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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家乡的回信到了，潘黎明一把扯开信
封，信纸上只有一行字：你母亲带着弟弟外出
讨饭，去向不明。刹那间，1929年那个夏天的
一幕再次浮入脑海：他抹着泪水，头也不回地
赤着脚跑去参加红军队伍，身后的田埂上是垫
起脚来望眼欲穿的母亲，旁边是牵着衣角的弟
弟。这样的锥心之疼，让他痛苦地弯下了腰。
回到家中，他小心地征求了新婚妻子的意见。
出乎意料的是，年轻的妻子很明事理，说：
“咱妈 和弟弟，我们不去找 ，还指望谁去
找？”

有了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潘黎明立即给组
织上打了转业回乡报告，阐述了原因。组织上
虽然不舍这位作战勇猛彪悍的老连长，但也考
虑到他的身体原因和思母之情，在开具介绍信
的时候，特意交代，拿着这个介绍信到南京华
东军区司令部驻地去报到，按照政策，可以要
求在南京、合肥华东野战军大机关或金寨县城
安排工作。潘黎明心里想，母亲和弟弟又不在
南京、合肥和金寨县城，这里条件再好又有什
么用。在婉拒了众多首长和战友们的盛情挽留
后，潘黎明带着妻子直接回到老家——— 花石大
湾。故乡的风、故乡的山野扑面而来，还是当
年的那个味道，但他无暇徜徉其中，因为母亲
和弟弟还没有消息。

望着地上的一些残垣断壁，潘黎明的大脑
是一片空白，这可是老家原来的房子啊。夫妻
俩问遍了村里的老人，大家都不知道母亲和弟
弟去哪里讨饭了。心中虽是焦急，他却不慌，
这也得益于长期的一线指挥经历，养成了缜密
分析判断问题的习惯。自己参加红军走后，无
论是国民党军卫立煌所部还是地主还乡团都不
会放过母亲和弟弟，被烧成白地的老屋就是见
证，他们在老家肯定是待不住了。母亲胆小，
倒也谨慎，他们要饭肯定不会去管辖花石的六
安县六区北面、东边的古碑、槐树湾还有麻埠
等地，这些地方熟人多，容易被人认出来。商
城那边的顾敬之民团残酷异常，估计也不会
去。那么就只有南面的湖北这一块还安稳点。

确定了方向，事情就好办了。讨饭这个行当

潘黎明也不陌生，自己8岁时，不也跟着母亲讨
过饭吗？更何况现在解放了，再也没有国民党军
和地主民团了，虽然还有点土匪，倒也不值一
哂。横亘在南面的马鬃岭要是与雪山、草地比起
来更是不值一提，虽然现在腿脚不灵便了，但是
手中也有一根得力的拐杖。

早春的马鬃岭乍暖还寒，山脚向阳处的树梢
枝头只散落几点鹅黄，一个中年人正踏着寒铁似
的石头小路踽踽独行，走得热了，倒也不急，用
拐杖顺势从石头上敲下来一个倒挂的冰凌，解解
渴；重重地呼出几口白气后，继续赶路。寻母的
路上，潘黎明看到那些讨饭的人，就心酸，忍不
住上去接济一下，然后打探母亲的消息。时间久
了，英山、罗田和金寨交界地区要饭的人，都流
传起来有个姓潘的好心人在寻找母亲和弟弟的消
息。

“父亲去世也有些年头了。”潘义强有些哽
咽，“在哪里找到奶奶，怎么见得面，也记不清
了。”或许就在山涧溪水边趴下去喝水时，一抬
头便是母亲的泪眼；或许就是在街角屋檐下，脱
下鞋子磕磕里面的泥土刚起身时，一扭头便是弟
弟乞讨的手；又或许夜半破庙，蜷缩的人群，翻
下来一个年轻人，跌在清朗的月亮里，就是弟
弟。或许，或许，都已不重要了。母亲和弟弟找
到了就好。

1957年，组织上将潘黎明调整为金寨县副县
长，分管转业、复员军人安置等工作，直至
1968年。在此期间，他因为一头猪的事情，先
是被人冤枉举报，后又被人们所称赞。

1962年春节前，金寨县委和政府要召开烈
军属会议，县政府食堂让食品公司提供50多公
斤猪肉。食品公司的张经理可愁坏了，搞“大跃
进”，人的口粮都成问题，哪有东西去养猪啊？
只有到街上去打听，一打听，也有几家喂了猪，
其中就有潘县长家。

潘黎明布置的任务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
这里，望着哭丧着脸的张经理，他又于心不
忍。家里养了猪是不假，而且还挺肥， 1 50来
公斤吧。可这猪是全家人的宝贝，在东北当过
护士的媳妇刘淑云，把这“猪祖宗”照顾得无
微不至。“张经理！”潘黎明一挑眉毛说，
“那你们就买个50来公斤的小猪，杀了不就好
了吗？要不你去找省军区后勤部李春华，用小
猪崽换一下？”“县长，不瞒你，我们食品公
司是有50公斤左右的小猪，但是猪没有膘啊！
还有要杀三条小猪才够50公斤肉啊。”没有膘
的猪肉大家都不喜欢吃，炒出来的菜还没有油
水，这倒是实情。“县长，李春华要两条小
猪，不然不换。把你家的猪杀了，我们只买50

公斤肉，剩下的你留着给孩子们吃。”盘算了
一下，自己两口子和孩子们少吃点或者不吃，
给母亲和弟弟家也够了。

晚上，在大湾的叔叔又驮走50多公斤肉，
孩子们望着所剩无几的猪肉，都气鼓鼓地不作
声。“老潘，猪肠子洗好了吗？你要快点，猪血
都快结住了。”刘淑云弯着腰端着一个大锡盆进
来了，“都来帮忙！”孩子们都好奇地围过来
了，一闻，喷香扑鼻，便又喜笑颜开。原来刘淑
云早就想好了，留下猪肚、猪肝、猪肠子，把猪
其他的内脏和下水洗净后，切成丁和着葱姜蒜
沫，搅和在这一盆放了盐的猪血里。潘黎明赶紧
把洗净的猪肠子端了过来，在肠子外面攥住大漏
斗，刘淑云手巧，呼啦啦往里倒猪血，然后胳膊
几挽几不挽，像织毛衣理线团一样，猪肠子便在
孩子们的欢呼声中鼓了起来，大孩子们慌不迭地
给排气和系绳子。刘淑云边灌边告诉孩子们，这
在黑龙江外公外婆家那里叫血肠。

来年季春，心有歉疚的潘黎明赶快到食品公
司挑了一头最大的小猪崽买回家，小女儿看见
了，从门上撕下一块红纸高高兴兴地贴到了猪圈
门上。

一转眼，到了 1 963年4月，全县开展“五
反”运动，有人举报说，潘县长从食品公司买了
一头大肥猪，贪污腐化。潘黎明没有慌，张经理
倒慌了，赶紧拿着发票底根拽着县委经办的董庆
云，还有李春华去会上说明情况，买潘县长家肥
猪肉是每公斤1 . 46元，潘县长买猪崽是每公斤
1 . 56元。末了，张经理回过头来小声说，今年
召开烈军属会议的猪肉估计还要麻烦潘县长。
“我同意不同意，不要紧！”潘黎明续了一口
茶，“你要去问问我女儿同意不同意。”会场
上，大家都笑了。

1 0多年过后，弟弟家的 7个孩子逐渐长大
了，潘黎明也退居二线了。他们每到正月里就给
大伯拜年，望着一桌子坐不下、坐了两桌子的家
人，潘黎明很开心。这个时候，有的侄子、侄女
就动了心思，临走时托婶娘和大伯带句话，能不
能想想办法吃个商品粮。结果第二年正月里吃饭
的时候，开始还吃得好好的，末了发了一通火。
“你们要去当兵，只要体检没问题，我支持！”
潘黎明把筷子往碗上重重一架，“但是要吃商品
粮，不可能，凡事都要按制度、按政策、按规定
办！”侄子、侄女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告辞，溜
之大吉。

1978年12月21日，潘黎明去世，被民政部授
予“革命烈士称号”，安葬于金寨烈士陵园。但
是他的“两个半生”的故事，却在金寨广为流
传。 (下)

位于金寨县全军乡全军村境
的大团山，相传原叫团鱼山。团
鱼者，即指鳖，又名脚鱼、甲
鱼、王八，是当地人对这种爬行
类动物的一种形象叫法。登高俯
瞰，大团山的确神若一巨大龟
鳖，正俯首趴在两山之间。

根据全军周边民间故事梳理
发现，大团山还真是有些神奇来
历，不只是一个团鱼山的叫法那
么简单，其中就有被淹没在历史
长河中的一段神话。这段神话应
与龙子有关。

据说，天上玉皇曾下旨东
海，限大龙子赑屃在三个时辰内
将金刚台驮往天庭、以壮天宫威
仪。赑屃领旨后便不敢怠慢，迅
疾腾云西行。熟料在行至如今全
军地界时，突见前方乌云翻滚、
飞沙走石、血雨腥风、惨呼连
天，赑屃旋即顿足，却发现原来
是一条孽龙在此作祟、大肆祸害
生灵。身为大龙子的赑屃，生性
本就刚猛无邪、体惜众生，岂能
容忍孽龙凡间兴风作浪。于是，
赑屃便俯冲而下，与残暴的孽龙
战在了一起。这一战，持续了三
天三夜。鏖战中，赑屃发现这条
孽龙原是万年蛇精所化，道行已
然不弱于己。为了帮民间除害、
维护一方安宁，赑屃不惜耗损精
元，最后拼力一搏，终将孽龙击
败，打入一龙潭(今全军龙津溪
地打龙潭)中被永久封禁。由于此战耽误了
圣差，也是为了增压孽龙，赑屃便毅然对
着咫尺之遥的悬剑山道场黄龙真人以神技
传音，请托黄龙真人代为向玉帝请罪，同
时还要黄龙真人上禀自己愿永留人间，随
即便伏地不起。千万年过去，如今的赑屃

早已化着一座小山。这座山，就是今天的
大团山。

言罢大团山的前世，再说说它的今
生。自赑屃镇守孽龙以来，全军境地一直

风调雨顺、福泰安康。尤其是
由鼋而化的大团山，至今仍不
懈造福一方，使全军村一带渐
成一块被称为“金盆照月”的
洞天福地。

1975年，河南陈明松在这
块福地上办起了“大团山茶
厂”；2016年，陈明松在“金
盆照月”上注册成立金寨县全
军乡大团山茶叶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成为致富一方的茶产业
经济支柱。陈明松的茶厂及由
他领衔的茶叶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是一家集茶树良种研发、
无性系茶树良种繁育、名优茶
研究、生产制作、货物进出
口、品牌销售、连锁经营为一
体的专业化茶业明星企业，荣
获安徽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安徽省扶贫龙头企业、
安徽省专精特新择优企业、安
徽省名牌产品和安徽省著名商
标持有者多项荣誉，同时还是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理事单位、
安徽省茶叶流通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安徽省扶贫开发协会理
事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单位。“中国首席军事评论
员”张召忠将军、安农段建真
教授等十数名人都曾来此并为
大团山欣然题词。

现在的“大团山茶厂”，
主要产品除了有蜚声全国的金

龙玉珠、金寨剑毫、金寨白茶、金寨红茶
外，还新开发出几乎失传的蓝茶生产技
术，填补了一项名茶空白。自2021年，陈
明松又依托“大团山”，全力推进以“茶
旅一体化”为载体，按照茶旅一体共建
设、茶旅一体共营销、茶旅一体共发展的
思路，推进乡村旅游产业与茶产业发展共
同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乡村振兴而积
极贡献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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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庄连”老连长：

潘黎明的“两个半生”
任少松 王亚丽

四月，遵照社区要求，足不出户，在
书房静心读书。一天翻看六安市老新闻工
作者协会编辑出版的《岁月追怀》丛书，
发现每一集都收有王国信的文章，有的集
里还收两三篇。这引起笔者再“读”这位
老朋友的兴趣。

王国信从1959年就开始给报纸、广播
站(台)写新闻稿子，而本职是行政工作，采
写稿件是兼做的。但他热爱新闻工作，所
以成果丰硕。他在《我的新闻情缘》中写
道：“我没有当过报纸的编辑、记者，却与
新闻结下深厚的情缘。读报、写稿成为影
响我终身的良好习惯，新闻写作与我的人
生道路紧密相连。”

报纸通讯员与报社记者只是工作单位
不同，为报纸写稿的要求是一样的。通讯
员和记者都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强
的党性，善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有透过
现象看本质观察问题的敏锐力，还要有一
定文字表达能力。这些新闻工作“基本
功”的磨练，使国信的理论水平、思想政
治水平及处理工作问题的能力和文字表现
力，都随着向报纸供稿的增长而提高。50

多年来，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国信都坚
持结合工作为报纸写稿。

国信热爱新闻事业，采写稿件的执着
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些以办报办广
电为职业的新闻人。所以，在1997年六安
地区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时就吸收他为
会员，并推选他为常务理事。在第二次会
员代表会上又推选他为副会长，看中的是
他对老新协活动的满腔热情和对协会作出
的贡献。

我更欣赏的是他退休后办霍邱老年大
学的精彩篇章。他虽从师范学校毕业，但
从未涉足过老年教育。如何不负县委重
托，使老年大学在前任奠定的良好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受到老年朋友欢迎，是他到
任时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身规律。国信为认识、把握老年教育的规律，发
挥善于学习和精于调查研究的优势，反复钻研积极老龄化理论、老年教育
理论、老年保健学及老年心理学，结合学校实际，研究探讨办学路子，付
于实施，满足老年朋友求知求乐的需求，使霍邱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增加
到29个专业，教学班级达到39个，学员数达千人以上。在同仁及学员们的
共同努力下，霍邱老年大学蒸蒸日上，先后荣获安徽省首批老年大学“示
范学校”、安徽省老年大学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示范老年大学等荣誉称
号；本人也于2009年被评为“全国老年教育先进工作者”。

国信在五彩缤纷的退休生活篇章中，更令笔者叹服的是他对党的事业的
忠诚，对农民工及劳务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霍邱县是农村农业大县，常
年有几十万农民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城市打工。这虽是向农村贫困宣
战、改变农民命运、满足经济发达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伟大壮举，但也存在着农民工子女升学、居住、在某些方面受歧视及
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等问题，导致农民工成为城市弱势群体。这使出身农民
家庭、对农民有深厚感情的国信，十分忧愁。

于是，从事新闻宣传几十年养成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奔赴沿海城市进
工厂、下工地、走街串巷采访农民工，察看他们工作生活状况，俯听他们
的心声，用生动笔墨总结、宣传通过刻苦学技、勇敢打拼获得成功的人士
的经验、事迹，激励人们勇往直前。同时，他撰写数十篇有关问题的调查
报告及关于劳务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章，《安徽省霍邱县农民转移30年演变
及其启示》一文获得安徽省改革开放30年征文一等奖，刊发在《中国劳动
与社会保障》杂志上的《两代农民工之比较》一文获得该刊一等奖。

近20年来，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新闻报道、通讯、调查报告、言论、
散文等，约二三十万字。“退休
并不是人生的终点站，只是人
生的一个转折点。退休后，自
身仍有潜力可挖，只要主动和
善于安排自己，选择自己有兴
趣的事干，并沉醉其中，你就会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
之将至’”。

我的姥姥已去世多年，很早就想为
姥姥写点文字，关于她苦难的童年，关于
她的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姥姥于民国7年(公元1918年)出生
在太平山潘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
时的太平山还属于河南省商城县管辖。
在姥姥七八岁时(大约1927年)，太平山
一带成为著名的立夏节暴动的策源地。

大约在1928年，姥姥的母亲因贫病
交加去世，第二年父亲因为参与国共纷
争被杀，留下三男一女：姥姥的大哥 15

岁，二哥13岁，姥姥10岁，还有个8岁的小
弟。大哥参加了红军，随部队转战在大别
山区。二哥体弱多病，脑子也不太灵光。
反动军队进入太平山地区，参加革命的
人一律被杀，家属被抓，房屋一律烧光。
姥姥带着二哥和小弟四处躲藏，最后躲
在潘家湾对面河边的乱草丛中。

他们亲眼见到国共双方的战斗。战
斗持续了五个昼夜，姥姥兄妹三人在草
丛中藏了五天五夜，他们只有在枪声平
息的间隔偷偷出来到附近的地里扒几个

红薯充饥，渴了到河里渴几口凉水。到了
第六天，战斗似乎结束了，大半天没有听
到枪声。半夜时分，姥姥带着二哥和小弟
从乱草丛中钻出来，摸回潘家湾。

全湾一片焦土，断壁残垣，不闻人
声，也没有狗叫。他们顺着熟悉的小路来
到汪下湾，和潘家湾一样，也是一片死
寂。他们继续向上来到汪上湾，隐隐约约
地看到有点亮光。全湾只剩半间瓦房，有
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坐在火堆旁发呆，三
个孩子进来，老爷爷并没有感到吃惊，对
他们说：“兵荒马乱的，能活着就好！”说
着从火堆里扒出一个熟透的红薯，让他
们吃，兄妹三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
多年后姥姥经常提起这只红薯“那是世

上最好吃的东西。”
再说姥姥的大哥是红军战士，随部

队在斑竹园、汤家汇等地与国民党军队
殊死战斗，他听说父亲被杀，三个未成年
的弟妹下落不明的情况后，请假回到太
平山，几经周折找到了弟妹。一天他带着
我姥姥来到白沙岭，找到我姥爷家，央求
姥爷的母亲收留妹妹，给妹妹一条活路。
大哥跪下来磕了个头，兄妹二人挥泪告
别。大哥带着二弟和三弟远走他乡，另谋
生路。自此，姥姥在姥爷家做了童养媳。

姥姥19岁时与姥爷成亲。姥姥姥爷
结婚后20多年内生育了十几胎，活下来
的有四男五女。身为人母的姥姥展现了
强大的力量，孝敬公婆，哺育儿女。舂米、

磨麦 、纺线、做鞋、煮饭、喂猪、兴菜
园……裹着小脚、身材姣小的姥姥做起
事来总是一路小跑。

我记忆中的姥姥已是中老年时期，
一米五左右的个子，小脚，说话轻声细
语。我不知道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姥姥
的模样，我常常想：这样一个瘦小柔弱的
女人，如何能战胜险恶的命运，并且养育
众多子女，让他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姥姥的后人已经开枝散叶，蔚为壮
观。我家几个舅舅家几个姨娘家，已经发
展到第五代，共计近百人。后代子孙都在
为国家为社会做着应尽的贡献，也有出
类拔萃的。我想姥姥也该含笑九泉了吧！

我不知道姥姥叫什么名子，也许是
那个时代女人根本就没有名字，查一查

“周氏宗谱”，姥姥叫“潘氏”，查一查墓
碑，姥姥是“潘老孺人”。在中国正是一代
一代像姥姥一样有氏无名的弱女子，使
得我们这个民族穿越历史长河，战胜艰
难险阻，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我 原 来 不 喜 欢 钓
鱼，二弟和侄儿非常喜
欢，已到半月不钩心发
痒，一月不钓心发慌的
地步。他们有时钓鱼多
了，就送给亲戚和朋友。
2019年有一天，二弟为
我买了新钓杆，一切准
备妥当后，强劝软磨带我到乡下一个自然水塘一
起钓鱼，从那时候起，我对钓鱼产生了兴趣。近两
年经常钓鱼，我总结出钓鱼有五大好处。

一是能陶冶情操。钓鱼是一种有趣的娱乐活
动，要爬山涉水寻找钓鱼最佳地点，要与山野、江
河、水塘为伴。钓鱼中，当鱼儿咬钩，一条活蹦乱跳
的鱼被钓上岸后，使人欣喜不已，心情十分愉悦。
凡是垂钓者，不管钓多钓少，都乐此不疲，有时不
吃饭也要坚持到底，其中原因在于钓鱼不仅能养
神健身，还能陶冶情操。

二是能神清气爽。在清静的水塘边、小河边钓鱼，
能与蓝天碧水、树木花草虫蝶为伴，能与鸟语、蛙虫鸣
唱为伍，就有心清气爽、神清明目、心旷神怡之感。有
一天，我们在农村一个荷塘钓鱼，看见一群活泼的小
鱼在荷叶下游来游去，此刻，我忘记了伤愁，心里非常
放空。钓山钓水，淡泊宁静，达到物我两忘的意境。

三是能磨练心性。平时经不住各种诱惑，心似
乱麻，困苦不休，钓鱼时人不离竿，竿不离线，两眼

看着鱼漂，全身心贯注，远
离烦恼，抛弃杂念和欲望，
使内心清静淡定。一篙一撸
一叶舟，一丈长竿一寸钩，
一拍一呼复一笑，一人独占
一江秋。这是清代纪晓岚写
的十个“一”字诗，是对钓鱼
人忘情垂纶的生活写照。

四是能锻练体魄。钓鱼时身体要不断变化体
位，时而站立，时而坐蹲，时而行走，时而抛竿，动
中有静，静中有动，如此动静结合，刚柔相济，身体
各部位都能得到锻炼，对调节心态、改善睡眠、增
强体质大有裨益。

五是能认识朋友，增长知识。经常与钓友探讨
切磋，交流钓鱼技能，总结经验，不仅认识了朋友，
还能学到钓鱼要远离高压线、远离被污染河塘、避
免雷雨天钓鱼等知识。

在钓鱼过程中，我喜欢上了德诚禅师的一首
诗，“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深水冷
鱼不食，满船空载明月归。”这是描写深夜在船上
钓鱼的场景。深夜了，坐在船上钓鱼，船舱装满了
月光，你会在意有没有钓到鱼吗？你会因没有钓到
鱼而失落吗？

人生是一次旅行，每人都是岁月的归人，垂钓
是一种安静，只有内心安静，才能身心丰富，人生
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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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 鱼 之 意
宋明林

王王勇勇 摄摄

清晨，晨雾还未完全散去，远处的山坳间一轮红日探出半张
脸，阳光似乎和薄雾商量好似的温婉含蓄地洒在小镇上，生怕扰
了谁的清梦。耳畔漫水河、清水河两河交汇处，两位“老朋友”正
乐此不疲地分享着上游带来的故事，熟睡了一夜的小镇此刻睡
眼惺忪。

走上长青桥，一丝凉意漫上脸颊，想起昨夜西山学堂里研读
的大别山史志，我放缓了脚步。如今这片宁静安详的小镇，曾经
书写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这里见证过西镇暴动前夕农
民赤卫队肩扛义旗、手拿大刀、振臂高呼“暴动、暴动、暴动”时的
激愤场景，从此“霍西半壁，变为赤区”；这里见证过旅长皮定均
一心向党、指挥部队破釜沉舟、转战千里的无畏场面，成功完成
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成功突围的命令，造就了“战争史上的
奇迹”；这里见证过金东县139名指战员在平田清水河河畔遭敌
伏击顽强拼搏、浴血奋战时的悲壮场面，55人壮烈牺牲，长眠于
古峰尖公安烈士墓供后人永久缅怀。这里还见证过很多很
多……

“他们都是大英雄！”稚嫩的童声打断了我，不知不觉已走到
西镇暴动纪念馆前的红廉步道，不远处小女孩抬着头，瞪大眼睛
聚精会神地听着父亲讲述舒传贤等人的故事。

放眼望去，13盏形似革命火炬的“廉灯”映入眼帘，每盏廉灯
里都记载着一个红廉故事，常常能看到家长带着孩子驻足于此，
这里已成为老区人民传承红廉文化、唤醒红色记忆的主阵地。这
里有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者汪维裕、喻本固，有出身穷苦组织农
民暴动的方小五；有严守纪律的皖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舒
传贤，有廉洁自守的我党高级领导人徐海东，等等。他们无一不
是在白色恐怖、烽火岁月中坚定信念、坚守底线、以身作则，生动
而全面地诠释了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初心。

当初老区群众知道政府要打造红廉步道纷纷献策，“现在的
路灯太暗了，晚上看不清红廉故事”“不能简单地更换，要让大家
一看到灯就想起那段红色历史”“这里是红军的故乡，当年红军
头戴八角帽干革命，就设计成八角帽上的红五星样式吧”，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承载老区人民智慧的“廉灯”就这样敲定了。如
今，每到傍晚清水河畔13盏“五星灯”散发耀眼光芒，舞蹈声、孩
童们的嬉闹声响彻西镇，13盏“廉灯”默默伴在一旁，照亮老区人
民前行的路。

红日已升至山头，倔强的雾气也已散尽，四面青山浮现，我
迈着轻快的步伐已到达清水河对岸，红廉步道全景映入眼帘。这
里不仅有红色廉洁故事、红色历史文化，还有正将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漫步西镇
葛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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