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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思想的力量——深化
伟大思想学习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
精神动力，党性的力量——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政
治信仰，方法的力量——运用群众路
线思想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工作的基
本遵循，行动的力量——践行‘四讲
四有’新标准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终
身追求”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
这对广大党员干部认清自身的力量
所在，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具有实际
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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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域
和实际工作中最为关注的 10 个重大
理论问题作了回答，如：如何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
性和当代价值；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理解文
化的实践转化与制度文明的时代建
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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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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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 菊
（通韵）

百花凋谢尔才来，

君子金秋伴画斋。

陶令吟词篱苑下，

雪芹结社咏诗怀。

药心香艳利肝气，

沁肺烹茶养病材。

寒峭傲骨黄凯甲，

霜天不畏我独开。

西 玉

阅海晨记
田连升

秋风抚阅海，

金光润清晨。

鸟鸣西山外，

云驻湖中心。

（作者系银川市政协委

员、金凤区政协委员）

何占福 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石嘴山市第十届政协常委）

丁淑萍 作 （宁夏书法家协会会员，先后
任自治区政协委员、石嘴山市政协委员）

小时候不懂这些，始终想着逃出去，挣
脱爱的束缚和家庭的温暖，独自一个人青
衫磊落行仗剑、走天涯。那时候常常爬到
山顶树梢，眺望着被崇山峻岭挡住的山外
世界，做着各种各样美好的梦！

大山深处有人家，出山的路九曲十
八弯，翻山越岭崎岖不平，村子里最好的
交通工具是一辆手扶拖拉机。每逢三六
九的集，赶集的坐车，带集的说事儿，带
东西的求情，开手扶拖拉机的司机成为
村子里最受欢迎的人，惹了他，就等于断
了自己的后路，后果想想都可怕。谁家
搞建设，拉点砖瓦木料，就得提前靠点
好，然后掌柜的跟车去拉运，家里的妇女
和娃娃做好准备。干啥？车到坡底上不
去时帮着推车！

出门在外，魂牵梦萦的还是家乡。一
说回家就愁，近乡情怯不说，家乡的路实在
是难走、车难坐，错过了三六九，只能坐班
车到坡底，然后步行十里方能回家。出门
返乡的游子，但凡有点余钱，都不能空手回

家，量力而为买点时令水果和家常用品之
类的，坐不上村子里的手扶，就得肩扛、手
提、背驼，能用的招数全用上。想想那时候
的精气神儿，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跋山涉
水走十里山路回家，却是健步如飞、归心似
箭，恨不得一步到家！

我们村子到公路上有一段土路，大
家叫它“南湾壕”。顾名思义，就是一条
长达两公里左右的长沟。天气晴朗，壕
里浮土飞扬、遮天蔽日，浮土下藏着崴脚
的坑硌腿的砖头扎车子胎的玻璃碴，下
坡路比上坡路还危险。刮风下雨，壕里
就成了泥泞不堪的水泥路，推着自行车
或者步行，都要喘着粗气，“吭哧吭哧”就
像老牛拉风匣，一步一个跟头，回到家就
成了泥猴。

冬天一场雪，壕里填得平平，看着
平平展展，其实寸步难行，步行的人只
能硬生生地在两侧踩出一条便道。正
应了那句话：“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
了，才有了路。”

谁家如果在娶媳妇、嫁女儿时正逢大
雪封山，那就麻烦了。好在山里人淳朴，一
看大雪就知道需要帮忙，到主人家吃上两
碗萝卜菜、几个蒸馒头，便拿起铁锹、木掀、
扫帚、刮板，全民动员老幼齐上阵，硬硬地
打通南湾壕，开辟连心路。

记得村子里有一户人家的儿子有出
息，找了个城里的媳妇，娶亲时要了辆班
车，主人家花了一笔钱雇了辆轿子车，到
半路不去了。勉强到了半壕车被卡住，
上不去、下不来、折不回。最后新媳妇儿
脱了喜衣换上棉袄，裤腿挽起拎着鞋徒
步到家。其他的亲戚主人包括新郎再没
顾上吃宴席，挥舞锹镐大干一场，围着客
车开辟了几十平方米，才把这个“大疙
瘩”弄动，等亲戚们吃了饭返程已是半夜
三更。以后我们村里说媳妇儿就成了老
大难，谁说起来都是“你们那地方，人想
呢，路不想！”那时候村里男女老少的人
都有一个心愿：能把脚下的路修修该多
好啊！能走上川外头的油光马路，这辈

子也值了！
时光推移十几年梦想居然成真。生态

移民搬迁开始了，村子里的人搬出了大山，
住进了整齐亮堂的红砖房，脚下踩的是平
平展展的柏油路，摩托车、电动车都不稀罕
了，家家户户都是小汽车。不怕吹风下雨，
也不怕早迟没车。一个电话过来，或接或
送，方便快捷不说，直接是心随我动、四通
八达。

现在的娃娃们出门动辄就是出租车。
有一天，我和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说：

“啥时候把车开上，娃们都拉上，回一趟老
家。到时候把车停到坡底，每个人背一大
瓶水，再步行爬一次陡路梁，走一走南湾
壕，找找过去的感觉。也让娃们知道今天
的日子甜不甜。”妻白了我一眼，嗔怪道：

“得了吧，就你现在的身体，爬不到半山腰，
就和那一年的那个轿子车一样不上不下，
还害死个人呢。”

我一时无语了！
（作者系沙坡头区政协委员）

很久没有见到雪了
就像很久没有见到故交了
很是想念

雪的样子
是那样晶莹剔透可爱
就像故交的神态
是如此亲切和蔼博爱

南方的天很是无奈
夏天 烈日炎炎酷热难挡
冬季 淫雨霏霏湿寒阴冷

这一年
就这样在纠结中度过了
这一年
就这样在难耐中告别了

终究 盼望雪
还是梦里的样子 梦里的感觉
想念故人
却回也回不去 见也不得见

（作者系自治区政协委员）

念 雪
康 锐

故故乡的路乡的路
马成龙

杨秀山 作 （农工党宁夏区委会
文化艺术支部委员、宁夏文史研究馆研
究员）

李培才 作 （农工党员、农工党
宁夏书画院副院长）

有一句歌词，多年来始终在心头缭绕：“世上的路有无数，最难忘的
是回家的路。”

是啊！风再大雨再大都要回家，因为家里有暖暖的火炕、妈妈的手
擀面、父亲手中滚烫的罐罐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