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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是30
岁的人了，为了工作，我只能将自己年幼
的孩子托付给年迈的母亲照看，无数次
面对自己孩子可爱的笑脸暗暗心酸，面
对孩子生病痛苦的小脸狠心扭头离开。
慢慢的，我明白了作为一名母亲的不
易。现在总是怀旧，记得小时候，母亲总
是在干活儿，为了我们兄妹可以有更好
的生活而努力打拼，母亲的手总是磨出
了茧，磨出了水泡，可是母亲总说没关
系，不疼，她总把让我们过上好生活作为
她的责任。

2011年，我参加工作，至今已经6年
多了，慢慢的，我也明白了这种责任。我
总把总行比作母亲，看着我们成长，教会
我们做人，让我们做一名有责任心的人，
做一名有所作为的人，为了总行母亲的
发展，我们每个人也在努力着。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
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
见。”这是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里的
诗。逢大事难事，便看出一个人的担当，
在面临逆境时不怨天尤人，能接受顺境，
也能接受逆境，世事不是十全十美，需要
个人努力。对于我们来说，责任不是简
简单单的准时上下班和站好岗、盯好班，
也不是做“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
的老黄牛”。而是要立足本职工作，不断
开拓进取，精尖业务技能。勤于学习、善
于学习，学习理论知识，学习行规行纪，
学习最新的财政金融政策，学习领导，学
习同事。不断地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
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巩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
诗表达了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
的雄心，显示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远大
的政治抱负。也许大家都知道，2017年
是与众不同的一年，也是我们银行面临
大挑战的一年。山东省的环保督查全
面开展，基层市场受到冲击较大，许多
小企业、小作坊关门停工，一些大厂房、
规模化企业也面临着环评整改的问
题。我们的存贷款面临着极大挑战，但
是，我们银行的各位职工将挑战变机
遇、将困难变动力，无论是内勤还是外
勤，无论机关还是一线，都团结一心、众
志成城，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依然用我
们的汗水与努力向社会、向总行交上了
一份优异的答卷。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
湿。”这句慷慨激昂的诗形象生动地阐释
了我行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信心。“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实干筑梦农商银行，我
们的领导干部责任担当勇作为，我们全
体职工齐心合力谋发展。作为临清农商
银行的一名员工，我庆幸有这样的一个
团队，庆幸看到帮扶时期以来的各种变
化。我看到了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业务水平日新月异，业绩成绩蒸蒸日
上，看到了我们农商银行的大跨越、大赶
超、大融合、大发展。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子女像
小草那样微弱的孝心，怎能报答得了慈
母恩情呢？惟有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加
油干，现有的成绩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
点，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冲锋号。

责 任
◎ 赵 琳

前段时间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大国重器》故事和系列精准扶贫等专
题节目，对长期奋战在铁花飞溅车间
的大国工匠和潜心扶贫一线的时代精
英感到敬佩，回顾他们辛苦耕耘、默默
坚守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让我的思绪
不由回到生活中的若干片段。

前两年的深秋时节，气候早凉午
热。我应邀与几个同学一同攀登九岳
华山。华山自古以来就以陡峭、奇险
而驰名天下。能否坚持攀登到最后，
并且观览所有风光，是考验一个人意
志力的好方法。很多人刚开始攀登
时，总是如同刚出樊笼的鸟儿，似乎浑
身有无穷的力量和使不完的劲儿。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登山的路越来越难，
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许多人的热情会
逐渐降低。特别是下山时，许多人小
腿抽筋和浑身打颤，大都会发出后悔
自己登太高的感慨。在攀登最陡峭台
阶的那段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年龄
30岁出头、身材瘦小单薄的晋中男子，
他背着一个3岁的男孩，也许是已经太
累了的缘故，他几乎是爬着上山，并且

一路上总是耐心给孩子介绍远处的美
景，小孩儿的不快情绪也似乎受到他
父亲的感染，不时会露出天真无邪的
开心笑容。这一幕，虽已时隔两年，但
那个晋中男子的爱心、慈心、耐心和毅
力，时常在我的脑海闪过，时刻提醒着
我要耐心对待孩童的教育，要有足够
的耐心容忍身边掉队的同事和朋友，
只要心中有阳光和希望，从身体内层
激发出的动能会陪伴我们走完所有的
人生旅程。

还有一个记忆片段始终深深镌刻
在我的脑海中。上世纪 70年代，我的
家乡还是一个偏远、封闭、生产技术极
其落后的农村丘陵地区。那时，农村
化肥还没有大范围推广，大型农机几
乎没有。“农业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
谚语是那时农业生产的制胜法宝。生
产队当时分配给我们 3户人家一头老
黄牛，我们运粪、碾麦子、拉农作物等
全靠这头老黄牛。我的家乡属于丘陵
地带，部分生产主路也仅能通过一辆
牛拉“架子车”，且部分路段的坡度能
超过 45 度。每当车子载重较多登山

时，父亲总是大声吆喝着赶牛的声音，
在最陡峭那段，老黄牛经常会跪着前
面的两条腿，使出全身力气也不让“架
子车”后退半步。这时，我总会快速跑
到车后面，使出全身力气去推车，试图
为老黄牛帮把劲儿。在老黄牛的坚持
下，每次我们都能顺利登上那段 20多
米长的坡。每到坡顶，老父亲总会抚
摸老黄牛几分钟，牛这时似乎也完全
忘记了刚才的难过和艰辛，大口喘着
气，温顺地摇着尾巴。

老黄牛的不怕苦、不拍累、不畏惧
艰难的敬业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伴我
度过人生的无数坎坷。试想，如果我
们的农村金融事业多涌现出这样的

“老黄牛”，“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农
金机构始终会勇往直前，始终会充满
催人奋进的感人力量。

人生是一段永远充满艰辛、困难、
挑战和不断奋斗的旅程。在这段旅程
中，任何烦躁、浮躁、粗心、偷懒和缺乏
信念等都是不可取的，若完全投入并
具备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你就
会收获充盈和喜悦的累累硕果。

人生感悟
◎ 齐胜利

夏日的天，小孩儿的脸，说变就
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会儿就乌云
密布，一阵闷雷过后，一声两声，无数
声，点点滴滴，雨带着丝丝的情意，将
大地吻出了对对酒窝。

喜欢听雨，喜欢在夏日的夜，听那
雷声之后的雨声。雨滴打在屋檐上，
落在树叶上，散在大地上，冲出屋檐，
集会沟渠，游行街道，一路肆无忌惮哗
啦而去，像跳动着的乐符，嘈嘈作响，
激荡出动人的小夜曲。听雨，听的是
心情，品的是意境。夏天的雨是一曲
天籁之声，是一首天地间浑厚雄壮的
交响乐，在尽情地弹奏着生命的热烈
与奔放，洗涤着世间的喧嚣与尘埃，让
岁月之花愈加绚烂芬芳。

听哗哗雨声，忆往昔时光，思绪开
始荡漾起来。想起童年时光，在生我
养我的那片故土上，那里留下了太多

太多美好的回忆，而每一个故事，几乎
都和雨有关。

记忆里，雨是最宠爱乡村的。每
每下雨，父亲便停下手中的农活儿，握
着一杯清茶，静坐窗前，在赏雨。看见
父亲欣喜的笑容，那时不解，只是凑在
父亲身边也装模装样地看着雨，千万
条雨丝，像一串串水晶穿成的银链，无
边无际地蔓延下来，欢呼着、跳跃着，
溅起朵朵水花儿。长大才明白，父亲
看雨那欣喜的笑，雨水是大自然最好
的恩泽，更是农民们最大的欢喜，一场
夏雨解决了干旱问题，把庄稼洗得更
加鲜绿，还有什么比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更让父亲欣喜的呢?

村旁的一条小河，是我们最美好
的向往。大雨过后，小河渐涨，看见河
道涨满的水，我们高兴地追着河水跑，
河水像一条飞舞的龙，咆哮奔腾着，蜿

蜒流去。最有趣的是，我们像一个个
小小“工程师”，非要制服这奔腾的河
水，用石头、泥土，分工协作，打起一道
道坝，挡住这汹涌的河水，让它形成一
个人工的小水库，然后站在一旁欣赏
这杰作，成就感满满的。

傍晚时分，暮色四合。雨渐渐变
小，是绵绵的细雨，滴落在绿色叶片
上，滴落在花间野草上，沙沙作响，美
妙无比。呼吸着带有泥土芳香的清新
空气，望着雨中泥泞的小路，有劳作而
归的老农，也有牵着牛的村妇，慢悠悠
地走着。可能是雨不大，他们想沐浴
一身的清凉，驱散一天的劳顿吧。村
庄的上空，升腾起缕缕炊烟，仿佛飘出
了饭菜香，以及母亲唤儿回家的声音，
久久地在炊烟里回荡。

乡村的宁静，也只有在这里才能
感受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浮躁，
在一片清幽的意境里，与自然，与身
心，与灵魂，默契通联。听雨，可以升
华自己，可以穿越时空。漫步在雨中，
世界仿佛平添了几分诗意、几分宁静、
几分淡泊、几分洒脱。

听雨，在屋檐下，在田间上，在门
窗前，滴滴答答，缠缠绵绵，多么均匀
的节奏，像妈妈哼唱的摇篮曲，又像歌
颂自然的赞美诗篇，在它的怀抱中陶
醉，欣赏着、回味着，慢慢熟睡。

我想，在夏日听雨，那每一声、每
一念，都生成了一枝静莲，在停滞的时
光中清丽婉转。当我们迷惑或是彷徨
的时候，不妨把匆忙的脚步慢下来，把
焦躁不安的心静下来，把膨胀的欲望
降下来，静听一场夜雨，也会顿然发
现，世界的角落也有所谓的天籁流传。

夏日听雨
◎ 夏广朝

秀美霍州换新颜
◎ 李飞飞

儿时的记忆里，每逢冬天，厚厚的
烟雾就会笼罩在霍州的上空。远远望
去，似披了一层黑纱，似隔了一幕黑
帐，分不清哪里是物，哪里是人。出行
的人们，武装起口罩，以阻挡污浊空气
的侵袭，生怕一不小心成为烟雾的战
利品，无助却又无可奈何。如今霍州
一扫往昔的尘埃，头顶一片晴朗。抬
头看天，久违的蓝色尽收眼底，明媚的
阳光沁人心脾，视野尽头的景色亦是
一览无余。沉浸于如此恬静的环境
里，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顿觉神清气
爽。人们肆无忌惮地汲取着清新的空
气，无需再哀婉。

儿时的记忆里，途径霍州的汾河河
槽破败，河道几近干涸。在汾河边上，
随意倾倒的垃圾随处可见，扑鼻而来的
阵阵臭气让人闻而却步。如今的汾河
两岸，早已是杨柳依依，绿树环绕，原先
通往汾河的排污口已被堵死，原先随处
可见的垃圾堆也已荡然无存。

儿时的记忆里，霍州署破落不堪，
到处是残垣断壁，昔日辉煌的州署衙
门徒叹时代的悲哀。如今的霍州署摇
身一变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先前被破坏的建筑正在被修复，先前
被占用的地方已经被腾挪，先前被拆
迁的城墙已然被重建，这座古建筑终
于唤起了人们的关注，现在的它重获
新生，每天在熙熙攘攘的游客来去间，
塑造着自己霍州形象标志的地位，承
载着霍州旅游业的希望。

儿时的记忆里，陶唐峪、七里峪只
是两座空山，山体上零零落落地点缀
着屈指可数的几颗树木，遍山的野草
让人心生惧意，空旷的山间更是人迹罕
至，显现不出一点儿生气。如今的七里
峪美名远扬，宏伟的山门诉说着历史的
变迁，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尽情享
用这道秀美大餐，看那满山的苍翠，看
那林立的奇石，看那清澈的泉水，无一
不是让人兴致盎然。与此同时，陶唐峪
也在投入重金打造，力争成为山西境内
又一具有观赏性的旅游佳境。

儿时的记忆里，霍州没有广场，偶有
机会去到外地，第一时间总要到当地的
广场上观光闲坐，满心的羡慕，满眼的渴
望，看着那广场上结伴而谈的人们，看着
那广场上嬉戏玩耍的孩子，心里总会想，
霍州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真正的广场？如
今，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中镇广场的建立
满足了几代人的愿望，每到夜幕来临时，
人们相约来到广场，要么是促膝而谈，要
么是翩翩起舞，要么是放声歌唱，隔三差
五，还可以观看一场文艺演出，实在是一
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霍州已非往日，日益彰显美丽，儿
时对于家乡好多的美好期盼都已变成
了现实。如今的霍州正在高歌猛进、跨
越发展，30万霍州人民有理由相信，霍
州的山会更秀、水会更清、人会更美。

荷韵 戴军/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