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
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是宋代杨
万里写夏天的一首小诗，《夏夜追凉》，我特别
喜欢。因为这千年前的夏天，与我童年的夏天
何其相似。更神奇的是，这些日子，这种似曾
相识的亲切好像又回来了，在一方园子重现。
这个园子，是我打理的小花园。

小满之后，天气渐热，四处的空调开起
来。我这人寒湿体质，畏风，不论居家还是办
公，能不开则不开。闷热还是在夜里睡觉时感
觉到了，哪怕被子不盖，脖子里窝了一窝的
汗。遂想起我楼下的小花园，若有一瓢水兜头
撒开去，花草们润一润，立马精神，元气满满，
我往旁边一站，无风也凉。

对夏天的感觉迂回曲折。
小时候很爱夏天，下河游泳，钓草虾，摘瓜

果，都是乐事。工作后，心火正旺，一到夏天便
躁得慌，热辣难忍。记得刚工作时，每周三必
须批改 50多本作文本，头发像从水里捞起一
样。还记得从乡下调进城里学校，暑期报到，
见新校长，西装套裙如蛇缠在我身上。还记得
新婚的居所，学校宿舍没有空调，乡村限电，说
停就停，只好两人游荡长江大堤，唱卡拉OK，
熬夜。这样的夏天，一言难尽。

重新喜欢夏天，从我打理了楼下的这个小
花园开始。一块废弃的空地，我收拾收拾，花
草们便一一安家。小花园是我的修炼场，也是
我的养心坊。没有什么比一颗种子发芽，一朵
花盛开，一个果子成熟更让我欣喜的了。书可
不读，文可不写，酒可不喝，友可不约，只愿与
它相处。

每天凌晨五六点，我便从五楼下来，带上
今天要吃的蔬菜，到车库清洗。洗菜水能浇浇
我的园子，循环利用。世间万物有情，一滴水
也不可以浪费。临江，土质沙，保湿性差。园
子里长的大多数植物喜水，一天不浇就蔫了，
这也是我得这片园子的原因。园子紧邻我的
汽车库，浇水方便。别人想种没有水啊。没有
水哪有园子呢。

这些花草日日在我周围，比任何人和我相
处的时间都长。尤其浇水之后，一个个水灵灵
的，我对着它们吐故纳新，开始一天的晨练。

园子大概有三四十个平方，在城市已属难
得。种的东西很随意，哪样稀奇长哪样。看纪
录片，河南人用荆芥佐面食，吃得那个香！馋
了，网购种子，也在我的小园子里种出了。特
别喜欢荆芥那独特的清香。萱草，中国的母亲
花。“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
不见萱草花。”讲一位母亲倚在门前，看着一年
一年花开花落的萱草花，念叨自己的孩子。《诗
经》里“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背，北堂。游子
远行时，会在北堂种萱草，希望减轻母亲对孩
子的思念。所以，萱草也叫忘忧草。

我种这花，源于我小时候叫它黄花菜，种
在自家后门口，夏天，妈妈会摘下几朵橙黄色
的花，放鸡蛋汤里，再放两片薄荷叶子，那是独
属夏天的味道。

人到中年，劫后余生，我与母亲由一年不
通电话，到几乎每天一次电话，渐渐理解母亲
的那颗心，体恤她，更仰靠她，母亲依然是我的
保护神。母女相隔三两百里，不是说见就能见
的。种下萱草花，像天天能看见我的母亲。

园子里每一株植物都有故事，我与它们同
呼吸，共命运。散乱的园子也有个大体的规
划，一片菊花，一片端午花，一片绣球，一片向
日葵，还有间隔种的蓝目菊，朝天椒等等，都是
明艳的，像我现在的穿衣风格。

邻居经过，建议我栽些果树，省事还实
用。这花开了，落了，不留痕的。痕在我的心
里。我也想种那些杏树啊柿树啊，无奈地方太
小。种了树就欺了花，只有割爱。

这种疏松的沙土实在适合种植根茎类植
物。去年我随意插了几棵山芋藤，挖出一兜子
红心山芋，可把家里参与劳动的两个上幼儿园
的小朋友乐坏了。今年我把发芽的土豆随手
插到土里，浅浅的，都没怎么问。前日浇水，根
部的土豆蛋蛋冲出来，一嘟噜一嘟噜，白生生，
圆溜溜，可爱极了。赶紧盖些土，生怕猫给扒
出来。过几天，我家小娃娃们可以挖土豆了。
这里是他们最方便的自然课堂。

这里也是我的健身场所，下蹲、爬行，松
土、开沟，提水、灌溉，劳动量不小。一天中，我
有太多时间在这里度过，如果不是靠路边太
近，中午我都要搬张凉床在这午睡。有树荫更
好，无树荫就日光浴，不周车劳顿，不翻山越
岭，不抛家，不远行，这里就是我的诗与远方。

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有三候，每候五
天，节令转瞬即逝，不由人不珍惜。前面的候
令大多能在这方小天地有反映，能让我一步一
个脚印跟着过日子，不至于踉踉跄跄，昏天黑
地，稀里糊涂，这是多大的幸运。

午睡起，立于园子边，摘条顶花黄瓜尝一
尝，不管阳光多烈，心头时有微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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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

1963年 1月 9日，毛主席《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以“小小寰
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伟人看来，浩瀚无垠的茫茫宇
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我们只是浩瀚太空里的
一粒沙，宇宙历史长河里一滴水。

1990年 2月 14日，NASA的旅行者 1号在太空从距离地球 64
亿公里成功地拍摄到了一张地球的照片。细心再看，你会看见一
个毫不出奇的小点。再看看那个光点，它就在这里。天体物理学
家卡尔·萨根有感而发，“那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一切。你所爱
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曾经有过
的每一个人，都在它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我们的欢乐与痛苦聚
集在一起，数以千计的如此自信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每
一个猎人与粮秣征收员，每一个英雄与懦夫，每一个文明的缔造
者与毁灭者，每一个国王与农夫，每一对年轻情侣，每一个母亲和
父亲，满怀希望的孩子、发明家、探险家，每一个德高望重的教师……
都在这里——一个悬浮于阳光中的尘埃小点上生活”。卡尔·萨
根在《暗淡蓝点》这段著名的叙述中提到了一类人，那就是德高望
重的教师。

2024年5月1日劳动节，我回到家乡扬中，站在这个最近的时
间节点上，站在浩浩荡荡的长江边上，由历史长河回溯数十载，踮
脚眺望那个质朴纯真的年代，那些可亲可敬擎着火炬为我们引路
的恩师——那些找火种的人。

1983-1985年，永福小学的张纪兰老师，没收过我的一把水果
糖。我在上课时吃的。下课时她想要把糖还给我。我说我不要
了，你带给你家曹侃吃吧。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张老
师的娘家和我家都是永福五队的，她当天就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我
妈听。我家要晒稻子了，家里缺劳力，我爸妈就让我回家看麻雀
子。张老师会跑到我家喊我到学校考试。我妈到今天还在重复
这个故事，乐呵呵地在我的小女儿面前学我笑我。张老师的笑，
妈妈的笑，小女儿的笑，每次无论我身在何处，一想起来，我也会
笑起来。这些笑是温暖的火种，温暖了我一路这几十年，所以一
直记得。

1986年，干劲小学的李爱萍老师是位非常严厉的老师，她教
语文，书背不出来，肯定是要用剥了皮的柳条打手心的，一条下去
手心就是一道红杠。所以全班语文没有学不好的。还好我没被
她打过。倒是帮李老师跑了不少趟八桥邮局，李老师是军嫂，带
了一个女儿小燕子在学校教学，她的爱人在前方当兵。平时都是
书信往来。我记得李老师把写好的信放在一个军绿色的书包里
给我背上，我从干劲小学一路奔跑到八桥邮局，用糨糊粘好邮票，
把信投入绿色的邮箱里，再跑回来。成年以后，才恍然大悟，我可
是爱的信使呀，李老师把对爱人沉甸甸的承诺嘱托给我这个小小
少年，是对我莫大的信任呀。这种信任是炙热的火种，让我学会
爱自己也学会爱别人，所以一直记得。

1987年，红光小学的黄克林老师骑着二八大杠，带我去参加
小学作文比赛。比赛结束后，黄老师把我带到他家里，三间瓦房，
两间厢屋，屋子周围是自种的菜地。黄老师到菜园里掐了秧草，
亲手和面擀了面条。我们师徒二人在厢屋的小方桌面对面一人
吃了两大碗手擀面，味道真的赞呀。这味道不光是新掐的秧草味
道，不光是手擀面的味道，还有那从师道尊严之中流露出来纯粹
的人情味。一位素以严厉闻名的老师亲手给自己的学生做一碗
柔软的手擀面。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的文武之道，对我内心产生
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是富有质感的实实在在的火种，几十年
来，在我心里，一直余震不断，所以一直记得。

1989年，初一，永丰中学的金国旗老师个子不高，但腰板
笔直，金老师的板书跟他的腰板一样是正经忠厚的柳公权楷
体，金老师教书有板有眼，厚厚的镜片下，透露出老派知识分
子的风范。金老师又是接地气的，为了贴补家用，家里养了几
头猪，每天一早都是先喂好猪，再急匆匆赶到学校给我们上
课，有时候一只脚的裤管都是卷起来还没来得及放下来。几十
年过去了，我也到了金老师当年的年纪，也一样面临家庭压力
和工作压力，每每我想对着生活骂娘的时候，就会想到金老
师。想起他那镇定的神色。这种镇定是不灭的火种，让我在人
生海面之下潜行时有力量抬起头来，猛吸一口前方清新的空
气，继续勇毅前行，所以一直记得。

我要叙述的恩师还有很多很多，比如，1991年，初三，永胜中
学的傅高经老师，徐晓强老师，比如1992-1995年，高中，县中的郭
桂华老师，严华银老师，陆东升老师，等等。

普罗米修斯，谢谢你。要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到太阳神阿波
罗那里拿取火种，我们人类也许现在还生活在无边的黑暗里。找
火种的人，谢谢你。要不是你高举火炬照亮我们前方的路，我们
还徘徊在无边的黑暗迷途中。在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中，能
与你们共享同一颗行星和同一段时光是我们的荣幸。谢谢你们
看出平凡的我们身上的万千可能。谢谢你们无条件相信我们，更
让我们相信自己。谢谢你们让我们明白，智慧要靠自己探索，未
来要靠自己亲手创造。找火种的人也从不孤单。因为，亲爱的老
师们，我们会带上火种继续上路，就像你们那样。

迎着七月的
第一缕阳光
我要写一首
七月的诗

酝酿诗意的时候
党的赞歌
在我心里
一曲又一曲
激情奏响

夏日的蝉鸣
打扰不了我的诗情
此刻
遥远的红船
在南湖的水域
向着我的诗意
缓缓驶来

只要不是双休日，早晨把孩子送到学校
后，我都会直奔离家不远的菜场。倒不是想当
什么模范丈夫，只是觉得买菜这活计比点菜快
乐多了，根本不用在乎他人的喜好，自己想吃
什么就买什么。像近段时间，一见平素比较稀
罕的蒲草芯，我就立马买上一大把。

小时候，很多野塘都长有蒲草，但很少将
其与吃联系起来。蒲草是一种依水而生的草
本植物，一到万物萌生的季节，它们便肆无忌
惮地拔节生长，一簇簇地随风摇摆。炎炎夏
日，总是在那百无聊赖的午后，我们一帮小伙
伴，打着赤脚，四处闲逛，在野塘周围找寻快
乐。突然，有人尖叫：“快看，胡蜡烛！”我们便
争先恐后地跳入池塘，将那些形如蜡烛的小东
西摘下来，像缴获战利品一般兴高采烈。

胡蜡烛是家乡方言，它学名蒲棒，也称水
蜡烛，是蒲草结出的果实，乃指头粗细的一根
细棒。叫法虽有不同，但我更倾心于胡蜡烛之
谓，因为成熟了的蒲棒，呈棕褐色，远远望去，
就像拜堂成亲用的红蜡烛。胡蜡烛软绵绵、毛
茸茸的，表面结了一层细腻厚实的蒲绒，将它
们晒干后，淋上煤油点燃，在夜间一闪闪的，比
荧光棒还过瘾。胡蜡烛还可入药，如果手指不
小心划破了，揪点蒲绒仔细地敷在伤口处，一
下子就把血给止住了，药效堪比云南白药。

蒲草还能编席，爷爷将蒲草割回来，晒上
几个太阳，柔韧修长的蒲叶就派上了大用场。

凉席破了，爷爷便抽出几根蒲草，左折右弯，上
下翻飞，破损的凉席很快就完好如初了。夜晚
乘凉的时候，睡在上面，清凉中透着清香。高
中时学《孔雀东南飞》，好多知识都还给老师
了，但里面的诗句至今记忆犹新：“君当作磐
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年少不懂爱情，除了想着法子玩，还会变
着法子吃。与荷类似，蒲草的根茎一半在水面
上，一半在水面下，如果连根拔起，就会发现底
端颜色泛白，稍一用力便可折断。与藕带不
同，蒲菜的根茎由叶鞘抱合而成，如果一层层
剥开，里面有一段嫩黄色的蒲草芯。

其实，蒲草芯生吃味道一点都不好，满嘴
的纤维感不说，还有一股苦涩味儿。有的小伙
伴默默地剥上一大把，用蒲草捆好了带回家，
说可以让家长做成一道菜。有样学样，从此以
后，我们关心的不再是胡蜡烛，而是餐桌上的
蒲草芯。蒲草芯确实与众不同，尤其是那股清
香之气，非其他菜肴可比拟。新鲜的食材，无
须复杂的烹饪方式，将蒲草芯折成小段，放入
锅中加少许食盐，随便翻炒几下便可装盘。

“新蒲入馔酒频携”，蒲草芯入菜，早已有
之，《诗经·大雅·韩奕》中的“韩侯出祖，出宿于
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肴维何，炰鳖鲜
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就生动记载了韩侯
觐见周宣王离京路过屠地时，受到当地官员以
蒸鳖煮鱼、竹笋嫩蒲热情款待的情景。“其形似

茭，其味似笋”，便是蒲草芯最鲜明的特点。明
朝正德年间，在陕西做官的淮安人顾达曾作

《病中乡思》一首，诗曰:“一箸脆思蒲菜嫩，满盘
鲜忆鲤鱼香。”有些菜，尤其是那些乡野之物，
一旦吃过了，便会一直挂念。味蕾上的重逢，
丝毫不亚于故友相拥，野味里从来不缺乏人生
况味。何况，蒲草芯还是一种养生菜，具有清
热凉血、利水消肿、去火除烦等功效。

老实说，看到菜场卖蒲草芯，我在欣喜之
余，还是感到十分疑惑，毕竟最近这些年好像
没怎么看到它们的身影了。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除了满目尽是钢筋水泥，还有日渐干涸的
河流沟渠。有些鱼，游着游着就不见了；有些
草，长着长着就消失了；有些味道，吃着吃着就
只剩下了回忆。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蒲草芯，它
们来自何方，又将会停留几时，我不想去追问，
也不敢去探访，只想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因为
我知道，无论是何种情形，以后吃蒲草芯的机
会只会越来越少，能够多买一次就买一次吧，
能够多吃一回就吃一回吧。

从明天起，我也要关心粮食和蔬菜。

生命中总有一些温情的面孔，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时时隐现。
我想起一位卖鞋样的异乡女人。小时候我家穷，兄弟姐妹

多，在我4岁时，我曾经被寄养在离家几十里的姑母家一年多。独
在异乡为异客，小小年纪的我很想家。姑妈家门口是一条街道，
街上有个卖鞋样的女人像极了我的母亲。我每天都要来到摊位
前，看看卖鞋样的女人。卖鞋样的女人每次都望着我微笑，笑起
来更像我母亲了。我那时挂着鼻涕的样子一定很丑，那女人却总
对我微笑，有一次还拿出手帕给我擦鼻子。那手帕香香的，好闻
极了，我现在都记得，那温暖我一生的小手帕，那微笑如母亲的异
乡女人！

我想起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老师。那时我上三年级，一次早操
跑步中，不小心摔倒，在我不远处的王老师连忙走过来把我扶
起。王老师微笑着说，没摔痛了吧。我噙着泪摇摇头。王老师弯
腰帮我重新系好鞋带，给我掸掉裤子与衣服上的灰尘。王老师站
起来，细心地给我把衣领翻好，我闻着王老师身上那好闻的母亲
一样的芳香味道，久久不愿离开。

我想起我的初中同学高长年。那时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学
生们也不好好排队，挤成一堆，个子矮小的挨到最后常常吃不到
饭。高长年长得人高马大，帮我打了三年的饭。我至今都忘不了
高长年的模样，高个子，小眼睛，整天笑眯眯的！

我想起家乡教育考试院的姚老师。那年我在当兵时，参加了
当地组织的自学考试。退伍的时候，我去考试院办理自考档案转
省手续。虽然与姚老师素昧平生，当他得知我是一名退伍兵，办
好手续就要独自登上去南方的火车时，对我特热情，以极快的速
度给我办好手续，一直把我送到考试院的门口。分手的那一刻，
姚老师用力地握住我的手说，祝你一路顺风，代我向你家人问个
好！哦，那温热的手，那温情的祝福，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
蓦然回首，生命中那些让我时时想起的人，都是给我帮助给

我鼓励给我关爱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付出的也许是一个浅
浅微笑，也许是一个细微的关爱动作，也许仅仅是一句简单的祝
福，却让我刻骨铭心，让我心里充满阳光，给我奋勇前行的力量。

上月和老同学相约“重
走少年路”，展开登山活动。

老天爷像是在刻意考验
同学们的意志，刚刚轻风拂
面云卷云舒的天气，突然狂
风呼啸而至。顷刻间，梧桐
果儿的绒绒毛，雪花似的纷
纷扬扬，溅落在路面上，又
被大风卷成一朵朵浅黄色的
絮状球，大大小小，四处飘
散。同学们却一个也不少地
从四面八方如约汇聚在伯先
公园。

伯先公园距离我儿时就
读的宝盖路幼儿园，以及后
来就读的宝盖路中心小学，
近在咫尺。伯先公园里的儿
童乐园和动物园更是我们儿
时最最向往的地方。

拙头笨脑的大河马，精
神抖擞的非洲雄狮，威风凛
凛的东北虎，萌宠羞涩的小
猕猴，色彩斑斓的花孔雀，叽
叽喳喳的笼中鸟，至今，难以
忘怀。

你有点发福了？我真的
没变化？她是不是更显年轻
啦？老同学见面，东扯西
拉，欢声笑语，总有说不完
的话。吴凤鸣绘声绘色地描
述当年在赵伯先塑像前拍摄
班级毕业照的场景，你站在
哪儿，我站在哪儿，他站在
哪儿，老师站在最中间，如
数家珍。

顺着浓荫叠翠曲径通幽
的林中小道，我们猫着腰鱼
贯穿过一座座湖石假山，欣
赏东坡碑林，漫步邮局巷，跨
越京畿路，拾级坡陡路窄的
地藏庵巷，朝着宝盖山的巅
峰进发。儿时的记忆里，宝
盖山上的路，盘缠曲折，晴天
坑坑洼洼，雨天一跐一滑。

我刚读小学那年，学校
里圈养着几头猪。那次劳动
课，同学们自带草篮和剪刀
上宝盖山挑猪草。我稍加琢
磨，便顺着那片看似茂盛的
草地，埋着头一鼓作气往前
挑去。渐行渐远，不经意间
我离群了，既看不见老师，也
遇不到同学。我却突然发
现，宝盖山上的羊肠小道宛
若蛛丝尘网，让人很难理
清。一头雾水的我，挎着满
满一篮猪草，寻思着来时的
方向，心怀忐忑地边走边问，
终于赶在学校放学前安然无
恙地回到了班级。

俗话说：“一岁年纪一岁
人。”走一程，忆一段，歇歇
脚，说说话，继续往上爬。鸿
海饶有兴致地聊起山上赵柱
同学家的家前屋后，聊起赵
柱家后院的那块麦地，聊起
赵柱奶奶用山柴铁锅烀山芋
给同学们点饥。我却瞬间惦
念起宝盖山顶曾经苍松环抱
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曾经
栉风沐雨日夜守护铁路隧道
的战士，曾经充满生机活力
的那排军营。

“儿时上学处，古稀再计
步，探寻老街巷，感悟人生
路。”琐事缠身的序维同学用
微信发来一首小诗，给我们
加油助兴。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登顶鸟瞰，“城市山林”
尽收眼底。山似粒粒青螺散
落在东西南北中，滚滚长江
和千年运河宛若两条银色丝
带熠熠生辉，一栋栋风格迥
异的现代化摩天大楼镶嵌其
中，好一幅远近高低景不同
的水墨丹青图。

我党龄已经有 50多年了，每到“七一”，就
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年在部队积极争取加入党
组织的那段经历，而其中让我最难忘的是三写
入党申请书的那段过程。

我入伍前就已经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到部
队不久又担任了连队的代理文书。这期间，连
队领导就常在我耳边吹风，说正式文书必须是
中共党员，你要加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党组
织。听了领导这些要求与鼓励，我入伍不到半
年就开始考虑申请入党，并很快洋洋洒洒地写
成了一份3000多字的入党申请书。当时因“文
革”刚结束，社会上假、大、空的文风还没有彻
底肃清，我本人也仍深受其影响。连队党支部
领导看了我这份入党申请书后竟当场给退了
回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申请书中这么多的
空话、大话与套话，哪有你的肺腑之言呀，这说
明你对入党还缺乏真心与诚意。

听了领导的一番批评，再仔细看看退回的
申请书，觉得自己确实写得太空了，于是我决
定重写。但到底怎么写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于
是就一个劲地收罗好词好句，同时还特意找了

几份老战士以往入党申请书的初稿，并大段大
段地抄下来用到我的申请书中。这次递交后
领导还是不满意，他们指出申请书中过多考虑
了词句的优美与华丽，而缺少实在内容，另外
所表达的大都属于“大众化”的内容，没有我自
己的思想与特色。他们最后真诚地对我说：

“你要记住，申请入党是你自己的事，要表达你
的真实意愿，要讲自己的心里话”。

领导的点评与开导让我再一次陷入深思，
两次没有写好申请书固然有我文字表达能力
差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我思想不够成熟、态
度不够端正所至，也说明我对党的性质、任务、
宗旨等党的知识了解不够，要求入党的目的还
不够明确，当然也表明我还没有完全具备入党
的条件。此时，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认识到
那些浮躁心态必须尽快消除，并决定冷静下
来，认真学习，扎实工作，不断用共产党员的标
准要求自己。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处处从严要求自己，
努力干好各项工作，同时经常向组织汇报思
想、工作情况，请领导与同志们给我提要求、指

问题、促整改。在这个过程中，我反复思考着
如何向组织表示申请入党的愿望，一份发自内
心的入党申请书的“腹稿”也逐步形成，而且还
不断在完善着。当年底，一份全新的入党申请
书终于撰写出来，并郑重地向党组织作了递
交。由于我平时各方面表现不错，工作实绩突
出，加上这次申请书写得情真意切，也比较符
合要求，连队党支部领导看了非常满意，不仅
收下了我的入党申请，而且没过多久就把我列
为发展对象，接下来更是出乎我意料的顺利，
第二年初我就被批准入了党（当时还没有预备
党员这一程序）。

我那三写入党申请书的事虽然过去了五
十多年，但留给我的印象却一直那么清晰，感
悟也一直那么强烈，我认为这不只是简单的重
新撰写，实际上是反复学习思考的过程，是思
想磨炼并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不断端正态
度，明确入党动机，积极具备入党条件的过程，
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动
力，时时激励着我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当名
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找火种的人，谢谢你
□ 范永红

让我时时想起的人
□ 李志杰

每一株植物都有故事
□ 王 晓

守 望
李 陶 摄

三写入党申请书
□ 杨汉祥

蒲草芯
□ 彭梦宁

七月的诗行
□ 陆章健

重走少年路
□ 阎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