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趸售加价增负担，
“三农”发展遇困难。

中央明察发号令，
农电“两改”共攻坚。
省市融资强配网，
县乡直管破隘关。
城乡限期同电价，
服务到家尽开颜。

忆农电“两改一同价”
□ 吉开俊

百年大党创奇功，

星火燎原遍地红。

奋臂三山倾海底，

换天百业沐春风。

爱民德泽初衷守，

理政长图华夏雄。

喜看今秋开盛会，

共商国是笑苍穹。

喜迎二十大
□ 程 虹

春华秋实，又是一年丰收季。
“我掰了一些新鲜玉米，剥了一

袋嫩黄豆，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拿？”
母亲打来电话，言语中都是牵挂，仿
佛我许久未曾回家。其实，昨天我刚
从她那里拎走一袋丝瓜、两捆青菜。

在我心中，母亲就是位技艺高超
的庄稼大师。别人家花生、玉米还没
长成，我们家已经吃到了第二批。等
到别人家收获接近尾声，母亲还能从
地里采回各种蔬果。“我种了五批，使
劲吃，这批吃完下一批又能摘了！”母
亲常常自豪地说。

不仅如此，只要是我喜欢吃的蔬
果，她都能在老家院墙边仅有的几分
地上种出来。夏天覆上遮阳网，冬天
盖上防寒膜，颇费一番心思。我从小
特别偏爱玉米，她就在相隔两公里外
的老房子地基上又开垦了几分地，左

边种黄甜品种，右边种白糯品种，中
间夹杂着花玉米，一点不嫌麻烦。

经历过年少时饥不裹腹的日子，
母亲对现在粮食富裕的生活格外满
足，也分外热衷于在田地里忙活。

“您年纪大了，少种些吧！”尽管
我总是劝她，在外地安家的妹妹也说
自家马路对面就是超市，买菜方便得
很，但母亲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家地
里种的，比超市买的香。每天凌晨四
点起床，洗好衣服、做好早饭，只要不
是刮风下雨的天气，她总会带上农
具，骑着电动自行车，跨过三座小石
桥，到老房子那边的地上除草、浇
水。一次，她清理完一块地，把一扎
枯草扛上肩，有一条蛇突然从草里掉
下来。母亲面不改色，看着蛇游走后
继续耕种。

除了爱种蔬果，母亲还是村里老

年舞蹈队的顶梁柱。七十四岁的人，
“啪”地一个劈叉，轻松自如。每年国
庆、元旦、春节，舞蹈队都会在村里大
舞台上表演。舞蹈队里大都是“共和
国的同龄人”，他们与新中国共同经
历发展中的风雨考验，感受着日新月
异的建设成就，见证时代的变迁、祖
国的富强。

“新农村里机器响，瓜果蔬菜销
四方。村民开车去上班，真棒！”舞蹈
队大爷大妈们自创的说唱词通俗易
懂，凝聚着浓浓的喜悦与骄傲。今年
国庆佳节前，他们排练了一个庆丰收
节目，网购了土豆、白菜、萝卜等蔬果
道具。他们用色彩缤纷的蔬果，迎接
普天同庆的佳节；用欢乐祥和的表
演，演绎新农村美满富足、积极向上
的新篇章，在锣鼓喧天声中，传递新
时代的爱国热情。

蔬果香里迎国庆
□ 杨海霞

从金黄的季节走来，我们没有理
由不为那沉甸甸的丰收歌唱；从那镰
刀斧头光芒指引的大道上走来，我们
没有理由不为那红红火火的事业歌
唱。经过春天的染翠，夏雨的洗尘，
我们走进了喜庆的十月。

十月，是祖国母亲诞生的月份。
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纷飞的思绪
掠过浩瀚无边的偌大版图，我们灵魂
的火炬照亮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
我们潮湿的眼眶倒映着惊涛拍岸的
黄河长江，我们祝福的语言洒向雄伟
壮丽的长城泰山……

十月，我们听风讲述雨打的故
事；十月，我们听火讲述血染的风采。

十月，最难忘的是一个声音。这

声音洞穿重重黑暗，在 1949 年的 10
月，经一个湖南汉子的口，在天安门
城楼上响彻寰宇，激动着每一片耳膜
和每一颗跳动的心脏。从此，中华民
族傲立在世界的东方！

十月，我们反复吟唱一首心中的
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我们用手轻轻按住心脏，闭上
双眼，细细体会圣洁而又真挚的感
情。歌声回荡在时代的康庄大道上，
旋律昂扬在改革的春风里。我们由
衷地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我
们走向光明。

十月，最艳丽的是一面旗帜。从
来没有一种标志能如此独具匠心：五
颗金星，是正义、真理、力量的化身；红

黄两色，代表光明、希望和胜利。今年
的这面旗帜，会因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而更加让人敬仰，令人心驰神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3
周年。73年来一路高歌、一路求索、
一路奋进，73道年轮见证了祖国发生
的沧桑巨变。今天，如织的动车线
路，蝶状的立交桥，林立的井架，丰腴
的乡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让我们意气风发，续写
共和国十月幸福的篇章。

以圣洁的感情品读十月，以赤子
的情怀感恩十月,以绿叶对根的情意
拥抱十月。十月，永远是我心中最美
的风景，永远是我们进取、奋斗的力
量之源。

歌唱十月
□ 刘伯毅

岁月风铃

大地的丰收 朱鹏程 摄

温馨港湾

中国大多数主妇都不曾受过专
业的厨艺训练，她们做饭的造诣主要
来自于长辈的心口相传，不一定有精
湛的刀工、昂贵的食材、华丽的摆盘，
但菜品中蕴含的那份家的味道，是无
数国人对“妈妈菜”的眷恋，具有无可
替代的地位。

我的家靠近仪征境内的塔山
湖。想吃鱼虾时，只要提一张渔网或
挽一张笼罩出门，回来就有活蹦乱跳
的一盆。或许有着充足的鱼虾练手，
红烧鱼成了母亲的招牌菜。先将鱼
剖洗沥干，热锅冷油煎至两面金黄，
再佐以姜葱等调料。这是大多数家
庭的做法，母亲基本上也是这些步
骤，但她做的红烧鱼不但品相完整而
且不柴、不腥，咸淡适宜。与别人家
不同的是，她会在鱼烧到八成熟时切
半个洋葱铺在鱼肉上，顿时香气四
溢。这是她的独家窍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吃猪肉是过
年才有的事。平时，母亲为了给全家
人解馋，会用糯米粉做成外形酷似红
烧肉的“面烧肉”。她先将糯米粉揉成
团，再摊到砧板上塑型，待油锅烧热后
依次放入面坯，等锅中浮现出一片金
黄后捞起控油。待所有面坯炸好后再
次入锅烩制，浇上适量的红糖汁不停
翻炒，出锅装盘撒上芝麻，外焦里嫩的

“面烧肉”便做成了。这道菜上桌后很
快便光盘，不单是因为当时物质条件
匮乏，更因为其香味扑鼻且味道太好。

每到秋季，家乡的田间地头都横
行着数不清的野生螃蟹。虽说个头
不大，但只只黄满肉实、鲜美无比。
母亲将捉回来的野生螃蟹挑大个的
上街售卖换钱，小的便给家人打牙
祭。她将筛下的碎米磨成粉，掺入酱
油、醋、盐、糖和水，搅拌成不干不稀
的“甜面酱”。螃蟹对半切开，一是好
出黄油，二是便于入味。铁锅倒进菜
籽油，放佐料与螃蟹一起煸炒，待蟹
壳泛红时停火捡出佐料。这时，倒入

“甜面酱”，一道令人食欲大增的“酱
螃蟹”便可出锅。

凭借勤劳、聪慧，母亲将一家人
的日常生活调和得风生水起、热热闹
闹。正是一道道“妈妈菜”的滋养，让
一大家子人能够努力学习、认真工
作，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的
大家庭中不仅有军人、公务员、律师、
教师，还出了两位厨师。

然而，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吃到
“妈妈菜”了，不是她老人家不愿意
做，而是她已经去了天堂，再也没有
回过家。

妈妈菜
□ 赵 斐

人生中，很多个节日我都与家人一
同度过，唯独那年的中秋节有些特殊。

2000年，22岁的我进入原横泾供
电所（现合并到甘垛供电所）工作，正
巧赶上 1998年底江苏在全国率先启
动的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工程正开
展得如火如荼。那年中秋节本应放
假一天，但我师父温学干却坚持要完
成费明村最后十几基电杆杆线的改
造任务。

“200多户村民就盼望着中秋夜
能通上电，大伙儿加加油吧！”师父
说。想想也是，如果当晚家家户户能
亮起灯光，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
那该多美啊！

大家说干就干。然而，当时农村
土路多，运电杆相当困难，大家肩扛手
抬，打着号子，立杆则采用传统的扒杆
作业方法。架完电线，已是下午一点
多钟。大家都没顾上吃饭，脸上挂着
汗珠，肚里咕咕直叫。“下午大伙卖点
力，晚上我们回所聚餐。”师父的一番
话，犹如给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

傍晚时分，改造任务完成，在村民
的欢声笑语中，我们离开费明村，有说
有笑地赶回了供电所。刚进食堂，凌生
雨师傅就急不可耐地掀开锅盖，眯着双
眼陶醉在一阵扑鼻的肉香里，直接上手

拿起一块，一仰头，塞进了嘴里。
“赶紧就坐，大家伙儿今天辛苦

啦，上菜！”炊事员扯开嗓门喊道。一
只只大盆，将鱼肉鹅端上了桌。倒
酒、吃菜、聊天，一天的辛劳被大家忘
得干干净净。

一盆鱼上了桌，你一块我一块，
不消几分钟就见了底。凌生雨师傅
下手慢，吃得不多，筷子在鱼汤里捞
了一圈也没找到鱼肉。刘发金师傅
爱讲笑话，只听他道：“生雨，我办公
室有张渔网，借给你使使？”一句话，
笑得一桌人前仰后合。

温珍景师傅夹了块卤鹅肝，吃到
一半放在碗里，准备喝口酒再细细品
尝。一转头，碗里的鹅肝没了。再看
身旁的刘发金师傅，正开心地嚼着那
半块鹅肝。一桌十几个人，几个菜，
大家热热闹闹地吃了两个多小时。

我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圆又亮。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
师傅们的笑脸，心中涌动着暖流。如
今，师父温学干已经七十多岁，早已
退休，但我时常与他电话联系，关心
他的近况。当年同桌聚餐的其他几
位师傅与我在工作中还有交集，大家
相处和睦、情谊深厚。

相遇是缘，珍惜无憾。

聚餐
□ 林华鹏

红枫初染黄榴涩，才入凉秋。

才入凉秋，薄暮苍茫，烟霭罩江洲。

黄昏岸上谁吹曲，婉转轻悠。

婉转轻悠，停桨屏听，碧波漾菱舟。

添字采桑子·凉秋
□ 丁 玲

单位微信群通报了上月国家

电网公司同期线损“百强供电所”

榜单，盱眙县供电公司有3家供电

所上榜。微信发出后，有供电所评

论留言：积极向上榜所学习。紧接

着，就有人回复评论：心动、行动还

是嘴动？这略带调侃意味的回复，

折射出一个话题：心动、嘴动、行

动，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人们常说，既要心动更要行

动。其实，相较于心动，嘴动或者

说“指动”，即动动手指评论留言比

心动更逊一筹，心动毕竟还被打动

或感动过。如今，彼此间的联系变

得比以往更加便捷，微信布置工

作，回应及时却再无下文的情况比

比皆是。这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如

何让心动与行动，或者说嘴动与行

动相统一？

对待心动和行动的态度，人们

往往有三种表现：心动变行动，坚持

不懈，向先进学习、向好的看齐；心

动很短暂，不能投入实际行动，依然

我行我素；既有心动又有行动，但不

持久，渐渐淡漠、行动迟缓，直至“回

零”。无疑，化心动为

持久行动，需要有效

而具体的举措要求与

氛围营造。

其实，古人对嘴

动更较真，强调言行一致。孔子说

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是力

证，意思是说，说了不动，没有信

用，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别人的信

任，无法立身处世，最终会害了自

己。因此，孔子反复强调“讷于言

而敏于行”，少说多做。

如果说以上是古圣先贤在道

义上的号召，那么如今建设现代管

理组织，光靠号召还不够，要在建

章立制上下功夫。愚以为，一要

细，推动闭环管理。凡明确要求

的，必须有跟踪、有督导、有结果、

有公布。二要简，化繁为简，去

粗求精。简化政令计划和指导意

见，紧扣阶段性重点目标任务提

出要求，避免基层不胜其烦。言之

可行，让人一目了然，避免颠三倒

四。三要恒，坚持常态常抓。保

持执行力建设的浓厚氛围，不搞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言必

行、行必果，嘴动必须付诸实践，言

行合一。

心动、嘴动和行动，说到底是

一个作风问题，也是一个公认难

题。“路虽远，不行不

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促进心口如一、

言行一致，需要持续

较真，久久为功。

心动 嘴动 行动
□ 钱成刚

中秋时节，地处长江边的仪征市十
二圩经济开发区沿江村丹桂飘香、果红
苗绿。江苏省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仪
征滨江供电所运维采集班副班长、沿江
村“第一书记”周维忠又骑行在乡间小道
上，忙着去探望村里的10多位孤寡老人，
顺便看看试种的200亩精品水稻长势。

一路上遇到的村民，或亲切地称
他“小忠子”，或尊敬地唤他“周书记”，
周维忠憨笑着一路应着。

都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
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周维忠却说，是
无数个“榜样”成就了今天的他。

时光回溯到 40多年前。那时，沿
江村百姓心中的榜样还不是“周书
记”，而是“熊书记”——现年 86岁、曾
两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熊
秀莲。熊秀莲至今还记得，1949年的
一天，解放军攻克敌人在长江北岸仪

征的最后一个据点——十二圩，为渡
江解放南京扫清了最后障碍。战斗结
束后，有8位无名烈士因为血肉模糊无
法运走，被就地安葬在沿江村。

解放军走的那天，年仅 13岁的熊
秀莲站在村口，眼中泛着泪花，依依不
舍地目送队伍离开。直到今天，她还
清晰记得战士们一个个跟她挥手并说
道：“小妹妹，再见了！”

熊秀莲觉得这句“再见”，其实是
一份嘱托，希望她照看好8位牺牲的战
友。70年来，她默默守护着烈士墓地，
用一生兑现了承诺。每到清明，她就
去烈士们的墓地烧一叠纸钱；草长高
了，她就去仔细清理一番……

熊秀莲回忆，年幼时的周维忠经
常跟着她一起去给烈士们扫墓，帮她
做些除草、烧纸等力所能及的事。“小
时候提到熊阿姨，我们都觉得不敢想

象，她实在太伟大了！在那个年代能
两次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实在让人
佩服。”周维忠说。

周维忠的岳父苏兴营住在离仪征
不远的镇江世业洲，也是当地有名的
好人。今年78岁的他仍然备受村里人
的信任，退休后一直帮助打理集体鱼
塘和农田。

改革开放前，中国整体发展水平
较低，即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苏南地
区也经常能遇到乞讨者。有一次，苏
兴营从外地打工返乡，回家时身上只
剩一个裤衩。同村人以为他被打劫
了，询问后才知道，原来苏兴营下了火
车看到车站旁有位衣不蔽体的流浪
汉，便脱下自己的衣服送给了对方。
当时，苏家也不富裕，只有三四间茅草
屋，但苏兴营还是尽己所能帮助那些
无家可归的人，为他们提供暂居之所。

周维忠从小家里条件十分困难，
兄弟姐妹四人经常吃不饱饭，有时还
要去邻居家借粮，还不上时邻居也不
计较。就这样，周维忠吃着百家饭长
大。1988年，沿江村招一名村电工，有
着无线电修理技术基础的周维忠在村
支书和村民们的推举下成功入选，日
子才一天天好起来。

无论是熊秀莲、苏兴营，还是接济
过周家的善良乡亲，都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着周维忠的一言一行。20多年来，周
维忠相继为沿江村 8位孤寡老人当孝
子送终；今年3月8日，他受中共扬州市
委组织部委派担任该村“第一书记”，带
领村民建设 200亩精品水稻种植基地
和55亩绿色农产品种植基地……

从老一辈榜样们手中接过接力
棒，周维忠信心满满地带着沿江村民
在致富道路上奋力前行。

榜样的力量
□ 詹宁宁 黄雨晨

江山如此多娇 风景这边独好

张一凡 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