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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喜迎二十大 颂歌献给党

过 年 就 是 好 ，不 仅 能 吃 好 饭 、穿 新
衣，而且还有比较富余的时间走亲戚。

一

但凡亲戚，从血缘关系来说，自然是
有远有近的。一般来说，比较远一些的
亲戚，平日里走动的回数并不多。但正
头半月就不一样了，相互之间都带着满
心的欢喜，说着祝福的话语，走了一家又
一家，忙得不亦乐乎。

记得我小时候，每到了正月初二的
时 候 ，母 亲 就 开 始 备 走 亲 戚 的 礼 物 了 。
那个年月家家户户大都穷得响叮当，街
上倒是也有卖细点心的，但母亲又买不
起。怎么办？母亲的办法就是叫来我奶
奶和她一起捏饺子。

“妈，您儿捏这么多做啥呀？”
“给你姥爷、姥娘捏哩。”
“您儿不是夜来黑夜倒冻上啦。”
“少寡说，娃娃儿家就数你嘴多。”
后来慢慢地就明白了，母亲不止给

姥爷捏，还给我大舅、姨姨、二姥爷、四姥
爷、六姥爷捏。一般是姥爷家 50 个，姨姥
爷家 20 个，大舅家 30 个，姨姨家 30 个，另
外那三个姥爷家每家 20 个。说起来不
多，加在一起也就不少了，将近 200 个饺
子起码够我们全家吃三顿吧。那个年月
白面奇缺，所以父亲就有些不悦，偶尔也
会怪怨母亲“放膘”——恨不得给隔壁三
大娘也送上 20个。

“不就是几个素饺子呀，看把你心疼
成个这样。卬二叔他们咋就成了‘隔壁
三大娘’啦？”母亲一反击，父亲自然也就
不好再说什么了。

母亲把这些饺子捏好后冻在院里，用
筛子扣住，再压上半个城砖，预防被野猫
野狗叼走。等一个晚上冻成了铁圪蛋后，
就“得啷得啷”地一五一十地数点清，分别
包在六块干净的笼布里。单等着初三一
到，就领着我们兄妹往姥爷的村里走。

二

亲戚们，特别是直系的亲戚们如果住
在同一个小城里，正月里的走动就叫拜
年；如果是出了城门到农村，就叫成了走
亲戚。一种内容两种叫法，如今的人往往
以为这是厚城薄村的叫法，其实不然，在
自行车没有普及之前，人的双腿就是两只
轮胎，无论远近，都是要步行的。但是，朔
县小城巴掌大，南门走到北门用不了半小
时，因此拜年的活动往往在正月初六前就
完成了。到农村就没这么方便了，倘若没

有直系的亲属，一般是过了正月十五才开
始走动的，因此就叫做走亲戚。

我姥爷的家住在朔县下团堡村，离
城说是 15 华里，走起来好像比今天的 30
里也要费劲。记不住是哪一年了，好像
是七八岁的时候吧，是正月初三，吃过早
饭我们就行动，我跟着母亲步行，父亲推
着他那辆心爱的“白山牌”自行车，前把
两边挂着母亲给亲戚们的拜年礼物，后
衣架上坐着裹成了棉花圪蛋的我的两个
妹妹，一家五口人出了北城门，向着西北
的方向走。

过李家河村时，好像还有一道沟湾，
父亲先把妹妹和前把上的东西放下，肩
扛着自行车爬过沟湾，我母亲抱着二妹
过沟湾时对我和大妹说：“妞两个站在这
里不敢动，不大会儿你大大就来啦。”果
然，说话的中间父亲就背起了大妹，说是
最后背我过。

“我能爬上去，城墙我还爬过哩。”
“那就跟在大大后头哇。”
等到我跟着父亲爬上来后，母亲惊讶着

问：“你啥时候爬过城墙啦？妈咋不知道？
以后可不敢上了，小心跌下来碰着哩！”

“ 看 把 你 吓 的 ，娃 娃 们 就 算 跌 腾 大
的。”父亲满头冒着热气说。

爬过这道沟湾，继续向北走，我就有
些跟不上母亲了。

“快到姥爷家啦，你往北面瞭，瞭见
那个白尖顶顶的东西没有？”母亲伸出胳
膊指着北面说。

“你好好往北瞭。看见了没？”
“看见啦。”我有些兴奋地说。
原来这个“尖顶顶”是村里庙上的钟

楼楼顶。我们越往北走，这个楼顶就看
得越清晰。等到走到它的脚下，就等于
是跨进了村里的大门。

到 了 姥 爷 的 家 里 的 时 候 ，姥 娘 说 ：
“已经快影儿正了，咋才来？”

“妈，您儿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
不是那辆‘白山’，黑夜也来不了。”母亲
夸张地说。

15 里地就得走半天的时间。可见正

月里“走亲戚”这一表述要比拜年生动、
准确得多。

三

在姥爷家吃过晌午饭，父亲就跨上他
的“白山”回城了，留下我们继续“走亲戚”。

我姥爷弟兄四人，他是老大，前边说
到的二姥爷、四姥爷和六姥爷是他的亲
弟弟，至于这“二、四、六”的叫法，那是旧
社会大家庭里加进叔伯弟兄的排法。二
姥爷和我姥爷住在一个院里，送那二十
个饺子的礼物很是方便。四姥爷和六姥
爷的家也在一道巷子里，同样方便。

第二天的半前晌，母亲领着我去给六
姥爷拜年，一进门，六姥娘就忙乎着打炭
烧火，说要招待我们吃荞面饺饺。我母亲
听后着了火似地说：“六妈，您儿不用忙，
卬不能在。不大会儿还得去四妈家哩。”

“来看看就行啦，还捏啥饺子？给娃
娃们留着吃哇。”六姥爷边说边把我抱到
炕上。

“看您儿说的。”母亲回答着。
……
我四姥爷没有女儿，因此对我姨姨

和母亲从小就有七分分的喜爱，再加上
旧社会曾在一个锅里吃饭，就又加了三
分。来到四姥爷家后，四姥娘同样是忙
着打炭烧火，让我和母亲赶紧脱鞋上炕。

“好不容易来啦，娘俩晌午就在哇，
和你四妈赶紧捏圪坨儿哇。”四老爷俨然
以父亲的口吻说道。

母亲虚让一番后，果然就脱鞋上炕
准备和四姥娘捏荞面圪坨了。我呢就跟
着四姥爷的孙女、我的表妹润桃到院里
耍去了。

我四姥爷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当兵
转业后在朔县峙峪煤矿上班，二儿子在
大同口泉煤矿工作，三儿子那时还在上
学。所以，我四姥爷家的光景比其他的
姥爷们好一点。这也是我母亲留在四姥
爷家吃饭的原因。因为母亲知道，如果
留在六姥爷家吃饭，就会给六姥娘增加
一定的负担。

四

有一年的正月，我跟着二舅去给他的
大舅和二舅去拜年。我的这两位舅姥爷
住在朔县店坪村。临走前，我二舅说顺住
沟湾走路近，姥娘说走大路娃娃省力气。

“二舅，走沟湾。”我说。
“那就走沟湾，走不动了，二舅背哇。”
好像记着走了一上午的沟湾，不少路

段竟是冰凌的路面，远远望去，白茫茫的
一大片。“二舅，要是有个滑车就好了。”

“ 就 是 ，哪 如 把 你 表 兄 的 滑 车 背 上
哩。是不是你走得乏啦？”

“能哩。”
“那就走哇，快到啦。”
大舅姥爷和二舅姥爷住在一个大院

里 。 旧 社 会 我 母 亲 的 姥 爷 家 是 做 买 卖
的，也种地。光景十分的殷实，母亲说她
小 时 候 去 姥 爷 家 ，总 有 吃 不 完 的 好 东
西。所以，朔县 1946 年“土改”运动时，两
位舅姥爷被定了地主的成分。

外甥和我这个曾外甥上门，舅姥爷
两家十分高兴。中午吃饭前，两位舅姥
娘却有了争端，原因是都想叫我和二舅
到她家吃饭。最后我二舅姥爷说：“不要
争啦，一家留一个。”

“好办法，我引上小外甥哇。”大舅姥
娘说着就把我拉到了她的炕上。

记得那一天，大舅姥爷也是走亲戚
去了，大舅姥娘招待我的是粉条烩豆腐
和油炸黍子糕。傍晚返回姥娘家后，姥
娘听了我和二舅各自的“汇报”后，对我
说：“还是卬娃有吃禄，你二舅吃的是馏
素糕，你却是现炸糕。那可不一样啊，哎
呀，还是你大舅姥娘手把大。”

我母亲听后感慨万千地说：“啊呀，
你可吃的眼宽死啦，你舅姥娘可是连咱
家的门槛也没登过啊。”

说的也真是。

五

1983 年以后，自行车才开始真正普
及到户了。虽然说那时还是土路，但到
底方便了不少，去我姥娘家也就是一个
小时的路程。回的时候是顺下坡，三四
十分钟即可。

如今是村村通，骑着电动车去，15 分
钟就到了；如果是汽车，那就更快了，也
更舒服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如今的
亲戚们却是走往得不勤快了，甚至是除
了红白事宴外就很少走动了。可能也是
一种“时代病”吧。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五十五十九九））

走 亲 戚走 亲 戚
●●陈陈永胜永胜

近读《落国和书画集》一书，深有
感触，受益非浅。

“翰墨写春秋，丹青绘人生，挥毫
烂涂鸦，悠然醉兰亭。”落国和同志经
过多年碑帖临摹、理论研习、技艺切
磋，以及聆听视频专家授课，书画水平
有了很大提升。

为了更好地总结提高自身的书法
绘画造诣，落国和特地把自己多年来
尤其是退休以来的书画作品以及参加
市、省和全国的一些入展获奖、被收藏
作品进行了全面整理，现选编成集、付
梓刊印。

《落国和书画集》共 310 页。全书
共三大类，包括书法、绘画和篆刻，书
法涉及甲骨、金、篆、隶、魏书、楷书、行
书、章草。绘画涉及花鸟、果蔬、动物、
人物、山水。篆刻涉及生肖、名言等。
涉猎面之广，门类之全是本书的一大
特点。

落国和从小就特别喜欢书画，在
学校就出墙报、绘图画、写生、画肖像，
多次获奖，从学校毕业后就给人们画
围墙，遇到无钱人家只收些笔墨钱，逢
年过节就给人们写春联。年轻时由于
工作忙，不能时刻从事绘画艺术创作，
但仍然利用工作之余信笔涂鸦。退休
后的几年来，赏析古今名人书画美感，
用自己手中的翰墨丹青书写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热爱，感怀书画艺术的独特
魅力。

从《落国和书画集》看出，每一个
时代的人们都从继承前辈的遗产出发
开始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传承传统文

明的同时创造新的历史，延续、更新和
丰富着文明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
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手捧《落国和书
画集》，我深深感到几十年磨一剑，真
不容易。幸福的劳动成果真是奋斗出
来的。

落国和生于 1951 年 3 月，朔城区
峙峪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退休
前任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兼市总工会主席等职。退休后担任
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省老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系全国老年书画研究
会会员、创作研究员、艺委会委员。

落国和一生好学，刻苦钻研。共
撰写了 60 多篇论文在全国有关刊物发
表，主编了《当代处世艺术》《峙峪落氏
族谱》《峙峪人族谱》《落国和诗词集》

《哲理人生》等书。将这些书和诗画连
缀在一起看，作者的博大情怀、丰沛饱
满的情感犹如身体中的经络，在《落国
和书画集》中起到贯穿全书、统摄主题
的作用。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落国和书画集》正是这种精神的生
动体现。它给我们的启发是：跟上时
代步伐，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
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
形象、创作人民喜欢的作品，以饱满
的热情不为名利，不记得失，活到老
学到老。

读《落国和书画集》有感
●●宋宋 贵贵

八小老旧片区改造观感
秋高云碧瓦鳞鳞，衢巷门庭貌一新。
忆远窗前堪拾梦，风清塞上足安身。
书声精舍卜邻好，市邑幽居得味真。
带笑主人延客入，指看畴昔迹成陈。

师红儒

八小老旧片区改造
民生事业惠千家，新貌新风同赞夸。
贪爱门窗才刷漆，喜看笑脸乐开花。
户通气暖村通路，秋自丰饶寿自遐。
借问主人何处好，宜居小院煮清茶。

康彩兰

西江月·参观八小老旧片区
脚下柏油交错，路旁绿树成行。琉

璃彩绘觉惊惶，哪像农家模样。
碧宇白云堆絮，华庭笑脸张扬。民

生筑就大文章，惹我诗情荡漾。
尚花平

朔州老城
庙宇民居蕴古风，阁楼重起耸云空。
新翻旧韵承文脉，紫凤招来落翠桐。

郭志宏

近午过南城街
横平竖直列成行，勤是灯炉守一方。
白自墙衣分月色，路生油水溅晴光。
管中仙气悠悠至，地下泉流款款航。
耄耋妇人汤已沸，清风忙着暗偷香。

王爱芬

民生安泰
几度风霜岁月深，小区老旧费沉吟。
初心拼搏三山溃，使命担当亿众歆。
千万投资成彩绘，数年劳苦化裘衾。
畅通绿亮街衢净，盛会尊隆报捷音。

张国华

老城新貌
久经风雨老城墙，喜看今朝易盛装。
荡涤残污花树植，运筹善治画图张。
通衢环绕观清景，楼阁参差沐暖阳。
澄碧高天云影淡，悠闲白鸽哨声长。

李 桃

老旧片区改造随感
往日垃圾堆满地，断头小巷赛泥塘。
今朝改造民心暖，路净街宽乐小康。

刘淑花

浣溪沙·神头海赏荷
望 里 芰 荷 未 染 黄 ，陂 塘 依 旧 翠 红

妆。游凫戏耍水中央。
如 在 蓬 莱 清 俗 骨 ，每 从 桑 梓 饱 枯

肠。敲来小字亦留香。
贺桂梅

八小老旧片区改造有感
天赋祥和翠掩门，乘风一改旧乾坤。
匠心描绘民生计，拙笔新题德政恩。
燕筑欢巢啼好景，人逢造化乐晨昏。
九旬翁妪添春貌，频赞朝容换浊痕。

王碧君

游崇福寺
宝寺雄宏踞古州，佛光普照阅春秋。
五绝历历弥陀殿，千载悠悠钟鼓楼。
肃穆梵宫生紫气，清幽香火舞罗绸。
崇福净地祥云起，心有菩提善自留。

乔立柱

西山行
昔日西山四起尘，而今百木已成林。
青青芳草连天碧，郁郁苍松遍地馨。
日丽风和鸟鸣唱，山清水秀马长吟。
朔城儿女凌云志，力挡风沙日月新。

陈永胜

游神女山见野菊花
山河有梦意无疆，晚径风来野菊香。
抖落浮尘身外雨，犹将瘦骨立斜阳。

王建中

新时代新朔城
洪涛桑水铸金牛，时代开新永不休。
古刹醒然誉中外，旧城改造竞风流。
初心勾线三光色，使命穿针七彩楼。
马踏梦随飞玉燕，惊鸿传咏醉觥秋。

吕剑锋

区一中校区扩建有感
百载黉门扩，园区景物新。
甘霖滋沃土，桃李报来春。

王永忠

题西山森林公园
乔灌纵横朔漠中，千红万紫竞妖浓。
沙田泛碧风头柳，骚客吟游雪后松。
春近黑坨春隐约，夏临双照夏芙蓉。
秋来回望葱茏状，屯马将军辞旧封。

赵志霄

咏新朔城
长街整洁院无尘，走进农家悦目新。
好客主人豪爽性，说长道短似家人。

刘萍萍

西江月·老旧片区改造见闻

帘外屋梁似画，门前马路犹宽。寻
常小院种悠然。喜鹊枝头宛转。

十里惠风和畅，三秋丽日高悬。九
旬老媪笑开颜。生活一如蜜饯。

杨静函

马邑古城墙怀想

斑驳土墙衰草长，残垣淹却旧时光。
当年料得月圆夜，一把黄沙泪几行。

张秋娟

观八小老旧片区
老巷长街小院新，庭堂花树见精神。
曾经旧貌何堪忆，说到如今面带春。

韩春芳

喜 迎 二 十 大喜 迎 二 十 大 礼 赞 新 朔 城礼 赞 新 朔 城

一

白云流转，金风送爽，循着飘香的
田垄，用什么可以聚焦我此刻的向往，
表达我奔放的心潮！

蓝天之下，那一望无际的庄稼，用
饱满的谷穗，火红的高粱，飒爽的玉
米，或者，最好用你守护土地宽厚的身
影，擘画一幅金秋的盛景。

望一行红气球，观一路彩旗招展，
唱响丰收节的大幕正徐徐拉开！黑土
地，黄土地，红土地，都保持着最原始
的骨气，把春华秋实的故事讲给天宇
听，讲给岁月听，讲给世世代代忙活在
土地上的子民听。

向祖国报告：以青春中国之名，用
丰收和美好，共筑中国梦！种植大户
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黄花梁下的家
家户户，生动黄花梁上的一草一木。

二

这一刻，每个人的心依偎在朴实
的喜悦里。大地的舞台上，金秋的馈
赠摆了出来，馨香四溢。人们仰着脸，
打着鼓，载歌载舞，欢声笑语，丰腴的
眼神传递着幸福。

曾几何时，面朝盐碱地，背朝黄沙
天，把地翻烂，也种不出一穗饱满的谷
粒。黄花梁的高岭上，惟见：古战场厮
杀的凄凉，无名地秃矮的土坟，沟隘处
闲散的荒芜。

一代又一代，故事依旧，农事不易，
年轮依序驶进了新的世纪。乡村振兴

的号角吹响，时代的信使赋予了黄花梁
新的活力，农民专业合作社如火如荼，
光明的未来，终于在期许中大展宏图！

曾经望不尽的盐碱滩，就像翻阅
过的昨天随风而去，唯独一个农民四
十年的执念，深深地耕耘着这方蕴藏
着希望的风水宝地。要改变，就得改
变思想；要改良，就得改良方式！

三

2018 年 6 月 21 日，第一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火遍大江南北。黄花梁，在
历史的阡陌中大显身手。科学的春风
吹开了沉寂的宝藏，塞外火山土似一
场暗恋的盛宴，富硒的农产品香飘万
里，最终成全了一个农业的奇迹！

机遇总是给那些锲而不舍的人准
备的。沐浴着党浩荡的惠民政策，黄
花梁迎来了学科研的农业合作社新模
式，农业搭台，科学唱戏。2021 年，山
阴县惠牧源农牧专业合作社全年销售
突破 3000 万元，带动周边五万余亩耕
地、2000 多农户发家致富，户均增收一
万元以上。昔日盐碱滩，如今米粮仓！

四

我愿采撷一朵白云，为丰收在望
的田野洒下满目欣喜；我愿化作一串
风铃，为丰收的农民的热情奏响凯歌。

黄花梁，2022 年的丰收愿景已成
定势。黄花梁，正以磅礴的气势迈步
向前，将自己打磨成一颗耀眼的塞外
明珠！

黄花梁，
唱响丰收的赞歌

●●郭跃胜郭跃胜

青春
是一个自带光彩的名词
是无数人的魂牵梦绕
是柳芽上的一点嫩芽
是初禅上的一点翠缥

青春
是古人笔下的一点墨
是年少春衫薄，雪中白衣来
是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疾天涯
是芝兰玉树，朗月入我怀

青春的人儿啊
待你如子弹出膛，一发而不可挡
待你风华且正茂，方遒激扬江山
待你玉树临风，大任担在肩头
且看那日出如焰，照亮世人的眼

青春啊 你为何走得那样快
来之轻轻，去之匆匆
我欲抓住你的衣袖
回头已过往云烟
你那般璀璨
却不能永驻我的流年

青春 慢点走吧
让我好好享受这仅有一次的青春
蓦然回首，不留遗憾
慢点，慢点

青 春
●●杨杨开心开心

大雁啊！
你从北飞到南，从南飞到北，
你那疲惫的翅膀，
为何永远不停飞？

大雁啊，你一会儿排成“人”，
一会儿排成“一”，
你们有趣的队形，
为何总是让人赞叹不已？

大雁啊，
你那羽毛棕白相间，
灵动的色彩搭配，
为何总是那么朴素而美观？

大雁啊，你们成群结队，
遇到危险团结应对，
为何总是令人如此敬佩？

大雁啊，你朝气蓬勃，
生动活泼、团结友爱，
为何看上去普通，
但又是那么完美？

大雁啊，你是一首诗，
一首充满哲理的诗。

大 雁
●●郝郝梓睿梓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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