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保成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岁
华诞之际，我度过了56个入
党纪念日，时时不忘党教诲，
党辉映我育花红。

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
始从教，忠诚教育工作数十
年。1998年，退居二线后，我
又奉献于盐湖区关心下一代
工作，迄今已有24个年头。

1961年，为支援山区教
育，我赴芮城县城垣村小学
任教。条山阻隔，离家近 80
公里，假期往返只能徒步。秋
假开学，我提前返校，跋涉一
天，渴得嗓子直冒烟。幸好暖
水瓶内还存了一些放假前的
水，哪管变质与否，我一饮而
尽。

从教期间，我未误过一
节课。1998 年退居二线后，
就致力于关心下一代工作，
先后担任盐湖区关工委副秘
书长、常务副主任、执行主任
等职。20多年来，为关爱下一
代不分节假，或骑车，或步
行，走遍了盐湖区的村村寨
寨、山山峁峁。2003年12月
12日半夜时分，我接到龙居
镇南化村村民张运武一双儿

女（女11岁、儿9岁）煤气中
毒的求助电话，立即与时任
区关工委主任董耀先一起联
系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医院
及时施救，使之转危为安。

“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
教育自己”，也因此，在与青
少年的接触中，我坚持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忘我工作。
而今，我虽已年届八秩，但依
然每天骑车穿梭于大街小
巷，或下基层，或办公室值
守，戏称自己为“勤务员”“话
务员”“打字员”“通讯员”“值
班员”五大员。

多年来，我勤于笔耕，呕
心《盐湖区传承红色基因读
本》《画颂建党百年》等读本
的编写，自己的多篇文章也
在《关心下一代》《山西老年》
等刊物上刊登，一些论文获
全国及省、市奖，自己也荣获
了全国“中华魂”读书主题教
育活动优秀辅导员、山西省
关心下一代最美五老爱心
奖、运城市优秀党员等殊荣。

一路走来，我牢记自己
的党员身份，并为之不断奋
斗。是党的教诲，是党的阳光
的照耀，鼓舞我谱写“与教结
缘 与花并艳”的人生愿景。

党的光辉照我心

□支怀龙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岁华
诞，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我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
争年代。那年月，枪炮声不时从
耳边响起，乡亲们随时要背起
行囊，拖儿带女四处逃生。

1942年冬天，一群日本兵
闯进我家，乱翻乱抢，搅得鸡飞
狗跳。最疼爱我的曾祖母阻拦
惹怒了敌人，被一个鬼子用铜
笊篱砍伤，终因伤口感染，含恨
离开人世。面对日寇惨无人道
的罪恶行径，这血海深仇，我刻
骨铭心，永世难忘。

1950 年，11 岁的我考入
县城第一高级小学。那年“六
一”儿童节，我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少年先锋队。更难忘的是，少
先队总辅导员的深情嘱托。他
说：“人生有三大光荣，一是童
年时期光荣加入少年先锋队，
你们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是
国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
鲜血染成的；二是青年时期光
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党
的后备军；第三大光荣是最终
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类
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而
奋斗终身。”辅导员老师的嘱
托，让我们受用不尽。

1953年，我被新绛中学录
取，也不负众望地光荣加入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9
年，我走上工作岗位，在新绛汾
南峨嵋岭上横桥农业中学任
教。两年后，我被调往山更高、

路更远、条件更艰苦的支北庄
乡兰村学校。从家到学校翻沟
越岭六七公里路，往返全靠两
条腿步行。但这丝毫没有动摇
我扎根山区当教师的决心，在
兰村一干就是8个年头。

从参加工作那天起，我便
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终于，1973年 5月19日，党组
织正式批准我加入，实现了我
的夙愿。

入党后，我积极工作，得到
上级领导的信任与器重，先后
担任县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书
记、副校长，退休后担任县老年
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校委
委员，积极为党报党刊投稿，参
与了《中国共产党新绛历史》
《新绛县志》等书籍的编撰工
作，荣获县“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五好”老干部，以及市“优秀
基层党组织书记”等荣誉。

从青春勃发到两鬓斑白，
我的人生无处不渗透着党的培
育之恩与关怀爱护之情。从建
党的开天辟地，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
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众多
历史性成就……我党始终坚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就
是我坚如磐石的信念，跟党走
永不变心的理由。

献礼百年颂党恩，我要继
续用手中的笔，为党和人民鼓
与呼，传播中国好声音，传承红
色经典，为党再做新贡献。

我的入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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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亮

时间好像在跳跃式前行，
不觉间又一年端午节到了。

在我记忆的童年里，每逢
端午节，都是我们老家农村最
忙的季节，一边要收麦，一边要
播秋，一边还要种蔬菜瓜果。那
时，家里人多，孩子也多，劳力
却很少，一切担子都压在了父
母身上，白天他们要抢割麦子，
晚上要打场，端午节前后的辛
劳可想而知。一个“忙”字，也许
是对端午的最好诠释。

在特别忙的时令里，为了
让一家人吃顿端午饭，母亲总
是挤出时间，变着花样，给一家
人做顿好的，也是对一家人忙
碌的犒劳。不论多忙，不论多
晚，不论多累，端午节前一天晚
上，母亲总会发好面、蒸好米、
洗好菜。第二天，母亲早早上地
把紧活干完，从地里回来，顺便
采点鲜椒叶，顾不上吃饭，就开
始忙碌起来，煮油饼、摊煎馍、
蒸包子、捏馄饨一样都不少，母
亲这样辛苦全是为了一家老
小。

母亲很能干，面是用自家
酵子发的，吃着筋道；煎馍里伴
着刚摘的新鲜椒叶，吃着浓香；
包子里包的是地软、粉条，吃着
舒服。浓浓的端午饭香，早已超
过了香包与艾草的味道。一桌
端午饭，像中秋饭、年夜饭一
样，也成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期
盼、一种祈求、一份奢望。

一桌饭菜的味道，就是一
家人的端午节，伴着那冗长的
一年时光，也成了一个又一个
热腾腾、香喷喷的岁月念想，也
让我们懂得了童年岁月里的收
获与播种的艰辛。那时候，记忆
是辛酸的，却是幸福的。

麦浪翻滚、烈日当头的五
黄六月，学校照例要放麦假。天
还没亮，我就被父亲叫醒，帮助
大人收割自留地里的小麦。我
总是牵着牛，护着麦捆子。中午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会帮生
产队拾麦穗，报酬就是一包人
丹、几片薄荷片，拾得多的可以
得到一根冰棍作为奖励。

田地里人欢马叫，到处是
龙口夺食的场景，大家争先恐
后，干得热火朝天；马路上车来
车往，到处是运送小麦的拉拉
车，大家你追我赶，拉得春风得
意；麦场里你挑我扬，到处是摊
麦起场的人，大家有说有笑，做
到颗粒归仓。

小小的我，用棒槌打过场，
在飞转的机器上脱过麦，坐过
小四轮碾麦子的磨……疯时爬
上麦垛，一蹦三尺高；狂时在碾
麦车上，洋洋自得；累时躺在麦
垛里，睡到萤火虫提上了小灯
笼。一群顽皮的小孩，一把金黄
的麦穗，一手软软的杏子，将童
年遗忘在岁月的远方……那时
的记忆是累的，却是高兴的。

去年，姐带着孙子回老家
过端午节。我们走进老屋的院
子，墙已坍塌，房子已残裂，熟

透的杏子散落一地。看着杏树，
摸着树下那块光滑的石头，我
又想起了曾经院子里的欢笑岁
月，爷爷用棒槌打着拾回来的
麦子，奶奶坐在杏树下择着菜，
我们几个用棍子打着杏，抢着
吃。而现在，杏子熟了，童年也
成了牵挂与思念的回忆。我们
在记忆中，回味着那些年的麦
熟、杏黄、端午节……

如今，生活节奏加快，有时
一家人在一起吃顿可口的饭
菜，也成了一种奢望。一顿匆匆
的端午饭，像年夜饭一样，匆匆
地相聚，又依依不舍地别离。但
家的味道，却永远让人眷恋、让
人回味、让人期待，食物就这样
随着爱的脚步不断流转。无论
多远，在人的脑海中，只有母亲
的味道，熟悉而顽固，亲切而回
味，牵挂而思念，一头锁在这
头，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
处的家。那熟悉的味道，是家的
味道，是亲情的味道，更是爱的
味道。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秉承
千年的信仰，朴素，但有力量，
起点与终点归根到底都是家所
在的方向，时刻提醒我们，认清
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

麦子收了，端午过了……
时光就这样周而复始。那些温
暖的过往似乎随之远去，又似
乎铭刻在心里，连同那段葱茏
的岁月，似乎走远，似乎就在眼
前，又似乎成了一生中的守望。
其实，不论哪个节日，它都告诉
你，记住家的方向。

□苏国榜

小麦是晋南人的主粮，一
般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成熟
并收获。后稷故里的麦收，主要
指 6 月 10 日左右开始的小麦
收割，人们也称它为夏收。

进入 6 月，也到了雷阵雨
频繁的时节。“六月天，小孩的
脸，说变就变”，便是人们对这
时天气的一个形象总结，所以
人们也把夏收称为龙口夺食。

上小学时，每年都盼着过
“六一”儿童节，盼着放麦假。过
“六一”儿童节时，每个学生都
是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身着
一件浅蓝色裤子，少先队员再
把鲜艳的红领巾戴在脖颈上，
那是怎样充满朝气、充满活力
的少年形象啊。

开完庆祝大会、颁发完“三
好学生”奖以后，同学们以班为
单位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等口号，到
村子里绕大街进行游行活动，
表达庆祝之意。那阵势、那情
景，令没有上学的幼儿陡生羡
慕之情和渴望之意。

过了儿童节约莫一周后，
就该放麦假了。麦假的主要任务

就是参与麦收。割麦大部队一般
六人一组，五人割麦，一人捆麦。
一般是中间由割得最快的人打
头阵，两边各两个人紧跟上，最
后一个人负责捆麦。这样，一组
人连割带捆，任务就完成了。

大人们每天早晨四五点就
来到田间，赶天明要割一来回。
作为小学生，干不了割麦的活
儿，每天的任务就是拾麦子，跟
在后面，将大人们割麦及捆绑
麦子后遗留在地上的麦穗，全
都捡拾起来。

每个生产队都有专门负责
小学生拾麦子的领队。如果生
产队有在学校上班的老师，就
由这个老师来当领队。领队老
师会给小学生安排捡拾的区
域，检查他们捡拾后的情况，收
工时为他们捡拾的小麦过秤计
斤。当年，我每天都将所拾的小
麦斤数写在家里的墙上，记录
自己的劳动成果。

捡拾小麦要眼明手快，专
心致志。那些眼睛只盯着地上的
麦穗，不停弯腰认真捡拾的同
学，捡拾过后，地上基本就没有
遗留的麦穗了。他们往往会被领
队老师表扬，收工时拾的斤数也
多，一晌一般能拾 15 到 20 公

斤。他们越干越起劲，不仅从不
喊苦喊累，而且出全勤。

对于小学生来说，拾麦穗
不仅是一种别样的生活，还是
一项艰苦的劳动锻炼，也是一
项收获颇丰的教育活动。

捡拾过程中既要无数次弯
腰，又要接受骄阳的炙烤，甚至
会遭遇暴风雨的突袭，有时要
因为超时加班而忍饥挨饿，还
要早出晚归，但却让小学生从
小就体验了劳动的艰辛，理解
了珍惜粮食的深刻含义。坚强
的意志、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
或许就在其中铸就。对劳动人
民的朴素感情、对生产劳动的
认识和理解，都在这无数次的
参与中形成。

常言道：过去的都是好年
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
麦收时节过儿童节的情景、放
麦假参与捡拾小麦的劳动场
面，总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脑
海中。而清晨走入麦田那种扑
鼻而来、沁人心脾的麦香，那清
新凉爽的新鲜空气，那几十个
人组成的割麦大部队热火朝
天、你追我赶的劳动场景，更是
令人深深地怀恋，无限地神往，
并长留在记忆的长河里。

麦收时节忆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