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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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政 协
SHU XIANG ZHENG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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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节日仍战斗在
抗疫第一线的白衣战士们

宗 西

（一）

爆竹声中疾患除，

“阳关”历尽众生苏。

征袍三载未曾脱，

碧血丹心报国图。

注：阳关，指新冠由阳转阴之关。

（二）

白衣执甲力降凶，

生死相依情最浓。

万户千家团聚日，

携来春煦暖寒冬。

瑞雪纷飞庆两会（外一首）

宗 西

旌旗鼓乐凤城徊，

祝捷声中盛会开。

玉树琼花妆塞北，

纷飞瑞雪报春来。

塞上初雪
飞雪舞长天，

银装骏岭巅。

吉年兆丰稔，

扫疫解民悬。

注：骏岭，贺兰山之别称。

癸卯兔年迎新
宗 西

虎跃壬寅盛会开，

兔衔仙药扫魔来。

宏图泼墨丹青绘，

春满神州簇锦裁。

■ 荐 读

作 者：张 丁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书以时间为轴，分三个时
间段整理收录了包括赵一曼、
徐特立、孔繁森、钱学森、刘淑
珍等一百位党员的家书。这其
中包括老一辈革命家、牺牲的
先烈、革命军人和各界党员，构
成了 100 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
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
而不忘初心、接力奋进的历史
群像。同时，从侧面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 100 年来带领人民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
斗历程。

周红乾 作 （西夏区政协委员）

牛尔惠 作（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协会
会员、民盟宁夏书画院院长、自治区政协委员）

书画欣赏书画欣赏

《初春》水彩画 王永晟 作 （固原市政协委员） 张彦峰 作 （西吉县政协委员）

故乡的泥土
张旭东

捧一把故乡喷香的泥土紧紧地
紧紧地贴在胸脯
那里有父亲滴落的汗水
那里有母亲操劳的心酸
那里有玩伴们的欢歌笑语
还有日落西山村落里袅袅炊烟
捧一把故乡喷香的泥土紧紧地
紧紧地贴在胸脯
那里有崖畔 小溪 河流
那里有麦浪 草丛 羊群
那里有草根的气息田野的芬芳
还有一望无际的苜蓿地
我如同一枚飘零的叶，渐行渐远
长长的思绪空荡荡的心田
攥紧一包故乡的泥土，贴近胸口
慰藉漂泊的灵魂
此刻 惆怅如山涧的雾搅动每一寸神经
故乡的泥土就是一本书
需要一生的时间去阅读去感悟
（作者系西吉县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作 者：张占斌 薛伟江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本书立足于中国治理为什
么“能”、中国治理之“道”何在，
从九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治理的
特点，研究了中国治理的理念、
内容和举措，得出了中国治理
的独特性优越性源自以人民为
中心这一根本立场、观点、方法
的结论，提出新时代背景下深
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各方面具体
治理政策建议。

奋笔耕得四时春奋笔耕得四时春
——读刘风雪《云卷云舒四时春》一书有感

吴文彪

年前，同为自治区政协机关退休干
部的刘风雪同志，赠送我一本他新出的
作品集，当时正值在家防疫静默，有同
事大作可拜读，不啻是一件快事。当我
一口气读完风雪同志所著《云卷云舒四
时春》30万的文字后，心中几多感慨，就
想到这个题目，谨借《华兴时报》一角作
点表达。

首先感佩于风雪同志经年笔耕不
辍的勤奋精神。《云卷云舒四时春》由全
国政协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编排装帧
都相当讲究，全书分为“所读所学”“所
感所动”“所悟所启”“所见所闻”“所知
所传”“所作所咏”六个栏目，收录了风雪
同志自上世纪 70 年代初至今 50 年间的
200多篇作品，其中有散文、评论、随笔、
文史、小说、诗词等，可谓体裁多样、内
容丰富，读来让人长知识、辨经纬、鼓正
气。风雪同志与共和国同龄，有着勇往
直前的奋斗经历，他幼时家境贫寒，书
只读到初中，不到 16 岁就当了工人，恢
复高考的 1978 年靠自学考入宁夏大学
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教师，1986 年调入
自治区政协机关，先在秘书处工作，后

参与筹办《宁夏政协报》（今《华兴时
报》），当过编辑、记者，而后相继担任自
治区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民族宗教
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并任过多位政协领导的秘书，到
2009 年在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
任上退休。从书中可以看出，在这样漫
长的时间跨度里，风雪同志无论做工
人、上大学，还是教书、当机关干部，都
在勤奋笔耕。当然，耕来自于读，有书
读才能更好笔耕。而共和国的同龄人
们，儿时常见的课外读物，也就是小人
书（连环画），为能到书摊上开心一读，
平日里还要努力多攒几分钱。当能读
文学作品了，买不起书就想着法借，上
小学六年级的刘风雪为借一本小说《红岩》，
暑假从新城步行 10多里到老城，找不到
同学家的确切位置，只得空着肚子在路
边水泥管道过夜，第二天一直找到同学
借上书又步行 10 多里回到家。书中这
段记叙，写出了他少年时代对读书的那
种渴望。大致就是在这种如饥似渴的
状态下，风雪同志读过不少中外作家的
小说，他读大学时写下的《文苑漫步》，

赏析赵树理、柳青、王汶石、马烽、西戎、
李準、孙谦等中国名家写农村题材的作
品如数家珍，足见其读书之多。看风雪
同志所作所咏的诗词，当工人时就写出
许多热情豪迈的新体诗，往后又抒写七
律、七绝等古体诗，还填写了念奴娇、满
江红、水调歌头等词牌，能感受到他对
文学的喜爱和所下的功夫。几十年一
路走来，他且读且耕，便积淀了这部自
选集，笔下尽展四时春色，也折射出自
己的人生风采。

再是感佩于风雪同志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的孜孜追求。在岗时，他致力于
本职工作，同时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
写作上，常有作品见诸报刊。他笔下的
亲情友情同事之情，至爱昭昭、挚诚然
然，他谈史论今弘扬文明、针砭时弊，有
理有据言辞犀利，他创作的散文和小说
颇有意蕴，使自己走进宁夏作协会员行
列。当退出工作岗位后，风雪同志仍倾
心于读书写作，他的作品集收录的不少
篇目就是退休后所写。“自退休后，基本
上每天凌晨休息，有看不完的书，学不完
的知识……我要活到老、学到老，不叫一

天虚度”，这是风雪同志在书中的告白。
他还迈开双腿，游历祖国山川，走出国门
参观，写下了《俄罗斯、北欧散记》《澳洲
掠影》《湘西印象》《走进西藏》等纪行篇
章，终于在古稀之年了却心愿，把自己的
亲闻亲历所感所悟，集于尺牍之中，奉献
给各位读者。我特别注意到，风雪同志
在他著作的封底写着这样的一段话：“人
的高贵，来自于灵魂，只有注入高贵的灵
魂，我们的事业和人生才会得到强大的
动力之源和生命之源。强大的精神力量
是生命画卷的调色板，生命因此而多姿
多彩、光彩照人。”我想，这应该是风雪同
志对人生追求的一种概括。

崇尚读书学习是人民政协的光荣传
统，建设书香政协是新时代的必然要
求。我们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
包括离退休的老同志在内，都能为书香
政协不懈耕耘，书香园地自然会满园芬
芳。刘风雪同志为之努力了，是我们政
协老同志在这方面学习的榜样，在此不
揣浅见为其点赞，祝愿他老当益壮，今后
更加身健笔健，时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作者为自治区政协机关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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