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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是单位去常德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瞬间便觉得夏日的阳光也并非
如此热辣。刚上车，便被车上的说唱
吸引，常德丝弦代表作《常德是个好
地方》的旋律，让原本准备小憩一会
的我，不由得心随音动，轻轻哼唱起
来。心中，不自觉地闪现了脑海中的
常德印象。

提起常德，我去过多次，只是间隔
了十多年未去了，不知现在还能否找得
到尘封的记忆，不知常德现在变化得怎
样，心中早想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常德，古称武陵郡。“土地平旷，屋
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
通，鸡犬相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逼真
地描绘了此地的美妙及农人往来种作、
怡然自乐的生活情景。古人的选择来
自劳动智慧的积累，也源于这个地处洞
庭湖畔的鱼米之乡的肥沃富饶。

“常德的第一站到了，请大家下车
欣赏。”随车导游一声吆喝，我们依序
而下。走下一望，常德市鼎城区港中
坪村万亩农田上金灿灿的稻谷呈现眼
前，一幅又一幅壮阔的丰收画卷，让人
目不暇接。田里，农民朋友开着收割
机娴熟地收割稻谷。田边，常德市广
播电视台正在现场采访农民，分享他

们丰收的喜悦。田埂，一批又一批慕
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沿途欣赏……

看着金灿灿的稻谷，不禁勾起了孩
童时期我对家乡安化“双抢”的情景。

“双抢”，顾名思义，抢收、抢插。家乡，
山高林密，水资源比较充裕，土质比较
肥沃，适宜种植双季稻。印象中，每户
农居依山而建，农居前方，一丘又一丘
梯田星罗棋布。那个时候，生产队“双
抢”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齐上阵，有

的割禾、有的扮禾、有的挑谷、有的犁
田、有的插秧……田间还不时传出歌
声、呐喊声、笑声、掌声。

思索间，不知不觉地，我们走进了
常德市鼎城区港中坪村党群服务中
心。您瞧，办公楼招牌左端的五个金黄
色大字“为人民服务”格外引人注目。
您看，大厅里办事的村民络绎不绝，高
兴而来，满意而去。说起这些年的一个
又一个山乡巨变，该村党支部书记的

“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我在村里干
了多年，快到退休年龄了，能与村委班
子一道干点实事、好事，此生足矣。最
近几天，常德地区农商银行系统的同
志又到我们村上来了，说是专门为我
们创新了信贷产品——‘粮农贷’，继
续支持我们种好粮食。我还要站好

‘最后一班岗’，带领村民把家乡建设
得更好。”听到这里，在益阳地区农商
银行系统工作整整四十二个春秋的

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深深地为常德地
区农商银行系统同事们竭诚服务“三
农”而感动、而自豪……

如今，走在常德市街上，道路两旁
高楼林立，树荫成林。无意中往路上一
瞧，主干道八车道，支干道四车道或两
车道，中间没有任何隔离带，而是两条
双黄线点缀其中，文明开车、礼貌行走，
车让行人、人走斑马线，依序而行、依章
而行，让人啧啧称奇。

漫步在常德市的常德河街，沿着一
段又一段青石板路、鹅卵石路不紧不慢
地行走，我仿佛穿越了时空，走进了历
史的长河。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岁月的
沉淀和时光的流转；在这里，我看到了
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里，我听到了无
数商贾的吆喝；在这里，我们饱了眼福，
饱了口福。踏进老照相馆，门庭若市，
热闹非凡，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
情不自禁地翻开一张又一张发黄的老
照片——古老的城墙、古朴的建筑和古
旧的器物，成为我探索常德历史与文化
的宝贵见证。徐徐打开一组又一组跳
跃的新照片，干部群众的开心、翻天覆
地的变化、现代常德的发展，让人爱不
释手。

夜幕降临，河两岸灯火通明，游人如
织。我们坐在穿紫河游船观看《常德记
忆》，期间，还穿越了六座各具特色的大
桥，每座桥名字不同，桥的底部有代表常
德特点的形状不一的鲤鱼跳龙门、常德刺
绣、屈原雕塑等绘画艺术，让人赞叹不已。

离开常德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地驻
足回望，似乎带走了什么，又似乎留下
了什么。一个个美好的时光，如同一幅
幅生动的画卷，永远定格在我心中。
（作者单位：湖南省农信联社益阳办事处）

陪你看常德
□ 李争荣

时常在梦中走进生活过的村子，村子里的人和事既陌生又熟
悉，总给人一种亲切感。醒来，才发现那是一地拾不起的乡愁。

一条河说断就断了
生活的村子边有一条无名的小河日夜流淌，河水欢快的歌

声在村子里回响，成为了我美好的记忆。
那时，村子里的人在小河里洗衣、淘米、游泳，河水清澈。该灌

溉的时候，村民李四就和村里人把水车架在河边，河水就很听话地
改变了流向，缓缓流进稻田，滋养着村子里肥沃的土地。我和一群
小伙伴在河里捞些小鱼小虾，小河奉献出的美味，令人回味。那时
的河水是温柔的，像楚楚动人的恋人，我们都愿意亲近它。

河水也有暴躁的时候，洪水时节，它像一头猛兽，裹挟村里
的庄稼和牲口，嘶喊着不停冲撞河岸，狂奔着冲出村子，冲向远
方。这时，我们躲得远远的，不敢招惹它。这条河究竟流到哪
里？村里人没有见过，他们总是用手一指，那是很远的地方。

慢慢地，河水像是被岁月拐走了，小河变小了、窄了，像一条柔
弱的飘带，无力地镶嵌在村子边。渐渐地，小河像是病了，声音变
得嘶哑了，身体也变得更细了，细若游丝，几乎能被一阵风吹断。

一条河说断就断了，河里暴露出的石头，是河坚硬的骨
头，令人伤感；一条河说断就断了，裸露的身躯，是大地的伤
疤，让人心生悯恻。

叫醒一棵树
种子一旦被罚站，便成了一棵树。一棵黄桷树，站在村口很多年，见证了村子的变迁。

春天枝繁叶茂，冬日一地金黄，村子里最年长的九爷也说不出树的年龄。我记得，那时放学
了就在树下写作业，和伙伴们嬉闹，黄桷树成为了我们的乐园。村子里的新闻都是大树下发
出的，树上挂着一口大钟，村里要召集开会了，我们总争先恐后去擂响那口钟，声音洪亮，响
彻整个村子。村里大事小情，都在树下商量解决，大树仿佛是一个威严公正的老人。

黄昏，金色的余晖洒落村子。几只小鸟飞来，围着大树叽叽喳喳，盘算着树的年龄，算
了又算，争论不休，一会儿又忽上忽下，忽高忽低，测量着树的高度，量了又量。一年，连续数
日的高温无雨，树下的老井干枯了，土地皲裂了。烈日当头，黄桷树茂密的枝叶也慢慢变黄
干枯，它仍强忍着疼痛为树下乘凉的老人遮阳蔽日，为村里人打听着从远方传来的消息。

来年的春天，几只鸟儿又飞来了，站在光秃的树上，像树的花朵，孤独地怒放在枝
头。小鸟的叫声在村子里此起彼伏，传遍村庄，也没能叫醒这棵树。大树像位垂暮的
老人，巨大的身躯安详地躺倒在了村口。

村里的老人说，一棵树的消亡就是一个人的消亡。

坚毅的守村人
村子里的人就像候鸟一样，奔波迁移于村庄和城市之间，有的走出村庄不再回来，留下破

旧的记忆和一些年迈的守村人。
村里的望天，就是我们村为数不多的几个守村人之一。望天的真实名字叫什么，

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望天从哪里来，村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
只知道他在村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村头那间残破的土屋就是他的家。望天没有田，
也没有土地，他靠着一身力气帮着村里人收割或播种，在村里混了三十多年的饭吃。村
里出去的人多了，每到收获或播种的季节似乎望天存在的价值就突然显现出来了。

在这个麦收季节，是望天最忙的时候。刚进村口，我就看见深色的衣衫、深色的脸、低
垂的眼睛，躬腰在地里匆忙劳作的望天。我叫住了他，我说停下来抽口烟吧。望天直摇
头，时间来不及了。他抬头望了望眼前大片的麦浪说，还有十几家的麦子等着收呢，雨一
来待在地里的麦子就会发芽，大半年的辛劳就算白忙乎了。

走在村庄的路上，骄阳辛辣，在大片大片的麦地里，随处可以看到许多和望天一样衣
若悬鹑，破帽遮阳，面庞灰黑，低垂着脸，熟练地挥舞着手中锋利的镰刀，默默收割的守村
人。看到这幅场景，我看到了置身于高楼大厦难以体会的另一面，看到了一种顽强的生存
力量，一种刚毅与坚强。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四川荣县支行）

闲游富乐醉庭园，
义结桃园念昔年。

蜀主孙吴情寄海，
武侯关将志连川。

三英业绩传千代，
四海英名载万篇。

胜迹依然人已远，
独留忠义暖人间。

七律·游富乐山富乐堂
□ 祝凰淋

“十一”假期过后，我没有马上回到
工作岗位，而是选择休了一个礼拜的年
假，缓解身心的疲劳。稍作忖度，决定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由行。于是，略作
收拾，简囊出发。

首个目的地选择了长白山天池。
作为中国十大名山，其庄严神秘一直
令我神往。长白山有北坡、西坡、南坡
三条上山路线，我选择了南坡，因为据
说南坡离天池最近。坐上直达顶峰的
景区巴士，在“之”字形公路上蜿蜒疾
驰，似绸带飞舞在九曲十八弯，甚是惊
险。窗外景致快速旷满盈视，壮阔的
鸭绿江大峡谷百余米深，壁立的火山
岩历经风雨剥蚀，形成独特的玄武岩
柱，犹如千手观音的手一齐束放。岳
桦掩映之下，双瀑跃出，泉声伶耳，虽
未有百练倒悬之奇峻，却也有曲折跳
跃之灵巧。约半个小时车程，终于登
上“东北屋脊”大美长白山。只一眼便
深陷那湛蓝幽静的湖中，孤悬于千米
高空，不染半点风尘。静，似幽兰处
子；净，如无瑕美玉。这一刻站在空灵
的山巅，秋风略瑟，双眼微阖，只觉衣
袂飘飘，管它什么生活琐屑，去它什么
工作傍身，通通烟消；只觉长风浩荡入
怀，美玉摩挲在手，世间唯我与道。这
一刻我似乎识得了“三千年读史，不外
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
园”的意境，尘归尘，土归土，人终究是
归于自然的。

离开长白山，我驾车驶入了被人们
誉为“此生必驾的 331国道”，一幅关于

“秋”的油画遴次展开。东北的秋是一
纵即逝的梦幻光景，水天一色，千山尽
染。道路两侧五彩斑斓，仙踪迷境，红
枫赤烈、黄松婆娑、苍松遒劲、白桦亭

亭，她们变幻出不同的组合，或层叠交
错直耸至山峰远峦，或泼墨流淌在峭壁
深谷。最妙是左折右突醉心于“五花
山”时，公路上坡的尽头一团白云突然
涌出，像一根棉花糖迎面撞来，恍如突
然闯进了宫崎骏的漫画。山区气候多
变，行走间，秋风旋起，梧桐雨落，红叶
蝶舞，盈盈飘零，尽显诗意流淌。前面
穿过一段近 5 公里的隧道，我紧张驶
过，没想到隧道尽头却是另一番景象，
云销雨霁，彩彻区明，颇有“空山新雨
后”的爽籁。顿悟！人生何不似此，最

狼狈、最黑暗的时刻往往就是生命的一
次转折，穿过那条“人生艰难的隧道”，
前面可能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
活慢慢，与光同尘，凡事不要着急，事缓
则圆，人缓则安。

来时的急躁不安早已被美景治愈，
我本打算原路返回，但错选了路线，最
终被导航引下了高速，进了504国道，又
拐到了一条县道上，我驻车看了看导
航，方向没错只是时间要多 1 个小时，
随遇而安吧！重新审视周围，但见远处
山峦耸峙，云雾氤氲环绕，近处路两旁

山坡上连片的苞米在阳光下金黄耀眼，
农人正在挥镰收割，清澈的湖中秋水连
天，白鹅游弋。村屯里三五老人驻足闲
聊，周遭鸡逐犬吠，自是一派田园风
光。人生难免走错路，正如高速路上不
能倒车，与其纠结懊悔，不如奋而直前；
只要方向是对的，多花点时间打磨又何
妨，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配上那出其不意
的风景吧。人生尔尔，总有一天我们会
明白，所谓意义都是我们强行赋予的。

一场旅行，治愈浮躁，一场修行，自
愈灵魂。

我的父亲是一名农信
人，记忆中他对我的叮咛永
远只有一句“好好读书，不能
瞎混。”那时，我对他有着诸
多的不理解，认为他心里只
装着客户，只要是客户的电
话、需求，他定会第一时间耐
心回应，而对我永远只是同
一句叮咛。

毕业后，我考进了农商
银行，与父亲成为了同事。
那一句“好好读书，不能瞎
混”渐渐变成了“专、勤、恒”
三字。从柜员到客户经理，
走过曾经父亲奋斗过的路，
让我对父亲的做法有了感
同身受的体会，小时候的不
解，也伴随着工作的深入而
逐渐消散。“专、勤、恒”这三
字叮咛也成为了我农信路
上的训诫。

一个“专”字，是父亲对
我入职的新要求。他说：“做
好银行工作‘专’字要牢记于
心，只有熟知业务操作与知
识，才能服务好客户。”我正
式上柜后，每当在工作中出
现失误时，才知道这“专”字
的重要性，“专业”是提升服
务质量的关键，是岗位职责
的最低要求。父亲用简简单
单的几句话，与我分享了他
从业的经历，让我少走了“弯
路”。一次次请教、学习，一次次改进、
完善，在师傅、同事及父亲的帮助下，我
“拾获”了一个又一个技能，在“专业”这
条路上越走越远，也成功迎来了柜员到
客户经理的转岗。

一个“勤”字，是父亲为我上的信贷
入门第一课：“农信工作没有捷径，只有
腿勤、嘴勤才是获客之道。”腿勤，是农
信的传统，从草鞋、布鞋到皮鞋、球鞋
……一代又一代老农信人走村入户，为

村民办理业务、解决困难，
用双脚走出了业务。不仅
要勤走，还要嘴勤，见面打
招呼，进门聊家常，以舒适
的方式走进民心，从日常小
事、琐事中了解客户。靠着
父亲传授的一个“勤”字，我
走上了客户经理岗位，一个
公文包、一支笔、一个笔记
本，走村入户也从父亲的日
常成为了我的日常。我所
在的支行恰巧是父亲以前
就职过的支行，在走访交流
中大家常说起父亲的名字，
不少客户还能向我介绍起
他那时的“丰功伟绩”，哪家
企业是因为农信支持而得
以发展，谁家小孩是靠农信
贷款上了大学……群众那
句，“要致富，找立富”的话
语，也一直在当地流传着。
“勤”字是父亲从业的坚守，
现在也将是我对未来的承
诺。

一个“恒”字，是父亲同
我一起坚持的习惯。“恒”，
是需要日久年深的功夫，需
要持之以恒的习惯。虽然
父亲工作很忙，但他依然坚
持每天监督我总结、复盘一
天的工作，不时会给我开开
“小灶”：“针对这样的客户，
组合类的产品更合适；这个

客户有风险隐患，现在就需要做好关注
……”在父亲的陪伴、监督下，我逐渐养
成了一些好习惯，日常工作中也愈发得
心应手。不知何时起“不以昨日耽搁，
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
做”，已成为了我的坚持与座右铭。

有一种农信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道阻且长，我将带着父亲给予我
的三字叮咛，继续走好走远我的农信路。

（作者单位：浙江桐庐农商银行）

重读作家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这不仅是
一场穿梭于自然景致与生命哲理之间的感悟之旅，更是
一次心灵深处与文化底蕴的深刻对话。文章开篇，作者
以轮椅缓缓驶入古老而静谧的地坛为序曲。那地坛，宛
如一位历经沧桑却沉默不语的智者，静静地守候着每一
个渴望慰藉与启迪的灵魂。这一幕，恰似贵州农信服务
社会的缩影，它深耕于民，迅速响应，以真挚、坚韧与温暖
的力量，滋润着每一个需要关怀的心灵。

心灵的温暖港湾。史铁生先生以轮椅为舟，悠然
游弋于四季更迭、草木荣枯之中。他的笔触细腻而深
情，将自然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赋予了生命的意义，让
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那份不言而喻的温情与力
量。农信人践行的农信事业，无论外界如何风雨交加，
都坚守岗位，用真诚与贴心的服务，为每一位客户筑起
心灵的温馨避风港。在这里，金融服务不再是冷冰冰
的数字，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温暖传递，陪伴客户走过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共同抵御生活的风雨。

灵魂的深度冥想。史铁生先生的足迹不仅在地坛
的石板路上留下痕迹，更在心灵深处刻下了对生命、命

运与苦难的深刻思考。《我与地坛》一书中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锋利的刻刀，镌刻着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命
运中有一种错误只能犯一次，那便是生命的起始，且永
无修正之机。”这句话，犹如一记重锤，直击心灵深处，
唤醒了我对生命本质的无限沉思，迫使我重新审视存
在的意义与价值。贵州农信，在这片金融的广袤天地
里，正如史铁生先生对生命的探索一般，不懈地追求着
服务的创新与深化，以超越期待的服务体验，为客户铺
就一条通往更加美好生活的道路。

命运的积极驾驭。在地坛的静谧与深邃中，史铁
生先生不仅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更领悟到了生命的真
谛，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其长度，而在于我们如何把
握现在，珍惜每一个瞬间，以积极的心态去拥抱生活。
他的话语，激励着每一个读者去珍视生命，勇敢前行。

而贵州农信所秉持的“有速度”文化理念，正是这种积
极态度的生动体现。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贵州
农信人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执行力，迅速响应客
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这种“有
速度”的服务，不仅是对市场变化的精准把握，更彰显
了其对客户需求的深切关怀与尊重。

《我与地坛》不仅是一篇散文，更是一部关于生命、
爱、勇气与希望的哲学诗篇。它让我在贵州农信“有温
度、有深度、有速度”的文化理念中找到了共鸣，学会了
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珍
惜生命中的每一刻，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与价值。正
如史铁生先生所言：“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我也
将永远陪伴在每一位客户身边，成为他们心灵与生活
的坚实后盾。 （作者单位：贵州省正安县农信联社）

“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小时候，每
当有人问起我的理想是什么，我都是这样回答的；而且，我
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高中毕业后如愿选择了汉语
言文学这个专业，可是大学毕业后我却选择成为一名农商
银行的员工，以另外一种身份实现着我的“教师梦”。

化身“金融讲师”，让梦想开始起航。“老师，你讲得真
好，我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银行家。”这是我参与“欢乐迎六
一，农商伴成长”主题活动时，一位小朋友对我说的话。活
动中，我向社区小朋友介绍了：“什么是银行、人民币面额、
人民币作用、如何辨别人民币的真假”等相关金融知识，并
设置了现场宣讲、游戏互动、有奖问答等趣味比赛环节，家

长和小朋友们积极参与。通过活动，帮助小朋友们树立正
确的金融观，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未来金融家”的种
子，也圆了我的“教师梦”。

变身“金融直播讲师”让梦想开始飞翔。直播开始，我
需要讲明白我们直播是不卖任何产品的，只是为进一步
方便群众获取金融知识，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利用新媒体使得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更加便捷、高
效。直播中，我又以“金融直播讲师”的身份宣传金融知
识，并现场为广大网友讲授，如何使用农商银行手机银
行、如何在手机银行上缴纳生活费、如何通过手机银行
申领电子社保卡等金融知识，并引导大家树立正确金融

理念，合理使用信贷产品，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此
次直播更是让我对教师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成为“金融宣传员”，让梦想的意义升华。“你们农商银
行工作人员太不在意‘面子’了，竟然当街摆起了金融知识
宣讲的‘摊子’。”对此番话我想说的是，农商银行作为服务

“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重要金融机构，深知金融知识普及对
于提升金融服务水平、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的重要性。所以，我经常以一名“金融宣传员”的身份参与

“金融大讲堂”活动，并围绕银行业务、反洗钱、反诈骗技巧
等多个方面进行讲解。在宣讲过程中，我经常以互动问
答、情景模拟的方式开展教学，使课堂更加生动活泼，让群
众学习金融知识变得轻松有趣，从而加深了群众对金融知
识的理解，让我过足了“教师的瘾”。

春去秋来，我不断以“金融讲师”“金融直播员”“金
融宣传员”的身份来圆我的“教师梦”。

（作者单位：江西赣县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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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下的共鸣
□ 何燕

寻梦，撑一支长篙
□ 郭守荣

（作者系绵阳市商业银行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

王新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