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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没有什么特别

和平常一样

扛着责任上路

把线索缠绕在腰上

用抽丝剥茧做手

在事实面前

还原真相

用汗水收集细节

把背景融进现场

时间和地点

走进演播室

叙述事情的表象

原因追问着结果

客观衡量着记者

公正无私的形象

默默地走在路上

把誓言擦得锃亮

带着良心的尺子

用生命抒写辉煌

记者

忘了苦恼

忘了忧伤

忘了繁杂

忘了愁怅

坚强的眼泪

打湿衣裳

就与公正携手

就与客观亮相

就带上生活这袋食粮上路

在饥饿的时候

用心血冲泡

咀嚼芳香

记者

永远在长征

记者

永远在路上

【二】

汗水

浇灌着新闻的花圃

像一只蜜蜂

在花朵之间奔忙

采撷正气

让生活释放正能量的芬芳

用快门

镜像繁杂的事物

用情感

梳理众生万象

拿着公正的尺子

客观地叙述

发生事件的现场

时间

地点

事件

原因

结果

五个致命的要素

构成记者的担当

踩着第一时间

走进第一现场

把事件的真相

还原给受众

精准的数字

准确的判断

把责任和道义

担在肩上

在有硝烟的战场

记录

就像子弹射出枪膛

在硝烟散去的角落

记录

仍然抓住事实的真相

【三】

一颗公正的心

拨开重重迷雾

让事件还原本来的模样

记者

扛着公正的法码

精细着客观的度量

唯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

放在心上

花开花落

寒来暑往

总是奔波在新闻的路上

记者构建头条

标题是忠诚

导语是善良

内文的字词句章

都写满密密麻麻的思想

躺下

是平原一样的心胸

站起来

是大山一样的豪放

扛着使命

像耕牛一样耕耘

让大地收获无私坦荡

组诗

记者，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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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影 赵国君赵国君

虫，现在指昆虫或类似昆虫的小动物。
但古代常以虫指含人在内的一切动物。《大
戴礼记·易本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
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
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
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
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可见古人把“虫”分为

“有羽之虫”“有毛之虫”“有甲之虫”“有鳞之
虫”“倮之虫（倮同裸，即无羽、无毛、无甲、无
鳞的动物）”五类，分别以凤凰、麒麟、神龟、
蛟龙、圣人为首。老虎属“有毛之虫”，又是
百兽之王，称之为“大虫”其理可通。唐人避
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讳，忌说“虎”，“大
虫”便流行开来。

老虎何以称“大虫”？

在五十年代中期,克什克腾旗人民

委员会（政府）在河西人委西院建了一座

礼堂，这是克旗解放后一座有名的大礼

堂，在当时的条件下属于一流的会议和

文艺演出场所。其舞台和后台比较宽

敞，台下有几十排长条靠椅可容纳五六

百人，窗户采光通风良好。现在已很少

有人知晓这座礼堂究竟有多少鲜为人知

的传奇故事。

五六十年代，人委礼堂可谓是克旗

的“人民大会堂”,克旗党委、政府的重要

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如人民代表大会、

“三干会”、传达上级指示的干部大会都

在这里举行。那年月，一般的机关干部

能到礼堂开会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记得1956年中央派来少数民族慰问

团，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身着民族

服装的青少年向慰问团成员献花、献哈

达。慰问团向克旗各族人民赠送了锦

旗，这可是国家级的赠旗，很多人激动得

流下了热泪。慰问团还带来了《天仙配》

等彩色电影，让观众大开眼界，一同带来

的演出小分队还对广大群众进行慰问演

出。中央民族慰问团的慰问活动在克旗

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十年代初期，解放军总政文工团

来到克旗慰问演出。在当时的昭乌达盟

也只到克旗一地演出，克旗党政军领导

及各界群众代表都十分荣幸地观看了演

出。总政文工团著名歌唱家寇加伦、手

风琴演奏家王碧云、板胡演奏家闫少一

等国内外知名艺术家精彩的演出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结束后，全体团

员和克旗党政领导来到克旗革命烈士陵

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因我是革命烈

士后代也荣幸应邀参加了此次纪念活

动，近距离接触了总政文工团的首长和

艺术家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克旗人委礼堂不仅是干部开大会的

场所，也是群众，特别是职工、学生演出

的舞台。每年举办的职工文艺演出就在

这里举行，并选出文艺人才参加盟里的

文艺汇演。武钧、毕光磊、张凤山、韩秀

荣、石玉兰、何凤兰、刘佩烈、张喜英、孙

素芝、孙华、麻长春、丁桂芝、马淑兰、杨

淑兰、刘玉荣、尹秀英、詹佩文、张云程等

一批文艺骨干多次在这里演出，并几次

参加盟里的汇演。

六十年代初，昭乌达盟文工团经常

到克旗慰问演出。文工团里有几位是克

旗人，如刘玉荣、李亚林、喜英、博迪、马

志华等，所以克旗观众感到十分骄傲。

因为从这片沃土上走出了很多艺术家，

如马凤兰等被自治区歌舞团选用。

克旗青年有参加入伍的光荣传统，

每年送新兵的晚会都在大礼堂举行，场

面热烈，让家长和新兵感动得热泪盈

眶。每逢“五一”或国庆日，这里要举行

表彰劳模大会。一些国家和自治区级的

劳模、“三八红旗手”“红色青年突击队

员”等在这里宣讲感人的事迹，激发人们

的爱国劳动热情。

克旗大礼堂也是演电影的场所，那

年月看一场电影很不容易，每天人们都

排着长队买电影票。看完电影后要议论

好几天，总是难忘电影中那些精彩的故

事情节。

六十年代初，克旗成立了文化队（后

改为乌兰牧骑）。乌兰牧骑经常深入农

村、牧区等基层演出。他们一专多能，坚

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每到节假日他

们就在礼堂汇报演出，丰富了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克旗人委大礼堂是旗党政领导经常

作报告的地方，自治区领导深入克旗也

经常来这里作报告。记得当年自治区农

牧厅厅长在大礼堂作报告说:“克旗过去

是山青水秀，可这几年砍林伐木、搂草割

柴，好多山都成了“光头”了，这样下去克

旗还会发展吗?

“文革”时，小镇到处是大字报。今

天揪出一个走资派，明天揪出一堆牛鬼

蛇神……大礼堂成了造反派争斗的战

场，当年那些在台上作报告的领导胸前

挂上了大牌子，低头弯腰接受批判。革

委会主要领导在这里三天两头就作一次

动员报告，每一次报告后就会揪出一批

“内人党”“国民党”、牛鬼蛇神、地富反坏

右等阶级敌人。越打人凶的越是积极分

子，可以进“革委会”。人委大礼堂再也

听不到欢歌笑语，每天传出的都是愤怒

的口号声和撕心裂肺的号哭声……

岁月飞逝，人委大礼堂的掌声、笑

声、口号声、抗议声、批斗声都随着时间

而消失，但它的传奇经历深深留在人们

的记忆中。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中”。

到了七十年代，克旗在河东建了规

模较大的“民族电影院”，驻军又盖了大

礼堂，一切活动由河西转到河东。人委

大礼堂早已破旧不堪，正应了“三十年河

西、三十年河东”那句古语。

多年未回老家，不知人委大礼堂今

安在？

散文

传奇的克旗人委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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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儿一直在我耳边念叨一个叫

玲儿的女子，而且一定要带我去认识

一下的。于是，一个金秋的午后，晒

着温暖的阳光，随枫儿一起来到了这

个小镇唯一的一家西餐厅。当然了，

也是我这个孤陋寡闻之人第一次走

进西餐厅。

西餐厅的老板就是枫儿口中的

玲儿了。一个看上去像个小姑娘，其

实年龄也有四十多的青春靓丽的女

子。第一次见面，便被她银铃般的笑

声吸引了。想来又是一个爽快，洒脱

之人吧。

本就不拘小节之人，见到洒脱之

人便心生欢喜之意。于是，开心地喝

着玲儿精心准备的奶茶，与枫儿一

起，三个臭味相投的女子，整整一个

下午，相谈甚欢。于是，我们相约不

断。春天的小花儿，夏天的草原，秋

天的红叶，冬天的白雪，家乡的美，被

我们演绎成了诗，可谓是一城山水一

程相伴。

随着接触时间久了，对玲儿有了

更多的了解。原来也是个打不倒的

小强。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尽兴地玩

耍之外，玲儿谈论更多的是她年轻时

的创业史。

八岁没了父亲的玲儿。20 多岁

单枪匹马来到这个小镇，为了生活，

开了这个小镇最早的一家KTV，这一

开就是十二年。又是一个女孩子，个

中滋味可想而知了。有些时候，听她

说到为难处，我总在想，如果换作是

我，那应该早就关门溜之大吉了吧。

但是，她却坚持了12年，而且做得风

生水起。谈起过往时，玲儿时而义愤

填膺，时而开怀大笑，时而平静如水，

时而热泪盈眶。记得有一次说到孩

子上小学时的趣事，因为是开ktv，都

是晚上去工作。老师让孩子写一篇

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当时孩子

是这样写的：每天晚上，我的妈妈都

会打扮地漂漂亮亮的去上班，有时到

了早上才回来，于是老师便把玲儿喊

去了，并含蓄对玲儿说，要给孩子树

立好的形象。并问玲儿是做什么工

作的，要晚上出去早上才回来，听到

这，我们笑得鼻头酸酸的。每次听她

说起过往，便会想到大海，心如大海，

包容万物。

玲儿的歌如她的笑声，银铃般响

亮，而且很有感染力，唱到情深处，总

像有一只小手在你心里作怪，让你的

内心变得愈发柔软。而那首总被我

叫成“大碗茶”的歌，可谓是韵味十

足，百听不厌。其实，每个女人坚强

的外表下都有一颗感情细腻，多愁善

感的心，只是被她自己包裹得很好罢

了。而那些无畏的过往，却为我们的

人生平添了一份美好与真实。

女人如花。每次与玲儿在一起

时，脑海里总会有风铃花在风雨中摇

曳。那盛开在黄岗之巅，一串串蓝色

如铃铛儿的小花儿，风过之处叮当叮

当，仿如它银铃般的笑声，漫过山

谷。亦如玲儿那清脆悦耳的歌声，于

时光里飞扬。而那被风雨捶打过的

风铃花，生命愈发的生动，绚丽。

都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换来

今生的擦肩而过，幸好，我们都伸出

了温暖的手，牵住了这今生的相遇。

生命应如夏花般绚烂，无论身在

何处，不屈于命运的安排，不输于生

活的挑战，绽放人生的精彩！

今生，有幸遇见！

散文

有幸遇见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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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来这里，

只为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有人来这里,

只为鸟语花香，碧波荡漾。

那么你，又为何而来呢？

或许，没有原因，

就是恰巧路过，

只是这一眼，

有那么一瞬间，

你就想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发呆。

让思绪放缓，

心韵悠然。

清脆的鸟啼，

打碎晨曦的静寂，

呼一口空气，

带着泥土的气息，

站在曼陀山巅，

枫林尽染。

置身碧海银滩，

留下最初的震撼。

古亭碧水云梦天，

陌上红尘醉怡然。

执一杯清茗，

携一抹夕阳，

看炊烟袅袅，

回首间，

时间静好。

远处一砚青墨泼出的画卷，

有野花星星点点，

牛羊相互纠缠，

雄鹰盘旋，

凝望蒙古包的圣远，

如梦如幻。

天空晕染云痕,

水波化作流雾。

借一叶扁舟，

月下与你独酌，

醉意阑珊，如何？

听清风低语，

数日出月落，

不喧不扰，

不问繁华,

将忧伤搁浅沙滩，

让细雨淋去阴霾。

重温诗和远方，

任凭时间静静流淌。

你来或者不来，

我就在达里湖等你。

诗
歌

情
系

达
里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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