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今年夏天一根又一根竹竿儿在操场上跳舞吗？还记得今年夏
天那一首好听的音乐吗？还记得今年夏天那有节奏的拍手声吗？还记得
今年夏天大操场上那一位位穿着校服的孩子吗？也许你忘了！但他们尽
情舞蹈的画面一直在我脑中回放。现如今，他们又回来了。那竹竿、音乐、
拍手声、孩子，他们又回到了熟悉的大操场上。

今天代老师告诉了我们一个事。这个事却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一会儿要练竹竿舞。这事一出，全班同学都不淡定了！ 问题不在别
的，就在我们有一半同学都不会跳了！就算有会跳的，大多也踩不上点儿
了，跟不上节奏了。这要是一会儿到了大操场，音乐一起、竹竿一动、人一
跳，那我们不就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了吗！想到这儿，我狠狠地摇
了摇头，想把刚刚的事情都忘掉，可是还是无济于事 。

很快我们班的人都悉数到了操场，一到操场就像出了笼的兔子，满操
场跑。不过很快，英语老师就满面春风向我们走来，老师的到来好像给了
我们一束光。音乐响起，第一次试跳开始，因为心里紧张没跟上节奏，把我
的一只鞋给夹掉了，那时真是恨不得找一个洞钻进去，再也不出来。我不
敢抬头，因为我害怕同学笑我。很快第一遍终于完成了。结果一点都不
好，而我们的那一束光毫无疑问没了——同学们一个个的耷拉着脑袋，无
精打采的。

“没事！‘六一’的时候咱们连一个动作都不会最后不也都练会了吗？
而现在只不过是忘了，怕什么！”忽然一个慈祥而又坚定的声音又为我们点
亮了光。

大家重拾信心，在老师的指挥下一遍一遍地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现
在我们的竹竿舞又回来了。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有不想努力的人。

你好，竹竿舞
■宇宙地小学 郑嘉蕊

书法 张立民

 



























































康熙皇帝北巡，一下子就被眼前细长狭窄的河流所吸引。这条河就是位于克什

克腾旗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的耗来河。耗来河靠多伦诺尔湖补给，最窄的地方只有

十几厘米，一根筷子，亦或一本书就能在河上架桥，所以这条河又叫“嗓子眼河”。诗

人称之为“细河”，确实恰如其分。耗来河水深50厘米，长17公里，曲曲折折如同贡格

尔草原上舞动的飘带，给草原添上了灵动的一笔。

天然湿地、河滩绿草如茵，花香蝶舞，让诗人心动不已。所以才会把帐篷安扎在

河滩外。

“一水沙岗外”，缘引宋代秦观的“水边沙外”。甲帐，意思是汉武帝所造的帐幕。

《北堂书钞》卷一三二引《汉武帝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

帐，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诗中指帝王游历时居住的帐篷。诗人用甲帐形

容自己的住所，并非指住所豪华，而是身居清流河畔，草茂花繁，惠风和畅，天朗气清，

如置身仙境。

河流百米九回转，蜿蜒于帐幕前，偶尔有一两只麋鹿在河边饮水，微风浮动，蝈蝈

时断时续的叫声飘入耳鼓。诗中“蝉鸣”并非是真正的蝉的叫声，而是草原上蝈蝈或

者蚂蚱的鸣叫声。旃，毛织品，通“毡”。往年飘落的树叶、松针，踩在脚下松软舒适，

就如凉爽宫殿里铺着的松软红地毯。

沙岗外清流，绿茵处帐幕，麋鹿悠然饮水，风送虫鸣，踏着落叶走进凉爽的林荫

“宫殿”，这里显然是一幅消夏图，更是一处偏远的世外桃源。所以，诗人才感慨所有

的消夏避暑之地，最是此处寂静、安然，让人乐不思蜀。

此诗静中含动，动中有静，让诗人对这个幽静之所在心心念念，一心往之。

赏析： 涟漪

一水沙冈外，回流甲帐前。

日长时饮鹿，风至忽闻蝉。

棕叶铺凉殿，松花落细旃。

从来消夏地，未胜此中偏。

细河
■清·爱新觉罗·玄烨

榜样就在身边

2023年06月09日

有这样一个人，相貌无华，憨厚
中透着朴实，用初心使命坚守在乡村
振兴的最前线；有这样一个人，脚上
有泥土、手中献真情，用无悔青春谱
写巩固脱贫攻坚的神圣使命；有这样
一个人，心中存梦想、肩膀有担当，用
身先士卒展现一线担当的磅礴力量
……要问他是谁，他就是达来诺日镇
哈日浩舒嘎查第一书记郑学杰。

深入调研，当好服务群众的“贴
心人”。“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想
干好第一书记不容易，进家入户摸排
情况、协调惠民政策落实、帮助贫困
户解决实际困难，协调处理棘手问
题，必须一件件办好，群众不满意，自
己良心都过不去。”这是郑学杰当第
一书记以来最大的感受。来到嘎查
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郑学杰认真细致
地遍访脱贫户，了解脱贫户的最新情
况，一双腿走遍了哈日浩舒的角角落
落，将全嘎查脱贫人口的基本情况摸
清吃透，为精准落实政策、精准开展
三类人帮扶夯实工作基础。驻村期
间，郑学杰带领嘎查“两委”班子入户
调查，核算经济收入，严格按照工作
程序对嘎查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人
口和突发严重困难人口进行动态调

整并整理完善工作档案。经过多次
入户走访、信息核对，保质保量的完
成了全嘎查常住户的数据排查和录
入工作。“这走访入户就像中医治疗
的望闻问切，只有深入基层排查走
访，才能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年轻人
驻村，不能端坐在办公室当‘掌柜’，
只有俯下身子，多到田间地头走一
走、看一看，多和村民聊家常、交朋
友，做好‘田秀才’，才能真正了解群
众所急所需所盼。”郑学杰说到。

善行义举，当好为民解忧的“热
心人”。作为一名铁骨铮铮的男子
汉，郑学杰同志肩负着多种身份，既
是儿子、又是丈夫、更是一位父亲。
对父母他不能时常尽孝、对子女他不
能陪伴左右，但是对他所服务的困难
群众他会常挂在心上。嘎查一位老
人患有心脏病、白内障等多种疾病，
常年需要入院治疗，加之老人肢体残
疾，丧失了劳动能力，使得原本不宽
裕的生活更加举步维艰。了解到情
况的郑学杰立即将老人的情况上报
给帮扶单位退役军人事务局，并同时
向民政局提出申请，为老人争取了
1000 元临时救助款，暂时缓解了老
人的生活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我作为第一书记，一定要发挥好

沟通协作的桥梁作用”郑学杰说。他
多次协调帮扶单位到嘎查调研、走访
慰问。驻村期间，为改善嘎查办公条
件协调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嘎查购
买了电脑、打印机、饮水机等办公设
备，并协调帮扶单位旗退役军人事务
局慰问嘎查伤残退役军人、困难退役
军人并送去慰问金4000元。与此同
时，每逢重要节日，郑学杰都会与帮
扶单位协商，为嘎查老党员、低保户、
残疾户、脱贫户采购慰问品并发放慰
问金，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困
难群众家中，让他们感受到实实在在
的温暖。 除此之外，郑学杰还协助
嘎查“两委”协调农业银行、建设银
行，为村民争取富农低息贷款，解决
了村民生产资金不足问题。

一线担当，当好守土卫民的“逆
行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
避趋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全国各地纷纷
打响阻击“战疫”。达来诺日镇也不
例外，郑学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积
极响应镇政府安排，落实党组织
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贡格尔
高速口值班，负责日常消杀及过
往车辆排查。因离家较远，郑学

杰从驻村工作第一天起就把家安在
了哈日浩舒嘎查村民委员会，在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刻主动请缨在嘎查村
民委员会值班，第一时间对村民委员
会出入口、值班室、办公室进行彻底
消毒，及时张贴宣传最新防疫政策，
开展外来人员轨迹排查、核酸检测、
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等，耐心为每户
牧民做好疫情防疫服务。除此之外，
郑学杰经常放弃休假，协同嘎查“两
委”利用走访入户的契机，向每家每
户宣传疫情防控、乡村振兴政策、封
山禁牧、森林草原防火等工作，力争
达到功夫用在平时，效果起在关键的
作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青春追
梦助力乡村振兴。“不负韶华，只争朝
夕，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作为第一书
记，我将矢志不渝地扎根在这里，用
勤劳和汗水为嘎查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让青春在草原上无悔。”郑学
杰坚定地说。

郑学杰 抒写在贡格尔草原上的青春赞歌
■塔娜

在克什克腾旗有个叫芝瑞镇的地方属革命老区，也是解放较早的地区，由
于行政区划改革，它先后被称为芝瑞区——芝瑞人民公社——芝瑞乡，直至今
天的芝瑞镇，无论称谓怎样变更，“芝瑞”一词始终保留着，因为它的背后有着一
段悲壮的历史。

一九四七年夏天革命烈士赵芝瑞就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他是延安派来的干
部，为了克什克腾旗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一个叫南场的村子，和他同时牺牲
的还有梁敬、王政等五位烈士。

赵芝瑞(1906——1947年)，原名段亦文，1906年生于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的
一个中农家庭。1929年，赵芝瑞在韩城县立中学读书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思
想教育，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1939
年暑期，组织决定要他以赵芝瑞的名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次年秋调兰
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副官，后相继任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冀察
热辽军区办事处主任、热北地区林东县委组织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上级党组织派他到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经棚县（今克什克腾旗）工作，先任县委
组织部长，后又提任为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7年春，赵芝瑞率领20多人的工作队，到经棚县第5区（凤树区）搞减租
减息工作。这里的地主乡绅勾结几股土匪，纠集成百人的还乡团，到处杀人放
火。农历4月26日晚，土匪石增喜部会同部分从前线溃逃的国民党官兵800余
人从东、南、北三面向工作队所在的南场村扑来。赵芝瑞指挥大家与敌战斗，极
力突围，因寡不敌众，工作队伤亡严重。赵芝瑞也因负伤太重昏倒。战士们背
着他撤退。当他苏醒过来，听到敌人追赶的枪声时，立即命令，“放下我，你们快
走，快冲出去！”他翻身坐起，端起枪阻击敌人。当他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后，又一
跃而起，用枪托向敌人砸去，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了保护当地人民群众，
掩护工作队其他同志突围，赵芝瑞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年仅41
岁。此次事件史称“南场事件”。

“南场事件”后，经棚县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他，报上级部门批准把经棚县
第5区更名为“芝瑞区”。

赵芝瑞牺牲后，被移葬在字山革命烈士陵园，供后人敬仰。多年后，烈士遗
骸被家人及亲属带回陕西老家，被一同带走的还有英雄牺牲地的一捧沃土，英
雄得以魂归故里。

芝瑞人为缅怀先烈，先后建立起“赵芝瑞牺牲地”警示牌和“革命烈士纪念
碑”等2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园地，警示后人铭记历史，珍爱今天，拼搏奋进，造
福社会。

散文

一个名字背后的历史
■于国栋

电脑制图 于永波

人生中有两句话是一定要说的——“谢谢你”和“对不起”。
我知道向别人表示感谢的时候该说“谢谢你”，做错了事要说“对不起”，

却没有想到，我应该在同一时间向同一个人说出这两句话，却迟迟没说出
口。

那是一个下午，阳光烤着大地，阵阵凉风吹来，树上的黄叶随风飘落，那
是秋天到来的见证。

激烈的球赛又要在体育课上展开。男同学们却唉声叹气，因为这次又
要和六年二班的同学踢球赛了。

随着跑圈，赛前活动准备完毕，激烈的球赛随之展开。
只见场上的队员们个个生龙活虎，圆润的足球好似一个淘气调皮的孩

子，在他们的脚下滚来滚去，好不听话。
比赛接近尾声。“六年三班永远进不去球的！”只听见一声傲慢的话语。

这是来自六年二班男生的嘲讽。他没上场就乱说话，这使我班女生有了想
揍他一顿的冲动了。

比赛结束，一比零。很明显，在踢球方面，还是六年二班更胜一筹。可
六年三班也不差。

“六年二班王彦熙……”不好听的话语从我们班女生口中传来。我很讨
厌这样，人家是挺傲的，但人家更有实力，不是吗？

不出我所料，那个叫王彦熙的同学听到后，果然生气了。只见他怒气冲
冲地握住书本，见到我就喊：“你们班女生谁在骂我们？”我一脸无辜，还没来
得及说话，就听到了他的吼声：“你们班还要点脸不？”“明明我什么也没说
啊，吼我干嘛啊？有什么事不能先问问清楚吗？”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越想
越委屈，竟不争气地哭起来，但又无话可说。

到了第二天，经过我们班女生的打听，才知道是周艳香说的。
我什么也没说。换个角度想，如果我是王彦熙，我一定也会很生气的。

我昨天那样说他，确实不对。所以我要说：“对不起！”
晚上，我决定让周艳香去道歉，这本就是她的不对。可她却一本正经地

说：“嗨！这点小事，我让刘贽嘉去找他了。”
这话什么意思？给人道歉自己不去？我觉得这样没有诚意，劝了好久，

她才同意去了。
接到解释和道歉的王彦熙笑了，笑得友好，笑得自然。
他很优秀的，值得我学习的那种优秀。
同时，王彦熙的笑，让我看清了同学的一丢丢缺点和真实面貌。
谢谢你！对不起！

他笑了
■宇宙地小学 汤舒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