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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汇

坝美桃花源
□ 曹长江

那个初夏，在桃花源万籁
俱寂的夜里，我睡得格外香甜。

清晨起来，望向周边的田
野，好长时间没见过如此纯粹
的田园风光了。

几头黑色的水牛在地里悠
闲地吃草，农舍间袅袅升起的
炊烟，渐渐消散，汇入了空中
的云彩；河边的水车吱吱呀呀
仍在不知疲倦地转动；田垄上，
头戴竹笠的农民已在忙碌；村
头小路旁，头缠白帕身着壮族
服饰的农妇们，坐在小凳上售
卖自家的土特产品：土鸡蛋，
本地茶，八角，笋干，晒干的
五彩米饭，手工制作的竹蜻蜓、
车、船等形状古朴的竹、木质
玩具，还有各种干肉、蔬菜。

她们都不大声叫卖，也没

用循环播放的电声广告，只是
当你走近，目光注视到她们时，
才怯生生地低声向你推荐，其
淳朴温良的习性极像古人推崇
的那样———淡泊宁静。

村广场附近，一棵枝繁叶
茂、葱茏劲秀的千年古树，昂
首云天，巍峨挺拔，浓绿如盖，
使这神秘的村庄更添一层厚重、
深远的沧桑之感。
午饭后，我睡了一个午觉。

这在外出旅游中，可是不多的
奢侈享受。尤其是在桃花源中，
从容淡定的小憩，吸纳天地之
精华，实乃不可多得的福分。
尔后，在客栈院子里，在

大树的浓荫下，大伙儿分坐长
木桌旁，品尝着冰镇西瓜，伴
之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晚饭，在坝美桃源餐厅，
饱餐当地特色的五彩米饭、炸
土豆饼、奶浆菌炒青椒、蘑菇
炒肉片、炒茄子、干巴牛肉、
南瓜汤等，大家边吃边聊，大
快朵颐，个个心满意足，腹犹
果然。

就要离开桃花源，结束此
次的云南行了。大伙儿都依依
不舍，相约下次再结伴出行。

夜空还是那般清澈，闪烁
的星星仿佛比其它地方更多、
更近；屋外田里、草丛里时高
时低的虫鸣声，仿佛比赛似的，
此起彼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
还在快乐地流淌，村道上虽有
灯明，但无一人；旖旎秀雅的
坝美村在山林星辰的护卫下，
酣然进入了梦乡。

游天下

青玉案·南风词社成立三十周年有寄

停车索柳青山畔。梦未晓，情难断。依影花香春为
伴。笙歌已散，半剪寒江，新笛凄凉岸。
气留湖海怜星汉。怅老矣、斜阳再弹冠。陋室修文

凭白案，夜台轻汨，天隔红墙，漱玉钩重幔。

浣溪沙·写在《南风》二十期付梓之时

宿鸟啁啾语未迟，南来僻径客先知，花头不肯忘新词。
锦绣华章空有泪，馨香碎墨本无诗，终留块玉引兰芝。

提前体会退休生活

年因甲子便辞劳，每日提篮混市曹。
且舍兰亭真妙墨，烹将玉笋焖红螯。

望江东·恭贺永祥先生《乳舟五续》出版

樊榭彝尊话依旧，看去处，如星宿。
鹅湖搦管乳舟后，挟岸柳，惊云岫。
阳湖自有蕉窗瘦，客信早，新词茂。
隔溪笺唱夕阳秀，送清影，香风骤。

望江东·初秋南风词社将恢复月课感赋

楼馆空窗借来久，壁上字，曾知否？辞章锦绣也千
剖，韵难入，书昏凑。
台前白发人更瘦，日落寞，词丰茂。感时叹古几穷

叟？幸同趣，诗添寿！

玉楼春·南宅探访王老鉴风先生

小径僻园风吹煦，为访瘦词愁不遇。
清溪泥石认花眠，汲古鹜新劳月妒。
胸有琼珮蕉叶渡，宿在画帘难自误。
依云裁句幻诗情，多少梦魂仍待赋。

诗词一组
□ 杨煜

近年来，区经济研究会湟
里镇分会在区经研会以及镇党
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
绕全镇经济发展中心，勇于担
当分会使命，在调查研究上“下
苦功夫”、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
“花大力气”、在贡献智慧力量
上“求新突破”，充分地发挥了
“智囊团”的作用，为湟里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深入基层抓调研，建言献
策立潮头。“走基层、摸实情、讲
真话、出实招”一直是镇分会的
优良传统。自武进乡镇行政区
划调整至今，20年间，分会多次
在上级平台建言献策，积极上
报各类调研文章，内容涵盖“三
农”、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疫情防控、民生福祉、“十
四五”规划编制、全国文明乡镇
创建等。2006年，时任镇分会会
长郭葛保牵头，对洋淀、蒋塘等
行政村“三农”工作展开调研，
撰写的《湟里镇一村一品推进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举措》，2011
年由时任镇分会会长蒋芒生牵
头，调研村镇建设并撰写的《加
快湟里中心镇建设发展的调查
与思考》，两篇文章均被常州市
《农村经济》登载；2018—2021
年，由镇分会会长蒋建华牵头，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和企业发展
等课题，到葛庄、西墅、凯达重
工等进行专题调研，并据此撰
写的《葛庄村大力推进农业现
代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在《常州
老区》和《江苏老区》刊登。另外，
镇分会的《不忘初心，勇当振兴
追梦人》《壮大集体经济，助推
乡村振兴》分别被常州《农村发
展参考》于 2021年第 17期和
第 19 期刊登。镇分会不辱使
命，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
献智慧和力量。

红色记忆永流传，以史明
志映初心。湟里镇历史悠久，人
文荟萃，为了充分用好红色资
源，镇分会以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1周年和学好党史为契
机，协同参与了镇精神文明实
践所等部门主持的《光辉的历
程》的收集、整理和编簒工作。
《光辉的历程》记录了 1927—
1949 年湟里地区革命斗争史，
共录入了《建立党组织》《陈毅
来湟里》《沈家大桥战斗》等 18
则革命斗争故事。镇分会还把
这些红色故事和革命先烈英勇
事迹相结合，编写成教材，分发
到各村、社区，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让红色记忆永流传。同时，
镇分会成员深入村、社区，依托
《光辉的历程》，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以上党课、讲红色故事等
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宣讲，引
导党员干部铭记历史、致敬先
烈、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
命，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中再
建新功。暑假期间，镇分会成员
为村、社区校外辅导站赠送《光
辉的历程》和适合青少年阅读
的红色书籍作为学习材料，并
为校外辅导站学生开展多次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的主题讲座。镇分会副会长
余玉明、会员陆敖齐等 3 位同
志为校外辅导站开讲座，让青
少年了解湟里历史上的红色故
事，感悟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引
领青少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为激发新时代奋进力量注
入了源头活水，提供了宝贵精
神财富。

强化队伍优机制，用心用
情谋发展。尽管湟里镇分会因
行政区划调整等客观因素，分
会班子几经调整，但镇分会的
职责使命却始终没有变。进入
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镇分会的

人员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
化，一个以离退休干部为主体，
现职村企干部和科技骨干、热
爱经济研究工作的精干团队已
经形成。

原镇分会会长蒋芒生一直
密切关注经研会的工作，为镇
分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
出了较大贡献。2018年以来，在
镇分会会长蒋建华的带领下，
镇分会一班人坚持做到好学善
思，注重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及“三农”、脱贫攻坚 、高质量发
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讲
话精神，并采取走出去取经、座
谈交流等形式增强学习效果，
提高政治站位，明确责任使命。
同时善于捕捉有效信息，针对
难点、热点问题寻求对策，能参
善谋，参得及时，谋在关键。每
年全体会员主动写好调研文
章，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在立
足岗位、尽好职责的同时，积极
参与文明创建、基层治理、乡村
振兴、疫情防控、结对助学等志
愿服务活动，为弱势群体伸出
援手，献出爱心。2020年以来，
镇分会成员为疫情防控、帮困
助学等共计捐款 3 万余元。
2021年，镇分会被区经研会评
为“先进集体”。

回顾过去豪情满怀，展望
未来催人奋进。下一步，镇分会
将以区经研会成立 35 周年为
新起点，扬帆起航再出发，不忘
初心开新程，为谱写工作新篇
章和助力高标准建设湟里“实
力中心镇，美丽西大门”而努力
奋斗，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的胜利召开。

竭尽所能 助推发展
———记区经济研究会湟里镇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