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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 5 篇党史论文，以新中
国成立前不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为核
心，详细讲述其创建与发展的过程。
作者通过比较各种路线的发展方向，
向人们阐明正确的路线和理论对于革
命成功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发
展中的第一次低潮期时，在思想层面
上中国共产党陷入迷茫。作者还阐释
了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艰难困苦的环境，
面对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强大敌人，如
何正确地看待双方力量，又如何解决
关系重大的一个又一个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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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政协”是《华兴时报》面向全区各
级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及各级政协机关
干部职工搭建的一个文艺作品学习交流平
台。旨在展示全区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
及政协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风采。本版每
周刊发一期，内容以书画、诗歌、散文等文艺
作品为主，现面向全区征稿。

一、内容要求：

1. 聚集当下国家政策热点，结合身边
事，用随笔或散文的形式，以充满观察与分
析的笔调，讲述与当前社会生活特别是与宁
夏生活密切关联的现象或故事。

2.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捕捉宁夏当下的兴
奋点，或是你的经历，或是你的观察、体悟。

3.以小切口关注城市文脉的变迁，传统
文化的复兴与蝶变。

4.文艺评论，关注当下的热点影视剧或
宁夏图书的新作力作，评论要富含思想与观
点，行文活泼。

5.书法、绘画作品尽量反映宁夏元素，
具有美感，有意味。

6.所有作品须为本人原创。

二、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nxhxsb@163.com
电话：6033120 6035401
联系人：张红霞

三、声明

因本版为公益性版面，不向任何投稿人
收取版面费用及书画作品。刊登的作品亦
不向投稿人支付稿费。

本报编辑部

征稿启事

鸡鸣两省界，景色秀林弥。

红军年代，领袖途宿单家集。

月亮山风云荡，葫芦河湍流泻，

造反举红旗。

将台会师地，革命火炉兮！

新时代，小康起，百姓期。

梯田建设，山水林草路修齐。

蔬菜冷凉基地，瓜果飘香边际，

产业跃晨曦。

远景更晖映，民众颂歌激！

（作者笔名西玉，系自治区政协提
案委员会原专职副主任）

水调歌头·漫游西吉
（毛滂体、中华通韵）

马存玉

书画欣赏书画欣赏

该书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写起，聚焦不同历史时期，全面分析
总结了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力挽狂澜
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胜利的宏阔历
程。全书选取每个年份重大党史事
件，以史料辅以大事件中的小细节，
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和党的
建设等各方面。

今年，我跟随单位领导和同事多次下乡
检查，几乎走过中卫市海原县农村的所有大
小道路。令人感受深刻的是，这些乡村道路
的变化已今非昔比，不仅每一条道路修得十
分平整通畅，而且四通八达。农村道路基础
设施建设已完全步入现代化轨道。

道路通，百姓福。海原地处山区，与周
边川区及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相比，山大沟
深，交通相对闭塞。道路畅通无阻是拉近山
里人与外界距离的最好方式，也是点亮群众

“心灯”的最佳举措。
群众心中有一杆秤，他们不时称量着每

个行业发展的成就“重量”。群众对海原城
乡交通发展赞不绝口。一次下乡途中，我们
与两位骑着摩托车回家的大叔在一处开阔
路段短暂休息时，相互随意聊过几句关于农
村道路的话题。当时，两位大叔说他们从城
里赶集回来，前面 10多里远的村庄便是他
们的家。谈起脚下水泥硬化路，二位大叔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一致赞叹“这路修得
好”，其中一位大叔深切感叹道：“党的政策
好啊！如今我们吃饱穿暖了，还住上了宽敞
明亮的大瓦房。尤其是这条水泥路，修到了
大家的心坎里。”大叔发自肺腑的感言令人
既激动又振奋。

另一位老大叔也向我们简短讲述了他
们过去的生活。“我们村子距离山外有将近
20公里，这是我们出山进城的唯一道路，在
这条路上，我们老哥俩已经走了几十年了，

以前一直走的是土路和石子路，出山赶一趟
集，身上到处落满灰尘。如果遇上下雨天，
有再着急的事也不敢出门，脚上沾点泥巴倒
不算什么，最担心的就是路上太滑，一不小
心就会滑进山沟里。加上山洪，将弯弯曲曲
的泥路分割成好多段，一点儿也不连贯，洪
水又比较湍急，看着甚是危险，只能干望着，
无法通过。如今这山沟沟里竟能修上这么
好的水泥路，而且修到了家门口。一些弯道
处还安装了防护栏，走起来也比较安全。现
在出门方便得很，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滑
而出不了门了。”

时代变迁，交通发展飞快，尤其是与农
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农村道路，其建设进程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农村道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曾读过《海原县志》（1991-2008）
和《海原统计年鉴》（2010-2020）两本海原现
代历史书，通过数据对比，发现海原农村道
路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十分惊人。根据《海原
县志》记载，上世纪 90年代海原县主要开展
县乡级道路建设，村级道路建设较缓慢，全
县村道基本以土路路面为主。2008年，实现
全县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全县 18个乡
镇 166个行政村中通油路的有 72个，通等级
砂砾公路的 151个。根据《海原统计年鉴》
记载，2015年全县乡村道路达 2209公里，行
政村通沥青水泥路占比提升至 95.24%；2020
年全县乡村道路达 2478 公里，实现所有建
制村 100%通水泥硬化路（含油路）。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以前多次听祖辈父
辈们讲述农村道路的故事。曾经的乡村，除
了贯穿部分乡镇的一两条主干道路为油路
外，其余几乎全部为土路或砂砾路，在这样的
路上行走，既费时又费力，而且还不安全。

记得我上小学、读初中时，后山里的人
一直都沿着河滩里弯弯曲曲的砂石路行走，
路面坑坑洼洼，走起来硌脚，骑上自行车经常
碎石四溅，一不小心就会溅到路上的其他行
人。这条路，中间还有一长段在河谷边的悬
崖上面，全部是土路面，而且还有一个陡坡，
晴天倒还好些，如果遇上个下雨天便泥泞不
堪，到处是水坑和泥浆，一不小心就会摔跤。
大人们这个时候最担心我们，生怕我们盲目
过河，万一被洪水冲走了咋办？2006年，家
乡门前的关麻公路终于被改建为沥青混凝土
路，而且还加宽了，沟里面也架起了大桥。家
乡人高兴地走上了油路，从此不再沿着河湾
行走。

现如今，全县到处都是平整干净的柏油
马路和水泥硬化路，乡乡通上了柏油公路，
村道与巷道全部通上了水泥硬化路，有一部
分已改造为柏油公路，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
户的大门口，大家彻底告别了从前出门“晴
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尴尬历史。

如今，城乡交通四通八达、纵横交错，不
光是农村公路日新月异，国省干道、高速公路
更是瞬息万变。其中作为交通“大动脉”的高
速公路建设速度极为迅猛。根据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 2018年 1月编纂的《宁夏高速公路建
设实录》纪实，截至 2016年，位于宁夏境内的
京藏、福银、青银、青兰、定武等主要国家高速
公路基本建成，形成以高速公路、国省道为主
骨架的“三纵九横”干线公路网和服务于广大
农村地区的农村公路网络，成为全国第11个、
西北第 2个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区。据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2016年发布的我国首
部高速公路运行大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年
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超过 13万公
里，位居世界第一。诸多快速通道的建成，有
效提高了我国交通服务能力水平，让人民群
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和舒适。

时代变迁，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
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道路交通事业蓬
勃发展，不仅给人民群众的出行带来了快捷
和便利，还强有力推动着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通达高效的城乡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产
业路、致富路、旅游路和幸福路。这一切都
源自于党的百年光辉普照。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亿万祖国人民通过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不懈努力，真正摆脱了贫困与
贫穷，走上了康庄大道，过上了衣食无忧、安
康快乐幸福的好日子。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勠力同心、接续奋斗
下，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定会书写出更加辉煌
的篇章，伟大中国梦定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作者系海原县政协委员）

（一）

雾漫东岳山，
日出西城岚，
长者云中行，
离天三尺三。

（二）

郭外秋山翠，
眼前东岳在，
不闻梵语声，
细观长者谁。

（三）

雾绕锁关山，
黄峁接蓝天，
太白观气象，
晌午祥云散。

（四）

清水河畔游，
荷花梦中秋，
石桥水清浅，
菊花更风流。

（五）

中秋长假氤氲来，
神州万民舒开怀。
喜迎党的二十大，
大地厚道秋景醉。

（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宁夏作
家协会会员、固原市政协一级调研员）

中秋感怀
杨冬青

走 在 幸 福 路 上走 在 幸 福 路 上
马 欢

《雀》韩晓莉 作（平罗县政协常委、宁夏九三学社书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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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清溪山近》张汉文 作（民进宁夏区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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