ 情
报”，白天用木盆将伤员送到芦苇荡隐
蔽，晚上又接回家中喂饭换药。一位
连长身负重伤，当地的一位大嫂将他
救下，悉心治疗护理，直至其伤愈归
队。

为人民鞠躬尽瘁

1949 年 6 月 ， 巢 湖 地 区 连 降 暴
雨，水乡泽国，汪洋一片，长江破堤
六百多米，近百万亩良田被淹。时任
巢湖地委书记的他，亲自率领军民连
续多日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洪水
退 去 ， 他 又 深 入 重 灾 区 乡 村 察 看 灾
情，检查落实各项救灾举措。由于过
度劳累，旧病发作，他不停地咳嗽、
吐血，老百姓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许多人都情不自禁而落泪。

1962 年 5 月，他平反复出后在省
委领导下负责全省甄别工作。亟待甄
别的案件数以万计，他夜以继日地紧
张 工 作 ， 亲 自 参 加 有 影 响 的 平 反 会
议 ， 主 持 制 定 各 级 干 部 生 活 补 助 标
准，与安徽、上海等地的医疗单位联
系安排部分重病干部的治疗问题。在
复杂的政治生态下，他坚持真理，实
事求是，经过 4 个多月卓有成效的甄
别工作，解放和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干
部和知识分子，对于当时全省的稳定
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合肥师
范学院原副院长王郁昭，在他的提议
下担任了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工作中
遇 到 困 难 ， 他 专 程 赶 到 县 上 与 其 交
谈、研究，给予支持和帮助，后来王
郁昭担任地委书记、省长，成为改革
开 放 中 推 广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功
臣。对于著名作家陈登科，著名肺科
专家许学受夫妇以及安徽大学教授巫
宁坤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杨效椿尽
可能给予最大限度的政策保护和倾力
帮助……

安徽沿江地区血吸虫病历来较为
严重，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血防工作，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兴水
利，填沟壑，整治人居环境，铲除钉螺滋
生条件，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基本消灭
了血吸虫病。然而，“文革”中血防工
作遭到干扰、破坏，导致疫情重新反
弹，安徽钉螺分布面积增至九亿多平
方 米 ， 之 前 的 血 防 成 果 几 乎 前 功 尽
弃 ，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健 康 再 度 受 到 威
胁。1968 年 5 月，杨效椿兼任安徽省
血防领导小组组长，力主恢复各级血
防领导小组，调回被下放血防人员，

恢复和健全各级血防机构，动员全省
卫生系统和驻皖部队组成医疗队支援
血防工作。他不顾自己年近花甲、体
弱多病，带领有关人员深入流行区域
开展调研。那时农村交通不便，很多
地方都没有公路，只能徒步，而且越
是偏远的乡村，他越是要去。各重点
区 （县）、乡 （镇） 都出现过他的身
影；许多地方崎岖的山路、泥泞的湖
滩，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利用住院
治 疗 的 间 隙 ， 到 菜 子 湖 灭 螺 现 场 视
察，还赶到宿松参加全省血防会议。
1976 年夏，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肝
腹水达两千毫升，却仍然抱病工作，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他的领导下，
安 徽 省 钉 螺 分 布 面 积 下 降 了 91.6% ，
血 吸 虫 病 人 减 少 了 63.2% ， 一 批 县

（区、市） 血防达标。
1974 年 1 月 ，“ 文 革 ” 后 期 的 淮

南，形势依然让人揪心。一些人纠集
在 一 起 ， 与 “ 四 人 帮 ” 的 “ 批 林 批
孔”相呼应，兴风作浪，冲击市级机
关，致使工作近乎瘫痪；破坏生产，
导致矿区煤炭生产几乎停顿，上海市
等地面临停电、停水危机，中央多次
督 促 安 徽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恢 复 煤 炭 生
产。省委先后两次派人到淮南，均未
能解决。肝病复发正在住院治疗的杨
效椿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主动向省
委请缨，要求前往淮南。有些好心人
劝他：“你是老病号，且又不分管工
业，这个时候何必去冒这个险？”他感
谢同志们的好意，但还是坚持带病出
院工作。经省委同意，他匆匆调集几
位助手，连夜带队奔赴淮南。一到淮
南，就马不停蹄地带领市、矿主要领导
同志深入矿区，耐心地对干部、职工进
行宣传教育，鼓励广大矿工积极投入生
产。他在病房里，一边打着吊针，一边和
市、矿负责人研究工作。因病情不见好
转，大家劝他回合肥治疗，他却断然谢
绝，说：“这是战斗，我怎么能临阵脱逃
呢？”两个儿子从合肥赶到淮南探望，他
不准他们待在身边，要他们到大通矿去
和矿工们一道下井采煤，他说：“现在能
多出一吨煤，对我都是最好的良药！”病
情稍有好转，他就离开医院，又投入到
紧张的工作之中。他这种鞠躬尽瘁、勇
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鼓舞着淮
南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市、矿党委领导
下，淮南人民纷纷行动起来，维护社会
治安，抵制坏人破坏。随着一些首恶分
子受到严惩，混乱局势得以扭转，矿区
煤炭产量逐月上升，当年任务全面完
成，淮南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当公仆清廉守正

他在战争年代，经常穿着早已褪了
色的旧军衣。当年挺进淮宝时丢了被
子，他宁愿连续数月躺在稻草上盖着军
大衣过夜，也不同意再做床新的军被。
1951 年秋，巢湖军分区经省军区批准，
给每位首长做一件皮大衣，他说：“军分
区政委是兼职，我不能要！”他婉言谢
绝，就连军分区配给他的公文包也让人
送了回去。

合肥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展览，邀请
市领导出席开幕式。他到达后刚要进
去，工作人员却将他拦住，说：“老同志，
今天不对外开放，请你明天再来吧！”幸
好被赶来入场的另一位市领导看到，这
才解了围。那位工作人员看着他的背
影，深怀敬意地说道：“真看不出，他就
是新来的市委书记呀！”

他下基层，大都是在单位食堂和大
家一起排队买饭吃。一次，到定远县调
研，在县委招待所就餐，看到餐桌上摆
了一桌菜，他硬是坚持只留两个，其余
的让人全都端走。杨效椿作为省级领
导，有着自己的怪脾气，地方设宴款待，
他转身就走，带着随行人员到食堂去排
队，常常为这事搞得人家颜面不挂，哭
笑不得。身边的同志有时也会抱怨他不
近人情，他却严肃地说：“我们是去干工
作，不是去赴宴，不能给基层单位和同
志们增负担啊！”

1974 年春，安徽师大阜阳分校成
立，他率有关同志前往祝贺。典礼结束
后，来宾们在分校领导陪同下前往饭厅
就餐。他看到一张张餐桌上的名酒佳
肴，便转身走出饭厅。分校领导赶忙跟
上去解释说：“咱这里教育落后，现在能
办起这所大学是件喜事。为了祝贺，并
答谢来宾，所以……”“所以就要大摆宴
席？”他严肃地说，“要把学校办好，靠
什么？就是要靠大家艰苦奋斗嘛。同
志们，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省里也
很穷，你们地区更穷，办任何事都要
勤俭节约。希望你们能够坚持勤俭办
学，用艰苦奋斗精神教书育人。”说完
就去了学校办公室休息。随行的同志
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两个小菜，他这
才露出笑容。

作为省级干部，行政事务机关按
规定分配给他一套住房，楼下两间，
楼上三间。他却把楼下两间让给了一
位普通干部居住，自己一大家子人挤

在 楼 上 三 间 房 里 。 有 时 家 里 来 了 亲
友，晚上不得不打地铺，孩子们多次
提出想要回楼下那两间房，他就是不
同意。他说：“省直机关住房紧张，我
们克服一下就能解决一户干部住房，
这样不是很好吗？”他去世前，反复叮
嘱孩子们：“我去世后，你们要尽快搬
出去，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他
去世后不久，子女们遵照他的遗嘱主
动搬出原来住处，住进了普通住房。

他那住房里，硬是被一张餐桌、
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橱、几张木床和
一些凳椅之类的旧式家具塞得满满当
当。和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家一样，家
里没有沙发、没有电视机。他家早年
购置的两只樟木箱子，算是家里最值
钱的家具了。行政事务机关的同志于
心不忍，几次提出更换家具，都被他
谢绝，最后只给他买了张棕床，可这
买棕床的钱还是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了。

战争年代，他三次负伤，且患有
肺 结 核 ， 无 法 得 到 及 时 、 有 效 的 治
疗，致使抱病终身。他却一直未领取
革命军人伤残证，自动放弃应享受的
优抚待遇。他病重在南京住院，行政
部门按规定寄去 300 元休养费，他出
院后又给退了回来。他到寿县杨庙搞
调研，救济军烈属和特困户花掉 700
多元，工作人员提出从公款中报销，
他 说 ：“ 这 怎 么 行 呢 ， 公 私 要 分 明
嘛！”他的冤案彻底平反，党籍、名
誉、职级全部恢复后，按照省委规定
理应获得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助，可他
体谅国家困难，毅然决定放弃领取。
他说：“补助就不要了！生活上的困难
我杨效椿还能够克服。”

他担任过省、市级领导职务，按
说为子女们办点事并不算难，即使自己
不开口，但只要不反对，就会有人鞍前
马后，争相帮忙。可他呢，5 个孩子在上
学、工作、任职等方面，从没沾过他一点
儿光。他总是反复告诫子女们：“路要靠
自己去闯。”

他在万荣老家的侄儿、外甥，那时
生活也很困难，来安徽请求他帮助给找
个工作。他总是说：党给自己的权力是
要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是要自己搞
特权、谋私利。“一人做官，鸡犬升天”不
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与追求。他没有给予
他们任何照顾，几位晚辈依然是一辈子
当农民，生活在乡村。

他平时很少使用配备给自己的专
车，每天上下班大都坚持步行。他的专
车从来不准家人使用。女儿临产，希望
用他的专车送一下，他把脸一沉，说：

“老百姓家的媳妇、女儿临产怎么办？咱
们不能搞特殊。可以找辆平板车送去医
院嘛！”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公私分
明，对公家财物要点滴不沾，防微杜渐。

缅先烈不忘初心

杨效椿是安徽省第一个被授予“模
范共产党员”称号的地（市）委书记；第
一个经过公推选举产生的省委领导同
志；第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的省级领导干部。

杨效椿的三个“第一”，浓缩了他
坚守信仰的革命历程，诠释了他勤奋
无私的公仆形象，展示了他勇于担当
的家国情怀。

笔者在搜集、核实、整理与书写
本文过程中，曾被感动得几次双眸湿
润，不得不稍事停顿。行文至此，拙
稿初成，似乎可以释然。但是，笔者
并没有感到轻松。此时此刻，掩卷长
思，心绪依然不能平复。诚想，无数
像杨效椿一样的先辈们，为了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出生入死，浴血沙场；
为了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忍辱负重，
鞠躬尽瘁。他们一生节俭力行，克己
奉公，即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其享
有的物质条件并不比今天中国普通百
姓优裕。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他们
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等
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蒙受冤屈，
仍然矢志不渝地探索党在加强自身建
设，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上的可行路
径 ， 为 探 索 符 合 适 合 国 情 的 发 展 道
路，进行了富有牺牲精神的实践。

回眸今日之中国，正如先辈所愿，
经过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已发展成为
拥有 14 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整
体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展 望 今 日 之 中 国 ， 正 如 先 辈 所
愿，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
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砥砺
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

用生命诠释信仰的共产党人、革
命先辈们，精神不朽，信仰永存！

缅怀先烈的后人们，当以革命先
贤 为 榜 样 ，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 不 忘 初
心，牢记使命，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
责仼，奋力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杨效椿，用一生诠释信仰的人
■景之光

本报讯（记者 赵卓菁）12 月 25
日，“中国小说学会 2021 年度好小说”
揭 晓 ，我 市 作 家 杜 斌 刊 登 在《黄 河》
2021 年第 4 期的中篇小说《马儿啊，你
慢些走》入选。

中篇小说《马儿啊，你慢些走》题
材为文学领域内少有，通过小说的核
心事件，围绕蛇城 G 县经济开发区的
300 亩土地所发生的一场激烈争执，
写出最根本的现实意义——怎样给民
营企业的发展尽可能地营造良好社会
环境，给它们的未来发展插上理想的
翅膀。小说情节动感抓人，人物有情
节、有故事。小说叙述起笔具有吸引
力，通篇具有可读性，在看似平静的
叙述中蕴含着时代条件下的脉动。

杜 斌 ， 1956 年 生 ， 永 济 人 ，
1973 年 开 始 文 学 写 作 ， 作 品 散 见

《长 篇 小 说 选 刊》《黄 河》《山 西 文
学》《文学港》 等刊，代表作有中篇
小 说 《天 眼》《风 烈》 及 长 篇 小 说

《天上有太阳》 等。《天眼》 曾获“赵

树理文学奖”，《天上有太阳》 曾获
“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 （2018）
特别推荐”奖，《风烈》 曾荣获第十
届茅台杯 《小说选刊》 年度大奖，入
选 2019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 中 国 小 说 学 会 2021 年 度 好 小
说”评议会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江
苏省兴化市委宣传部承办。来自全国
各地的 46 位评委经过认真细致的遴
选和充分深入的讨论，遵循严格的投
票 程 序 ， 最 终 评 出 45 部 作 品 。 其
中，长篇小说 5 部、中篇小说 10 部、
短篇小说 10 篇、网络小说 10 部、小
小说及微型小说 10 篇。参会评委们
普遍认为，2021 年的小说创作，整
体上赓续了多年以来稳步前进的良好
态势，题材上继续多样性拓展，主题
和内涵上趋于深化，在叙事技能上也
获得了潜心锤炼和提升。杜斌作品

《马儿啊，你慢些走》 符合 2021 年小
说创作以上特点，因而从诸多参评作
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好小说”。

我市作家杜斌作品入选

“中国小说学会2021年度好小说”

本报讯（记者 郭 华）近日，以
“践行核心价值观 打造书香永济”为
主题的 2021 年图书巡展在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永济分公司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由永济市委宣传部主
办，永济市教育局协办，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永济分公司承办，活动时间
为期一个月。活动现场共展出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类，以及社科
类、经典名著类、国学类、工具书类等
上千种常规阅读和学习图书，满足了
不 同 年 龄 、不 同 类 型 读 者 的 阅 读 需
求。一套套精美的书籍吸引了众多阅
读爱好者前来阅读、选购，大家尽情徜
徉在书海中，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活动期间，巡展现场所有图书均
可免费阅读，对于有购买需求的市民，
所有图书采取“买二送五”“买三送七”

的 公 益 形 式 进 行 ，最 大 限 度 普 惠 读
者。此外，为践行尊师重道传统，感恩
医护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无私付
出，教师、医护人员、2020 年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凭工作证均可免费领取图书
一册。此外，参加“学习强国”平台学
习的学员积分达 20000 分以上者也可
领取图书一册。

永济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图书巡展活动，助力全民
阅读行为习惯养成，进一步营造和形
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化风
尚。通过红色精品图书阅读做好思想
教育工作，增强学生爱国爱党的情怀，
对中华传统精粹文化的热爱。同时，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增强文化自
信，为大众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氛
围，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永济。

永济图书巡展 助力全民阅读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本
土诗人杨翠花的处女诗集《岁月飞花》
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为“河东长歌”文学丛书之一，

《岁月飞花》是作者杨翠花献给故乡芮
城的赞歌。全书自始至终描摹故乡，勾
勒记忆的线条，共分为“风从故乡来”

“花自故乡开”“人是故乡亲”“景是故
乡美”“情是故乡浓”五个篇章，收录了
诗人近年来创作的 180 多首诗歌。一
首首诗，为故乡画像，描摹生活中光彩
的时刻，抒发诗人对故乡、亲人、爱人、
学生乃至众生的热爱，书写细微洞察
中的人生感悟。

作者杨翠花像一个雕刻师，用优
美的文字把对故土的爱雕琢进诗歌
里。运城市作协副主席，芮城县文联主
席、作协主席郭昊英说，“杨翠花的描
摹是真实记忆上的原生态艺术表达，
决然不会被‘乡愁’之类的情绪所苑
囿。她最不缺的，就是故乡一方诗土赋
予她的诗情，随便几句看似平淡的文
字，都会立刻跳荡起来，成为五线谱上
的音符”。

杨翠花系风陵渡中学教师、运城
市作协会员。

诗集《岁月飞花》出版发行

《岁月飞花》书影

杨效椿同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