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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妈，您儿说多会儿就过年呀？”
“去！到时候就过呀。”这是母亲心绪

不好或者是手头营生忙碌时的回答；“可
早哩，今儿才腊月初三，还有一个月哩。
咋啦？卬娃倒盼不行啦……等妈多会儿
给缝起新衣裳后就快啦。呵呵，到底是娃
娃，多会儿就给妈长大啦？”这是母亲心绪
好的时候的温和回答。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盼过年最大的
心事就是响炮，而不是穿新衣、吃好饭。
上文说响炮时故意留了一手，把响铁炮压
下了，原因有二：一是铁炮到底和烟花爆
竹不是一个序列。二是响铁炮是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朔县人特有的取乐方式。

二
铁炮兴起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销

声于八十年代初，时兴了十几年。铁炮的
种类有“独葫芦”（一联）、二联、三联，直至
十二联的。它是由车床机械加工出来的，
高约十到二十厘米。“独葫芦”的直径约有
四五厘米粗，中间约有2厘米粗的孔，用来
装火药，底座上3厘米处有一个比毛衣针
略细的孔，用来安装火药捻子。一联到三
联的铁炮一般的都有一个两厘米厚的底
座，这是为了撴在地上稳当而专门设计
的。四联以上的就无需要这个底座了，以
四联的来说，约有8厘米粗，八联的约有15
厘米粗，12联的约有20几厘米粗，栽在地
上是很稳当的，也就无需底座座了。

七十年代朔县人还很穷，可是他们却
又偏偏好响炮，然而这个炮又偏偏是个一
次性消费的东西，“咚当”两声就仙女散花
般地变成了碎片。铁炮却不然，只要有火
药，便可以无止境地响下去。这也是一个
穷则思变的小例证吧。这是铁炮诞生的
主要原因。其次，那个时期朔县的机械加
工业比较发达，除去雁北机械厂（朔州锅
炉厂的前身）外，本县的机械厂、农机修
配厂、玛钢车辆厂（玛钢厂的前身）等工
厂的各类车床是很多的，加工个铁炮不
费什么劲。再者，朔县有皮麻花炮社（花
炮厂的前身），找关系寻些火药也是不费
劲的事。一攒两凑，响铁炮的事也就水到
渠成了。

三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记得是大年初

一的午后，大约是我七八岁的时候，第一
次见我们巷子里的人响铁炮，观看的人很
多，也很兴奋。是的，比响大麻炮兴奋多
了。地点是在我们巷子口外的操场街上。

“嗡咚——嗡咚——嗡咚——嗡咚
——”

这是一个四联铁炮发出的声音，比起
大麻炮来，它的声音雄厚而又宽广，宛如
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小钢炮发出来的声
音。

响铁炮的第一步是，先把炮捻子安进
炮眼里。第二步是，预先准备一张16开大
的牛皮纸，从中间叠成两折，再用药匙把
火药铲在这张牛皮纸上，然后捏住纸的前
后角顺势倒进炮筒里，然后用一根筷子反
复地在炮筒里按，直到把火药按瓷实为

止。第三步是，火药装好后，至炮筒口还
有四五厘米的封口空间，封口的材料是城
墙里的红胶泥，口子封的越结实，响起来
的声音就越好听。因此，人们格外重视封
口这道工序。

“能啦！能啦！”
“往远站！往远站！”原先圪蹴着装

火药的人双手举着装好火药的铁炮站起
来，半似神秘半似得意地对着围观的人
们喊道。

这时，围观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娃
娃，都十分的听话，好像接到命令一样

“哗”地一下退后了一丈多远。
一般来说，装铁炮的人也是点捻子的

人。如今我已记不清点捻子的人到底是
谁了，姑且就叫宋三旦吧。模糊的印象是
一个大后生，或是一位刚成家的青年壮
士。只见他悠然地点起一根香烟，笑眯眯
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又朝天喷出一个大大
的烟圈，神气地说：“再往后站哇，捂住耳
朵，小心震聋哩。”

“哈哈哈，快些点哇，数你脱寡哩。”
说点就点了。刹那间，“嗡隆——嗡

隆——嗡隆——”连续十声，震耳欲聋，比
起上一次的四联炮来，更加夺人心魄。

“再响一个哇，宋三旦！”
“火药不多啦，剩下的初五响呀。”宋

三旦扔掉烟头，拍拍两手似乎无奈地说。

四
看响铁炮实在过瘾。啥时候自己也

能亲手点一个铁炮就成了我和伙伴们的
共同愿望。

说来也巧，1973年腊月的一天，我从
玛钢厂的废铁堆里竟然捡到了一枚“独葫
芦”铁炮，如获至宝，比从马路上拾到一块
钱还高兴十倍哩。

这个“独葫芦”铁炮已经生锈，土黄的
色调，炮筒的内径约有老式的英雄自来水
笔粗，底座子厚而大，好像有瓯瓯大小，放
在地上甚是稳当。铁炮是有了，火药和捻
子去哪里找成了我和伙伴们的一块心病，
闹得我们一个腊月魂不守舍，无心念书。

盼啊盼，终于盼到了大年三十，我们
一伙小伙伴熬完年后，天还没有大亮就
绕街转着捡“炮爪爪”。腿腿没少跑，可
是到早饭前我们五六个人加起来也没捡
到多少。

“炮爪爪”就是点燃后未响了的大麻
炮或鞭炮，以前我们捡来后小心地剥开
皮，抖出其中的火药，然后用纸包成乒乓
球大的圪蛋，中间插上一根编鞭炮的火药
捻子，点着后“轰”的一声闪着紫红色的
光，卷着一股带着浓浓硫磺味的黑蓝的烟
腾空而起，我们一群娃娃们高兴得拍手跺
脚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做法我们叫“触火

药”。这一年因为我有了“独葫芦”铁炮，
剥下的火药就舍不得“触”了。

我们几个伙伴匆匆吃过早饭，继续埋
头绕街捡“炮爪爪”，功夫不负有心人，到
中午时分，我们已转了大半个城，每个人
的四个“倒插子”（上下衣兜）都是鼓鼓的，
好像快要爆开口子的石榴。“这下可闹杠
啦，我看够响十来下（铁炮）啦。”我说。

“我看不够，要是再能捡到两个大麻
炮就好啦。”伙伴赵五余的质疑我至今记
得十分清晰。

说来还真是巧，回到马神庙巷口头
时，我们还真在一堆垃圾里捡到了一个

“瞎了捻子”的大麻炮。
“啊呀，真是好运气死啦！”我们一伙

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兴奋地感叹道。

五
草草吃过午饭，我们带上各自的“炮

爪爪”陆续来到巷子里的罗三家里，几个
人围在炕上衬着半张牛皮纸开始剥火
药。大约半个多钟头后，剥下的火药好像
有半碗多，够响两三个铁炮了。我们于是
赶紧下地，张罗着装铁炮。

罗三学着宋三旦他们的办法先把捻
子插进炮眼，然后倒火药，然后封口。我
们十家巷共有十个大院，平均每个院有一
亩多地，解放前曾经住着十户人家，所以
叫“十家巷”。罗三他们的院子也将近一
亩大，大门坐东朝西，三间正窑和四间不
大的正房，剩下的就是院落了，很是宽
敞。我们响铁炮的位置就选择在院子的
西北面。

铁炮点燃后，我们几个伙伴赶紧跑
回东北角的窑窗台前，屏声静气地看着
铁炮的捻子。“哧啦哧啦——”捻子在欢
快地着着。

“噗，嗤嗤——”铁炮并未响了，而是
“触”了。我们全都有些傻眼。很快我们
明白了缘故：口子没封牢或是火药没按瓷
实。我们纷纷怪怨罗三马虎大意。

接着再响。这一次我自告奋勇地充
当了罗三的角色。装火药时，我先是用筷
子筑，筑上三五下，再补一小撮火药。三
五次后，火药就上了顶端，筷子似乎筑不
动了。我还是不甘心，想往瓷筑，于是就
朝院里贼一样地瞭，很快就瞭见南墙根底
有一根一拃多长的螺杆，拿来后一等当，
螺杆略比铁炮的火药筒细一点，“这下可
合适啦”，我得意地自言自语地说。

我先把“独葫芦”撴在一个方砖上，左
手捏住螺杆，右手拿起一个条砖，像木匠
钉钉子一样地轻轻钉了一下，火药一下就
索了半截。

“难怨那一声触了，到底是没筑瓷
哩。”我说。

“还哇哩，还哇哩。”伙伴们齐声附
和着。

于是，我又补满火药，先轻轻地拿螺
杆按了一下，火药乖乖地下了一下。“我看
能啦，填胶泥哇。”不知谁说道。

“再捣上一下哇。”我不服气地说。
说着，我把手里的条砖举起来，狠劲

地捣了下去。只听“嗡咚”一声巨响，一根
螺杆和半块条砖飞向了天空，另外那半块
条砖却还捉在我的手里。我的眼前顿时
一片漆黑，耳朵“铮”地一下什么也听不见
啦。事后才知道是赵五他们把我搀扶回
罗三家的炕上。

六
坐到炕上约摸一个多小时后，我的两

眼还是看不见，耳朵虽说还是“嗡嗡”地响
个不停，但已经能辨别清人们的声音了。

罗三的妹妹叫罗五梅，虽说只比我们
大两岁，但很懂事。“铁炮你也敢捣，戳天
拐哩。”我知道这是罗五梅的声音。

五梅舀了盆温温水，把毛巾浸湿给我
擦了脸后说：“今儿你可叫你大往死打呀，
是不是眼睛还看不见呀？先圪蒙上会儿
哇，过一会儿就好啦。”

到了天黑的时候，我的双眼果然就看
清东西了，只是觉得左脸和左手火辣辣的
有些疼，耳朵还在“嗡嗡嗡”地响个不停。
正当我们准备各回各家的时候，罗三的父
亲罗财也回到了家，听说我把铁炮捣着
后，雷霆大发地把罗三臭骂了一通。我们
见事色不对，逃兵一样地溜之大吉。

我心中有鬼，担心挨骂，蹑手蹑脚地
回到了爷爷家里，说晚上要和奶奶睡。奶
奶不明就里，闻之大喜，立刻向我母亲说：

“大孙子今儿黑夜在卬家睡呀，饭也不在
你家吃啦。”

“哎？你的脸上那是咋啦？灰楚楚
的。”第二天也就是初二的早上，我回家
后，母亲一看便问。

“没咋哇，有啥哩？”我心虚地回答。
“你照照镜子看！”
我拿着母亲的大圆镜子一照，着实吓

了一跳，满脸仅有右脸蛋下方是白净的，
其余部位就像洒了一层黑芝麻一样，说不
上来的难看。不看不要紧，一看马上感觉
脸上有些疼。

“到底是咋啦？”母亲瞅着我的脸追
问。

不得已我说了实话。母亲听后哭笑
不得地说：“你个爬长货，我说咋夜来黑夜
想和你奶奶睡哩，叫妈看看，还疼不疼
啦？”

“早就不疼啦。”我满口谎言地说。
“再可不敢响啥铁炮啦。唉，我看你

是狗改不了吃屎哩。”
还真叫母亲说着了。险些儿出了人

命，竟然没输了胆子，竟然在后来还敢响
那个“独葫芦”的铁炮。如今想来实在是
胆子比天也大。

响铁炮固然惊心动魄，令人忘怀，但
实在是危险又危险的事，十几年后也就自
行消亡了。严格说，响铁炮只能算是一种
短暂的年俗吧，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是
不会有一点印象了。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六十二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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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永胜永胜

二十大报告
百年大党航道上
又一座指路的灯塔
从微弱的星星之火
到今天的光芒万丈
强大的光源能量里
凝聚着几代共产党人的
智慧、信念、心血、梦想

二十大报告
新时代十年交响
最震撼人心的乐章
每一个音符都是前进路上

冲锋的号角
有十四亿人的齐声伴唱

“指挥家”的远见自信
让中华民族充满希望

二十大报告
赶考路上的政治宣言
曾经的颠峰难忘的初心
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在身
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
已经描绘出清晰的路径
任凭前路多险滩也挡不住
乘风破浪的华夏巨轮

赞歌献给党的二十大
●●李绣程李绣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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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分别时！
女儿单位休假十天，今天到期，本想

着开车送她去太原，然后，她坐动车去北
京。可是，早晨起来，我就有些怅意，因
而变得疲惫，不想动了。女儿也解我意，
说有爸爸送就行，你何必在路上辛苦六
七个小时，去了也就是送我上火车。

我就顺水推舟不去送了，把她送出
家门，看汽车驶出小区大门，又觉得心
头一紧，泪就出来了。

父母与子女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
相遇，从女儿大学开始，这样的分别一
场接一场，本以为已经习惯，但是，每次
分别来临，还是忍不住心里酸溜溜。

于是，几次问自己，是让孩子离开
自己去外地生活好，还是守在身边好？
这是个难题，从妈妈，到姐姐都做过这
个抉择，最后还是把孩子都送离了家
乡，美其名曰为了他们更好的生活。但
每次就有分别，分别总是伤感的。

哥哥今天周末回来，探望独居的母
亲，母亲却说不如不回来，每次回来短
暂的相聚，马上就是分别，每次分别，看
着空落落的家，倍感孤独，不如一直孤
独。所以，相聚的美好时光总是短暂，
分别总要来临。

我的两只小猫，夏天生了七只小奶
猫，我把它们养在车库里。本想着一起
养起来，不让他们母子分离，精心抚养
了两个多月，买了三层猫别墅，关在里
面，没想到小奶猫会从笼子里跑出来，
想着给它们自由吧！日日关照。它们
跑到菜地里，两只猫妈妈就守在菜地
里，我也不时地探望。它们跑到车库

里，两只猫妈妈就跟在车库里，我也每
天去点数。两个多月，猫妈妈不曾离开
半步，我都感动猫妈妈作为母亲的伟
大。可是，小猫长大了，到处跑 ，猫妈
妈着急地叫，等我寻出去，已经不见了
踪影，没两天的工夫，小猫跑得一只不
剩，有邻居看到有人抱走了。我望着空
荡荡的车库，倍感不适，往日七只小猫打
闹玩耍，猫妈妈教小猫捕食的场景历历在
目，如今猫去房空，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我都如此难受，看猫妈妈也是郁郁寡欢的
样子，趴在猫爬架上一天不下来，病恹恹
的，我想面对这样的分别，猫妈妈也是难
受的，可是，作为动物，它无能为力。

我母亲说你不必难受，谁抱走也是因
为喜爱，会善待小猫的，我想着是这个道
理，但是分别还是不舍得，悲伤的，几日情
绪都好不起来，眼前总是晃动那些小猫。

小猫为什么会跑？不想守着妈妈吗？
可能它们与我想的不一样，它们会

跑了，学会本事了，就想出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妈妈，比起外界的诱惑，或许变
得不重要了。

正如我的女儿，她也是想出去看看
世界的，对于分别，她没有我感伤吧。

正如我年轻的时候，去远方是心花
怒放的，母亲却总说着不舍得的话。

分别的情景，历来都有，那些“西出
阳关无故人”的诗句也是一厢情愿吧。

相聚就有别离，惆怅过后依然去面
对再一次地相遇，再一次的别离。

正因为每个人都有离愁别绪，才会
让李叔同的《送别》这首歌流行很久。

分别总是难免的，回忆是思念的愁！

分 别
●●樊海霞樊海霞

王孝 作

我们是朔县二中的第二届学生，二
中成立刚刚一年，没有体育场，没有实
验室，没有图书馆，老师的来源，不是师
范刚毕业的年轻人，就是落后的乡村中
学调来，虽说与县一中没法相比，但他
们的精气神很足。

英语老师刘淑，是一位女老师，也
是唯一一位初一初二连续教了我们 14
班学生两年的老师。刘老师皮肤白皙，
身材苗条，双眼严厉而有神，梳着两根
小辫子，上衣是当时流行的黄色的确
良，举手投足之间，都不同于其他绝大
多数来自农村的老师，清新脱俗。当然
我们后来得知，她父亲是当时的朔县师
范校长，但是她丝毫没有一些干部子弟
的不良习气，相反倒是全身心投入教
学。她那种急迫地提高学生成绩的心
情溢于言表，对于应该背诵的单词，如
果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毫不客气，毫不
退缩，毫不手软，坚决惩罚，要用教鞭抽
打手心，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但
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班的英语成
绩在年级位居前列。对于我，也是由此
而产生了学习英语的兴趣，还专门到新
华书店购买了一本参考书《英语 900

句》，我的家庭本来就不富裕，不得不说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破费。

我们初二的数学老师也姓刘，也是
女老师。她教授我们几何，她的丈夫贾
老师初一年级教授我们代数，都是数
学老师，成为一段佳话。刘老师一只
眼睛失明，假眼代替，穿着不修边幅，
一副农村妇女的形象。但是一旦开始
讲课，马上神采飞扬，容光焕发，与平时
判若两人。刘老师讲课循循善诱，深入
浅出，让学生既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
然。有一次给我们讲一道证明题时，讲
了一个故事。大意说有一个私塾的老
师，在给学生讲题时，大概是这个地方
比较贫穷，老师不是在黑板上，而是在
板瓦上书写，在结尾的时候，由于没有
地方书写，老师对学生说，板瓦小，写不
下，剩下的，你写吧。结果也很巧，这个
学生在参加考试时候正好有老师讲过
的这道题，但是到结尾的时候，因为老
师没有讲，自己又不会，就把老师说过
的“板瓦小，写不下，剩下的，你写吧”写
在考试卷上。刘老师通过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学习不能死板教条，要举一反
三，灵活变通。其实，也是在教我们做

人的道理。
我们的地理老师姓陈，和我们的音

乐冀老师都在翠新巷居住，是我们南街
农业社人，因为长得胖，都称呼“陈大
肚”老师，那时候已经50多岁，对教授我
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烂熟于心，完全不用
照本宣科，口若悬河，生动有趣，所以我
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特别让我震撼
的是他站在讲台上，面对我们学生，根
本就不用看黑板，也不用任何工具，用
手在黑板上唰地一下就划出一个椭圆
的地球来，那种自信，那种洒脱，甚至让
我产生了一种当老师的冲动。

我们的政治老师姓李，南关人，浓
眉大眼，个子不高但精明干练，冬天戴
着一个栽绒棉帽，穿着一身蓝衣服，当
时刚刚师范毕业，给我们讲授《社会发
展简史》和《科学社会主义》。2000年左
右，我在大同一个装饰市场买东西时遇
见他。攀谈起来才知道李老师早已离
开教育战线，先是在朔州电力公司做到
公司领导，后来交流到忻州，可以说是
事业有成。这是14班老师中，我毕业以
后见过的唯一一位，也算有缘。

我们 14 班班主任一头一尾还有两

位，时间都很短暂。初一刚入学，班主
任是陈老师，血气方刚，慷慨激昂，给
我们讲述日本战后崛起的原因，真不知
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知识，教育我
们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还说日本人身
体强壮，中国超越日本，首先必须从身
体上超越。在陈老师的鼓动下，我们学
生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感觉到重任在
肩，舍我其谁。于是我们班就比其他班
早到校半小时，绕学校跑步，这时候，学
校空空荡荡，路上行人稀少，我们班的
跑步队伍就成为朔县二中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初二年级第二学期末期，大概是六月
份，我们又换了班主任，刚刚送走初三年
级毕业生的郭老师成为我们的班主任，因
为我们升入初三年级后重新分班，所以只
有短短的一个月任期。还有一位女老师
赵老师教授我们生物和生理卫生，那时候
人们思想保守，连生理卫生都不能接受，
所以每次上课都是让我们自习。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韩愈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都是说，在人生
的道路上，必须选择老师，学习知识，明
白道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被人们借用形容老
师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
对于我在初一初二短短两年接触到的
老师来看，尽管年龄有大小不同，学识
有深浅之分，但是他们那种恨铁不成钢
的急迫心情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却是
一致的，也是我永生难忘的。

我永生难忘的老师们
●●高 伟高 伟

今天是婆婆杨桂珍出殡的日子，
我因故不能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实
在是遗憾万分的！

婆婆农历1932年十一月十一日出
生，山西应县东崔庄人，2022年农历八
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 90 岁。由于在
外地工作，我很少回到家乡，所以和婆
婆的接触也不多，算起来，在一起相处
的时间也不到三个月，但她还是给我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次见到婆婆时，是我们结婚
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她那时已经是 65
岁的人了，中等个子，微胖，腰不驼，背
不弯，额头皱纹不少，脸上带着喜悦。
她很热情，也很健谈。她有着农村老
太太常有的唠唠叨叨，但又不同于常
见的老太太，我常听到她谈论的并非
东家长李家短之类的鸡毛蒜皮的事，
她常常谈到的是如何走过岁月中的那
些坎坎坷坷。由此，我对她有了一些
了解，也能感觉到她的坚韧顽强。

生活对她来讲并不容易，她一共
生了 10 个孩子，其中 8 个长大成人，4
个儿子 4 个女儿，晚年尽 享 天 伦 之
乐。但细细想想，养育 8 个孩子，真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公公老实巴
交，不善言辞，中年时又屡遭意外，后
期也不能干重活，在农村，那时孩子
们还没有长大成人，生活的艰难可想
而知。我丈夫常常提起，那时生活的
重压让父亲开始阻止孩子们读书，但
母亲坚决反对孩子们辍学，想尽一切
办法借钱供孩子们读书，他永远记得
母亲是如何东家西家借钱供他们读书
的。

尽管生活不易，但她却是个十足
的乐观的人。她从不抱怨，也不曾见

过她有叹息的神情。遇到事情，她总
是在积极地想办法，也总是会往好的
方面想。她不仅自己这样，还极善于
开导亲戚和周围的人，记得有一次，她
开导别人时，居然用了一句话“香港都
能回归国家，家里的小问题还有啥不
能解决的”，她自诩自己是个半仙，经
常给晚辈孩子们祝福，俨然家里的保
护神。比如哪位遇到问题了，向她讨
教，她就会说：“只要你走正道，肯努
力，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尽管她大
字不识一个，说出来的话却是有些道
理的。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走步
论事”，所以她从不焦虑，作为一个农
村老太太，她似乎也没有什么宏图规
划，她就是尽可能养育好自己的儿女，
让他们走正道，做个对社会有用、对家
庭负责的人。尽管生活艰难，她却是
个快乐和爱美的人，老年之后，她居然
还打了两个耳朵眼，给自己带上了漂
亮的耳环，儿女们带她出门上街时，她
一定换上漂亮的衣服。她做的饭也很
好吃，不咸不淡，据说在农村时哪家娶
媳妇，她都很愿意去帮忙做饭啊，生豆
芽啊，她做的韭菜盒子很好吃，自己酿
的醋也很好。她爱观察爱学习，家里
孩子多，难免磕磕碰碰，她经常观察骨
科医生的手法，竟然习得一二，80多岁
那年，她居然医好了我手上多年的腱
鞘炎。

随着儿女们长大，她的生活越来
越好，8 个孩子都成家立业，后辈孩子
也都积极上进，乐观开朗，每次家庭聚
会，足足得有40多人，她也是尽享天伦
之乐。她也喜欢到儿女家走走串串，
到哪里她基本都能随遇而安，喜欢看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百看不厌。她
会自娱自乐，一个人时就玩玩她的骨
牌。88 岁前她基本硬朗，后来摔过几
次跟头，就生活不能自理了。儿女们
轮流侍候，她在家中安详去世，也算是
人生无憾了。

婆婆随着秋风去了，我想留给儿
女们的并不是太多悲痛。她以此高寿
辞世，虽早年坎坷，但晚年也算幸福
了。对于儿女而言，更多的是思念，思
念与她一起走过的岁月，思念慈母对
儿女的教诲。对我而言，我想，她的那
种乐观的、珍惜当下的、积极的、顽强
的、从不焦虑的人生态度是值得永远
学习的。

婆

婆

●●

王
秀
英

奋进
党旗引路步铿锵，亿万人民斗志昂。
继往开来复兴梦，共同富裕喜如江。

双调·步步娇
十月金秋和风畅，道路前程亮。

圆梦忙，万里长征再启航。谱新章，万
众紧跟党。

感怀
万众欢歌庆盛会，千家笑语举金樽。
惠农政策民得益，富裕生活颂党恩。

喜庆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李李 富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