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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
“诗仙”李白在《南都行》中，艳羡
卧龙先生壮志得酬，直抒自己怀才不
遇的胸中块垒。“诗豪”刘禹锡在
《陋室铭》 中，也毫不吝啬地给了
“南阳诸葛庐”一个“特写镜头”。元
仁宗为卧龙岗古建筑赐名武侯祠；明
世宗御笔亲题“武侯祠”匾额；清康
熙年间，恢复卧龙岗十景。五次出任
南阳知府的顾嘉蘅撰写的楹联更是播
扬天下：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
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关
于诸葛亮“插队落户”究在何处，犹
如八卦阵一般扑朔迷离，“两阳”倒
是“掐”了几百年。而我认为，生态
保护、文化挖掘和躬耕精神传承，比
争论更为重要。

建祠堂、兴书院、立牌坊、布碑
廊，修缮和保护，历朝历代总是方兴
未艾。在卧龙岗景区，有七十副楹
联，四百余碑碣石刻。文人骚客次第
而来，或颂其德，或歌其功，或夸其
智。一对、两表、三顾、八阵之类的
联句，盛赞忠臣名相、“智圣”风范。

大拜殿北隅，碑廊之上，嵌抗金
名将岳飞手书《出师表》碑刻。当
年，岳家军抗金过南阳，谒武侯，适
逢大雨，权且祠内夜宿。翌日清晨，
岳飞接过文房四宝，涕泪交织，成竹
于胸，一蹴而就。“先帝深虑汉、贼

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由行草而至狂，倾万
钧之力，笔走龙蛇，大开大合，苍劲峻拔，气吞山河。或轻盈似雏
鸟，或敦厚如巨石，文字与笔法默契，思想与情感融合，酣畅淋漓
地凸显家国情怀、英雄气概。一丞相，一元帅，成为“异代知
己”、后世楷模。在相距九百年的时间维度里，各自艰难缝缀衣冠
不整王朝被撕扯破裂的龙袍。因文采飞扬、书法灵逸、石刻精妙，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被誉为“三绝碑”。

如今，亭廊楼殿站有站姿，山水花木坐有坐相，那“水从半月溪边
过，人在苍龙背上行”的小虹桥，仍然固守原地，躬身迎客。诸葛亮手
植古柏遒劲，葳蕤。国槐枝头的啁啾鸟鸣，不改中原官话南鲁片的方
言，千里传音。毕竟写入经典的草庐对策“原创”在这里，绘制三分天
下图表的“工作室”在这里，那个搭建三足鼎立戏台子的总导演曾经

“插队”在这里，“智圣”匡扶汉室的初心一直在这里。
如今，以岗为根，以文为魂，以水绿为底色，以龙脉为主轴，

卧龙岗文化园区建设如火如荼，这是近三百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复
建。以争创AAAAA级景区为目标，卧龙书院、濂泉叠瀑、松岗
龙塔等新十景扩建正按下“快进键”。生态卧龙岗，文化武侯祠，
不久会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升级版”的卧龙岗文化
园，将使躬耕精神的纹理越发清晰。

待等这一波新冠疫情平复了，我再去中原之中，造访卧龙之
岗，来一回“二顾茅庐”吧！若是寻得孔明躬耕时期薅草的铁锄，
恰好在锄头刃口蹭点锈迹，为我钝了的铱金钢笔“加持”，那汉代
冶炼之城的蘸钢技术绝对是“杠杠的”。能在整治一新的卧龙潭边
捡到三五根鹅毛，即使做不成扇子，只做个毽子，也是极好的……

青鸟的飞翔是以天空为巢
无论是阳光明媚
还是风雨飘摇
每一次的飞翔都是一种磨砺

游子的跋涉是以家为起点
无论是风和日丽
还是道路曲折
每一次的跋涉都是一种历练

知不知道天空有多高
已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今生就已注定
飞翔是永永远远的梦

知不知道远方有多远
已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前世就已注定
跋涉是地久天长的魂

每一次的飞翔
□丁梅华

有多久没见过漫天飞雪的冬天
了？有多久没感受过严寒刺骨的冷
了？

凝眉细想，冒着凛冽的西北风，
顶着铺天盖地的大雪，行走在窄窄村
巷里的那个瑟缩瘦小的身影，似乎只
是某部电影里的镜头。

那就是我，但那样的情景已经远
离我将近四十年了。

我是在我们村里的学校读的小
学。到了冬天，我们教室里只有一个
泥炉子，除了挨着炉子坐的孩子能感
受到一点暖意，别人都是坐冷板凳。

一个人经历了痛，即使几十年后
过上了好日子，那些记忆也是不会抹
掉的。直到现在想起儿时坐在教室里
的冷，身体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打哆嗦。

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上课，从早
上一直上到下午两三点。放学了，我
都是又冷又饿迫不及待地跑回家。一
进家门，丢下书包，连滚带爬地上了
炕。母亲帮我脱掉棉鞋，从锅里端出
给我留的饭菜。

饥肠辘辘的我看着热气腾腾的饭
菜，却吃不到嘴里。因为我冻僵的手
指根本不会用筷子。好不容易一顿饭
吃完了，想写作业，手还是冻得握不
住铅笔。

为了预防冻疮，母亲煞费苦心，
每年冬天早早地让我穿上棉鞋，戴上
羊皮筒，可怎么“武装”也没有用。
冻疮总是如约而至。说句实在话，我
们乡下的小孩子，晚上睡觉前天天洗
脸刷牙洗脚的几乎没听说过，但我在

冬天里却享受到了洗脚的待遇，这都
是母亲给予的爱，为了治疗我脚上的
冻疮。

冻疮一直陪伴着我的童年以及我
的少年时期的每一个冬天。直到上了高
中以后，教室和宿舍里有了烧煤块儿的
铁炉子，它们才渐渐淡出我的生活。

过去，我几乎可以说是谈冷色
变，一年四季最怕过的就是冬天。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生活环境和
生活条件也日益改善，那些冷也渐渐
成为了历史。

如今，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如
果和现在的孩子们说起那些冷，他们
大多是不能理解的。我庆幸孩子们的
不理解，因为我可不愿意让他们也有
那些寒冷和疼痛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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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冷
□张振平

●黄松红，不慎将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执业证丢失，执业证编号为
00000532060000002021067558，
特此声明作废。

●龚浪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320526586，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上接A1版】课程教师孙月飞今年30多
岁，是“江苏省乡土人才技艺技能大师”。每
周三天在学校任教，从认识树种、选择观赏面
教起，直到给学生们制定就业规划、送上就业
岗位。

“花工短期培训班已开设了10多年，帮助
了孙长友等5000多名工友获益。”如皋市江海
高级技工学校教学校长缪建军介绍。2019
年，该校在培训班基础上提档升级，开设5年
制高职学历班，系统培育“花木园艺师”，扩
大就业覆盖面、提升就业能力。

“劳务品牌服务的就业人群，不只是农民
工，也包括大学生等年轻群体；‘花木园艺
师’的工作范围，也不限于核心工序，而是参
与到花木盆景+互联网+旅游的全产业链中。”
如皋市人社局就业处主任吴建华介绍，就业部
门主导、行业协会参与、职业学校为支撑的多
元培养体系，是提升劳务品牌含金量的重要举
措。

这一点，孙月飞深有体会。20岁起，他
就师从省级非遗如皋盆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
如生，潜心学习造景的一招一式。如今自己也
能带徒弟，还能在学校授课。

“传统的师带徒，人数少、周期长；在校
学习系统性强、面广量大，能培养出大批人
才，拓宽更多人的就业渠道。”在孙月飞看
来，“花木园艺师”有不同于“花匠”的新内
涵：农艺结合、三产融合、复合型人才，带动
和辐射就业的链条更长。

作为班长，林甜甜小小年纪就看到了未来
就业的前景：“我们是订单班，老师大多是一
线从业人员，毕业不愁找不到工作。课程除了
盆景，还有设计、工程、电商类，以后就业的
选择会很多。”

实际上，如皋花木园艺10万从业人员中，
除了掌握核心环节蟠扎外，也参与包括从前端
种植到后端销售的各道工序。85后小伙刘小
飞，大学毕业后又到技工学校“回炉进修”，培育

出无土栽培盆景新品种，还策划了线上活动、直
播带货，帮助产品出口到多个国家，这几年已带
动300多名年轻人及农户就业。

打通成长通道打通成长通道
增强就业意愿增强就业意愿

林甜甜的授课老师中，有一位年轻专家
——不到40岁的杨建。2020年，他评上了

“高级乡村振兴技艺师（盆景技艺类）”的职
称。

在中专时，杨建学的是电子专业。“父母
都是干盆景的，总觉得这个工作不够稳定，让
我学个热门专业。”杨建坦言，热门专业学的
人多，就业也不容易，他最终兜兜转转还是回
到了盆景行业。

多年拜师钻研，磨砺出过人技艺，杨建在
多项国家级盆景大赛中获得名次，被评定为高
级职称。不但在一家园林设计公司担任制作总

监，还被学校聘为专业课教师，加上各类比赛
奖金、人才补贴和作品分红，年收入近百万
元，这是他过去不敢想象的。

“劳务品牌要怎样扶持？靠补贴靠奖励只
是一部分。长期发展离不开创新机制活力，但
乡土人才在职称评定上，一直以来都是空白。
要么专业不对口，要么不符合要求——职称评
定所需要的论文、学历等，他们拿不出来。这
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劳务品牌带动高质量就业
的吸纳力。”如皋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吴晓群
介绍，花木行业从业人员中，不乏技能水平较
高、资历较深的人员，但由于没有职称评定，
在承接项目、招投标中“吃了亏”，也让一些
年轻人、高学历人才望而却步。

吴晓群介绍，在各部门各地方合力推动
下，近年来包括花木园艺从业人员在内的乡土
人才职称评定实施，增强了劳务品牌带动辐射
高质量就业的黏性。

2017年开始，江苏省及如皋市对在各类大

赛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选手，授予“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评定“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2019年
起，以赛代评与职称评定衔接，评定标准不唯学
历、不看论文，而是看能否在乡村范围作出贡
献、起到示范作用，能否带动乡亲们就业致富，
能否带领开展技艺传承与创新。

90后大学生袁杨梦秋，入行时间不长，
却已接连在“如皋市首届盆景技能大赛”“如
皋市实价盆景讲解员大赛”等比赛中捧回奖
项。2019年被认定为“中级乡村振兴技艺师
（盆景技艺类）”，并获得“花卉园艺师高等技
能等级证书”。

“对年轻人来说，就业不仅看一时的收入
待遇，更看长期的成长平台和发展通道。”袁
杨梦秋坦言，这些证书是对能力的肯定，也是
职业规划的起点。这些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
的同伴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和文化公司，希望能
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人民日报记者姚雪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