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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哗啦哗啦地下着，演奏了一
整夜的交响曲。清晨的太阳没有如
约而至，白雨跳珠仍在肆无忌惮。

太阳迟到了，但我们没有迟到，早
早收拾停妥，等待迎接今日的客户。
坐在临清农商银行的柜台前，对面着
一扇落地窗，正好让我可以看到雨中
的街道。

窗外行人寥寥，仅有一些骑电动
车的，或是驾车呼啸而过的。凡是骑
电动车的，几乎一样的装束，长长的
雨衣裹在身上，脚下一双拖鞋，任凭
雨水肆意地落入裤脚。偶然有一个
走着的行人，也总是一样的匆匆，打
着雨伞，俨然不是那撑着油纸伞、走
在悠长悠长雨巷的丁香姑娘。脚下
的地面溅起层层水花，头上的雨伞也
跳动着片片水珠。雨衣遮盖了人们
的表情，但依然能想象他们脸上焦急
的表情，因为清晨我也是雨中匆匆人
群中的一员。

在步履匆匆的行人中，很惊喜地
发现，有不畏风雨，依然坚守在十字
街头的交警，那鲜艳的黄绿色让赶路
的人们心安；有冒雨前行，依然为城
市服务的清洁工，那抹灿烂的橘黄色
让那个雨中的我们感动；有风雨无
阻，每时每刻给人们带来所需服务的
各行各业一线人员，他们那热忱的心
让这个城市多了一份宁静祥和。太
阳没有如约而至，但他们的服务始终
如约而来，即使风再大，雨再狂；大雨
可以一直演奏交响曲，他们也在用行
动演奏生命交响曲，任凭风吹雨打。

很庆幸，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
员，无论天气多么恶劣，请放心，我们
已按时到岗，等候冒雨前来的父老乡
亲；无论道路多么艰难，请放心，只要
有需要，随时可以光临。无论你在哪
条街道，遇到狂风暴雨，请抬头，只要
找到临近的农商银行，都可以进去躲
一躲雨。

如果你要问我们，在雨中赶路的
心境如何？我想说，我们最坚强的意
志，是冲出了暴雨铺天盖地的包围
圈，为平凡的人们送去一片彩虹；我
们最壮阔的脚步，是打破乌云密布的
笼罩，勇敢地进发，去坚守我们始终
火热的情怀。

（作者单位：山东临清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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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仿佛要把地
球溶化似的。中午时分，人走在大街上，太
阳直射在身上，火辣辣的，脚踩在水泥地
上，滚烫滚烫的。一些怕晒的“大家闺秀”，
她们开玩笑道：“你们梅城作协分会这些人
真是狠，这么热的天，也敢组团去采风，不
简单，你们个个都是‘抗日’英雄。”

三伏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或
许是我们的执着与虔诚感动了上苍，第二
天，天气转阴。太阳像一个害羞的少女躲
进云彩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空中
时不时吹来阵阵凉风，感觉有些凉爽。

从千年古镇梅城出发，沿 207 线路
向北行驶不足十公里，便来到了中国梅
山文化生态园山脚下。再沿绕山公路向
上爬几里路，便来到了中国梅山文化生
态园。待车停稳，笑吟吟的导游小姐马
上走上前来迎接。

进入用岩石砌成、较窄的中国梅山
文化生态园大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险。导游一边走，一边用标准的普通
话向我们介绍梅山文化的渊源及园区的
概况。她娓娓道来：文化是一个国家的
立国之本，真正有魅力的文化，就是本土
文化。梅山文化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是
我国南方一种古老神秘而又历史悠久的
传统文化。梅山文化以新化、安化湘中
大梅山作为成型和传播中心，深刻影响

着长江流域十几个省区及苗族、瑶族、汉
族等多个民族。梅山文化带有浓厚的原
始巫傩土著文化色彩，经过几千年岁月
的洗礼与打磨，更加焕发出炫目的光
彩。我们可将梅山文化的表现载体归纳
为“梅山十六古”，即古蛮民、古峒落、古
通道、古巫傩、古饮食、古婚丧、古渔猎、
古礼义、古服饰、古技艺、古武术、古方
言、古建筑、古教派、古风俗、古文史等。

梅山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历史的“活化石”，适当加以发掘、
开发利用，将会变成安化县优质的旅游
资源和财源。人们将对它产生浓厚的兴
趣和强大的吸引力。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娥女士，
在改革开放时期，通过辛勤劳动、发家致富
后，成为第一个开发梅山文化、敢于吃“螃
蟹”的人。张青娥耗资近二千万元，建立了
一个占地186.67公顷、青山环绕、景色迷人
的中国梅山文化生态园，现已成为国家五
星级乡村旅游景点及休闲农业山庄、中国
散文创作及著名的影视拍摄基地。

梅山的历史，其实是一部争取民族独
立、反对压迫的血泪史。从蚩尤帝至梅
鋗，从梅鋗至张五郎，从张五郎至梅王扶
汉阳，他们个个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我们从园区入口走到不远处，朝左
前方抬头一望，张五郎巨大倒立的塑像

便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是梅山先民崇拜
的英雄，也是梅山教的祖师爷，称之为

“梅山神”。他是古时部落首领张氏的第
五子，故称张五郎，其父张氏被东汉王朝
击败后，张五郎便遁入梅山。他生得一
双反脚，能倒立行走，称为“翻天菩萨”。
他那大胆无畏，颠倒乾坤的叛逆形象深
受梅山先民的崇拜。

我们走过几栋用石头砌成的围墙，
围墙上还有箭垛的古式峒蛮房屋，便来
到一处开阔地。此处建有一栋古色古香
的大房子，它就是梅山文化展览馆。我
站在宽敞的地坪上，极目远眺，远处峰峦
起伏，群山环抱，山上植被茂盛，郁郁葱
葱，此时令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

走入厅堂，展览馆陈列着各种古老的
物件以及梅山文化的起源发展等图像资
料，还陈列了梅山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风
云人物。特别陈列了毛泽东来安化游学
及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历和过程，正堂塑有
毛泽东手拿雨伞、脚穿草鞋的雕像。

两山之间必夹一水。我们行走在
崎岖的林间小道，路两边是耸立的大
山，山上尽是葱茏的苍松翠竹，两只黄
鹂在翠绿的树上“吱呀吱呀”地鸣叫，一
点也不怕人，看它可爱的样子，我停下
脚步，对它说：“喂，你热吗？”只见它眼
晴嘀溜一转，眨了眨，望了我一下，“吱

呀”一声，连忙飞进绿
荫丛中不见了。

溪里的水哗哗地
在我们身边流淌，越往
下走，地势越平，河面
越宽，水也越大。河水
清澈见底，可爱的小鱼
儿在水里悠哉悠哉地游，
顺手捧起溪水喝一口，甘
冽清爽，沁人心脾。

人们用石头垒起一道岩
堤，溪水便形成一个河坝，河
坝的下端修了一个石碾坊。溪
水从闸门泻下，利用水的动能冲
击木制的水车翻叶，水车转动，再带
动一大一小的两个齿轮，齿轮转动，利
用杠杆原理，再带动上面的石碾作三百
六十度旋转，它是过去人们加工谷物、榨
取植物油等用途的重要工具。我走上
前，抚摸着碾过无数沧海桑田、见证了许
多阴晴圆缺岁月的石碾，不禁被先辈们
的勤劳、智慧、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折服。

石碾下方不远处，有一座横跨溪河
木质结构的风雨廊桥，古香古色，画梁雕
栋，桥边有茶亭，红茶、黑茶、绿茶任君饮
用。此时，我手端一杯黑茶，坐在廊桥长
长的板凳上，凉风徐徐吹来，顿时暑气全
消，感觉无比凉爽舒适。这时的我，饮着

凉茶，听着轻音乐，乘着清风，观着山景，
有一种如醉如痴、如入仙境的美妙之感。

廊桥的右上方是一栋吊脚楼，二楼
有一个能容纳十来桌客人的大餐厅。饭
菜全部选用本地无污染的土特产品，用
柴火煮制而成。待到酒过三巡，菜过五
味，四五个身着苗族服装的漂亮姑娘，手
拿酒壶酒杯，一字形排开，唱着敬酒山
歌，逐桌敬酒。

一杯酒呀，溜溜，
满满筛来，呱咚呱，
美酒飘香呀，溜呀溜。
二杯酒呀，溜溜，
尽情饮来，呱咚呱，

情深意重呀，溜呀溜。
三杯酒呀，溜溜，
道路宽来，呱咚呱，
三羊开泰呀，溜呀溜。
四杯酒呀，溜溜，
碰碰杯来，呱咚呱，
四季发财呀，溜呀溜。
……
她们反复咏唱，一直要唱十段，同时

也要敬你十杯酒。此时，游客们是边喝
边学着唱，顷刻，歌声，笑声，此起彼伏，
高潮迭起，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山美水
美人更美。

（作者单位：湖南安化农商银行）

走近梅山文化生态园走近梅山文化生态园

参加工作后，读书的时间少了许
多，但对于读书的痴迷却未曾消减。
说起与书的缘分，可追溯到幼年时期。

年幼的我对童话书可谓一见倾
心，爱不释手。三年级时，舅舅送我一
本拼音标注版《安徒生童话》，便是我
最早的阅读启蒙，它向我开启了另一
扇更广阔、更深邃、更神秘世界的大
门。这本书我翻来覆去读过多次，每
次都是一口气读完，根本停不下来。

读书的喜爱，源自家人。父亲是
一个历史书迷，家里收藏有诸如《十
大元帅》《民国传奇女子》和抗日战争
之类的书籍。父亲总是喜欢坐在沙

发上翻阅自己喜欢的书籍，有时还
会给我讲毛泽东、周恩来的故事。
舅舅也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订了
好多书籍，如《路遥文集》《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花季雨季》。印象最深
的是《中小学作文精选》《青年文摘》

《读者》，这些书，充实了我少年时期
的精神世界。

初中时期，我开始对家里的藏书
进行全面“大扫荡”。后来，我发现家
中的藏书无法满足自己阅读需要时，
经常到学校图书馆阅读文学经典。

《茶花女》是我很喜欢的一本，玛格丽
特为了阿芒的前途、为了他老父亲的
嘱托，放下委屈和伤痛离开，却被不
明事实的阿芒、自己的爱人报复，带
着侮辱和伤害，最后离开人世。看完
之后，我伤心了很久……玛格丽特的
灵魂就像白茶花一样纯洁，她为爱做
的牺牲深深震撼着一个十岁出头的
小女孩的心。

少年时期是多么美好啊，那是人
生最富有创造力、最生机勃勃的阶
段，那个阶段着迷的书，是精神的初
恋，引领着我精神生活的方向。有时

邀好友讨论过书中情节，有时抄写吟
诵过的唐诗宋词、楚辞诗经，抑或是
自己信手写过的诗歌、小说，是我永
远无法抹去的怀恋……哦，那是单纯
静好的美好时光！

随着年岁的渐长，陪伴我的书也
日益增多。尽管电子书如潮水一般
汹涌而来，我还是习惯于购买印刷
本。每每打开扉页，温暖亲切的纸墨
气息扑面而来。

书，更像是我不离不弃的朋友，
让平淡如水的日子变得斑斓。

书，让我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
寄托心灵的天地，行走在奔流的生命
长河，我的脚步愈发有力量。

阅读，早已渗入我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一段时间不看书便觉得欠缺和
不安。

也许，忙碌的生活给人一种“将
时间尽数压榨”的感觉，但忙里偷闲
闻闻书香，随手书写感悟，记录生活，
何尝不是一大乐事，而且生活本身，
亦是一本书，于无字句处读书，更需
慧性、韧劲和耐心。

（作者单位：贵州册亨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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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的余光斜挂在树枝上，显得那
么安静肃穆。陈俏伟小心翼翼地打开
微微泛黄的挂历，凝然的双眼承载着他
昔日的一段段历程，他的内心瞬间翻滚
起层层涟漪。

年华似水。挂历，如今已渐渐淡出
人们的视线。现任浙江北仑农商银行
春晓支行党支部书记的陈俏伟，曾经在
多家支行担任过主任。时移物换，挂历
挥之不去的记忆，见证了农信的发展
史，更是承载了陈俏伟的奋斗史。

不同时代的农信人用各自方式记
录着工作经历。60后的陈俏伟喜欢在

挂历上一画一圈记载重要工作事项。
挂历无法留住时间，但它记满了悠悠
岁月，让陈书记当年背包下乡、走千访
万、早出晚归的身影重泛脑海。陈俏
伟轻轻拍去挂历上的灰尘，一页页翻
开“记事本”，“重要事件我会在上面标
记：这本是1996年的挂历，我在农信与
农行脱钩那天画上一个圈；这本是2004
年的挂历，我在浙江省农信联社成立那
天画上一面小红旗；这本是 2013 年的
挂历，我在北仑联社各项存款突破 100
亿元那天画上一串小鞭炮……”一本
本泛黄的挂历记载着时代的变迁，装

满了鲜为人知的农信故事。“你知道什
么是‘撕历’吗？一天一张，扯下来一
张，一天就过去了，扯完一本，一年就
过去了。挂历中的笔迹圈圈画画犹然
在目，特别是临近年终决算前那段时
间，各项业务指标在我心里七上八下，
每次‘撕历’前我都忐忑不安。担任主
任那几年，挂心的事多，有时特定日期
提前在挂历上圈起来。多年急促而繁
忙的工作，挂历帮我回望自己留下的
蹒跚脚印。”一本挂历，卷成圆筒，一段
经历，记载于心。

几年后，淹没了多年的“撕历”销声

匿迹，挂历的印刷图像“与时俱进”。厚
厚的一本挂历干脆将全年的日子印在
一张纸上，陈俏伟不用每天翻动“撕
历”。不过那张被他圈了又画的“日记
本”将农信社全年的工作浓缩在了一张
纸上，总是催促着他的脚步永不停歇。
挂历像镶嵌在回忆走廊的一粒粒珍珠，
闪亮迷人，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奇光异
彩，那特有的陈年泛黄纸味随风飘来，
伴随陈俏伟的回忆充满韵味。

岁月烘干了曾经的留念，回忆珍藏
着余存的点滴。岁月沧桑，陈俏伟瞥了
一眼桌上的电子日历，对退出舞台的陈

年挂历百感交集。旧的挂历走了，换上
的是屏幕跳动的电子日历，纸张和画卷
上的温度褪去了昔日色彩，离去的是时
间和找不回的触感，但农信的发展史和
陈书记当年的奋斗历程那一段段定格
的画面却永远被他深藏在内心。

海鸟在远处的海面上盘旋，马达的
轰鸣声打断了陈俏伟的回忆。他收起
当年的挂历，用袖口轻轻地擦拭一遍，
小心翼翼地放回圆筒。卷拢的是挂历，
卷不拢的是曾经的农信岁月在他身上
留下的痕迹。

（作者单位：浙江北仑农商银行）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100年的风风雨
雨，在党的10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
个人的心情除了感概，便是感激。生
在新时代的我，光荣的成为了农信大
家庭的一员。

我工作地方是吉林东丰农商银
行。东丰农商银行适应时代的步伐，
充满现代的朝气，它和谐，进步，生机
勃勃，昂然向上。

参加工作七年来，我对我的大家
庭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越来越热爱我
的这个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适时创新，普之城
乡，惠之百姓。以普惠金融大走访为
主线，把普惠金融送进千家万户；助
农扶商，至诚至善，坚持扎根农村，助
力农业，贴近农民，为县域特色产业
提档升级。

这个大家庭制订扶持方案，“整村
授信”提升服务实效。包村包户，扶贫
贷款，谱写时代赞歌，心系贫困农户，
伸出帮扶之手。东丰农商人不负韶
华，无惧风雨，勇挑重担，为金融助力
脱贫攻坚注入凝聚力量。

这个大家庭“网点服务提升”，诠
释客户至尊、员工至尚，客户的需求在
哪里，东丰农商银行人就出现在哪里，
三十二家网点，三十二个阵地，一群年
轻人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着光彩。

“清收风暴会战”这是一轮回归，
更是一次出发，这是一种沉淀，更是一
种升华。决战决胜，不是等得来，喊得
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这个大家庭多方配合雷霆出击，
农商亮剑直捣黄龙；铁军出击，击垮
老赖誓不罢休；“春天行动”迎风冒
雪，汗湿衣衫，让足迹窜连着每一寸
鹿乡热土。

这个大家庭“机构改革”更是厚德
立责，革顾鼎新，革除旧弊，创立新
制。东丰农商银行人正以与时俱进的
姿态推动市场、科技、管理三大转型，
意气风发地迈向现代金融企业的未来
之路。

这个大家庭信贷投放，“贷”动创
业信心。行之所至，善济天下，东丰农
商银行人定当肩担道义，坚持亲商、惠
商、富商，坚持服务小微企业，实体经
济，地方发展。

强行之路在探索的脚步声中不断
延伸，富行的梦想一天天在实现。行
万里路初心不改，因为我们对百姓有
情怀，对社会有责任，对使命有担当。

风雨兼程，守望相助，坚持做地方
“民心银行、放心银行、贴心银行”。我
们起步于此，也将归宿于此。

知恩图报的东丰农商银行人，来
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始终践行我们
党的宗旨，永远都是老百姓最温暖的
依靠。

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我
们要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紧紧抓住同祖国、同时代、同农商事业
共同学习进步的机会。

走过春的希望，
走过夏的坎坷，
走过秋的收获，
走过冬的思索。
日月轮回，星移斗转，与东丰农商

银行的发展一起成长。
（作者单位：吉林东丰农商银行）

孙媛

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光彩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光彩
刘欣雨

泛 黄 的 挂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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