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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落成诗
田雪梅

弃与不弃
郭愿宏

在城郊的田野里，我看到一片
被掰去棒子的玉米秆。它们直愣愣
地站立在那里，在灰暗的底色下，在
瑟瑟的冷风中，显得格外枯黄、孤
寂、悲凉、疼痛。

也许它们要在这里站上整整一
个冬天，直到明年开春，土地解冻，
继续耕种时，才会将这些高大的“残
骸”从地里拾掇走。

天道主张“物尽其用”，现在人
们有心将这些玉米秆作为饲料，可
城郊难以找来一头大牲畜；将它们
作为燃料，这里难以找到一个可烧

柴草的灶台；将它们就地堆起来烧
掉，又怕天干物燥引起火灾；把它们
运回农村作饲料、当柴烧，又实在划
不来。没办法，只好让它们就这么
顺其自然地站着，这也许是目前最
省事的一种办法了。

看到此处，我不禁心头一颤。
此时，这片玉米秆的确失去了实用
价值，被人们、被季节抛弃了遗忘
了。可是有谁不喜欢欣赏那一片茂
腾腾、黑汪汪的玉米林？有谁不喜
欢吃鲜嫩的煮玉米、清香的烤玉米、
爽口的玉米粥、酥脆的爆米花？有

谁不会被浓烈的老玉米酒灌醉？可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谁会在这些

“无用”或一时很难找到用处的事物
上花费太多工夫呢？

退回到二三十年前的农村，如
果谁家掰了棒子还让玉米秆明晃晃
站在地里，早被老年人骂成是“作
孽”了。不要说把玉米秆留在地
里，就是割玉米秆时留在地上的茬
子太长，也会被人笑话成不务正。
春耕之前，勤快的农人总会把玉米
茬子刨出来，打净泥土，搂在地畔
上晒干，拉回家里当柴烧。烧下的
柴草灰再倒进沤粪窖里发酵成农家
肥，当作有劲的肥料上到地里，为
庄稼生长提供养分。周而复始，年
复一年。所以，农村过去的肥料、
庄稼都是有机的、循环的、天人合
一的，玉米秆就更不用说了，没有
一根会被遗弃和糟蹋。

提起农村玉米秆的处理方法，
一般来说是先把它们砍倒，再掰下
玉米棒子，然后将其竖着拢起来，形
成一座座玉米秆垛子。这是孩子们
最好的游乐场，是藏猫猫最好的隐
蔽处。靠着玉米秆垛晒太阳、吃旱
烟、讲古朝，是老汉们冬闲时惬意的
享受。青年男女躲在玉米秆垛后面
说悄悄话，天宽地阔，暮色四合，还
有这道天然屏风庇护，多么美好！

玉米秆晾晒干后，农人将它们
一捆一捆背回来，放在草窑里储存

起来。使用时，用铡刀铡碎，喂牛驴
骡马。如果说干草是牲畜的细粮，
玉米秆则是它们的粗粮。用糠、麸
皮、豆类等搅拌起来，简直就是牲畜
们的美餐。记得小时候，总喜欢跟
在爷爷后面，看他喂牲口。月明星
稀的夜晚，听着牛驴吃草时发出的
脆咯嘣嘣的声响，闻着牲口咀嚼草
料时散发出的淡淡清香，心里有一
种痒痒的、甜甜的滋味融化在静谧
的月夜。

后来，农村牲口逐渐少了，玉米
秆既作饲料，也作燃料。它不如木
柴、酸枣刺火焰硬、耐燃烧，但它易
搂易掰，不扎手、燃烧快、火焰旺，方
便烧火做饭煨炕。燃烧时，有些玉
米秆没有干透，水汽从秸秆里吱吱
地冒出来，带着一股天然的醇香，仿
佛又复活为一株生命力旺盛的玉
米。

眼前这片被冷落的玉米秆可能
是长错了地方，长错了年代。但土
地还是原来的土地，人的肠胃还是
原来的肠胃，柴米油盐酸甜苦辣还
是千百年来不曾改变的生存之道、
生活真味。

站成岁月标本的玉米秆，虽然
如战旗般伤痕累累、残破不堪，却依
然铿锵有声、不会倒下。大地之母
不会嫌弃它们。其实，它们没有被
抛弃，它们的根仍旧顽强地扎在大
地上，让漠视它们的人无地自容。

文人墨客对雪情有独钟。雪美而易逝，但有一场雪，
在那翰墨儒香中飘着，千年不止，万载难停，或泛黄或崭
新的书页中，或简易或繁复的笔触间，柔柔地飘出几朵柳
絮轻雪，拂面不觉冬意寒，化水才感染微凉。不品诗中雪
情切，怎得玉蕊意无穷？

古诗词中飘来的雪柔然，翩跹起舞，仙气飘飘，诗
人们对它钟爱无限，毕生绝才，凝成一称，惊艳了数百
年的时光。“落尽琼花天不惜，封它梅蕊玉无香。”杨万
里称它为“琼花”。零落纷纷，别具一格，空寂天地，有
美一人，玉骨冰肌，眼里盛着的，是万年不化的冰川。
诗人对它的疼惜怜爱可见一斑。“宫城团回凛严光，白
天碎碎堕琼芳。”李贺则称它“琼芳”，一个芳字，雪之洁
而生香，呼之欲出。是一朵灼灼的雪雕的莲啊，最脱俗
的颜色，最出尘的幽芳。沈约却偏让它杂了几分凄婉
在里面。“独有凝雨姿，贞晼而无殉。”雪是美的，也是冷
的。雨凝而为雪，是为生；雪融而成水，是为灭。生生
灭灭，一场浪漫凄美的轮回。雪无定，雨难留，它们终
会坠入人间，成为花盏香露，昨夜凝霜。索性扑入那包
容宽阔的怀抱，让自己的身躯消融干净，无迹无痕。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这许是冬日最暖的诗。暮雪欲降，暖暖炉火，香浓酒
已醅，殷殷劝君饮。哪怕雪染世，寒暗侵，友情的暖在酒
香氤氲中便无畏无惧，恣意流淌。白居易一纸邀约，字字
情浓；刘十九不顾风雪，急急赶赴，情真意切，志趣相投，
羡煞一众俗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满山的雪，凝雪的愁。
孤独成了柳宗元冬天的主旋律。他寒钩独钓，一江寂雪，
何等萧索；他孤身一人，雪满苍头，何等寥落。满江落雪，
心又何曾不在落雪。看似孤寂清冷，但他失意而不消极，
独坐在自己对面，坦然与孤独成友，静心钓着那满目孤
独。雪能洗去万物的斑驳吧。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
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
已。”张岱看到的雪，一如他的人，圣洁、素淡、不染尘俗。
在寂寂冬夜，雪和张岱倒是风清月白遇相惜。夜游遇知
音，强饮三大白。临别问姓名，道是金陵人。他孤独吗？
自然。他守着一声“明朝遗老”，守着一段故国之思。孤
芳自赏，人生渺茫。从惊才绝艳的少年郎走来，他一人孤
独地狂欢。舟子喃喃一语“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
者”便道尽了他的山水之乐，雅趣难及。

诗词中飘来的雪，绝美惊艳；雪落成诗，诗情胜
雪……

一场冬雪之后，大地在一夜间换
了新装。放眼望去，都是雪的身影，白
茫茫一片。我在雪地里行走，不经意
间闻到一股幽香，不必细想，这定是梅
花的香气了。

顺着花香寻去，大老远便看见土
墙下的梅树正不疾不徐地开着，在漫
天雪色的映衬下，绮丽得很。它的枝
枝条条上都缀满了花朵，有的含苞待
放，粒粒饱满，透着希望；有的将开未
开，纯洁懵懂，透着欣喜；有的初绽枝
头，巧笑倩兮，透着欢腾。无论哪一粒
花朵都在幽幽吐香，让遇见的心，溢满
不期而遇的幸福。

南宋诗人谢枋得曾感慨：“天地寂
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是啊，要
几生才能修炼成梅花那样的品格呢？
我近前，仔仔细细打量着这一树的花
朵，心里萌生出一个奢侈的愿望：若我
能做一朵梅花该多好啊！

若我能做一朵梅花，我要初绽在
南北朝诗人陆凯的《赠范晔》中：“折花
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
赠一枝春。”我带着诗人的浪漫与真
挚，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他的好友面
前。北方的冰天雪地因了我的到来，
便有了春的味道。他的好友，因了诗

人的牵挂，便有了未来可期的日子。
能够见证友人间的情谊，便是一朵花
最幸福的使命了吧。

若我能做一朵梅花，我要蓬勃在
宋朝王安石的《梅花》中：“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隆冬腊月，万物凋敝。唯
我，傲雪凌霜，红艳艳地站在枝头，幽
幽吐香，直香到人心里去。我会耐心
地告诉人们：季节的衰败寂寥不算什
么，人生的风雪交加也不算什么，只
要自己不甘沉沦，哪怕身处低谷，也
能开出艳丽的花来。不辜负时光，不
辜负生命。

若我能做一朵梅花，我要恬淡在
南宋翁森的《四时读书乐》中：“地炉茶
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
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冬天的
夜晚，诗人于室内香茗一杯，书籍一
卷，围炉夜读。而我在室外，花开无
声，暗香浮动。天地间，万籁俱寂，只
有我赴一场诗人的约会。他每读一个
字，我便会绽放出一朵花来。于是，寻
常的夜，因我的到来，变得与众不同，
而诗人读书的意境也随之充满了无尽
的雅趣。

作家白落梅曾说：“世间所有的相

遇，都是久别重逢。”看着眼前的梅花，
满心满肺都是劈面相逢的欢喜。我不
禁暗自思忖，千百年来，我可曾在时光
的轮回里与梅有过一段渊源呢？是它
枝头的一朵花，还是蕊里的一缕香
呢？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

的我可以跟着梅的脚步走，看着它如
何从“一枝寒梅白玉条”的冬天里，走
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
春光中。现在的我还可以撷一缕梅
香，藏于心中，足以慰藉冬日里的清寒
时光。

几生修得到梅花
司德珍

（上接第一版）
除出席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举行欢迎宴会外，从2023
年10月17日到20日，习近平主席安
排了7个半天的时间，同与会的所有
外方领导人分别会谈会见，常常从
清晨忘我工作到深夜……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出国访问 6次 25天，到访 7个国
家，主持4次主场外交，严格执行外
事规定，精简随行人员，简化迎送接
待，展现出以上率下的务实担当、崇
高风范。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
薛祥、李希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其他
同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要求，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切实抓好分管领域、部门和所在
地方的贯彻落实。

在改进调查研究方面，中央政
治局同志围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
问题赴地方考察调研。调研中坚持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注重通过“四
不两直”等方式了解真实情况，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在精简会议活动方面，严格控
制全国性会议活动数量、规模、会
期，优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会议组织安排。严格审批越级开
会、赴外地开会，采用视频方式召开

会议、举办活动日益成为常态。
在精简文件简报方面，坚持“短

实新”文风，细化中央文件篇幅字数
标准。除党中央统一安排和批准
外，中央政治局同志个人没有公开
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以及发贺信、
贺电、题词、题字、作序等情况。

在规范出访活动方面，合理统
筹出访安排，严格执行出访天数、团
组规模、住宿餐饮等方面要求；严格
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

在改进新闻报道方面，对篇幅
字数、版面安排、时段时长等进一步
严格把关。精简全国性会议活动新
闻报道。

在改进警卫工作方面，科学部
署力量，减少交通管制，减少对群众
生产生活的影响。

在厉行勤俭节约方面，坚决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压减中央本
级“三公”经费预算，严禁地方违规建
设楼堂馆所、借债搞“形象工程”。

以身教者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不打折扣、不
做变通，以实际行动为全党树起标
杆、作出示范。

新征程、再出发，推动作
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2023年中秋、国庆节前夕，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7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再次
释放紧盯关键时间节点、严抓作风
问题的鲜明信号。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
有休止符。

党的二十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把握作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持续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科学精准整治作风顽疾，持续激
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动力，以作风
建设新成效为奋进新征程保驾护航。

凝心铸魂，筑牢作风建设思想
政治根基——

“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
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
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2023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内蒙古考察调研时，就抓实以学正
风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
以过硬作风、扎实举措推动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指明方向。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
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各地区各部门全面系统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主题教育中采取各种形式，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党的创新理
论凝心铸魂，通过深入的检视剖析

整改，涤荡思想之尘、作风之弊、行
为之垢，将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
穿作风建设始终，着力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突出重点，以钉钉子精神纠治
“四风”顽疾——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 11860 起，批评教育和处理
16728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870
人……”2024年元旦前，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公布 2023年 11月全
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情况月报数据。这已是该数据连续
公布的第123个月。

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对搞“半拉子工程”

“面子工程”以及不担当不作为乱作
为等开展专项整治，对粮食购销、耕
地保护等领域不正之风强化监督执
纪，到针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突出
问题加大纠治力度，严肃查处并通报
多地领导干部违规聚餐饮酒问题，对
办公用房超标问题紧盯不放……

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严的基调不
动摇，紧盯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作
风顽疾，紧盯问题突出、工作薄弱的
领域和地区，靶向发力、重点突破，
推动作风建设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标本兼治，不断提升作风建设
治理效能——

“我们将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等
节日多发问题，深挖背后的利益交换、
请托办事等风腐一体问题，从严从重
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2023年端午节前，黑龙江省纪委
监委向全省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发出
廉洁过节提醒，敲响警惕“由风及腐”

“由风变腐”的警钟。
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党性党风党纪

一起抓，健全风腐同查机制，坚决纠治
不正之风背后的腐败问题，深挖细查
腐败案件背后的不正之风。

从针对餐饮浪费和“三公”经费支
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联动联查；
到严查酒驾醉驾背后的“四风”问题，
曝光典型案例；再到推进监督综合信
息平台建设，完善“惩、治、防”工作链
条，形成治理合力……

在严查“四风”问题的同时，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开展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年轻干部
纪律作风教育、警示教育，着力培育新
时代廉洁文化，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
社风民风向上向好，推动移风易俗，不
断铲除作风问题滋生土壤。

担当作为，以好作风好形象推动
形成狠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多亏了你们，现在灌溉土地的费
用降低了，还不到原来价格的一半。”
2023年12月，在山东济宁市嘉祥县杨

楼村，种粮大户高克国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针对村民反映的村

里灌溉水费过高的问题，嘉祥县纪委
监委开展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狠
刹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助
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围绕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采取一系列
提升能力、改进作风、强化担当的具体
举措，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锚定目标真
抓实干，解决实际问题、办好民生实
事，形成了狠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作风建设成效如何，人民群众最
有发言权。

2023年年底国家统计局社情民
意电话调查结果显示，95.7%的受访
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情
况总体成效表示肯定。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
事成。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
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
前景壮阔。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全党上下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不断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定能
以优良作风凝聚起 14亿多人民团结
一心的磅礴力量，把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风正好扬万里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