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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随区老新
闻工作者协会会员一起瞻仰了红色纪念馆。

时值初夏，天气晴朗。迎着初升的太阳，一辆
旅游大巴驶出了城市。走入郊野，拨开蒙蒙晨雾，看
那蓝天之上，彩云朵朵，连绵起伏，似高山、若羊群、
像梦乡、更宛如幻境。

宽阔的大路，向前延展。夏熟的麦子收了，
新插的秧苗正茁壮成长，绿色替代了麦熟时的金
黄。燕子掠过头顶，白鹭立于水边，悠闲自得。放
眼看去，风吹绿浪，天然成态。农村的景色，神秘
而简约，杂然却有序。

车子放慢了速度，停在了花吉村村头田陌
边，千亩向日葵产业基地展现在面前。夏日里，正
是向日葵的盛花期，观赏葵花，风景独好。世上的
花，有千种万种，五彩缤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
却更喜欢向日葵。它总是面对太阳，绽放迷人的
微笑。友人说：“这向日葵的美，还在于它的明朗、
鲜艳、热情、饱满、坚毅和顽强。”花吉的村名，寓意

美好，与花有缘。
我与向日葵同立田地间，沐浴着阳光。身边

走来几位赏花人，置身于花的海洋。来者感叹地
说：“这一大片葵花好壮观啊！太美了！”同行的
人说：“看这一株株葵花，像是一队队整齐的列
兵，朝着太阳盛开着，庄严而忠诚。”花吉村千亩
的葵花，黄是主色，粉蝶飞舞采花忙。前来赏花
的人拍照、闻香，漫步、小憩于田地间。

沿着一条蓝、黄、绿三色线的旅游大道，我们
一行步入了佳富村。古槐、清溪、“小洋楼”，白墙黛
瓦、小套窗、小飞檐，保持水乡原生态建筑特色，风
格别致。现代化的村庄，古朴显气派。佳富村是由
烈士丁佳富而命名的红色文化村。走进村内一户
人家，主人告诉我们：“这新居，楼梯比一般的矮，门
外没有台阶，出门有块菜地，卫生院在隔壁。居家
乡村，条件不比城里差，生活自在还方便。”看佳富，
通达一条康庄大道，致富路上奔向前。

红色的村庄，传承烈士的精神。在这片土

地上，有过无数英烈的壮举。我想起家人团聚
时 ，总 会 说 起 我 的 族 人 邹 渐 余 的 红 色 人 生 故
事。1927 年初，进步青年邹渐余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中共盐城县地下党委委员。在盐都革
命陈列馆，鲜红的党旗挂在墙上，庄重而明亮。
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地下党人，庄严地举起右
手，将他们为党和人民而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生
命的宣誓，永远地定格在了红色党旗下。一张张
坚毅而笃诚的面孔，轻声的誓言，如低音的弹奏，
酝酿着雷霆之力，足以扫除一切阴霾。鲜红的旗
帜，让信仰打开了一扇门，让无数的人找到了到
达光明的彼岸。

“ 漠 漠 尘 中 槐 ，两 两 夹 康 庄 。”《尔 雅·释
宫》曰 ：“ 四 达 谓 之 衢 ，五 达 谓 之 康 ，六 达 谓 之
庄。”康庄意为平坦与通达，喻比光明的前途。
过往旧中国，积贫积弱。建党百年，一条康庄
大道谱写一部恢宏的史诗。读康庄，共产党的
光辉照人间。

读 康 庄读 康 庄
□ 群 山

节假日，突然接到
老家弟弟的电话，说他
家到了贵客，要我无论
如 何 也 要 赶 过 去 陪 两
盅。我一看时间快到十
一点了，立即让儿子开
车送我过去。

我的老家在大纵湖
畔，这里水网密布，湖河
沟汊，纵横交错。此前
走亲访友、上街下地，无
船 不 动 步 ，交 通 闭 塞 。
仍记得那年，表哥结婚，
父亲撑船带我们去吃喜
酒，离家后骤起大风，十
二里路，平常一个小时
就到了，那天足足撑船
撑了两个小时。赶到表
哥家时，客人都已入席
了。又想起 1973 年春，
我到盐城参加县里的故
事会讲，头天晚上到北
宋庄住宿，第二天早晨 5
点坐轮船去盐城，路程
足足有 5 个小时，第三天
开会，第四天下午坐轮
船返回北宋庄时，天已
黑了，只得又在北宋庄
住了一宿。仅为一天的
会议，前后却花了 5 天时
间。那时多想能有条公
路直通盐城，出门车子一跨，早上出门晚上就能
回家。如今，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水乡有
了条条“幸福路”。

改革开放后，家乡筑起了简易的土路或砖
头路，独木桥换上了水泥桥，年轻人骑上自行车
去相亲，特有面子。

2003 年，村村通公路工程，125 省道穿村而
过，双向四车道，东接徐盐高速，西连京沪高
速。2005 年 6 月底，上海的外甥女过周岁，我星
期六中午坐大纵湖直通上海的班车，参加了外
甥女晚上的周岁宴，第二天早晨坐班车返回，扳
手指一算，20 个小时都不到。要是在这前几年，
坐轮船紧打满算也得一个星期才行。

2007 年，国家投资给村里搞土地整理，田间
筑起了硬质机耕道，河上架起了桥。乡亲们扔
掉了竹篙子，买上了摩托车、电瓶车、农用卡车
或汽车，治虫追肥车子一跨，稻麦都用收割机收
割，卡车开到田头装运，快捷又方便。养殖户笑
开怀，原先的鱼蟹虾要通过船运出去，现在运送
的车子开到塘口，晚上装车，第二天就能摆上城
市居民的餐桌了。

2014 年，家乡开通了镇村公交，这乐坏了留
守在家的老人家。老人们吃过早饭，成群结队
坐上公交前往集镇菜市场，大包小包装得满满
当当，再坐公交回家烧中饭，时间控制得正正
好。老家的邻居张爷爷，今年 76 岁，隔两三天就
坐公交到镇上，先泡个澡，再吃个馄饨。他乐呵
呵地说：“做梦也没想到公交车能开到家门口，
太方便了！”

有了公路，乡亲们买车跑运输；有了公路，
乡亲们走亲访友，不少人家开上“小嘟嘟”；有
了公路，在外打拼的人，逢年过节都开车回家，
探望父母更方便。车子多了，村村都在村外筑
起了停车场，大小车辆，五颜六色，绚丽多彩，
就像百花怒放的百花园。

回顾过往，我感慨万千：明天水乡“幸福
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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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爷爷正常住在乡下的
老房子里，平时我们要带他
过来住住，他总是说：“乡下
住惯了，不去。”这次听说我
要带他进城看淮剧名家汇
报演出，他可高兴坏了：“让
我去过过‘淮戏瘾’！”

爷爷是家乡有名的“淮
戏迷”，在他三四岁时，乡间
搭台唱戏，他就吵着要跟去
看戏。

那时，区里有个三十多
人的业余剧团，常常会排演

《陈胜王》《白毛女》等淮戏，
三五个月到我们庄上演出
一次。我们庄上接到来演
出的通知，人人都忙着在庄
前的广场上搭戏台，这家扛
来门板，那家抬来桌子，大
家七手八脚，忙上一个下午
就能把戏台搭好。演出时，
戏台顶上挂着两盏汽油灯，
几里外就能看到雪白的灯
光，听到“七个龙咚锵咚锵”
的开场锣鼓后，乡亲们就纷
纷赶来了。

爷爷八九岁时，就能将看过的戏复述出来，有
的精彩唱段还能像模像样地唱起来。

在爷爷十二三岁的时候，镇上建起了剧场，两
三个月从外地来个剧团，唱上几场淮剧。当时剧场
比较简陋，青砖墙红瓦盖，地面用黏土夯实，倒也光
滑平整。剧场内总共约二十排、六百多个座位。戏
票三四角钱、电影票五分钱，常常一票难求。

伴随着爷爷从少年到中年的成长，看淮剧、唱
淮剧一直他的开心事，也是他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内容。一段时间，爷爷外出办事，口袋里也总
离不开播放器，边走边听；下地干活，袋子里也离不
开播放器，边干活边听。他常对我们说：“走路听淮
剧，不觉得路有多远；干活听淮剧，不觉得活有多
累。”每天晚饭后，他都要打开影碟机，选几张碟片，
一张接一张地看上两三个小时，有时高兴起来还会
拿起话筒，跟着唱几段。周围邻居都喜欢聚到他家
里看淮剧、唱淮剧，因此爷爷家也成了村里淮剧票友
聚集的活动场所。

近年来，大篷车下乡演出成了农村的一道亮丽
风景。大篷车开到哪个村，戏就演到那个村。大篷
车在村部的广场上停下来，就地搭起了舞台，插头
一插，灯亮了，音乐响了，形象生动的舞台布景，充
满时代气息的《菜籽花开》《小镇》《送你过江》等现
代淮剧就开演了。演员们优美的唱腔，精彩生动的
表演，让村民们看得如痴如醉。演出结束前，演员
们还会和村民们互动，大家总推爷爷上场。爷爷二
话不说，走到台上，与演员来一段《十八相送》，或是

《千里送京娘》，不仅得到全场热烈的掌声，还常常
受到行家们的点赞。

这次爷爷进城看淮剧名家的汇报演出，享受到
从未有过的“精神大餐”。从一走进剧场，直到演出
结束，他始终神采飞扬，赞不绝口，反复对我讲：“今
天到这样的剧场，看这样的演出，太‘过瘾’了，全是
享党的福啊！”

爷爷迷恋淮剧几十年，他看到了农村戏剧舞台
的历史变迁。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淮剧才
有今天薪火相传、繁荣发展的景象，戏剧工作者们追
随着历史的脚步，以戏剧作品记录着民族复兴、人民
奋斗的足迹，给人们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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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盐都。我为家乡的发展而骄傲！
我家在盐都。在党的领导下，城市乡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啊，高架桥四通八达，大
道如虹，贯穿东西南北，又宽又阔；看啊，工厂企
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小区楼宇拔地而起，鳞
次栉比；看啊，乡村已不再是旧时模样，破旧的房
屋已换新楼，茶余饭后的村民载歌载舞，农家书
屋挤满了阅读人！

听啊，盐都大地鸟鸣声声，绿海青波生机无
限；闻啊，盐都四季有花开，清香扑鼻润心扉！

我 家 在 盐 都 。 这 里 一 年 四 季 瓜 果 蔬 菜
鲜。尚庄的番茄大又红，个个饱满汁水甜，可
炒菜，可生食，亦蔬亦果味道好；仰徐的葡萄，
紫的似珍珠、黄的似玛瑙，颗颗晶莹剔透，酸酸
甜甜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龙冈的梨果、杨侍
的草莓，更是惹人喜爱，采摘的季节里，家长拉
着孩子，欢笑融进丰收的果实。尝一尝盐都的
丰硕果实，品一品盐都的绿色佳肴，感受人生
的万般美好！

我家在盐都。这里芳草遍地、绿树连荫，风

景迷人。大纵湖旅游度假区、草房子乐园、大马
沟生态公园、三胡陈列馆等等，有天然氧吧，有名
人趣事，也有厚重的人文历史。盐都有田园风光
的优美，有现代城市的繁华。每天在风景里行
走，让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

我家在盐都。这里有打开您舌尖味蕾的美
味。红烧大纵湖白壳螺蛳，大纵湖醉蟹，烩土膘，
糯米肉圆……每一道美食都别有风味。每逢假
日，美食城、美食街香味弥漫，父母带着孩子，儿
女带着父母，逛完商场，来一次生活的美宴，不用
亲自动手，一家人欢声笑语围坐，吃着、喝着、乐
着，演绎人间最平常的欢乐，享受着人间最平凡
的烟火！

我家在盐都。这里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上
至耄耋老人，下至三五岁孩童，他们在自己能力
所及的范围内，传播文明、扶贫助困，拾金不昧，
保护环境。

我家在盐都。我深爱着伟大的祖国，我深爱
着这片景色美丽、人心向善、与时俱进、经济不断
腾飞的土地！

我 家 在 盐 都我 家 在 盐 都
□ 李桂媛

西环路高架晚霞 顾正山 摄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随外婆在农村度过了童
年和少年时光。印象中，外婆家三间低矮的草房，
一到刮风下雨，便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
未断绝。”

那时，外公已离世，家中开销都是靠着外婆和
大姨两个人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队里和大姨
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而大姨仍单身着。为给大姨
积攒嫁妆钱，一家人更是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
正当外婆愁眉不展时，改革的春风吹到了农村，吹
散了外婆家及全村人心中多年的阴霾。

那一年刚过完年，会计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几
个识字的村民，开始丈量生产队土地，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听父母讲，外婆和大姨左手持鞭，
右手执犁，用一把犁划开了春天的序幕。这一年，
外婆家粮食虽收成不高，但多少总归是自己的，解

决了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大伙都高兴坏了。
大包干第二年，外婆家粮食总产量比第一年

翻了两三倍，大姨也结婚生子了，三间破落的草房
变成了两进六间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村里通了电，
农机进了家，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种火红
的日子对外婆家来讲，过去想都不敢想，却在九十
年代初变为了现实。

2008 年春，外婆家凭借多年的积蓄，率先在县
城购买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农忙时回村劳作，农闲
时在城里开办农家乐土菜馆，过上城市快节奏、有
情调的生活。还不断有收入进账，日子如芝麻开花
节节高。

时光流转，倏忽间划过了四十多年，如今外
婆已是白发如霜的百岁老人。外婆家的沧桑巨
变，只是无数个中国家庭变化的缩影。这个“缩

影”属于外婆家的福祉，也属于这个时代很多人的
福祉。

如今，我身为当代大学老师，通过书籍、电视、
网络和家人的讲述，对党的了解逐步加深，思想也
得到升华，心灵得到洗涤。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想由衷地对党说，
感谢您——中国共产党。身为中国人，我能真切
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
和发展中国。

当下，我们应该如何以实际行动庆祝党的
百年华诞？我觉得，必须立足岗位，从点滴小事
做起，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只有真诚地奉献出热
情，甘洒汗水，才能赢得未来，谱写出新时代壮丽
篇章。

党 的 光 辉 照 我 心党 的 光 辉 照 我 心
□ 刘 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