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啊，我多么向往一条条小鱼儿在水中游啊，多么自在，多么自由，想游
到哪儿，就游到哪儿。

这不就在今天早上，我觉得自己非常口渴，身上麻麻的，干干的，还总
是想一下子跳入水中，想着想着就醒过来了，掀开被子跳下床，却一下子摔
倒了，咦？怎么回事？爬起来一看，我竟然变成了一条小鱼儿，我开心的不
得了。用尽全身力气，一下子跳入到我的水杯里。开心地在杯子里撒欢
儿，可游着游着就有点儿不自在了，想到外面的小溪、小河中游一游，感受
一下更宽广的环境。想到可以和好多好多的小鱼儿在一起游玩儿就开心
的不得了。

“3、2、1”我一下子就跳出了水杯，一跳一跳的跳出了房子，想到自己马
上就可以去水中玩了就开心地加快了速度！我终于跳入了水中！同伴看
见我来了就带着我一起去游玩了 ！

我们游到一片无边的草原前，哇！原来在水中我的视线也这么好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羊群、马群、牛群在草原上悠闲地吃着草，多么美好！
我们又一同游向大海，我知道，去大海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西游
记》里的孙悟空师徒去西天取经不也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嘛！有什么好怕
的！一路上我们成功地躲过了同类的围捕，躲开了海鸥的尖嘴，躲过了孩
子们的鱼网，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

哇！这也太美了吧！好多美丽的小鱼儿、海龟、海星及贝壳！我们还
在观赏着海洋里的动物和植物。我只知道有一股很大的波浪打了过来，还
有许多小鱼在东躲西藏。我一个没注意，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鲨鱼就朝我
飞快游来，一口就把我吞掉了！我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吓死我了！原来
只是一场梦啊！

看来当做一条小鱼也不容易呀 ！

我变成了一条鱼
■宇宙地小学 石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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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词人纳兰性德常以相思、凄婉之词示人，这首词写于纳兰随从康熙出行边塞的

途中，他一路上鞍马劳顿，既无家眷嘘寒问暖，也无朋友把酒言欢，难免旅途孤寂，心中怅

然。当他骑行在旷野中，寻声望见那只离群悲鸣的孤雁，“同病相怜”之情油然而生，于是

《临江仙·孤雁》就此问世。

达里湖是内蒙古第二大内陆湖，环境清幽，湖面广阔，草甸、湿地齐备，是中国北方重

要的候鸟迁徙通道，大雁就是这条通道上驻留的“常客”。它们春来秋去，在此栖息。词

作者并没有描写鸟类的繁多与热闹，而是被一只离群的孤雁吸引，继而又想到了自己坎

坷的情感生活。

据说，30岁的纳兰性德有着四段婚姻，尤以他与汉族女子沈婉的感情最为深厚，但满

汉不能通婚的限制，让有情人劳燕分飞各西东。

万里悲秋，孤雁哀鸣，词作者觉得自己与这孤雁何其相似，因而悲伤不已，本来打算

提笔写下自己的愁绪，但越是愁苦，越觉没有准确的词句表达自己的心境，所以写了划，

划了写，哀思离愁话不成，不觉间已泪流满面。

消减，这里指消瘦。古言明月最寄思，而相思亦是无情物，对月相思，往事如昨，愁绪

心头挥不去。所以词作者才会一年比一年消瘦。谁知孤雁那一声凄厉哀鸣，啼血般揪

心，让诗人觉得旧愁未去又添新愁。“嘹唳”一词更衬托出凄婉清悲。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唯有离群孤雁最能衬托人形单影只的苦楚和寂

寞。秋天伊始，词作者瑟瑟风中怅然若失，长风万里送秋雁，雁声哀鸣倍凄清，孤独上心

头，相思无寄处。

赏析： 涟漪

霜冷离鸿惊失伴，有人同病相怜。拟凭尺素寄愁边。

愁多书屡易，双泪落灯前。莫对月明思往事，也知消减年

年。无端嘹唳一声传。西风吹只影，刚是早秋天。

临江仙·孤雁
■清·纳兰性德

榜样就在身边

2023年06月02日

自担任村党总支部书记以来，他
始终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义无反顾
的担当精神，争当乡村振兴路上的

“领头雁”。十年来，他用绣花针式的
精益求精，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转变农业生
产经营方式，带领村民增收致富，为
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他就是万合永
镇广义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旗级“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颖
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他的事
迹，在乡村振兴中感受奋进的力量。

2012 年，杨颖杰被选为广义村
村民委员会主任，当时广义村粮食市
场疲软，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部分
土地荒芜，杨颖杰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他承包耕地1000余亩，种植了土
豆、大葵花等作物。由于科学管理，
当年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杨颖杰
一跃成为全镇种植面积最大的种粮
户，带动了广义村村民种粮的积极
性。

2019 年 12 月，万合永镇党委政
府牵头成立了万合永镇集体经济联
合社，杨颖杰被选为首任理事长。集
体经济联合社采取“党建引领+联合
社+小农户”模式，通过托管、半托管
方式，统一购买农资，在耕、种、防、收

四个环节为农户提供“田保姆”式服
务，实现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
变，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截止
2022 年，联合社托管面积共 8.5 万
亩，服务农户2251户，预计2025年覆
盖全镇所有常住户。

万合永镇种植户 郑勤：“从他的
合作社成立以后，老百姓这块增加了
收入，近几年也脱了贫。从农业这块
每亩地增加了两百到三百块钱。土
地流转到合作社以后农民打工一年
在合作社这块收入一万多，这是女
的，男的不等，能挣两万多，对万合永
镇这块的老百姓都有收益。”

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匮乏和机
械紧张的问题，杨颖杰率先购进了翻
地机械、覆膜机械和收割机械等机具
6 台套，进行田间机械化作业，提高
粮食生产效率，在他的带动下，广义
村几个种粮大户通过自筹资金，旗农
机部门补助，先后购进了大型收割
机、深翻机以及大马力四轮车。机械
化田间作业的推广运用，把农户从高
强度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极大地
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
了生产经营水平。

万合永镇集体经济联合社工作
人员 李飞：“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集
体经济联合社共有机械四百台套，其

中包括大马力拖拉机、旋耕机、深松
机、联合收割机、打包机等农用机具，
能够满足全镇13.5万亩耕地的耕种
防收需求，切实为全镇农业生产保驾
护航。”

杨颖杰还充分利用克旗“兴牛
贷”“育肥贷”等政策，通过联合社为
社员担保解决农民信贷和资金短缺
难题。2022年，联合社争取231万元
储草库项目资金，建成 1000 平方米
储草棚2个，目前已经储草7000吨，
能解决 400 余头牲畜所需饲草和抗
灾急用储备问题，并和达来诺日镇达
成协议，为牧民提供平价牧草，搭建
了农村与牧区政府合作的平台。同
时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储草场所和
饲草料配餐制配送服务，解决养殖户
草料缺乏和不会饲养的后顾之忧。

万合永镇养殖户 郭瑞华：“现在
杨书记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不少利润，
还有合作社都对老百姓好，对老百姓
都是有利的，创造不少利润，咱这老
百姓日子越过越好。”

沃野欢歌，“丰”光无限，全新的
农业生产方式正在悄然改变着
这片土地。经过近三年的运营，
以杨颖杰为首的万合永镇集体
经济联合社优化了土地、资金、
技术等资源要素，解决了诸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方便了群
众生产生活，壮大了集体经济，带动
了农民合作经济健康发展，保障了粮
食安全，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全
镇种养结合、农牧循环，助推了乡村
振兴。

万合永镇广义村党总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杨颖杰：“小康梦，强国
梦，归根到底就是老百姓的致富梦。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党组织书记和
集体经济联合社理事长，我一定要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促进群众
增收为目标，履行好职责，为群众提
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做好‘三农’
工作的带头人，争当服务‘三农’的排
头兵，在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中贡献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十多年来，杨颖杰凭借勤劳的双
手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一步一
个脚印，用自己的坚韧与不拔、勤劳
与汗水，在带领群众致富的道路上发
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
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杨颖杰 乡村振兴路上的“领头雁”
■郎镕泽

我家门前有几棵杨树，前些年不太惹眼，现在越长越高，几乎绿树成荫了。
春风吹拂，那杨花纷纷扬扬、没完没了地招摇，肆意挥洒着生命的张力。秋天，
落叶飘的到处都是，被风卷得成堆成片。冬天，寒风一吹，树枝上呼啸的风带着
几分萧条，增添了许多寒意。立夏过后，凉风徐徐，满树的绿叶银光闪闪，飒飒
作响。在酷热的午后，那树冠撒下一片清凉，树下正好可以停车。

每天天一亮，就有鸟雀在树上唱歌。麻雀、斑鸠、啄木鸟、喜鹊、你方唱罢我
登场，加上几声鸡鸣犬吠，透出乡间特有的气息。拉开窗帘，窗子上就映入杨树
那挺拔俊秀的影子。虽无柳树的婀娜多姿，那摇曳的枝条也错落有致，疏密相
间，俨然一幅天然的风景画！

我家东面隔壁，有两间闲置的房子，原来是一个姓杨的老头儿住在那里。
老杨头儿走了之后，就一直空着。今年二月二刚过，那两间空房子里搬来一户
周姓人家，说是租的房子。他们原来是有房子的，砖瓦结构，院子很大。去年，
他们在外打工多年的小儿子领着老婆回来了，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儿
子，自己出来租房子住。以前他们还花一万多块钱，帮大儿子买了房子。他们
老两口很能干，种着几亩地，养了二三十只羊。院子里停着一辆破旧的农用三
轮车，还有一辆电动摩的。院外堆着一垛一垛的柴草。笼子里关着几只鸡，一
只小黑狗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开始的时候，那小狗有些怕人，看见我回来了，
就朝着我叫几声，做出戒备森严的样子。我故意一跺脚，它掉头就跑，扭动着滚
圆的身子，挤进铁栅栏大门里去了。

每天晚上八点多，我们下班回来，远远就看见劳累了一天的邻居已经熄灯
睡觉了。一起睡着了的还有他们的几只鸡，一只狗。他们那几只鸡都会打鸣
儿，成了我们免费的闹钟。夜里三点多，它们就亮开嗓门儿，轮番上阵。那声音
有的高亢响亮，有的低哑沉闷，各具特色，不一而足，这是鸡叫头遍。然后就集
体沉默，又睡觉了。四点多又叫第二遍，六点多叫第三遍的时候，我们也该起床
准备上班去了。这鸡叫声让我想到了小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叫做《半夜鸡
叫》，地主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就半夜起来学鸡叫。被高玉宝看见，长工
们狠狠地揍了周扒皮一顿。

他们搬来一个多月了，已经成了我的老邻居。惊蛰过后，有一对喜鹊夫妇
看中了我家门前的一棵杨树，叽叽喳喳地商量了几天，就开始动工在树上搭
窝。我知道，我又有新的邻居了。虽然我喜欢清净，但是喜鹊的鸣叫，天生带着
喜庆，总会给人带来好心情。喜鹊的叫声并不单调，有时叽叽喳喳，有时婉转温
柔，比那鸡鸣犬吠，还有咩咩羊叫好听多了。

构木为巢，对于喜鹊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们两个清晨即起，天黑才
收工，不知到哪里去过夜了。正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十分勤苦。他们飞出
去，好一会儿才飞回来，飞进半成品的窝里，转过来，转过去，左看看，右瞧瞧。
长长的尾巴，只剩一个尾巴尖露在外边，来来回回地鼓捣，大约总得一两分钟。
直到把这根树枝穿插合适，确认牢固，才欢快地叫几声，又匆匆地飞走了。他们
搭窝选择建材很挑剔，绝不肯随便将就。树下有的是枯树枝，他们绝不就地取
材，而是一定要飞到远处，精挑细选干燥的榛柴，所以往返一次，需要很长时
间。大约树下的杨树枝，材质太差，不能长时间地经受风吹雨打，所以他们看不
上。

喜鹊搭成的窝，看似粗糙，其实结构复杂精巧，里面还有较粗的柳枝做横
梁，支撑着顶盖，极其牢固。那顶盖很厚，又有密密层层的树叶遮盖，一般的雨
是淋不透的。据说里面装修也很不错，用河泥涂抹内壁，底部铺上毛草，相当温
暖舒适。原来并不是只有燕子才会用泥搭窝。

人文初祖有巢氏，带着族人在树上营巢而居，他们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就
像喜鹊一样，成功地躲避了毒蛇猛兽的袭击。喜鹊是适应自然的佼佼者，这搭
窝的技能，不知道是人学了喜鹊，还是喜鹊学了人。大约我们都是道法自然吧。

喜鹊有很强的独立意识，春天二三月开始搭窝，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没见到
成群结队的同伴来帮忙，所以历时三四个月才能全部竣工。如果有斑鸠来抢
夺，他们会殊死搏斗，舍命捍卫。鹊巢鸠占的，可能是他们废弃不用的旧巢穴。
我也见过斑鸠在树上搭窝，稀稀疏疏的几根破树枝，搭成个临时床铺，勉强能在
上面产卵育雏。遇到下雨天，那斑鸠趴在窝里，被淋得缩首缩脚，狼狈不堪。喜
鹊营巢结束后，开始产卵孵化，十七八天左右，雏鸟破壳而出。这时他们更加辛
苦，整日都在忙着寻找食物喂养雏儿。大约一个月后，几只小喜鹊就离开巢穴，
在大鸟的呵护下学习飞行和觅食了。

他们的工程尚未完成一半，刚刚搭好底部和围墙。等到安上横梁，封顶之
后就快竣工了。我期待着喜鹊夫妇住进新居，生儿育女。德不孤，必有邻，希望
我和新旧邻居和睦相处。

散文

我的邻居
■向再春

电脑制图 于永波

相信同学们都有喜欢的人吧，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喜欢的人。
他高大威猛，身高一百八十厘米，因为年轻时当过兵，所以现在的腰板

儿还是笔直的。他走路总喜欢背着手，他就是我的姥爷!
我的姥爷力大无穷。记得小时候，姥爷在我玩累了走不动的时候，总会

把我背回家。还有一次我大舅搬家，姥爷竟然成了主力，又搬冰箱，又抬沙
发，我的姥爷真是个大力士！

我的姥爷还是个心灵手巧、妙手生花的人，他种什么就长什么。比如种
花，姥爷家的蝴蝶兰一年四季都开花，大大的花就已经很美丽了，再衬上优
雅的淡紫色，好似几只真的蝴蝶。姥爷还有一双巧手，他用饮料瓶做的火箭
栩栩如生，让我至今难忘。

我的姥爷还是一名大厨，他会做各种各样的美食，我每天都在期待姥爷
今天会做什么好吃的，今天吃饺子，明天吃玉米饼、面条等等，每天都不重
样。

我的姥爷虽然优点很多，但是他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他的脾气不
太好，我希望我姥爷可以永远身体
健康，做一个温柔的老头儿。

我最喜欢的人
■经棚民族实验小学孟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