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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赤南县三区四乡苏维埃游击队
里，有一支竹根河游击队，30多人。雷伟和就
在这支游击队里。
竹根河，是史河的主要支流，由无数条

竹须般的溪流汇成的一道山间小河。它从斑
竹园缓缓流出，经丁家埠，注入史河。活动在
竹根河上的游击队，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崛
起的，又是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成长的。

1933年夏秋，住在西家大山以东钟铺湾
的敌人，常常跨过竹根河，进入界碑冲，前往
蔡家畈一带“清剿”。因为那里是皖西北道委
一路游击师活动的地方。敌人每次都是早出
晚归，来回过竹根河，游击队站在林家岗上
看得清清楚楚。特别在傍晚时分，敌人背着、
提着、挑着从群众家里抢夺来的粮食、瓜菜、
鸡鸭等，游击队员见了，胸中燃起万丈怒火，
恨不得杀绝这伙横行乡里的白狗子！
终于，游击队想出一个惩治的办法———

专揍白狗子的“屁股”。
这天傍晚，敌人在蔡家畈折腾一天后，

经竹根河山区的大路返回钟铺湾。竹根河山

区的所谓大路，其实很狭窄，敌人成单人纵
队行走，队伍拉得很长很长。白狗子们带有
抢来的老母鸡、南瓜，还有山果，一路大摇大
摆，趾高气扬。队伍后尾的一些敌人来到了
河边，有的解下绑腿，脱下鞋袜，准备下水；
有的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把枪放在地下，悠
闲地抽烟聊天、哼小曲。这时，隐蔽在山林里
的游击队，趁其不备，猛然射击，只一刹那功
夫，干掉了十几个敌人，还缴获了钢枪。等到
前边的敌人发觉了，游击队早已跑得无影无
踪。敌人一走，游击队就下河缴获胜利
品——— 从敌人尸体上剥下一套套军装，留着
开展伪装战术之用。
采用这个办法果然有效，游击队取得了

一些胜利。但到后来，敌人每次进竹根河时，
便在山林里隐蔽一个连作为后卫，这样，游
击队揍“屁股”的办法就失灵了。不过，游击

队对付敌人是有办法的，很快在黑石崖上又
显神威。
这是193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敌人又一

次外出“清剿”回营，顺顺当当地涉过竹根
河。雷伟和听到有个家伙高兴地说：“今天，
我们终于可以一路平安，畅通无阻了！”

“砰！”突然，竹根河上空一声枪响，队伍
尾后的一个白狗子应声倒下。

“砰！”敌人还没有弄清发生什么事，又
一个白狗子倒下了。

“砰！砰！砰！”白狗子一个接一个倒下
去。
这下，队伍就乱套了，有的钻到山边的

林子里，有的趴在地上。
敌人发觉枪弹是从河东山上射来的，可

是仔细瞅瞅，只看到一片黑乎乎的草木丛，
烘托着那块高高的陡峭的黑石崖，像是大别

山的一个巨人，巍然挺立在那里，怒视着他
们。敌人摸不清这山上究竟有多少游击队，
更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打法，于是丢下十几
具尸体，一个团的人急忙逃跑了。
第二天，敌人要向游击队示威了。他们

开来大批人马，抬来重机枪、迫击炮，噼里啪
啦，轰隆轰隆，对准黑石崖猛打，从早上一直
闹到中午，打得山崩草木飞。打够了，敌人过
河上山，想目击一下游击队全军覆没的迹
象。可是，他们什么也没看见，只有那些幸存
的树木迎风摇曳，发出沙沙声，像是嘲笑这
伙穷凶极恶而又愚蠢透顶的“胜利者”。
听到敌人猛击黑石崖的枪炮声，雷伟和

与几个游击队员乐不可支。敌人的枪炮越猛
烈，他们越高兴。雷伟和知道，这幕“喜剧”，
是一位姓詹的游击队员一手导演的。

那天，正是这位姓詹的游击队员独自一
人隐蔽在黑石崖上，从树丛中射击敌人的。
他是游击队的神枪手，一枪一个，弹无虚发，
一口气就击毙十几个敌人，迫使一个团的敌
兵顺山边狼狈逃窜。第二天，敌人又付出那
么大的代价，却没伤着游击队的一根毫毛。

小小的竹根河游击队，论人枪不过30
余，但人熟地熟，个个年轻力壮，更主要的是
对共产党、对红军的热爱所激发出来的勇敢
精神，常常打得庞大的国民党正规军四十七
师和地方民团晕头转向，屡屡败北。

(张正耀 编著)

林伯襄在任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
长的4年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建
设人才。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出国留
学，有的考取国内其他大学继续深造。
他们刻苦勤奋，后来大都成为栋梁之
才，不少人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学
者、作家、艺术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
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1919年第三届英文科的学生黄玉
璋,在其《河大回忆录》中写到：“留美学
校头两届受林校长影响很大。林校长为
人正派，热心校务，听课查斋，对学生要
求严格，甚至连脖子纽扣不扣也不放
过。他虽不召集学生讲话，但时常和同
学交谈，特别着重身教。同学们对他都
亲而敬之，从而为留美学校树立了严肃
的校风……学生们在林校长的教导下
学习踏实，对河南后来的教育、文化诸
方面有较好的影响。”
林伯襄在任预备学校校长时，对学

生录取严格把关。当时，国民党某师牛
师长的儿子不符合入学条件，先生就拒
绝其入学，并公开声明“他入学我弃
校”，迫使牛师长强行送子入学的计划
未能得逞，从而保障了生源的质量，受
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事后，他作诗云：

“为官不以将军势，做事当为时代华。”
1922年，林伯襄应河南省教育厅邀

请到当时的省会开封工作，任第一科科
长，主管教育经费和人事任免，这在有的人看来是个“大肥缺”，可林
伯襄在任职期间一尘不染，是出了名的清官。他坚持教育经费专款
专用，整顿全省学堂，实行学校会计独立，并创办“高等学校豫籍学
生贷金制”。林伯襄任职期间，除月薪外，另有200元特别公费，他从
不私用，即使因公也力求节省。一次，事务人员将修缮校舍留下的木
片、刨花送了一些到他家，他却当即派人送回，并告之说：“公私界线
要划分清楚，作事务者对此尤当注意。”这个事务人员对别人说：“林
老头这样怪，我真没见过！”也有人讥笑他的行为，对此，他曾作一联
自解：“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有行耿而介者乐夫。”

与之相反的是，林伯襄却利用职务之便掩护过不少革命青年，
其中包括同乡族人、红四方面军著名将领、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副
司令员的林维先，还有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等。特别感人的是，他
还鼓励和支持其子林承萃走上革命道路。

1930年冬，林伯襄的儿子林承萃到上海，在中央训练班和中
央军委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1933年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
捕，后押往南京。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但他宁死不屈,严守秘密，两
个月后被活埋于雨花台乱石丛中，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林承萃
为国献身的壮举尘封了16年，直到1949年解放时，林伯襄才得知
真相。不少同志对林伯襄老年丧子表示痛惜，每当有人提及此事
时，林伯襄总是淡淡地说：“革命是不可能没有牺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伯襄以开明士绅身份被邀请出席
河南省各届人民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河南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副厅长。他感慨道：“吾早年曾渴望
以教育致国于富强，以科学开启民智，结果事与愿违……今天有了
共产党的领导，我才亲眼看到民智大开、国运蒸蒸日上。”当时的林
伯襄已经73岁了，但他布衣荆杖,精神振奋，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
情勤奋工作，为河南的政治、教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5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迁往郑州，林伯襄体力不支，未能随
往。1956年11月26日，林伯襄逝世,享年78岁。当时，河南省各界人
士怀着巨大的悲痛，络绎不绝地前往开封吊唁林伯襄，特别是河南
大学的很多师生都泣
不成声。时任河南省
副省长嵇文甫、省教
育厅厅长高镇五及河
南省委统战部领导等
亲临吊唁，并主持召
开追悼会，追述他为
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
重要贡献。 (下)

六月六，天贶节，洗晒节，回娘家节，半
年节，姑娘节……度娘那里有很多关于这
方面的知识，总的来说有天官赐福祝好运
的说法，而我关于六月六的记忆，就是从俗
语“六月六，笋鸡兑葫芦”开始的。

打小记事儿起，清晨当我拖沓着拖鞋，
穿着老妈缝制的纯棉花布睡衣，蓬头散发
地从凉席上起来，睡眼惺忪大头娃娃般地
来到屋檐下的竹椅子上坐下来，还半梦半
醒状态时，就看到早起的老爸已经在稻床
边杀还未开叫的半大仔鸡，也叫笋公鸡。笋
公鸡肉质鲜嫩，据说小孩吃了大补。花色靓

丽的笋公鸡，这时没有了
往日的趾高气扬，静静地
躺在地上。一碗鸡血在晨
曦中，像一朵鸡冠花。我揉
一揉眼睛，转身到屋里，把
妹妹推醒。姐妹俩找来一
本旧书，开始挑选公鸡身上
油光滑亮的长羽毛，拔一根
再拔一根，一小撮时就往书本
里夹，留着日后用铜钱自制毽子

时用，省得晚上等大公鸡们回到鸡
窝里，硬生生地拔毛，有时还要冒着

被啄的风险。
厨房的锅洞里柴火正旺，火苗舔着黝

黑的大铁锅的锅底。这时大铁锅里白米稀
饭冒着幸福的泡泡，一个花纹斑驳的瓷盆
里，腌制的是翠绿的黄瓜。旁边还放着一钵
子腌豇豆，里面的红辣椒发出诱人的光。

老妈这时是不在厨房这块阵地，拿着
一把生锈的老剪刀，来到菜园子篱笆旁葫
芦架下剪葫芦啦。这一个葫芦可是老妈老
早就预留的哦，长得白白的大大的。因为葫
芦烧熟了缩水厉害，用老妈的话说“弄不来
呀！”，所以就要早早预留一个大的。老妈抱
着大葫芦回到稻床时，只见她裤脚被露水
打湿了，长长的麻花辫上还攀上了带露水
的蜘蛛网。我连忙端来一个木头凳子翻过

来，四腿向上，老妈把大葫芦放上去刚好卡
住，我又冲进厨房拿来锅铲准备刮皮，正愁
葫芦还不怎么稳定时，贪睡的弟弟也醒了，
扶着葫芦这活就是他的了。刮大葫芦时有
绿色粘液出来很滑，如果不扶着，皮不好刮
下来的。
堂屋里深红色油漆的大桌子，沉淀了

岁月的痕迹，泛着有点黑色的光。一把断了
茶壶把的青花瓷茶壶，陪着几个花碗，在窃
窃私语。

一家人各忙各的，到中午“笋鸡兑葫
芦”这大盆的美食华丽登场啦！鲜美的鸡
肉，绿白相间的葫芦，奶白色的汤汁，翠绿
色的葱花，仅仅看着就流口水。妹妹手里抓
着几双竹筷子，抱着几个碗，急不可待地走
向大桌子。弟弟用竹
格子端着老妈刚做好
的“懒馍馍”，这懒馍
馍有的地方叫饸巴
子，就是用搅拌好的
面粉糊不放油盐，顺
着大铁锅一圈，锅底
留个洞放水，抹平做
好后盖上锅盖，面糊
边蒸边炕，熟了以后
姜黄色老香啦！厚薄、
软硬程度看一家人的

喜好。老爸不忘端来一钵子我们家自制的
黄豆酱，蒸酱里有大蒜瓣，还有我们爱吃的
刀豆条！
这时在厨房给老妈打下手的我，跑到

水缸里舀一葫芦瓢山泉水，洗一洗因为在
土灶后面“搁火”(添加柴火)，弄得黑乎乎的
小手。老妈也解下清洗得发白的老花布围
裙，放在她陪嫁过来的老式脸盆架上挂着。
一家五口围着大桌子开始了我们的饕餮大
餐。整碗整碗地吃，连汤带水那叫一个解馋
呀！
带着对童年美食的美好回忆，今天下

班后带着丫宝赶回老家，就是为了陪70多
岁的老爸老妈做做饭，拉拉家常，吃吃这土
灶做的饭菜。

我喜欢在这被烟火熏得发黑的厨房里
忙碌，喜欢这柴火燃烧的炙热，喜欢这炒辣
椒时散发出来的呛人味道，喜欢听知了扯
着嗓子喊热了热了，喜欢看俩丫宝在水池
边打闹，喜欢在自己种的桂花树下拍照。一
年又一年，生命苦短，岁月太长。今年已过
半，从今往后，努力做一个有温度的人，不
负流年，不负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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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六六月月六六的的印印记记
胡晓芹 文/图

黄金水道

面前的运河，是铺满了黄
金的水道，是充满了希望的未
来。踏上这条路，船员们高声
呐喊着：“河神老祖，佑我船
员！”此时的他们仿佛是身披
铠甲的战士。大运河修建完
成，即将履行它对人类社会的
重任。剧场内，竖琴、唢呐、大
鼓等乐器一一亮相，现实中的
它们带着民族管弦乐的力量，
和观众一样满怀期待。历史的
画卷徐徐展开，生活的酸甜在
心中弥漫，为了更好的明天，
出发时刻，船员们向天祈福，
一声声是对生的期待，险恶的
自然中河神请佑我平安。

漕运沧桑

内心的沧桑来自生活，漕
运的沧桑来自岁月。船员们刚
刚为了踏上征程而愉悦振奋
着，考验就来了。航程遇上了
暴风雨。急促的鼓声和高亢紧
张的弦乐催人屏息。没有一帆
风顺的征途，但这挑战来得太
快，让人措手不及。搏斗吧，拿
命赌上，和暴风雨对抗，和变
幻的自然对抗，为了家庭，也
为了生命！飘摇中做棵浮萍，
任他雨打风吹，也要驶过险滩风暴……船
员们，站起来吧！

江河万古流(笙协奏曲)

是小溪，还是江河湖海？平稳与明朗的步
伐带我走进另一条河流。一开始风平浪静，万
物向阳。笙的音色梦幻如珠帘，撩拨之间，清
脆的铃声跳脱出来，也象征着船员对未来的
美好向往。刚才的渡险还历历在目，要是一直
顺流而下，直达目的地该有多好啊！没有风
波，没有逆流，只有船员的欢歌与鼓舞。可不
一会儿，船驶入了湍急的漩涡。这次的波折不
同于以上那般狂风暴雨。这一章没有鼓点，显
然，这不是暴风雨，而是需要智慧方能通行的
小道。也许是同心协力吧，也许是天佑我也，
音乐在疾速上升中又回归平静。

舟楫通南北

你见过跳舞的船员吗？这段音乐仿佛
在我心尖上舞蹈。极具异域风格的弦乐器
加上唢呐和鼓点，这不是一个人的舞蹈，而
是一群人的狂欢。紧张之后的欢快，风雨过
后的彩虹，难道不应该庆祝吗？他们应该要
饮酒了吧，方知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条船上
的人会在挥洒的阳光下驶入安宁，驶入美
好，驶入梦乡。大运河承载着船员美丽的愿
望，他们要满载而归。

运河明珠(阮与民族管弦乐)

遥遥海面雾茫茫，轻轻小舟泛心上。不
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发，也许在运河的那
端，有生活的希望。他们一路前行，一路遇
奇，忽然远方传来《茉莉花》的旋律。好一朵
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条迷人绵延的大运

河，好一派生机勃勃的风
景！是他们想家了吗？我竟
听到弦乐惆怅的声音。还
是这风景无人欣赏？“嘈嘈
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
玉盘。”旋律泛起熟悉的情
思，异域的风情在舞台溢
开，节奏使然，弦与弦的碰
撞交错还不够，阮乐手用
手掌拍打着琴面，四下无
声，只有一拍拍节奏透过
五指的力量敲打在心田。
见风，船员们奋力驶舵，想
要在这条运河上越走越
远……

醉千秋(戏曲女高音)

“咦……啊……”起伏
的音调在民族管弦乐的陪
衬下，带我进入暗淡的夜
晚。也许酒罢，也许畅谈，
也许思念。夜晚一定会有
微风，吹拂船员的脸庞，月
光映照着一个个被太阳晒
黑的脸庞，被汗水侵蚀的
骨架。“意韵风华，醉千
秋。”那一声戏嗓不仅将船
员的思绪带走，更是为这
夜晚笼上一层薄纱，看不
透，猜不透，这才是生活，
这才是人间。夜晚的优雅

就在这一声声呼唤中逐渐迷失……

大河·天下(终曲)

就要看到尽头，就要抵达终点。大家的
欣慰与奋进跃然眼前。弦乐再次波澜般的起
伏。鼓声四起——— 这是船员们再次互相鼓励
的时刻！驶下去，向着目标，向着家乡，向着
前方！鼓手的身体随节奏左右摇摆，好一个
民族乐的演绎。大气磅礴的鼓声要震破观众
的耳膜，提醒着，最后了，最后一分钟的旋律
了！叩击心灵的震撼在跃跃欲试中，感染着
观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阳光温暖如斯，我们终于征服了气势磅
礴的大运河！此时的观众与梦幻中的船员一
起，看到浮云从太阳四周散开，听到百鸟齐
鸣。掩盖不住的欢欣，也是我的共鸣。
谁说这条路难走？我偏要试他一试。希

望就在不远处。
加速，加快速度，等到视线不被遮挡，

等到彩虹披在身上。鼓手们奋力一搏，气势
如河，管弦乐器也来呼应，船员们有了气
势，更有了力量。
奔腾，欢悦——— 天下，是人民的天下，

是劳动者的天下！

这是画家刘孝田的一幅新作。
刘孝田，国际魅丽风格油画主要贡
献者，国家画家采风团党委书记。其
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俄罗斯、
韩国、泰国等国家博物馆收藏。油
画长卷《千里跃进大别山》《巍巍
太行山》曾被中央电视台相关栏目
播出和介绍，2022年11月他的“国
际魅丽风格油画”被国家四部门评
为国家品牌，并在中央电视台多频
道播出。2023年3月20日他的魅
丽风格油画《边疆图日月潭》手稿
( 5 0 cm * 2 0 0 cm )在英国爱丁堡
2500万元人民币拍卖成交。刘先
生告诉我眼前的这幅画儿名叫《果
实累累》。
这幅画乍看像照片，清晰细腻，

自然逼真，栩栩如生，但细看却是油
画，是用油彩在画布上一笔笔、一层
层涂抹而成的，色彩和光线对比鲜
明，画面内容的选取与结构的安排
异常精心，根本不似照相机对世界
的定格与观照。

画面青黄亮丽，清爽喜庆。近处
是深厚的铜黄的土地，向我们正面
无限伸展开来。画面正中的土地上
是累累硕果。一个箩筐内堆满一串
串紫的奶白的晶亮的葡萄、一个个

香甜诱人的红苹果和脆甜可口的青
橘色的梨子。盛不下，箩筐四周又堆
着些诱人的果实。果实的四周和中
间零星地点缀着青黄的葡萄叶。这
些果实以成串葡萄为主，间或有序、
恰当地杂陈着苹果、梨子，色泽明
艳、协调，堆积成塔，给人以果实累
累的视觉冲击。这些垒砌着的硕果，
不是堆放在桌子上、案板上，而是被
直接画在黄土地上。我想这怕是画
家有意而为，是否在告诉我们这些
果实与大地的关系——— 果实是大地
之果。
与果实相连的背后，是植根于

大地的绿色丛林。绿色深邃，由墨绿
到淡绿向画面深处无限延伸。在这
广大的绿色里，你并不能看出它们
是些什么植物，但肯定有苹果树、梨
树，有葡萄藤……这些藤树丛林是
果实的家园。从这丛林，我们可以想
到果木的开花、结果，以及果子成熟
的情景，还可以联想到农人在这过
程中为了收获而做的辛勤劳作与采
摘，更可想到面前的累累果实与绿
丛的关系。这也许正是画家所要揭
示的:累累果实离不开绿色家园，绿
色家园离不开大地母亲。

在大地、硕果、绿丛之上是一片

蓝天。晴空万里，祥云如雪，俯瞰大
地，佑护万物，使人想到阳光、雨露、
云雾……想到它们与地面万物生长
的关系，想到“风调雨顺”“老天照
应”这些词儿与“果实累累”的密切
关系。
古铜色的土地、金黄色的果实、

葱绿的丛林、蔚蓝的天空，四大色块

相融和谐；四者中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被交代得自然清晰。

由面前大自然的美妙画面，我们
揣摩画家的用意，便很自然想到人
生。人生成果的取得，不就像大自然
一样需要扎根生活，需要雨露阳光，
需要汗水浇灌，才能根深叶茂，硕果
累累？
画面给人以启发，青少年看后也

许会想到，今后的人生只有通过努
力，才可以收获累累硕果，因而受到
鼓舞和激励；中老年人看后也许会联
系自己的人生想到，通过努力，我终
于取得了累累硕果，因而得到慰藉和
温暖。
欣赏这幅油画，无论技法，还是

内涵，都让人喜爱，令人愉悦和深思！

最近得到周启仁老人的新作《闲
庭纪事》续三，洋洋洒洒七万字，以
前言、乡情篇、足迹篇、感悟篇和拾
贝组成，对于一个耄耋老人来说，是
非常难能可贵的。难得在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今天，能够自觉地从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吸取奋
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通过回忆，记载往事，
抒写出初心不忘常思量，一心向党的
平凡事迹，供后人思量记取。这种联
系实际，联系思想，总结过去走过的
路、做过的事，踔厉奋发，为在新征
程上，集聚正能量，具有重要意义。
周老出生于抗战时期的叶家集，

对故土的眷恋，对家乡的热爱，无不
时刻萦绕心头。周老家乡是红色老
区，周老用大量事实纪叙叶家集闹红
的盛况，以及叶家集的变迁和发展，
周老的四叔早期参加红军，被肃反错
杀，后经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鄂豫
皖分团追认为革命烈士。叶家集由叶
公店到叶集露水集，再由叶集经济实
验区到市辖区，展示了一个世纪的风
雨沧桑，峥嵘岁月，皆历历在目，叶
集人的红色基因、经商基因、文化基

因的传承，跃然纸上，周老正是在这
样的红色血脉与红色土壤滋润下成
为一位人民勤务员。

作为有69年党龄的老党员，有
44年工作经历的民政工作者，周老
目睹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一
切，大起大落，走过弯路，淌过险滩，
一步一步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忆
往事历历在目，周老在书中说：“耄
耋之年，心静如水，现在的事记不
得，过去的事忘不掉，总想把了解的
事情告诉后人，知道什么是来之不
易。”尽一份老人的社会责任。
周老始终以作一辈子人民勤务

员为理念，践行一个党员为人民服务
宗旨，《天亮前的困惑》、《管住了我
一辈子》、《激情岁月》、《学习是一生

的功课》、《跃进时期》、《困难岁月》、
《动乱日子》、《拔乱反正时期》、《努
力做一名正直人》栏目里，周老以对
党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干一辈子民
政工作。周老始终如一，坚守不懈，
听党话，跟党走，就像一个螺丝钉，
按在哪里，就安心在哪里，永不生
锈，无论在退伍安置、生产救灾、劳
动就业、殡葬改革等等岗位上，都出
色地完成任务，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
的监督，自觉约束自己，不断强化责
任意识，知责于己，担责于身，履责
于行。1994年6月退休，退休前几天，
还到六安县婚姻登记训练班讲课。

他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编著立
言，出版40多万字，三本《闲庭记
事》。周老在《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胡坦书记的妙语》、《在扭曲的
政治生态里》，披露了当时一些不正
风气，触目惊心。少数干部“精神上
的颓废化，行为上的痞子化，语言上
的江湖化，作风上的嬉皮化”，“工作
上推来推去，业务上半年不会，喝酒
半斤不醉，麻将半夜不累”，对待群
众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无钱不办事”等现象，这些虽是少
数败家子劣迹，却腐蚀着队伍，败坏
着风气。得逞一时，坏人当道，好人
受气。周老一生正气，以“青松恨不
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杆”的气魂加
以抵制，实在难能可贵。
文章写到这里，一首打油诗涌上心

头：周老忠诚登九旬，启程不改初心人。
仁爱为民终不移，淠水作墨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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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老《闲庭纪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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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油画《果实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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