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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风范——毛泽东文物故事》一书共收
录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关的革命文物140余
件，每一文物单独成篇，不仅介绍文物的基本情
况，而且叙述文物背后的故事，深入阐述文物的
深刻内涵。同时，根据党的历史，将这些革命文
物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时期”“全民族抗战时期”“全国解放战
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五个部
分，让读者在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感受
伟人魅力，铭记伟人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高慧琳为该书副主
编。

《伟人风范——
毛泽东文物故事》

雨天读书，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如同在心灵
的荒原上行走时，偶然间找到了一片绿洲。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雨天是最兴奋的时
刻。那时的雨声总是带着童真的律动，雨滴轻
敲玻璃，仿佛在弹奏一首悠扬的乐曲。这时，母
亲总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故事书，坐在昏暗的
灯光下，轻声讲述。那些童话里的王子、公主、
龙和魔法师，在母亲温柔的声音里，仿佛活了起
来。雨声伴随着故事的起承转合，我的心灵仿
佛也在书页间翱翔，感受着异域的奇幻与美好。

记得有一次，母亲给我读的是《格林童话》中
的《白雪公主》。窗外的雨声如同背景音乐，伴随
着故事中森林里的冒险，我仿佛也成为了那个故
事中的小主人公，在神秘的森林中穿行，遇见各种
奇妙的生物与事件。雨天的读书时光，如同一扇
通往魔法世界的窗，让童年的我体验到了无限的
幻想与快乐。

进入青春期，雨天读书的意义愈加深沉。
那是一个自我探寻的过程，书籍成为了我心灵
的避难所。每当雨声如泣如诉，我总喜欢蜷缩
在窗边，手捧一本厚厚的小说，沉浸在作者构筑
的世界中。雨天的灰色调仿佛为书中的故事增
添了一层神秘的滤镜。那些关于爱、理想与挣
扎的文字，在雨水的洗礼下，显得更加鲜活。

青春期的某个雨天，我因为考试失利，心情
低落。母亲递给我一本《红楼梦》，让我在书中
寻找安慰。宝黛之间的爱情故事，让我感受到
爱情的美好与悲伤，仿佛自己也在那个大观园
里，体验着他们的喜怒哀乐。雨天的宁静与书
中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
思考与感悟。

成年后的雨天读书，则是一种宁静的享
受。繁忙的工作与生活中，雨天成为了难得的
放松时刻。每当雨声响起，我总会泡上一杯热

茶，捧起一本喜欢的书，坐在书房的角落。那种
与书中人物心灵相通的感觉，是任何娱乐方式
都无法替代的。

我喜欢在雨天读一些哲学和历史类的书籍，
如《苏菲的世界》。雨天的氛围让我的思维更加
敏锐，书中的哲理和历史事件仿佛也变得更加清
晰。雨水洗涤了尘世的烦扰，而书籍则滋养了心
灵的沃土。读书成为了生活的一种仪式，一种自
我修复的方式。雨天的宁静与书中的智慧相结
合，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内心的平衡。

有一次，我在一个雨天读《追风筝的人》。
故事中的友情、背叛与救赎深深打动了我。窗
外的雨声仿佛在为故事中的悲欢离合伴奏，让
我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主人公的情感波折。雨
天读书，成为了我生活中一种深刻的体验，让我
在宁静中反思，在阅读中成长。

相比于晴天的明媚，雨天的宁静更能让人
沉浸于书中的世界。晴天时，阳光明媚，外界的
喧嚣容易分散注意力，而雨天的静谧，为阅读提
供了一片理想的空间。在这宁静的时刻，我们
可以放下所有的纷扰，尽情地沉浸在书中的世
界里，感受文字带来的力量与温暖。

无论是童年的纯真幻想、青春的深沉思考，
还是成年的宁静享受，雨天读书，都是一种难以
替代的美好体验。雨天读书，不仅是对心灵的
一次洗礼，更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思。在这宁静
的时刻，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找到生活的意
义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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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的错误》

余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编荐书

在这个纷扰复杂的世
界里，我们常常被生活裹
挟，内心深处那些隐秘的、
难以言说的情绪，似乎总在
寻找一个出口。而文学，正
是这样一片灵魂的栖息地，
它让我们得以窥见人性的
深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超脱现实的可能。在这样
的背景下，余华的《河边的
错误》无疑是一本引人入胜
的力作，它不仅是一次文学
的探险，更是对自我救赎与
人性深度的一次勇敢探索。

《我没那么好，也没那么糟糕》

每个人都在寻求内心的
平衡与外在的和谐，却往往
在自我要求与现实压力之间
挣扎。《我没那么好，也没那
么糟》正是这样一本来自资
深心理咨询师丛非从的深度
心灵按摩手册，它以轻松而
不失深刻的方式，带你探索
内心深处，直面人生种种挑
战，最终活出最真实、最自在
的自己。

丛非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陕北是个好地方”，这是毛泽东 1948年 3月
23日东渡黄河时对陕北的赞誉。

陕北北依毛乌素大沙漠，南邻关中八百里秦
川，西界子午岭，东临黄河秦晋大峡谷，是世界上
黄土层最为厚实的地方。漠漠黄土与巨龙般黄河
交汇、碰撞，锻造了神奇的陕北历史。

陕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期，
黄帝部落在此活动，“人文初祖”黄帝教民稼穑，开
创了中华农耕文明。桥山之巅上安息着的黄帝，
护佑着五千来年不断繁衍生息的炎黄子孙。习近
平总书记深情地说：“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要守护好黄帝陵。”

陕北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对峙
的前沿。这里既有民族对峙时期惊心动魄的战
争，也有民族交融时期温情脉脉的联姻混血；既培
养出民众那种坚毅如山、刚烈似火的性格，也锻铸
出像赫连勃勃、李元昊、李自成这样的旷世英雄。

上下五千年的陕北历史中，既有战争，更有开
发。这里有治水英雄大禹疏导黄河的伟大足迹，有
秦始皇修筑长城与秦直道的丰功伟绩，有范仲淹、沈
括等人镇守陕北时的文化传播，也有中国“陆上第一
口油井”工业开采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能源贡献。

陕北独特的地域与历史，造就了灿烂的陕北文
化，也造就了陕北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崇武尚义、
见义勇为、英勇顽强、精忠报国、鞠躬尽瘁的文化性
格。陕北人在先天的文化血脉中就拥有敢于承担、
宽容、包容之气，既不排斥外来文化，同时又坚持自
我品格，柳青与路遥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作为陕北核心组成部分的延安，更因其特殊

的历史，使她无可替代地成为中华民族圣地与中
国革命圣地。100多年前，曾在延安城居住了十多
年的英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
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延安），中华文
明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
相关，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
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不管我们对延安的未
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的历
史不会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四千年前阿拉伯
和希伯来民族的祖先亚伯拉罕还要古远，我们是
永无止息的各种各样访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
足道的一员……”

这位英国的史密斯先生简直就是神一样的预
言家，在他的著作出版后的十多年之后，中央红军
到陕北落脚，中国革命翻开新的一页。延安成为

“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
方”，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地。因此，延安在
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与特殊。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就明
确指出：“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
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
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正因为有丰富与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作为深厚
的文化背景，延安才会成为革命圣地，成就了中国
革命；才会在上世纪 60年代末接纳了包括习近平
同志在内的近 3万名北京知青插队。历史如此奇
妙地在延安大地上出现，它本身有种内在的历史
必然和文化逻辑。

2017年3月21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陕

北文化血脉与文学呈现》，其中说：“事实上，陕北
不仅是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
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融合地，是华夏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可以这样说，陕北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具有丰富和沉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了解陕北文化，也是认识中华民族
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直到今天，我认为这
个判断仍是准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作为延安众多文史爱好者中的一员，宋双
印先生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他几十
年来孜孜以求，不断收集整理延安的文史资料，写
成了洋洋 60万字的《延安之古今》历史纪实故事，
并采用寻常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章回体故事形式讲
史，使延安的历史鲜活起来、丰富起来。

读史就是读未来。读懂延安乃至陕北的历
史，也就是读懂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宋
双印的这本通俗版延安历史读物，恰好给我们提
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好了，就让我们沿着宋双印先生的《延安之古
今》，徐徐打开延安丰富的历史画卷吧！

是为序。

《延安之古今》：

打开延安历史的一种方式
厚夫

新书荐语

本报讯（记者 彭琛）近日，著名作家高建群长篇小
说《中亚往事》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发行。

《中亚往事》是根据高建群本人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从
军经历和多次丝绸之路文化考察见闻，书写的一部兼具传
奇色彩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草原英雄大传，是唱给中亚大地
的一首赞美诗。讲述主人公马镰刀由骆驼客，到“草原王”，
再到北湾卡伦站长的身份转变和曲折跌宕的悲情故事。小
说中既有自然景致的细致呈现，又有人文历史的独到挖掘，
将中亚的辽阔、丝路的壮美刻画得淋漓尽致。该书入选中
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教育部2023年度主
题出版选题、陕西省2024年度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对《中亚往事》的文学内
涵和时代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书中看到了高建群对人
生对人性的思考，对西部对国家对文学的激情。这部作品
是浪漫的激情与严格纯正的现实主义两相结合的艺术体
现，现在与过去、现实与虚拟的交错叙事非常独到，在当下
的文学格局中并不多见。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认
为，高建群指出中华文明在演进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草原
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他的作品深刻把握住了这
一点，从《统万城》到《中亚往事》都是如此。《中亚往事》体
现了历史的大格局、文明的大视野，很好呼应了时代使命，
值得细细品味。

高建群，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跨世纪

“三五”人才，被誉为浪漫主义文学“最后的骑士”。主要作品
有《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等。其中《大平原》获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统万城》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本报讯（通讯员 白利民）近日，延安作家曹文生的
新作《老物件里的旧时光》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这也是
曹文生出版的第六本散文集。

《老物件里的旧时光》是一本关于作者接触过的老物
件的文化散文集，共收录作品 91篇，19.2万字。尽管其书
中的一些老物件已随时代的发展而消逝，但读者依然能够
从其文字中感受到时代的痕迹。

曹文生，1982年出生，祖籍河南，中国作协会员、鲁迅
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班学员，现在延安市第一中学供
职，兼任洛川县作协副主席。其发表的作品散见于《作品》
《湖南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杂志，曾获陕西省青年文
学奖散文提名奖、“巴山夜雨”诗刊社一等奖等全国省市几
十个奖项，先后出版散文集《绝版的乡愁》《光阴的渡口》
《故园荒芜》《果蔬园里种光阴》《树，一部乡村的词典》等。

从文字中感受时代的痕迹

曹文生新作《老物件里的旧时光》出版

书 讯

唱给中亚大地的赞美诗

著名作家高建群长篇小说
《中亚往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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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延川县关庄镇刘家湾村水
坝处土地内被倾倒了原油油渣。
2.2024年上半年延川县关庄镇某
某村支书在拓某某宅基地周围移
栽150余棵近2米高的松树，在贺
家河村周围移栽 200余棵槐树，
目前所有移栽树木全部死亡，市
民表示移栽区域均是征地范围，
认为其存在恶意毁林行为，并骗
取补贴。

涉及区县
及部门

延川县

调查核实情况

关于问题“1”的核查情况：延川县聘请
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该坝地打桩开挖进
行排查，共计排查点位 35个，未发现土壤含
有原油油渣。经走访相关负责人、附近村
民，均表示未发现倾倒原油油渣现象。关于
问题“2”的核查情况：2024年 2月，该村支部
书记拓某某将自己所培育的120余棵松树移
栽至其二爷拓某某宅基地用于绿化，后又购
买 100棵槐树移栽至贺家河村周围河滩地，
目前移栽树苗多数死亡。经查，信访人反映
的2处移栽树苗死亡，均为天气干旱所致，非
恶意毁林行为。2024年 6月底，延长气田子
长东延 518#井区天然气地面集输工程（二
期）在该村开展征地事宜时，未将该地块树
苗纳入征迁补偿范围。死亡树苗现已清除，
不存在骗取补贴行为。

是否属实

否

处理处罚
和问责情况

/

是否
办结

是

备注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延安市时间：2024年 7月 21日－8月 20日 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911-2899089 邮政信箱：延安市宝塔区第A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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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截至2024年8月3日16时，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批交办涉及延安市生态环境信访件106件，现将第6批1件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