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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国
小
村
》

作者：史鹏钊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 荐 读

《大国小村》以与农民父母的日
常对话为切入点，叙述紧扣中国西北
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和一个中国农
民家庭 60 多年的风雨历程。从吃穿
住行、婚丧嫁娶等最为日常和普通的
话题开始，描绘黄土高原沟壑区一个
叫史家河的村庄的历史记忆和现实
境遇。本书既是一部中国式乡村时
代纪实作品，也是一部中国西北乡村
民间文化记忆的文化读本，更是一部
城市化进程下中国乡村现实命运的
社会学读本，凸现了当下中国乡村缩
影，是一部生动的农村社会变迁史。

绵绵和煦动云章，敢断寒流傲气扬。

约燕剪拂裁碧柳，催桃绽杏放花香。

携来丝雨山川秀，浩荡尘霾天地阳。

日朗风清泽赤县，春风有意主开航！

书画欣赏书画欣赏

“书香政协”是《华兴时报》面向全区各级政协委员、
各级政协机关和政协参加单位干部职工及离退休老同志，
搭建的文艺作品学习交流平台。旨在多方位展示政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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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889630@qq.com
电话：13895119246
联系人：郝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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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
河
记
》

作者：李敬泽

《上河记》共收录 15 篇随笔散
记，记录了繁星苍天之下的河畔、
高原、荒丘的日日夜夜；探访了时
光雕琢的渡口、寺庙、村落、山峦的
风情风貌；描绘了生机与颓败，点
拨了往昔与今世的灵魂暗通款曲，
在古老故事与鲜活日常的经验中思
考并回味，遥望恢宏壮阔的文明上
游 ，探 究 黄 河 之 畔 的 生 活 本 真 面
貌。这是一本行走与思考的心路历
程的书，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黄河之
畔、黄河人家。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缕缕春情，蒙蒙烟雨。山河添水春风许。

田园生命润恩泽，农家耕种急春雨。

果树葱青，禾苗墨绿。山川大地遵循序。

桃花流水鲤鱼肥，夏秋塞北粮丰裕！

踏莎行·春雨
西 玉

冬至才觉冷，千家深闭门。

枯杨残雾里，衰草拭霜痕。

冬 至
李高中

（作者系金凤区政协委员）

将台与将台堡同属一个地方，在不
同时期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这里曾修筑长城，以拒胡。
这里曾是瓦亭关、西瓦亭、点将台。
这里曾牛羊塞道，马牧兴达……
如岁月更迭那样，沧桑神奇，演绎

着奋进的故事。
因工作关系，我对将台堡崇敬的心

情愈加浓浓。

一

将台堡的底色是红色的，主调也是
红色的，事业亦是红色的。

一踏上广场，那 2处巨大弧形醒目
的红色介绍栏最耀眼，深深地吸引着我。

那 2块红色介绍栏对称地矗立在主
广场，标志反映了两个发生在这里的重
要历史事件。

左边主要介绍了 1936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
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在当时这里的土
广场上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1 万多名
红军指战员参加了会师大会，标志着震
惊人类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
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在这里，历史回到 1934年，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
战略大转移，即长征。西吉大地上以将
台堡为中心，先后有中央红军、红二方面
军总部、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三十二

军、红二十五军、西方野战军红一军团红
一师和骑兵团组成的特别支队、红一军
团红二师和骑兵团另一部组成的左纵
队、红一师红三团等红军队伍途经、驻扎
和开展活动，全县 3400多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有 70%以上的土地留下红军足迹，
是一块红色的热土。

右边主要介绍了 2016年 7月 18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宁夏考察，他第一站
就来到了将台堡。冒雨向红军长征会师
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并参观了三军会师
纪念馆。

这 2 处红色介绍栏犹如红色电波
穿越了长长的时空，把长征与新时代走
好新的长征路相互镶嵌，成了将台堡里
红色岁月的主题，寓意着伟大的事业永
远向上。

高大、宏伟、肃穆的会师纪念碑矗
立在广场最高处。纪念碑底座全部是红
色的花冈岩石，整个碑身除八幅浮雕外，
基本上为红色黄冈岩石砌成，最顶端略
偏向北的三尊红军雕塑像为灰红色，庄
严肃穆，栩栩如生，象征着红军三大主力
胜利会师，并汇集革命圣地延安。给人
以缅怀先烈、继承革命遗志，蓬勃向上之
启迪。

每到春夏秋日，广场上大小树木，
绿叶绽放，郁郁葱葱，还有灌木草坪绿
意盎然，与广场上的红色相配合，让广
场的红色色调更加突出，显得庄严、肃
穆、敬重。

二

由 22种花草树木组成的遗址公园，
点缀不同图案，春夏秋三季皆有花，这里
红色的、灰红色的、褐红色的花蕊也不
少。常常是红绿相间，红牵绿、绿配红，
把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红色意境通过花
体现出来。这里，几处会师时的红军领
导人的借宿故居，展示了当时红军指战
员的运筹帷幄，在这里成就了震惊中外
的重要事件。还有几处红军帮助群众挑
水，保卫会师安全的雕塑，栩栩如生，飒
爽英姿，让人们十分敬佩。

对面高大历史久远的古堡，一个诸
多古堡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古堡，如今成
了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的核心
部分。

登上台阶缓缓而上，穿过厚厚的堡
墙，迈越门槛，便是由诸多“1936·10·22”
的红色地标环绕组成的日晷，把北大门
与纪念馆直线连接起来。

日晷是古代人利用太阳投射在指
针上的影子来测量时间的一种仪器，四
周都刻有“1936·10·22”，是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胜利的结束之日，也是红一方面
军与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的时间，
这样的建筑设计旨在告诉人们，牢牢铭
记这个有意义的重要日子、重要的时
刻。也让人们重温上世纪 30年代，中国
大地上发生的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
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

又一个发生在上世纪 90年代的事
件。为修建纪念园，由当时经历过将
台堡会师的老将军、老红军及当时在
宁夏工作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题词，
组成的将军翰墨园，共有 37 幅。“群英
荟萃，将台辉煌”“发扬长征精神，继承
红军传统”“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将台
堡会师树丰碑”“战地重游六十秋，长
征精神代代传”“长征精神，世代相传”
等，这些十分珍贵的题词和黑色墨宝，
以红色为底色做墙面，排列有序。凝
视一幅幅墙面的红色题词，似乎置身
于那个为人民谋幸福而奋斗、而战斗、
而努力的火红年代，让“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付诸中华大地的红色飘带高
高飘扬。书法的刚毅，字体的独特，在
红色的底色下熠熠发光，照耀前进的
征程。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将
台堡会师意义的高度评价，希望红军
业绩万古流芳，长征精神世代发扬、永
放光芒，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起这些题词是多么的不易啊。
那是 1996年，西吉县专门派工作小组赴
京，拜访联系当年的老红军领导，回忆将
台堡会师情况，并恳请题词留作纪念，才
有了这个将军翰墨园。贺龙元帅的夫人
薛明同志代表贺龙题了词，其纪念意义
便是另外一种情怀。

如今，这些珍贵墨宝成了绝笔，成
了教育后人的革命文物。

（作者系西吉县政协委员）

姚国雄

（一）

（通韵）

风雨润泽春令，朝晖灿烂明霞。

农家乘势要谋划，种子化肥防假。

山地“二牛抬杠”，川原机具耕耙。

春耕播种抢韶华，展望丰收庄稼！

西江月·春播
西 玉

（通韵）

春风颂春风颂（通韵）
西 玉

《脊梁》马成功 作（宁夏美协会员、固原市美协
副主席、隆德县政协委员）

▼书法 潘 东 作（平罗县政协委员、石嘴山市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汪雪莲 作（中国民协会员，农工党宁夏书画院特聘书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