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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描写大兴安岭秋季天气变化的咏景诗。兴安岭即大兴安岭。一句“直下真从井
底看”，便道出了崇冈的高峻与雄伟，奇险与挺拔，深邃与幽远。诗中的“崇岗”应该是大西安
岭的最高峰黄岗梁。黄岗梁在克什克腾旗境内，位于大兴安岭山脉南麓，海拨2036米，是大兴
安岭山脉最高峰。秋高八月，诗人在大兴安岭的最高峰——黄岗梁秋游，当他游兴正浓时，突
然朔风骤起，寒流来袭，因为不抵风寒，于是连忙取道奔到兴安岭谷底。

兴安岭谷底树静风止，林秀山幽，彩叶绚烂，别有洞天。仰望曾经登临的高峰时，耸入云
霄的山峰瞬间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井底遥望蓝天。因山峰海拔高，从峰巅到谷底植物类型多
样，风景也各不相同，峰巅无树，朔风呼啸，满目荒凉，而峰底则林秀霜叶炫目，一派秋日繁华
景象。黄岗梁的高海拔、高纬度决定了气候条件变化无常，前一天还秋高气爽，艳阳高照，第
二天便风云突变，气温骤降，朔风袭人。这异常的天气变化令诗人猝不及防，只得忍痛割爱，
提前结束游历。

“知是向南归路近”既暗示了诗人南方人的身份，又暗含了诗人对大西安岭秋季景色游兴
未尽的不舍。怎奈游览之地深秋天气变幻无常，即便不会有唐代西北边塞诗人岑参那样“胡
天八月即飞雪”的特异天气现象，“朔风寒”却与“北风卷地百草折”的气势有一拼。所以诗人
这个南方雅士不得不打道回府。长路漫漫，归途杳杳，风急天冷，黄叶纷飞，扑簌簌拍打在归
程的马鞍上，更增添了崇岗的荒凉和离别的凄美。

诗人游历时不断感受了兴安岭的奇绝壮美，饱览了兴安岭的浩瀚辽阔，不禁心潮起伏，感
慨万千，回首望不到尽头的群峰绵延，当想起此时南方的家乡仍夏意尤存时，更加深深地感叹
国家疆域辽阔，北疆风情的奇异，于是发自内心地期望国家风光无限，国泰民安，百姓和乐，物
阜民康。

诗人在写景、感叹、抒情的同时，采用实虚结合的写作手法，以超凡的宏伟气魄和宽广胸
怀感叹黄岗梁山峰的雄壮瑰丽，以深情叹惋和依依惜别之情吟咏祖国山河的变幻多姿。

赏析： 涟漪

崇冈无树朔风寒，直下真从井底看。

知是向南归路近，乱飞黄叶打征鞍。

大风下兴安岭
■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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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每当听
到这熟悉的旋律，我都能闻到一股清香。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写的一首诗《栀子》，栀子花给
了我一个启示，那天我妈妈买了两棵栀子花，妈妈说：“把它们放在阳台上吧！”我
想了想:放在阳台上，整天风吹日晒，栀子花一定不会长得好，嗯……有啦！“妈妈，
把栀子花放在窗台下面吧，在需要照太阳的时候把它们挪到窗台上。”妈妈说：“这
样吧，一颗我来养一颗你来养，到最后看谁养的那棵开的花更香。”“好。”哼！一定
是我养的好。

一开始，事情是按照我的想法进行着的，我的那一颗栀子花，它的叶子总比妈
妈的那一颗更加翠绿，枝干也更加粗壮，再看看妈妈的那一颗，在我看来是多么没
有生机，我心想:这一次我肯定能赢，就是看谁开的花更香吗？现在看来，一定是我
的花开的更香！

然而，妈妈可是狠狠的“打了我的脸”到开花的时候，妈妈的花，虽然叶子没有
我的花那么翠绿，花朵却是素洁纯朴香味更是比我的花好闻了不知多少倍，为什
么呢？

“哈哈，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大树下的小草长不高’栀子花也是一样的，只有
经历了磨难，才能散发出更美的香味。”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我们的成长只有历经磨难，才能磨
砺出坚强的内心。我想，成长的美丽就
源自顽强的心灵和风雨的洗礼。

栀子花开
■经棚民族实验小学 冉青松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民族融合一直都是我们
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鲜明特征，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
谁，这些在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一直生活在牧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族女孩，但从小我的父母就让
我就读于普通话授课的学校，校园生活期间我并没有因为民族不同与同学之
间产生语言思想沟通等方面的问题，相反，我与同学关系融洽，互帮互助，度过
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学生时代。毕业后，我考入“三支一扶”岗位服务于我的家
乡巴彦查干苏木，2020年3月我又考录成为经棚镇乡招村用人员，在联丰村任
村委会委员，我的工作轨迹从牧区转移到农区。

常年生活在牧区，我对农区生活不是很了解，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单一，
以畜牧为主，所以工作交流并不是很困难，而联丰村是以种植为主多产业共同
发展的结构模式，与他们交流需要更多地知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开展农村工
作的大麻烦，因为对这些知识匮乏，所以我更加努力的学习，尽可能的多学多
看，多与村民们交流，但我没想到的是比起我主动去找他们交流，这些叔叔阿
姨们更愿意来和我这个长着少数民族脸的姑娘交流，在他们口中我了解了这
个村庄的风土人情，家长里短。

村里的常住人口有212户438人，一年的时间我也把附近的村民认识的差
不多了，村东边的贾大叔儿子考上研究生在北京工作，他的父亲今年八十多岁
身体还很硬朗，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下午都会围着新建设的硬化路溜圈，跟他说
的时候要声音大一点，要不然贾爷爷就会笑着指着耳朵说：“不行，耳朵不好使
喽”，村西边的另一个大爷也姓贾，他是个老党员，曾经也当过民兵连长，所以
是个有话直说的脾气，村里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提出一些和村里相关的建议，贾
大爷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会跟我聊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也会告诉我要尽快
入党，为国家做贡献……，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让我很快的融入了这个我本不
熟悉的大家庭，而这一年的工作也是不分大小的接踵而来，多亏与这个大家庭
和谐共处使得我的工作开展的异常顺利。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虽然我旗没有发现疫情情况，但我们村委会依然奋
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正值春运，返乡人员激增，我和村“两委”成员要做的就
是挨家排查返乡人员。那几天，我们全副武装，所有进村人员都要测量体温，
并且排查旅居史，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更能看出村里群众团结一心的凝聚
力。即使没有疫情情况发生，村民也没有侥幸心理，按部就班的接受检查，还
有很多人没让自己的孩子回家过年，不给国家添麻烦，就这样我们团结一心将
疫情隔绝在家门之外。

党中央点赞青年人：在这次抗疫斗争中，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
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
望。这样的赞扬和鼓励，更加激发了我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各族人民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愿用我的青春和汗水浇灌这片土
地，用我的微薄之力种出民族团结之花，用我的热情织密民族团结纽带。

用心用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有人称他老翁，这称呼也对，年过
八旬的老人，这叫法含着敬意。也有
人戏他玩童，这叫法也不能说错，因为
他的确怀有一颗青春涌动的童心！

这个既老又不服老的老人就是韩
廷春。

克什克腾旗，不但地域辽阔风景
秀美，更是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之
乡，各行各业，都有优秀、杰出的人才
涌现。在书法界，韩廷春先生就是领
军人物之一。

应该说，在我们克旗，写字的、练
字的人很多，写好字的，写出名气的也
不乏其人，但能被大家公认为书法家
的却屈指可数，韩廷春老先生应在其
中。对于韩老先生的名字，我并不陌
生，特别对他的书法更为熟悉些，在一
些单位门口的牌匾上，在朋友的办公
室，在饭店餐室的墙壁上……都能看
到韩老先生的笔墨：行书、隶书、草书
都有，行书飘逸潇洒，隶书凝重遒劲，
草书笔走龙蛇，每一幅作品，都不同凡
响，深显老先生的厚重功力，更为此处
的环境增光添彩！

尽管很早就熟悉韩老先生的名
字，也非常欣赏他的书法，但我和他从
未谋过面。同他见面，纯属一次偶
然。去年腊月的一天，我去《克什克腾
信息》报编辑部去修改稿子，正好那天
报纸刊发了一幅韩老先生的书法作
品，我看后大为赞赏。接着这一话题，
编辑们就谈起了韩老先生：“这老爷子
可有意思了，不但字写的好，其他方面
也有建树，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无所
不通，可谓全才。八十多岁的人了，看
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他性格开朗活泼，
青春气息浓厚，活像个老玩童。”

文人相交，意气相投。怀着好奇，
我们探访了韩老先生。

按响门铃片刻，门开了，开门者是
位鹤发童颜的老者。第一印象，果然
有些仙风道骨。

打量先生的室内，很乱。沙发、
床、饭桌、地面，一切空闲的地方都铺
满了写好的对联。书桌上还舒展着一
副没写完的，他的老伴儿就站在桌前，
看样子是给他打下手的。

老先生很难为情：“对不起，实在
对不起！屋里太乱了，不知你们来。
这几天太忙了，水电的，农电的，好多
单位求我写对联，咱这人面矮，有求必
应。”老先生搓搓手，拿起笔，蘸墨，运
势，谁知一笔下去，竟写错了。

“写不成了，写不成了。你们一
来，心情一激动，心思乱了，心不能静，
字怎能写好？收摊。”老先生哈哈大
笑，我们也跟着笑起来……

交谈在宽松、愉悦、随意的氛围中
进行。我们无所不谈，书法、根艺、社
会、人生……老先生的涉猎广泛、博学
多识、多才多艺令我肃然起敬。交谈
中，老先生拿出他的得意书法作品《兰
亭序》让我们欣赏，这副隶书作品长十
余米，我们四人通力合作才在室内有
限的空间伸展开来。

打开的瞬间，我震撼了。作品字
迹工整，背景干净，十余米长卷，竟无
一丁点儿污处。然书法更为了得，洋
洋数百字，字字珠玑，凝重大气，力透
纸背，横竖间蕴万物之灵气，撇捺处含
日月之辉光。先生这书法，虽不能说
登峰造极，却也是功力深厚的上乘之
作。

谈到高兴处，我打趣问先生：“先

生多才多艺，不但字写
得好，还会根雕艺术，听
说歌也唱的不错。好像
您的夫人并不是因为您
的书法被折服，而是被
您的歌声所打动，是这
样吗？”

先生的老伴儿就有
了害羞的样子：“还真
是，那年，学校搞歌舞比
赛，他得了第一名，是他
的歌声征服了我，俘虏
了我。”

“那你俩谁追的谁
呀？”我问。

“我追的人家呗，要
不现在咱就低人家一
等，啥都得听人家的。”
老伴儿的话像抱怨，但
细一琢磨，意思正好相
反。

“先生既然有这等功夫，那就亮一
嗓子让我们听听呗？”我不失时机提出
请求。

老先生低头想了一会儿说：“年轻
时喜欢唱歌，唱的也不错，现在岁数大
了，噪音不行了。既然你非要老朽献
丑，那我就唱一首吧，唱什么呢？就那
首民歌《再见了大别山》吧。”

一听是这首歌，我有些怀疑了，因
为这歌难度太大了，有好多年轻人 K
歌都不敢选，他一个八旬老人怎能唱
好？

先生清清嗓子，喝了口茶，运了运
气，开唱了。

歌一出喉，我的头发都竖起来，这
哪是一个八旬老人发出的声音？美妙
极了：委婉、嘹亮、深情、高亢、底气十
足又荡气回肠，只听的我如痴如醉、神
魂颠倒。曲终时，老先生气不粗喘，面
不改色，气定神闲，我们都不由自主地
拍响了巴掌……

通过这次交谈，我对先生的身世
有了初步了解。

韩廷春，1941 年出生于内蒙古克
什克腾旗一书香门第，其父韩红恩也
是克旗文化界名人，书法造诣很深，曾

任克旗新华书店第一任经理。他自幼
受父亲的影响，就特别酷爱书法，他勤
学苦练，二十几岁便小有名气。但他
没有故步自封，虽经坎坷与磨难，始终
没有放弃对书法艺术的执着追求。五
十余年临池不辍，悉宗颜柳、深得精
髓。先生翰墨如海、用墨大胆，结字宽
博舒朗，其书法作品曾多次见诸报刊、
荣获各类奖项，部分书法作品还被海
内外收藏家收藏。

工作之余又爱好根雕艺术，闲暇
时，融入于自然中，寻找人生的绚丽，
用大自然赐给的浑金璞玉，化腐朽为
神奇，创造出大量形神兼备，天人合一
的根艺作品。

先生用执着和追求诠释着人生的
意义，用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展示着
不同的自我，这一点，在他出版的《韩
廷春书法与根艺》一书中得到充分证
明。对于先生的成就，我市原政协副
主席、著名书法家黄凌云老先生曾这
样评价：先生秉承家训，幼受父教，奉

“以修开智，以道御术”为座右铭。看
先生之书，一点一划皆存筋骨，一竖一
横均藏妙趣。可谓：志者之年，翰墨余
香。

先生五十余年笔耕不辍，百里之
乡皆文书勤。行书见长，榜书有佳，牌
扁题词，对联石刻均见先生之笔韵。
行书飘逸潇酒，隶书凝重遵劲，提笔如
龙游四海之形，挥毫有一泻千里之
势。神在书中，妙在书外，其神其妙，
皆蕴黑白之间。

先生在书海探游之余，又酷爱根
艺。余暇有期，徜徉于山水之间，奔走
在草木之上，灿烂春花之中欣赏生命
之彩，飘落秋叶之间感悟人生绚丽。
亦真、亦神、亦美、亦善。化腐朽为神
奇，雕顽石为璞玉，形神兼备，天人合
一，鬼斧神工，天造地设。正如诗曰：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中童心
尽显朝阳，琢磨间翁意多有余晖。其
人其品，皆在天地之功，其节其气，尽
显根骨之上。

这无疑是对先生成就公证准确的
肯定。

这次交谈，让我对老先生印象深
刻，他天真、帅真如玩童
般的性格感染了我，觉
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衷心祝老先生童心
不泯，青春永驻；更愿先
生的才艺像长青树一
样，时刻绽放着青春的
光辉。

童 翁

■丁娜斯

■乌日力嘎
基层是培养和锻炼青年干部的“夏令营”和“大舞台”，作为一名90后干

部，就应响应时代的号召，主动到基层锻炼，在基层经历“苦”关，完善“能”关，
更好的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思想之“苦”。初入基层，心潮澎湃，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干部干部，干是
当头的”，一心想着干出一番事业。但不料，面对从未接触过的基层工作，面
对工作量大、经常性熬夜，面对“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从温室里走出的
花朵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不知不觉有了畏难情绪。但万物总有转机，
我跟着老站所长走近群众、聆听群众，在帮群众解决一点实事时他们脸上的
笑容唤起了我的使命感和自豪感，让我有了秉承初心，承梦前行的动力。

工作之“苦”。初入基层，面对前期未参与、后期忙催要的工作节奏，面对
与群众缺乏沟通打不开工作局面的窘境，面对宣传政策方针不接地气的差
距，面对工作方式不正确效率低的困难，我这个基层“新兵”不断在迎接挑
战。信访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使我切实体会到了被称作“天下第
一难”的信访工作的“难”和“苦”，也亲身感受到了要想做好信访工作，只有真
诚和热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熟悉掌握有关信访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耐心
的工作态度、灵活运用的工作方法的积累。工作中我遇到一位65岁老人，因
家庭困难问题，多次上访，我和老同事热心接待，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努力为
老人争取，最后为老人一家切实解决了困难。在这过程中，我积累了如何换
位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工作经验。

那么怎么完善“能”关？
适应角色，提高抗压能力。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要摆正心态，学会放松，

学会适应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程度合理安排工作，向有经验的同事寻求学习
方法，掌握新技能，适当地给自己减压，转换思路提高工作效率，把困难变为
挑战，把压力变为动力，主动适应工作节奏，从基层的视角看问题，从群众的

“急难愁盼”处解决问题。
转变思维，提高沟通能力。与群众沟通时要态度诚恳，充分尊重群众表

达和诉求，及时给予反馈，把党的相关政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给群众，始
终保持与群众在同一频道上，不仅要走进群众的家里了解情况，更要走进群
众的心里，为群众办实事，发挥好承上启下的作用。

端正态度，提高学习能力。持之以恒的学习是自我“充电”的捷径，树立
良好的学风，培养自己主动学习、系统学习、经常学习的自觉性和好习惯，通
过钉钉子的韧劲和干劲，充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了解基层工作的步调，
切实把学习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对待，使学习和工作相互渗透，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在碰撞火花的同时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解放思想，提高创新能力。持续夯实知识基础，是创新成果诞生的良好
基点，善于刨根问底，寻求事物的根源，更要大胆质疑、有求证的精神，多下基
层观察、多思考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新难
题，自觉地走在创新的最前列，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各
项基层工作。

同群众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同群众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群
众一起梦想，青春才能无悔。我无悔加入基层，努力克服“苦”关，完善“能”
关，把青春挥洒在新开地乡这片沃土上。

克服“苦”关 完善“能”关

摄影 王莹莹

青年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