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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农信见初心
◎ 蒲天国

全民过年时 农信正奋进

己亥新年到，此时，四川农信儿
女正抢抓“旺季”大战“开门红”。2月
3日，四川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
长艾毓斌对四川农信发展牵挂于心，
通过微信群督战“开门红”，向各位高
管人员通报进度，更多的是鼓劲加
油。他开门见山说：“在同志们坚韧
不拔的奋斗中，到目前为至，今年的

‘开门红’，红透了半边天，有效抵御
了外部竞争不断加剧的‘寒流’，以除
夕日为基准日，各项存款同比多增
100 多亿元，多增长了近四分之一。”
他寥寥数语，以极富激情的语言，把
四川农信广大干部员工抢占先机、奋
战一线、营销发展的情景描绘得生动
至极，对大家的辛苦付出，给予了充
分肯定，为新春佳节增添了别样精
彩，更为大家抓“开门红”打了一针

“强心剂”。

越是细微处 越是见初心

在新春佳节这一特殊时段，艾理
事长深情的话语激励着四川农信儿
女奋进。他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
年之计在于春，行百步者半九十。望
同志们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斗志和
持之以恒的定力，一边红红火火过大
年、一边心系‘开门红’”。其言尤真
切，其意尤坚决，那就是要抓住有利
时机，保持昂扬斗志，坚定必胜信心；

“行百步者半九十”更为大家指明方
向，不为眼前成绩而骄傲自满，行不
满百步不是最终结果，必须全面实现

‘开门红’，不达目的不休止；要求大
家既过大年又抓业务，以过年为契
机，开展好各种形式的宣传、营销。

排位找差距 真心促后进

艾理事长注重用数据说话，以事
实为依据，对各市（州）存款增长额度
和幅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对比，解
析了靠前的南充、绵阳、宜宾、达州、
德阳、广安市存款增长和宜宾、德阳、
广安市额度、幅度双增长情况。对各
行社各项存款增长较多的前 10 家单
位进行了排位，特别肯定了凉山农商
银行改变了“开门红”存款不增或负
增长的历史“魔咒”。他还对 10 家存
款“开门红”进度滞缓的行社点名通
报，要求那些“开门红”情况差的农商
银行、联社从客观上找短板、从主观
上找动力，加快进度，跟上全省“开门
红”滚滚向前的洪流。

寄青春
◎孙凡豹

绵延滋蔓的野草断住回路
看不见黄昏后你的背影
只有远处的灯火明灭
我凝望着安静而落的雪花
悠悠地
载着一年的风华
欢快地
在新岁里跳舞涂鸦

就趁着青春之火
把酸甜苦辣一起倒入酒杯畅饮吧
伴着着恣意飞扬的雪花
抓一把喜怒哀乐
随心起舞吧
把回忆封好寄给明天
何惧明天艰难
尽情欢笑 尽情唱歌吧
梦在今宵 醉在今宵
歌唱梦想
飞跃高山 背负青天
而后在每一片土地生根发芽
狠心地揉碎用汗水灌溉的梦想之花
记青春的密语里
写下如诗的年华
漂泊在我脑海的游鱼
如果终究要死亡
我必在黎明之前让它们化龙翱翔
在新的一年里
兴云吐雾 布雷九方

或许逃脱不了被遗忘
或许难成生命的一道风景
我只要这满满的回忆
锁在时间里
等待明天不期而遇的钥匙
只愿
新年新梦
有往事可回首
不负春秋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作者
通过灵魂的反映和心声的吐露来影响
人们的思想和情感。

学生时代，我看过杨朔的一篇散
文《泰山极顶》。杨朔先生通过登泰山
看到的美景，触景生情，表达了自己的
心声：伟大的祖国，愿您永远“如日之
升”。后来我在写一篇《登阴灵山》的
文章中，巧妙地借用了杨朔先生写景
的手法，得到了老师的表扬，从那时起
我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同时也对文
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未来美好
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向往。

然而，参加银行工作后，由于长期
忙于业务，难以静下心来写作，而且还
有一个十分重要原因，就是工作中常
用的都是公文写作，因而曾一度疏远
了文学。当然，这些都是为了给自己
找一个合适的托辞和借口而已。虽然
自己多年的打拼事业顺风顺水，一步
一步走进了高管的行列，但是缺少文
学滋养的生活显得枯燥无味，超强的
工作压力使我变得面容憔悴。

也许是十多年的高管生涯使我变得
更加多愁善感，也许是工作的压力触发了

我的灵感，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情愫，提
起笔来，写下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爱
与恨、苦与乐、成功与失败。回到家乡工
作的四年间，我不停地笔耕，先后在省、
市、区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杂文数
十篇，并集结出版了散文集《岁月留痕》，
内心的压力终于得以释放。我的《故乡的
路》和《故乡的小河》为我找回了乡愁，《站
在那山巅上》使我的视野和心胸都变得更
加开阔，《又见儿子》和《蒙古包里话乡情》
道出了我内心的亲情和友情。文学成为
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人生之路总是充满坎坷和曲折，
就在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命运给
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情绪一落千
丈，心情差到极点，郁闷、彷徨、忧伤一
齐涌上心头，眼前一片暗淡。此时，我
翻开《人民日报》副刊，读着一篇篇激
扬文字，享受着文学带来的欢乐和愉
悦，如同一缕阳光照进我的心田，心境
豁然开朗，真有一种“山穷水复凝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各种忧
愁和烦恼全都被抛之脑后，犹如一剂
精神良药，抚平了我心灵的创伤，心情
终归平静，从此不再沉沦、颓废、堕落，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感恩文学，是它
帮我克服了脆弱，驱逐了困惑，迈过了
沼泽，走出了阴影，重新扬帆起航。

有文学情结的人一定有善心，有文
学情结的人一定有情怀。只有心存善
念，充满情怀，才能挥洒激情，创造精
品。文学是一种修行，更是一种修心。

文学是职业，工作是事业。职业是
一种爱好，事业才是一个人终生的追求，
爱文学和爱工作并不矛盾。白天干工
作，晚上搞创作，白天黑夜都有收获，这
样的生活才会更加充实，这样的光阴才
不会被荒废，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加精彩。

做好工作写文章，写好文章做工
作。爱文学的人思维更加缜密，工作
更加细致，这一点我感同身受，创作的
过程就是大脑思考加工的过程，我的
很多工作措施和办法都是从思考中获
得的，事业的成功被注入了文化的基
因，文学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感恩文
学，是它成就了我的事业，是它陶冶了
我的情操，是它丰富了我的人生。

文学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因为
文学，哪怕头上再添些许白发，我都无
怨无悔。

感恩文学
◎ 周依春

今冬的大雪如约而至，将身边的
洋湖打扮得格外动人，让人想起在老
家下雪时候的样子。

年前，趁春运的人潮还没那么
拥挤，特地回了一趟老家，看望年迈
的外婆。临走时，老人家不停地往车
里塞满各种我爱吃的干菜和家乡小
吃，还从厢房里拿出一双棉鞋放到我
手里，嘱咐我多穿衣服，注意身子。
老人家说：“这几年大不如前了，眼睛
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这很可能是给
你做的最后一双鞋了。”接过鞋，我
背过身去说：“您身体还好得很嘞，
还要多给我做几双。”说完顿时觉得
眼眶一热，心里不由得难受起来。

小时候，每年最开心的事儿除了
得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还有就是能
够拥有一双外婆亲手做的棉鞋。老
人家做的棉鞋，上面是黑色灯芯绒
面，绸布里子，下边是厚厚针脚眼纳
成的白色千层底。有的侧面开口缝
上纽扣，也有的毛口带一点儿松紧，
温暖合脚又好看。穿上后，小孩子们
欢欢乐乐，接下来几天都是争着比谁
的鞋底边更干净，白得更久一些。

因为父亲长期在外务工，母亲在
乡里的信用社工作，平时很忙，我从
小在村里的外婆家长大。记忆里，很
多的童年美好时光都是在外婆身边
留下的。至今脑海里有印象的最早
画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冬天，外面
雪花纷纷扬扬，地上的雪蓬蓬松松，
但是很厚很厚。在外婆家的门槛边
上，看着她坐在椅子上纳鞋底，旁边
还 有 一 个 烤 火 盆 和 精 致 的 老 式 竹
篮。竹篮里有老花镜、细针、棉线、剪
刀、碎布，顶针等等做鞋的物件一应
俱全。手下做着针线活儿，外婆还时
不时地冲着我笑。

稍微长大了一点后，外婆很喜欢
让我帮着她拿线穿针眼，为了得到外
婆的表扬，我总是能够很快地穿好之
后递给她。换来一句“我们佬儿养得
力了哦”，感觉很是满足。

一双棉鞋，鞋面的制作要相对来
说简单一些。鞋底则更为讲究，需要
用硬纸板根据脚的大小剪成脚丫儿
的模样，然后用各种碎布料裱成袼
褙，再一层一层糊好叠起，直到一个
指头的厚度。因为这样做成的鞋底
层数很多，针脚很密，鞋底很紧，老家
管这叫千层底。外婆总说：“自己做
的鞋穿起来才能合脚暖和，走起路来
才能踏实上进”。

后来，离开外婆，到母亲上班的

乡里去念书，每年只有寒暑假才能有
时间到外婆家小住。外婆总是问问
学习啊，和同学相处得怎么样啊，经
常告诉我：“在学校里要和同学好好
相处，不要打架，要好好学习，读到北
京去，有奖励哦”。一双崭新的棉鞋，
总会在农历小年交在我们这些外孙、
外孙女手上，这也仿佛成为了一个习
惯。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就
是那么几年的光景，我们光顾着自己
长大，没有在意时光飞逝。等回过头
来，却发现外婆突然变老了，尤其是
2008 年外公去世以后，背驼得更加厉
害，步履开始蹒跚，迈门槛也更加吃
力。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我在外
婆家等着招工考试的成绩，因为担心
考不上，每天闷闷不乐，等收到信用
社的面试通知后，全家都十分高兴。
去县里面试的前一天，外婆悄悄把我
拉到一边，塞给了我300元钱，嘱咐我
要先去水溪的镇上买双好点儿的皮
鞋，再去面试。

就是这样，后来生活越来越好，
买的鞋越来越多，穿外婆做的鞋也越
来越少了。这几年，工作成家以后，
琐事更多一些，连回外婆家的时间也
更少了。有时候去看看她，也只能到
家坐上一会儿，聊聊天，又得走。每
到离开时，外婆总是依依不舍，跟送
到门前坡下，远远地望着我们渐行渐
远......

这几年，学着去成长，更多是学
会自己去承受。每当心情低落的时
候，我都会来到这里，感觉心里面会
舒服一些。很多生活工作中的压力
和烦心事尽管嘴上不说，但是，她好
像都能够看得明白，劝得透彻，或许
这就是一种过来人所拥有的通透。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觉，见到了
很大的世面，学到了很多的道理，但
是发现仍然过不好自己的生活。有
时候，仔细品味外婆反复说过的话：

“保重身体，与人为善，踏踏实实。”道
理简单，朴素之致，但是又用情之深，
睿智之至。

外婆她没念过书，但是一辈子过
得豁达，与人和善，儿孙满堂。谈到
对人生的理解，也许只能是来源于她
这一针一线的平实生活。但是说到
底，做人与生活不也就是和她老人家
手里做的棉鞋一样，讲究的是面子、
里子、底子。温暖舒服，踏踏实实也
就足够我们过好这一生。

外婆做的棉鞋
◎汪晋锋

金秋的一天，我在北京的金融街，
收到了山西省农信联社雷鹏锋同志寄
来的作品集《农信情缘》。工作之余，忙
里偷闲，历经数日细细读完所有文
稿。我之前长期在山西农信系统工
作，后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合作司
工作，与农信社也有着深厚的不解“情
缘”。尤其是我热爱的山西这片热土，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独领
风骚的金融发展渊源，全国第一部反
映农信社的长篇小说《原上草》，就是
我创作的，由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
出版发行。因而读《农信情缘》，又仿佛
回到了过去火热的信合生活，就愈发倍
感亲切、温暖、感动。

《农信情缘》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发行，收录了雷鹏锋同志近年来
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33
篇，为内部刊物撰写的评论员文章和卷
首语 73 篇，散文、诗歌以及随笔等 62
篇，共计40余万字。所收录的作品大
都与农信社相关联，是作者作为一名农
信人，对农信社改革发展的忠实记录、
真情实录和深情感悟。雷鹏锋同志虽
然多年从事办公室文秘工作，但在全书
中完全看不到职业带来的枯燥。一个
人能够在职业与性情之间游刃有余，就
必须使二者相得益彰。可以看出，作者
是用真情投入了事业，并在事业发展中
深情体验真实而深刻的工作和生活。

《农信情缘》是一本农信人写作参
考的“工具书”。该文集涉及通讯、调
研、评论、散文、诗歌、随笔等多种体
裁。雷鹏锋同志是从基层一步步成长
起来的文秘工作者，朴实无华的思想，
以农为本的底色，特色鲜明的文化情
怀，使其成为具有多种体裁驾驭能力的
写作者。同时，作为农信社改革发展、
转型提质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
能够站在更高的平台上，以更广的视
角、更宽的视野、更远的视觉，审视农信
社这些年来的变革，目睹农信社这些年
来的变化，见证农信社这些年来的变
迁，所写出的文章立意高远，构思新颖，

内涵深刻，饱含深情，兼有综合性、专业
性、理论性、文学性等特点，是农信人学
习写作、参考借鉴的宝典。

《农信情缘》是一本记录农信事业
发展的“史志书”。该文集收录的通讯
和评论文章，始终贯穿着农信社改革发
展、转型提质红线，既有对近年来农信
社改革发展成果的全景描绘，也有对某
项重点工作的总结提炼：既有对农信社
转型提质的深入思考，也有对农信事业
忠诚热爱的真挚表达。可以说，是农信
社近年来改革发展的忠实记录和亲历
见证。从这些作品中，能够感受到农信
社走过的风雨变革、艰辛历程，能够感
受到一代代农信人的矢志不渝、坚韧执
着，能够感受到农信社在改革发展、转
型提质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阵痛、嬗变
辉煌。

《农信情缘》是一本展示农信企业
文化的“文学书”。 该文集收录的诗歌
散文，大都澎湃着作者对事业、对亲人、
对家庭、对生活的浓浓深情。文学是激
情的事业。只有热爱生活、热爱人生、
热爱自然的人，只有懂得珍惜、懂得感
恩、懂得宽容的人，才有激情去投身于
它的怀抱，尽情地徜徉其中，用心感受，
用心写作。雷鹏锋同志在工作之余，奋
力攀爬文学高峰，用文字抵挡岁月风
尘、抵达心灵圣殿，将农信人生的起起
落落付诸笔端，用笔墨的芬芳，丰润的
情思书写着农信人的酸甜苦乐。作者
没有靠华丽的语言来体现，而是用了随
意松驰的笔触、充满情感的语言、舒缓
平和的节奏娓娓道来。像是一个率真
坦荡的朋友，面对难忘的昨日在回忆、
在倾述、在歌吟。诗歌《山西信合，我们
的共同家园》《为山西农信而歌》，散文

《母亲》《父爱无声》《孩子，我想对你说》
等作品，使满腔真挚炽热之情跃然纸
上，深深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写作记录
了他对生活、生命的体验，丰富了他的
内心生活，使他不沉沦于平凡与琐碎，
促使他对的生活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追求探索生命的意义。他继承传统又

独具创新，形成了自己质朴、洗练干净
的特有文风，其孜孜不倦的人文思考，
如行云流水、思潮起伏、吟咏不绝，沉浸
于人生与文化苦旅之中，或大言炎炎，
或细语絮絮，寸楮片纸，感而后思，思而
薄发，道不尽人生百态，写不完世间真
情。从他的文字中，我读出了他对事业
和生命的热爱、对人性的善意、对社会
的责任，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素养与担
当。

我相信雷鹏锋同志能站在一个新
的起点上书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因为
他心中有爱、心中有情，是一个情到深处
不言苦的执着者，正如在他在《徒步朝台
行》中写得那样：“人生其实就是一场修
行，生活太过舒适、安逸、滋润和平淡，容
易使人们忘记初衷、忘记出发、忘记前
行。有必要在风雨、攀登与奋斗中历练
和挑战一下，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阅历、
增强自己的体质、磨砺自己的意志，而且
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净化自己的心灵、
涤荡自己的灵魂。”

金融作家是金融文化的实践者、宣
传者和记录者，雷鹏锋理作为一名出色
的金融作家，已经在全国金融界及社会
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他依然谦虚好
学，孜孜以求，理所当然地充当起农村
信合文化的践行者和讴歌者，成为优秀
金融文化的代表。功崇惟志，业广惟
勤。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才，繁华的
都市，还有丰收的乡村，时时离不开信
合人的支持，到处都有信合人的身影。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
若春华，思若涌泉，衔华而佩实，挂帆寻
梦济沧海，如橼巨笔绘蓝图。千红万紫
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这火热的生
活、壮丽的金融画卷，需要更多的像雷
鹏锋这样金融作家、文学爱好者去记
录、去讴歌，愿雷鹏锋同志继续前行，成
为金融文学大海中那一朵跳跃的浪花，
描绘出一幅幅充满活力的金融文学蓝
图，讲出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作者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百善孝为先”。人生最懊悔的事
“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母亲已逝世十
六年了，当年母亲患重病治疗的那段
时间记忆犹新。

“嘭嘭嘭”天刚蒙蒙亮，有人拼
命的拍着县畜牧局单位宿舍大门，
带着哭腔大喊着：“陈老师，快救救
我们吧，我养的种鸭生病了，昨夜就
死了 10 多只。”此人是镇养种鸭专业
户老凌。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养殖业
成了农民首选的脱贫致富项目，县里
涌现出上万户养殖专业户、重点户。
当时我在县畜牧局担任畜牧站副站长
职务。

“陈老师，帮帮我。”看着老凌哀求
的眼神，转头犹豫的看向躺在病床上
的母亲，我的眼眶湿润了。昨天，我刚
从老家把生病的母亲接到家里。不久
前，母亲在老家不小心烫伤了左下肢
小腿，有巴掌大的面积皮烂肉腐，不能
下地走动。与父母亲一同生活的四哥
每天用板车拉母亲到医院换药治疗，
天长日久不见好转，打电话找我回老
家商量，我把父母亲接到城里。还未
送母亲去医院，第二天一早就有养殖
户上门请求出诊。

这时，病床上传来母亲温和的声
音：“去吧，别担心妈。”病痛的母亲需
要我，全县期盼致富的养殖专业户更
需要我。我不能只顾小家，不管大
家。于是，我骑着自行车赶往老凌家。

当我们赶到老凌家时，200多只病
鸭呈现典型的鸭瘟疫病症状。我们采
用紧急防制鸭瘟疫病方法，逐只接种
鸭瘟疫苗。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时，才
想起病重的母亲尚未送医院治疗。若
是送医院治疗，每天往返需几小时，肯
定会影响工作。面对乡亲们的请求，
实在不忍心推辞。为了工作尽孝两不
误，我决定在家给母亲治疗，白天上
班，一早一晚为母亲换药。

1976年末，我毕业于地区农校，学
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毕业后我和几位
同学留校工作。因医务室缺人手，我
被抽调到医务室工作有半年之久。我
在医生的指导下，主要负责器械消毒、
司药、打针等工作。几年后学校搬迁，

我调到县畜牧局。因此，才让我有胆
识敢为母亲治疗。

当我打开母亲包扎的创口：只见
巴掌大的创口渗透着殷红的液体，一
层白色的菌落覆盖在上面，很恐怖。
当时医生采用的是传统的“呋喃西林”
消毒纱布，看来细菌对此药已产生耐
药性。

当时医治烫伤无灵丹妙药，我用
冷盐开水冲洗创面后，大胆地改用注
射“链霉素”粉针撒在创口上，再覆盖
消毒纱布。坚持每天换药一至两次，
经过十多天的治疗，效果良好。创面
变得干燥清洁，渗出液少了，创面上也
没有菌落。创口周围长出新的皮肤，
母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然而，好事多磨。母亲的伤口创
面逐渐缩小到拇指般大时，治疗效果
就不明显，而且菌落又出现了。我只
好熬更守夜地去翻书寻求良方。大学
进修学习的《医宗金鉴》卷六十二“红
升丹”映入眼帘：“拔毒，提脓，生新。
用于溃疡疮口不敛，肉芽暗滞，腐肉不
净。”传统医药学给我治疗母亲烫伤带
来一丝曙光。

很快，父亲从市里买来“红升丹”,
果真拔毒去腐，生肌长肉，菌落消失，
创口一片新长出的皮肤结疤痊愈，治
疗耗时两个多月。母亲在家疗伤，让
我有机会给她尽孝，做到了忠孝两全。

“成功的门大都是虚掩着的。”在
紧急防制种鸭鸭瘟疫病过程中，我用
中草药辅助防制鸭瘟取得显著疗效。
复诊时畜主捧出一碗鸭蛋荷包蛋说

“谢谢您！是您救了我们全家。”从畜
主的眼神中,看到农民脱贫致富缺资金
缺技术的期盼，于是我扩大试验,并在
报刊上推广宣传。在《中兽医医药杂
志》发表“自拟免疫增强剂防制鸭瘟的
效果观察”论文，后被《联合国粮农组
织科技情报杂志》向全球推荐。

一晃几十年了，如今我已退休居
家。看着祖国的繁荣昌盛日新月异，
家乡山青绿水，城市建设新美如画。
我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我
无怨无悔，问心无愧。曾为母亲疗伤
的那段往事，成了抚慰我心灵的一剂
良药。

改革路上说忠孝
◎陈元昌

故宫春雪 张振帅/摄

情到深处文自工
◎ 阎雪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