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我在单位见到了老同事“红
梅”，他还像退休前一样硬朗和健谈，只
是已经满头银发了。他说自己生在了

“忙月里”，正在准备出一本画册哩。
“红梅”是徐栋的笔名，曾经响彻朔

州大地。和老徐告别，望着他匆匆远去
的背影，我忽然在想，老徐搞了大半辈
子新闻，竟然没有被搞疲惫。如今退休
已经20年了，业余生活依旧没有离开新
闻。倘若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审视老徐
的工作历程，他就是一名实实在在的优
秀的新闻工作者。

一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

初期，“徐栋”“红梅”“徐栋、红梅”“红
梅、徐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朔县人民
广播站、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朔州人民
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那时，我
原以为这是两个人，没想到1992年和徐
栋做了同事后，才知道红梅和徐栋是一
个人，“红梅”是老徐的笔名。

徐栋，1942 年生，朔城区人。1958
年8月至1961年6月在雁北农业干部学
校读书，1964年3月参军，1976年3月转
业，1978年从朔县外贸局调到了朔县人
民广播站，从此，老徐就和新闻工作结
下了不解之缘。

在朔州1989年建市以前，由于新闻
报道工作成绩显著，老徐当了朔县人民
广播电台台长。这个职务虽说是个股
站级，但老徐不敢有丝毫的慢怠。他认
为，广播电台是党的重要喉舌，为当地
的人民群众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以
及本地的时政新闻，是它的主要职责。
当了12年人民解放军的徐栋，格外看重
自己的工作，骑着那辆“除了铃子不响
浑身都响”的自行车，跑老城的角角落

落，跑乡下的山山水水。不知不觉中，
“红梅”就成了朔县人民广播站的一张
靓丽的名牌。

1989年元月朔州市成立后，各项事
业百废待兴，新闻机构并不健全，广播
电视用的还是原朔县的设备，至于机关
报尚在摇篮之中。1991 年 1 月 1 日，中
共朔州市委机关报《朔州报》创刊，至此
朔州官方的新闻机构才算健全。1992
年初，“红梅”因业绩突出，被当时的市
委书记刘泽民看中，借调到朔州报社担
任记者，同年6月，老徐正式调到朔州报
社，成为一名党报记者。

二
1992 年前，朔州报社处于起步阶

段，办报条件极是简陋：办报人员短缺，
机构很不健全，仅有一个编辑部、办公
室和财务室；办报场地狭窄，租用着朔
城区政府东配楼的六七间办公室；印刷
设备没有，报纸需要到雁北日报社印刷
厂印刷等等。回忆起来有点心酸。

1992年4月，朔城区委常委、区委办
主任武喜荣被市委调来担任朔州报社
总编辑。从此朔州报社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

1992年5月下旬，我被借调到朔州
报社，开始学习报纸采编业务。那时的
报社还没有记者部，实行的是编采合一
的运转机制，除去刘迎春、赵跃华、徐栋
三人担任专职记者外，其余的业务人员
都是编辑、记者一肩挑。那时的《朔州
报》是四开四版，也就是人们说的小报，
每周出版两期，业内称为周二刊。我和
新进报社的几位同事，一开始的工作并
不紧张，没有采访任务，不过是给编辑
们打打下手，做些誊抄编辑修改好的稿
件、校对值班总编辑审定好的稿件、检

查版样上标注的字体字号等工作。
那时，我和徐栋等人在一个办公

室，老徐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是：衣着
朴实、为人和善，头发花白、手脚勤快，
关心时政、敏而好学。听人说，老徐调
到报社前，已经是朔城区广播电视局广
播电台的台长了，他已经有了20年的新
闻采编经历，因此我们都很尊敬他，称
他为“老徐”。

记得是 1992 年 6 月 6 日上午一上
班，老徐对我说：“永胜，今儿要是没当
紧营生，你就跟我到下面去采访哇。”我
听了很是高兴，我来报社还一直没有下
基层采访过呢。

“能行。老徐，要到哪里去？”
“那就走哇，到山药片片厂。”
山药片片厂的大名叫朔城区快餐

食品厂，主要生产油炸土豆片，当地人
也就顺口叫成了“山药片片厂”或“片片
厂”。地址在朔城区李家河村，离老城
六七里地。

我和老徐骑着自行车半个小时后
就来到了山药片片厂。老徐和厂长王
嘉振很熟悉，热情地把我介绍给这位身
板高大、面目堂堂的厂长。随后，又来
了一位个头中等、快言快语的人，老徐
给我介绍说，这位企业家叫王彦，朔城
区粮食四门市主任。

三
原来，那一天是粮食四门市和快餐

食品厂联手成立“朔州粮快联营挂面厂”
的大喜日子。剪彩仪式热烈而又简单，
两位联营厂的领导向来宾做了简要的介
绍，随后区里的一名副书记做了讲话。

剪彩后的午餐就在“片片厂”的职
工食堂。席间，王彦和王嘉振向客人们
大谈特谈了他们的“苦恋”经过，赢得了

一桌客人的喝彩。
午饭后，在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

上，老徐简要地说了一遍写作重点，对
我说：“永胜，你给执笔哇，要写成新闻
特写，不要写成会议新闻。”

说老实话，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
是新闻特写、什么是会议新闻，因此心
里没有谱，只好红着脸对老徐说：“还是
您来写哇，我怕写不成哩。”

“不要紧，你先写，写成啥算个啥，
然后咱们共同推敲、共同修改。”老徐热
情地鼓励道。

于是，我硬着头皮来写，用了一个
下午的时间写下一篇700字的四不像的
东西，题目叫《特殊的“婚礼”》。第二天
早上，把稿子诚恐诚惶地交在老徐手
上。老徐认真地看了一遍后，高兴地
说：“永胜，你头一次写新闻能写成这样
就不赖了。尤其是这标题，很精彩啊。
不过，字数多，需要修改。”

说着，老徐拿起他习惯使用的油笔
一字一句地修改起来。20分钟后，老徐
对我说：“永胜，你把我修改的重新誊一
次，咱们再看看行不行？”

看着老徐的修改稿，除去标题没改
外，其余的 700 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我把稿子誊抄出来后一看，正文仅仅用
了一页200字的稿纸。老徐高兴地说：

“新闻特写不能长，一般情况四五百字
就行了，只要能交代清楚，越短越好。”
老徐点燃一根香烟后又说，“谨记住，写
新闻要交代清时间、地点等五要素；谨
记住，写新闻语言要大众化，少用华丽
的词语；谨记住，写新闻采访是前提，采
访不扎实啥也闹不成。”

1992 年 6 月 8 日，朔州人民广播电
台播发了《特殊的“婚礼”》这篇特写；6
月 15 日，《朔州报》第二版刊发了这篇
特写。特写见报后，我受到了总编辑
武喜荣的表扬。其实，受表扬的应该
是老徐。事后，我听同事说，老徐在领
导面前没少夸奖我，说我文字功底好，
有新闻敏感力，只要努力很快就会出
徒的。

老徐的背后鼓励，给我了极大的鼓
舞，从此爱上了新闻工作，不觉一干就
是31年，而今也是快要退休的人了。

●●陈永胜陈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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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的三月，阳光明媚，微风正好，
我们迫不及待地卸下笨重的冬装，相约
家人或知己二三，驱车一路向西。

北方的三月虽没有南方的鸟语花
香，繁花似锦，却也是轻风拂面，气候
宜人。路边的杨柳摆动着柔软的枝
条，一改冬日里光秃、干枯、萧条的模
样，枝条上隐隐约约有好多突出的小
包，树干也在微微泛青。一排排树木
就像刚睡醒的娃娃一样，正在慢慢地
舒展着筋骨。享受着和煦的春风，一
天一个样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芽
儿在地下养精蓄锐，翘首以盼，正在构
思着春天色彩斑斓的美梦。我知道自
然界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正在轻轻地唤
醒沉睡的大地。如果你留心观察，林中
山涧，田间地头到处都能发现生命涌动
的迹象和力量，也许用不了几天，点点
新绿就会破土而出。让人眼前突然一
亮，给人以惊喜，给人以震撼，给人以力
量，给人以启迪。

南方四季如春，过渡自然，季节变
化不太明显。我们这里正好是四季分

明，气候变化多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也就渐渐学会了跟着季节的变化而改
变，去着装，去饮食，去耕种，去收获。

沿途我们会经过大量修剪整齐的
人工植被和几个人工湖，人工湖已开始
慢慢解冻，或许下周再来已是一番别样
的景致：微波粼粼，澄澈透明，水光旖
旎，鱼儿畅游。

孔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
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我虽
不才，却是既爱看山又喜看水，山有山
的沉稳和坚韧，水有水的灵动和活力。
山有山的高度和层次，水有水的深意和
智慧。山、水的品质都应值得我们去学
习和借鉴。

林中一般最常见的是麻雀和喜鹊，
有时也会遇见几只山鸡、野兔、松鼠之
类，更有趣的是我们有一次竟遇见一只
毛色漂亮的火狐狸。最惊喜的是上次雪
天巧遇一只壮实的小鹿，当时它正横穿
马路，发现我们时，它机敏地竖耳驻足回
望，尾巴上翘，露出了臀部两团毛绒绒的
白色臀斑，还没等我举起手机拍照，它已
迅速地横穿马路，躲进路边的杂草丛去
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我
们这儿的山林里竟有这样珍稀罕见的动
物。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互不伤害，这才
是自然界最好的生存方式。

山脚下的至高点是我们每次的必
登之地，站在凉亭中央，面向大山，来个

深呼吸，吐故纳新，扑面而来的西北风
瞬间让你凉彻心肺，浑身清爽，精神
大振。山坡上排列有序的风力发电
的白色大叶轮更是昼夜不停地转啊
转！为西山平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回眸一望，远处的整座城市一览
无遗，尽收眼底。特别是雨雪天，云
雾腾升，烟波浩渺，整座城市隐约可
见，如同仙境一般。

我曾无数次地设想，等我老了，条
件允许，就在山脚处建一座农舍，依山
傍水，远离城市的喧嚣，抛弃俗世的烦
恼，不受名利的困扰，更不为五斗米折
腰。养花种草，修身养性，喝杯清茶，写
点东西。陪心爱的人，做喜欢的事，那
该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生活!

置身于大自然中，顿感自身的渺
小。这里是天然的养吧，更是心灵的驿
站。利用休息天的时间，让我们走出户
外，散散步，爬爬山，都是不错的减压、
休闲方式。放松一下心情，放飞一下自
我，我们会变得更加睿智，更加明理，更
加豁达，更加从容，开心快乐地度过往
后余生的每一天。

三月踏青三月踏青
●●王艳萍王艳萍

在优良的家风形成中，“孝”是不可
或缺的。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孝者必继先人之志，传承先辈
之业。这使得优良家风能够经久不衰，
这是传承家风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和
谐家庭达成“家和万事兴”的基本途径。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中华
文化的根源，有千年的渊源。子曰：“弟
子入则孝，出则悌。”家风主要是教育后
人成为栋梁之才，然做人必先学孝，羔
羊尚且跪乳，乌鸦尚懂反哺，人若不孝，
何以万物灵长自诩? 古人较为重视家风

的作用，培养子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
德体系，更兼以悌、忠、信、礼、义、廉、
耻，让继承的后人懂得进取，胸怀凌云，
心系国家民族之荣辱，会为社会创造价
值。现今，我们都重视家风的作用，积
极弘扬优良家风，培养孩子以孝为先的
敬老重老的优秀品质，以及知足常乐懂
得感恩的社会之心，从而使我们青少年
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欲发扬优良
家风，必须把“孝”放在重要位置，传承
下去，永世莫忘。

传承孝道 永世莫忘
●杜 鑫

终日寻春入醉乡，不知何处见春
光。站在南河湾玉石栏杆桥畔，眺望波
光粼粼的河湖，轻抚努出嫩芽的垂柳，我
顿时生出寻春的欲望。这许多年了，我
一个人旅行，看遍了家乡的山水景观，领
略了北国风光的精致。每次行旅，都是
趁着春光明媚，游山玩水，尽兴春游。

时下旅游业兴盛，只要有钱，组团
出发，天南海北任你走，越往远处越满
足。我却不然，喜欢一个人散步、一个
人转悠，守一份宁静、守一份怡然。

有朋友常说，每一次远足，都饱览
祖国名山大川，尽享舒心乐意，想撩起
我的兴趣作伴。每次旅游回来，我都问
他“累吗”？朋友十分调侃：“累是人生，
闲着出疯！”我哑然失笑，不认同。

春意惬然，风光怡人。朋友一家又
随团出行，风风光光的一次“三亚六日
游”。回来后，见了大世界，逢人便说南
海风情，大海呀，波涛了，海鸥了，椰子
树……我说：“你说说天涯海角吧。”他
说：“不知道啊。”我忍俊不禁笑笑。忽
然想起有人编个顺口溜，叫中国式旅
游：“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点拍
个照，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我又加
上半句，“三万两万打水漂。”

我自认清贫，开销上比不得别人，
从来不去攀比，仅有的一丝丝羡慕深藏
在心底。别人旅游，我便转悠，为了时
尚，我把这两个字也写成“转游”。我不
怕朋友讥讽我“好原地转圈圈”，只要自
己开心就行。

我的“转游”，是在家乡的故土上“原
地转圈圈”，实际上就是不往远走、不追
景点、不花大钱。春季一到就筹划出发，
先打个包，一瓶水、一根棍、一顶雨伞、一
把铁铲，或开小面包，或骑摩托车，它们
就是我的旅伴，与我一起“转游”。

我一个人旅行，也就是去闲圪转，
在故乡的山水间徜徉。每次临行，街坊
邻居都有太多的疑问和不解，为何是一
个人呢？我说，一个人出行，省了人多
的拖累，不用给别人操心，没了众口当
家的纠纷，少了烦扰。我固执己见，不
喜欢随团出游，不愿意受组团的约束而

不自由；即便约伴同行，自己的路总要
一个人走，虽然多了关照，但也限制了
你放飞思绪的旷达。

我不喜欢跟旅行团，是有过一次西
安古都行旅游的体验，那是最让人尴尬
难堪的扫兴经历。那次随旅行团出行，
催你风尘仆仆赶景点，让你心急火燎转
商店。由于我牙口不好，随队老吃烧
烤，难以下咽，又因水土不服闹腹泻，弄
得手忙脚乱灰头土脸不说，人困马乏疲
惫不堪，一路匆忙，充满焦躁。名义上
是逛了古迹、看了城堡、进了博物馆，但
每一次都没有静下心来从容观赏，细细
品味，甚至连走马观花也不如。

从此，我悟到了一个理，追名逐利最
伤脾，随缘随遇最惬意。满天下人唱红
了“人说山西好风光”，我们为自己是山
西人而骄傲；“天下九塞，雁门为首”，我
们常为塞上朔地的繁盛而自豪；不识塞
上好景观，只因你是雁北人，身在画屏
中，不识画中景。别人千里迢迢来我们
这里看景观，我们却不远万里跑到天南
海北寻风光，我就不稀罕这种远足之旅。

我一个人旅行“转游”，走在乡土的
山光水色间，一处处春色撩人的风光，

一道道春风轻拂的迷人风景，一路走着
观赏万里春光，心旷神怡间，迷人之处
都是景观，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最美的
风景不在终点，而在独行的路上!

家乡的景观，我一次次春游，一遍
遍浏览。对我而言，属于自己的风景，
从来不愿错过；每“转游”一个地方，走
一处景点，我都是悠闲地走着，从容中
带着美美的惬意，让眼跟着心、牵着脚
走，一个人的心眼直露处，脚下踩出了
一条属于自己的捷径和道路。

今年开春，又有朋友问我，你老是
在本地“转游”，为什么不远行，总是不
放弃身边的风景？我只是微笑地固执
自己的坚持，不做任何解释，或总有点
不屑一顾、轻描淡写地回答，远方的风
景再美也不属于我，虽然远行的路可直
通天堂，但也有可以预见的艰辛。映入
眼球的辉煌，目标太渺茫，即使我们不
管不顾地寻求，也不一定能周游遍览，
与其吃苦受罪，不如脚踏实地走在能够
走到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期望。何
况，远行之旅还是要背着包袱上路，似
流浪汉一般在异国他乡奔波。

我们生存在一个让别人羡慕、让自

己骄傲的塞上北国，如同是神州大花园
中的一个八角亭，我们能够望得见外
面，外界更能看得到我们，纵览古今的
塞上山川和古战场，俯瞰世界的应县木
塔与崇福寺，近在咫尺的云岗石窟及悬
空寺，目不暇接的靓丽风光，足够我们
一辈子品赏饱览。

天地太大了，人太渺小了，不是每一
道亮丽的风景，我们都能拥有。人活一辈
子，只求有一道自己能行得通的路走好就
行，只要有一道令自己流连忘返的风景欣
赏就该满足。我的一颗心，有一份外界无
法替代的故乡情怀，每一道风景永远关联
着我的家乡之情。人生的风景，是物也是
人，在远方，更在身边和面前。

我一个人游春，总是从容地走着，
不慌不忙。其实，近几年退休后，我更
流连忘返于身边的景观，上儿女山、紫
荆山看了一回又一回，沿恢河畔、神头
桑干转了一次又一次。春夏天暖时节，
每次出发打包，骑摩托车，仅一日野营
观景，足以享受身外无我的流连忘返。

渐渐地，我感到越往后的日子，天
色近晚的时光越来越快。唐代白居易
有《春游》佳句：“大限年百岁，几人及七
旬”“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今后的
岁月里，我希望多找到一些同道的伴
侣，一起去观赏远处的风景，我发现在
过去不熟悉的环境里，总是在探索后才
知道是有乐趣的地方。

春日午后的阳光，温柔地洒遍旷野
大地，春游之人悠闲地漫步，使我更感到

“转游”后的舒畅，老年寂寞的心绪忧郁，
尘世的喧嚣噪杂，随着大地春来的游春
行旅，都被涤荡得一尘不染而烟消云散。

那一天，我从恢河源头返回时，又驻
足南河湾桥头，面对苍茫的夕阳，欣赏灿
烂的晚霞，我为对故土景观视而不见的
朋友而惋惜。那些遥远的梦幻美景，毕
竟不是自己的风景，永远只是路过，而家
乡的无限风光美景就在自己的脚下。一
次次游春的体验，我深刻感悟到，原来春
游的乐趣也可以如此宁静、如此无拘无
束，守了一份清静，多了一份满足。

压题图片 马占俊 摄

塞上春游记塞上春游记
●●孟金山孟金山

家是游子最安宁的归宿；家是船儿
最温暖的港湾；家是孩子们最坚强的依
靠，更是培养好子女的摇篮，我就是在
它的庇护下茁壮成长的。

我们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被称为文明之邦，是因为我们的国
家大部分家庭都有家风，家教，我家当
然也不例外。我们家的家风是“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团结一心，尊老爱幼，好
好学习”。

爸爸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会反复
叮嘱我：“孩子，你出去玩，要懂礼貌，见
到比爸爸妈妈年纪小的叫叔叔阿姨，年
老的叫爷爷奶奶……记住了吗？”每次
到这个时候，我都会不停地点头。

记得有一次，正逢科技日，学校组
织全班同学乘坐公交车去科技馆参观，
有一位同学参观完之后身体不舒服，等
他走上公交，已经没有空位了，大家都

筋疲力尽，没有人有让座的意思，我脑
海中突然想到我们家的家规，身体力
行，起身让座。

父母一直告诫我，在众多美德中，
“孝”是最重要的，毕竟“百善孝为先”。
在家中，我们身为子女，理应孝顺家中
的长辈们。我的妈妈，有段时间因为劳
累，常常失眠，那个时候，即使每天学习
很累，我也会抽出时间陪伴她。我和妈
妈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帮她做家务，给
她洗脚，在我日复一日的陪伴下，妈妈
失眠的症状很快就好了。

家风家训，是治家之经，是做人的
标尺，是“述立身治家之法，辩正时俗之
谬，以训子孙”的法宝。让我们重温家
规，重整家风，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让家风世代传承
●沈志梁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春行宿右玉干部学院
雪过喜松色，春风又九寰。
听涛行北塞，望月挂南山。
来识贞心固，得偿清梦艰。
我身如草树，幸落此中间。

早春漫兴
日长春浅好闲行，楼外云齐山影横。
芳信乍惊催柳色，池冰半坼濯禽鸣。
吟风清眺朔天远，称意幽寻雁塞平。
十载歌诗花月契，石边林下悟前生。

题山阴古八景之佛宿云眠
旧雁衔芦度翠微，谁眠千载放云飞。
郁磐山阻薰风色，荒寂塞孤明月辉。
岱岳人家安地僻，桑干草树远天威。
悠悠今古凭高者，徒望炊烟牧晚归。

右玉干部学院东南隅小亭
玉构披松翠，迎寒试一临。
朔边寻浩气，林麓出清音。
追昔春犹昨，远眸人慨今。
风新瞻瞩意，俯仰鉴初心。

登地椒峁堡
颓残高垒白茅冈，岁远春迟瓦砾场。
纵目老营初景淡，动襟乱岭大风扬。
重重尘色迷荒塞，飒飒天声过朔方。
满地椒花人去矣，寂然徒染史书香。

家
兔有窟居蜂有衙，枝栖眠稳事无差。
炎凉循转机心减，明晦迁延岁月加。
小筑筚门安妻子，微躬城角度生涯。
闲窗风色试筋力，乐也陶陶素不华。

贺神头二电厂文联成立
会运春风紫塞端，国能重器筑文坛。
相延雅道寰中阔，远播神光笔下宽。
古兴浩然生句注，清流不绝汇桑干。
碧云此日耽才力，百丈塔头留意看。

五四有感
五月生生禹甸天，多从风雨慨从前。
宜人花灼当春好，忆远心违逐日迁。
凋落韶光催鬓发，勤操诗笔赋山川。
关情事往空回首，忍读少年中国篇。

七律八首
●师红儒

其一
三年抗疫度艰难，孰料今春病魅缠。
南下并州寻扁鹊，北归故里问诊轩。
肺炎炙热怎消退，目疾清凉盼愈痊。
瘦骨岂支超重压，溘逝让我泪潸然。

其二
四十年间莫逆交，推杯换盏醉琼瑶。
棋枰车马从容进，几案文丛仔细瞧。
理论苑园多著述，宣传阵地树旌旄。
古稀又五苍颜尽，唯卜来生再绨袍。

七律·悼刘文新
●张国华

彭甫召 作李柱 刻

杏花雨杨柳风

广武城边逢暮春

今日残花昨日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