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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儿花丛漫舞
虫儿草间笑
小松鼠林中捉迷藏
小鸟枝头唱

我用片片绿叶
为夏日裁剪衣裳
岸边柳丝向我摆手
走在蜿蜒的小路上
无意间与时光老人邂逅
轻轻打开心灵那扇窗
慢慢牵起夕阳的手
去追逐月光
期盼明天……

夏日悠悠
◎ 董 民

曹谷溪题字寄语本报
曹谷溪是延安知名的诗人、作家，今年近80岁了，文思仍然活跃，身体健康，与路遥是文学和生活的挚友。他长期主编

《延安文学》杂志，发现并提携了大批上进青年。《取火记》《平凡的世界》还有《习近平七年知青生活》，都与他密切相关相连。
他是由一个新时代迈进又一个新时代的“活证据”。十几年前，我曾于延安凤凰山下认识了曹老。他当时正在忙着编写延安
文库、路遥研究之类的书籍……我也忙于其他采访，就没能多请教。

不久前辗转联系到他，可日程安排得紧紧的，说后面有可能在陕西西安某图书馆抽空一见。曹老随后发来了他对《习近
平七年知青生活》感想的文章——《从“取火记”的理想信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博大情怀》，文思泰然谨致，饱富情感教益。

此次到延安采访，终于在寓所见到了曹谷溪老师，重逢欣喜之余，曹老认真地书写了“山高水长”“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
海”寄语本报，鼓励我们扎根基层，吸取营养。 本报记者 杨海涛

有些风景见过一面便难以忘怀，
譬如长白山。

6年前的深秋时节，因为项目考察
的缘故，去了一趟吉林长白山。而这6
年来，每每看到有关于长白山的新闻，
都会引起我的思念，明明是那么雄壮
延绵的山体，细想之余浮显的却是白
日梦幻般的记忆，这大概是遵从于人
类的自我本意，融入了情感的事物，总
会显得更为柔软。

该怎么去描述呢，那绵绵的山体
使我深陷其中不知头尾，那苍凉的景
致使我思绪茫茫云中雾中，当时只知
已身处山中，但遍寻不见山的踪影，眼
前雾气蒸腾，目光所及之处具是朦胧，
还未分得清东西南北，便被招呼着上
了越野车。车亦在蒙蒙白雾中行驶，
开车的老师傅自是称手得很。正当大
家玩得正高兴，车子已驶出了山雾，只
见清晰的山脉如棕色的褶皱延伸至一
片孤独旷远，车后的雾气似是不舍我
们离去，向前方探出一缕飘渺烟色，又
叫揉杂了阳光的山风给吹散。我看到
有云层在天际线压集成水蓝色，如玉
带一般环佩在更为清淡的天空中，想
起前几日在松花湖畔看到石碑上刻着
的“云秀天河”，感叹还是用在此处更

为恰合些。
汽车将我们送到了服务站，再沿

着石阶上去便是天池，站在此处往下
俯视，长白山匍匐向大地，围合成谦卑
忠诚地姿态，拱起守卫一片明玉般的
天池，却比我过往所见过的桀骜崎岖
更让人肃然起敬。从天池下来我们就
去寻找松花江的源头长白山瀑布，途
中经过长白山温泉区，看木栈道下流
动的泉水包裹着热气轻轻溅起温润，
空气中漂浮着硫磺特有的臭鸡蛋味。
大大小小的石块在温泉的冲洗下色彩
愈发斑驳鲜艳，更有青葱水草如少女
秀发般荡漾在水面上，可爱得让人心
生欢喜。可惜雾气缭绕中，只能感知
瀑布隐匿在我们眼前，听到那流金漱
玉的声响我们急急觅去，再往前一步
又是身陷雾气中，只能闻声响揣测它
的具体模样。

而当我们去往长白山的西坡，穿
过密密针叶林，岳桦林浮现眼前，初听
时我将它们误认作月桦林，还在脑海
中勾勒出一幅月光下桦树叶细细私语
的画面，未料相见却可谓是惨烈的景
象，苍白而满布疮痍的树枝，蜷曲成夸
张姿态的肢体，无不诉说着西风凛冽，
丛丛岳桦林向大地倾斜，枝桠却顽固

得向前向上伸展着，让人知晓它们千
百年一直在与这无情的上天做抗争，
虽是道路崎岖但却相扶相持不倒下。
继续前行，岳桦林也逐渐稀疏起来，忽
然间视野一下子变得宽阔起来，如同
空间被撕裂，山坡仿若被黑暗世界侵
袭过般褪去所有色彩，裸露出一片片
褐色的低矮植被。同行的工作人员告
知我们，这便是长白山所特有的苔原
了，由于这里冬季寒冷漫长，仅有地衣
与耐寒灌木得以存活，可惜我们来的
不是时候，若是 6月份来，苔原上可是
百花盛开生机勃勃，但我觉得这种凌
然于瑟瑟寒风的严酷之美亦让人为之
倾倒，生命对于自我的坚持总是在艰
难中更显可敬可佩。

当一切在暮光中隐逸于静谧，长
白山的色彩却愈发鲜明，回望有微
风吹皱的青色池水，有夹杂了夜色
呼啸而过的黑色山林，我梦想着 6
月份去山谷去采撷那苔原的蓬勃生
机，也心念着到了十一月大雪封山，
长白山该是一片纯白，高原上那些
的铮铮傲骨被雪深埋，变成了滑雪
者欢乐的海洋，待到来年春暖花开，
再汇合成溪流融成一片姹紫嫣红，
奔向时光的彼岸。

长 白
◎ 武田田

平凡中的不平凡
◎ 林 云

独自静坐在窗前，仰望蓝天白云，
思绪万千，转眼已陪伴信合岗位走过
十年，十年间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舍
有所得，但是那颗对信合事业悸动的
心依然不曾改变。

始终铭记毕业时辅导员跟我说过
的一句话：“登崇俊良，臻于至善。”我
知道即将选择的事业，是需要我用一
生来做好的使命，是平凡的基层岗位，
平凡的每一天，而我所要做的就是给
平凡赋予意义、让人生更有价值。

在未来职业生涯的几十年里，都
是在一天天的平凡中累积起来的。
我将在每一天的努力工作中做好
事、做好人，牢固树立服务客户意
识，坚持学习业务知识，自觉遵守各
项规章制度，合规、准确的办理好每
一笔业务；像亲人、朋友、伙伴一样
对待自己的客户，尽最大努力满足
他们的多元化需求，与他们一起成
长，用真诚和负责让他们信任自己、
依靠自己，认可临清农商行这块牌
子。在跑市场、服务客户中积累社
会经验，经受社会实践的锤炼，增加
自己的人生阅历，让自己性格和思
想更加成熟，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
观、价值观，使自己更好的适应农商
行和社会的发展。

我相信，只要在每一天的平凡工
作中不断努力，精益求精，就一定能够
创造出更多的不平凡，使自己的事业
和人生更有价值。

我从一名普普通通的信用社职工
成长为联社高管，怀揣“三不”走过了
大半生。

百善孝为先，要想成为有用之才，
首先要做一个有孝心的人。在家乡工
作时，除八小时以外，我会推掉一切不
重要的应酬，陪伴在父母左右，聆听他
们的教诲，打发他们的寂寞；当身处异
乡时，忙完工作，每天我会电话给他们
请安，坚持每隔一个周末回家看望他
们一次，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父
母康健，我才心欢。

我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
作，因而一直深爱着农信事业。近 30
年的工作历程，就是我不断“立梦—
追梦—圆梦”的过程。人在基层，走
村串户，撒播希望，助农致富；成为中
干，传导压力，身先士卒，带头落实；
当上高管，科学决策，稳健经营，打造
标杆。我先后创造了“支部+信合+协
会”信贷支农模式、违规贷款专项治
理、走进劳务基地、“三个三”案防网

格化管理等一系列典型经验，农信事
业不断壮大，终于实现了华丽转身，
成为当之无愧的农村金融主力军。
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事业无憾，
青春无悔！”

我的家乡地处集中连片的贫困地
区——秦巴山区。作为一名银行高
管，为推动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发放扶
贫小额信贷 3亿多元；为解决家乡“用
电难”，积极协调电力部门，让村民用
上了“放心电”；为解决家乡“行路难”，
积极与交通部门联系，动员村民通过

“一事一议”硬化社道路3公里，自己率
先捐款两万元；面对农村“空心化”，大
片大片荒芜的土地，引导村民流转土
地500亩，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为家乡带回了巴药种植项目，助力
乡村振兴。我们村率先脱贫摘帽，被
省政府表彰为“四好村”。

如今，家乡的村民变成了职业农
民，一个农民两份收入，家乡变美了，
村民变富了，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心 愿
◎ 周依春

乡村的小镇，对多数人来说，只是
儿时的那一抹回忆。一个毽子、一捧
弹珠、一根皮筋，滚过泥巴、摸过螃蟹，
满头大汗的追赶着、嬉笑着，似乎永远
都有耍不完的乐趣，这是多数人的乡
村小镇生活。在没有体验过乡村和小
镇生活的城里人眼中，小镇生活停留
在文人骚客的文字里，乡村的小镇郁
郁葱葱，有依山傍水的灵动，有宁静致
远的静谧，天上闲云飘荡，地上小溪流
淌，小镇的安宁和清幽，就是她们心中
的诗和远方。而农信人的小镇，活在
现实的世界里。农信人的小镇既继承
了儿时的满满回忆，淳朴一词也是永
不过时的言语。走街串巷，你来我往，
每天穿梭于山水之中，农信人的小镇
生活还有诗和工作的前方。

春天的农信小镇，青青葱葱是这
里的主旋律，少了城市的喧嚣纷扰，多
的只是春耕农忙。走出营业大厅近距
离感受春天的气息，泥土的芬芳扑进
鼻子里，赏万物复苏，看庭前花开花
落，睁眼之间，我们知道春来了。山间
花草环绕，田边溪水流淌。下班闲步
于小道之上，看乡民播撒着种子，我们
不觉知道，播种的季节来了。农民的
耕种在田间，而农信人的耕种，在走街
串巷的服务，到他们的身边。一程山
水，一片绿田，看那绿色慢慢爬满我们
身边，我们知道，春来了。

夏天的农信小镇，蛙叫蝉鸣，露珠
晶莹剔透，感受的是那炎炎夏日之后，
满园大树之下的清凉之意。傍晚那一
抹烟霞之下，是那一叶扁舟，游走在静
谧的时光中。漫长的一天，也只有早
上会有更多的人出现在农信的营业
大厅里。即至下班，走出那被空调吹
凉的营业厅，漫步在那青枝招展的山
林间，感受夏天的气息，或捧一捧清
泉之水，拍打脸上，带来些许凉意。
又或买一支冰棒，化于口中，冰冰凉
凉，却偏生感受到的是长期来办业务

小镇老板不愿收钱的那份温暖，冰与
火的融合，这就夏天的农信小镇。炎
热的夏天，是农民们的忙碌之季，而
农信人，也趁着农民忙碌之际，放下些
许倦意。

秋天的农信小镇，是一个一眼就
能让你体验到收获的地方。走出营业
厅，看金黄的稻穗铺满大地，感受那天
高云淡的秋高气爽，体验一份收获的
喜悦。人说，一叶知秋，农信的小镇却
总是不用去刻意追求那份意境，只要
出门，就要被动的接受秋收的果实印
入眼帘。褪去火一般的炎热，享一片
收获之后的心旷神怡，看着农民丰收
了，我们知道，农村金融的“血液”也流
活了。山河壮美，五谷丰登，这是小镇
的农民的收获，也奠基着农信人忙碌
了一年的收获。

冬天的农信小镇，纯洁雪白是这
里的代名词。伸手接一片雪花的飘
落，享那滴雨水的努力结晶，这也是农
信人辛苦一年之后结晶的时刻。小镇
的雪花总是特别的美，特别的白，告别
了喧嚣尘染，没有污染的雪花，总是能
给你“小鸡画竹叶”的画意之美。人说
瑞雪兆丰年，冬天虽冷，但那份对明年
的向往不冷，那份打工者对归家的热
情不冷，那片农信人在下雪天，铺在营
业大厅门口的红地毯也不冷。冬天的
农信小镇，空气是冷的，但是空气中却
弥漫着温暖的气息，弥漫着家家团圆
的浓情气息。

农信的小镇生活枯燥但不乏味，
重复但不单调，远离喧嚣但绝不缺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春夏秋冬重复循
环，但是每天也总会有新的故事发生
在身边。虽无陶渊明的“曲径通幽，怡
然自得”，农信的小镇却也能是现在社
会的另一片仙境。一世一浮沉，一树
一菩提，少一分喧嚣和忙碌，多一分安
心和宁静，农信的小镇，渡了农信人的
繁华之心。

农信小镇的美好生活
◎ 周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