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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坚守初心报党恩
贾军利

我是一名贫困的农家

孩子，是党的教导和培育让

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学

习工作中被组织发展成为一

名共产党员。我将终生坚守

家乡教育事业，与广大教师

一道继续为党和国家培育更

多接班人，用勤奋努力工作

报答党的恩情。

1981 年，我出生在宝鸡

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常

被妈妈带着去村委会参加村

民大会，至今记忆犹新。村里

广播一响，全村村民自带凳

子，准时集合在村委会前，整

齐就座，听村支部书记宣讲

党的政策、安排村里的大事、

征求村民的意见……那种群

策群力的场面，我至今铭记。

那时，我们村的建筑队闻名

宝鸡市，这得益于改革开放

的好政策，得益于村

党支部的坚强领

导和村民的勤劳团结、艰苦

奋斗。

由于当时家里兄弟多，

生活贫困，上学时我对学习

没有信心，贪玩成性。村里小

学校长李老师关心教导我，

课堂上用生动的故事启迪教

育我，用和蔼的交谈关怀我，

让我对未来有了思考，对学

习有了兴趣，对自己有了信

心。在老师们的激励和指导

下，我的学习成绩快速提升。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师范学

校，立志成为一名像他们一

样的人民教师。

2000 年，我在宝鸡市

西部山区参加工作。由于教

师人少，我主动带二年级语

文兼班主任，兼带数学、音

乐、美术、体育等课程，每周

只休息两节课，但我毫无怨

言。我所带课程的教学质量

名列乡镇前列，我连年被评

为镇校质量优秀教师和先

进工作者。

有一天中午，学校组织

男老师搬运教学楼后面闲置

的木头，看着这一根根粗大

的木头，我不敢上前。学校里

几位党员老教师已经弯腰抬

起了一根木头往前走，一个

个脸憋得通红。我赶紧跑过

去，当我撑起木头的那一刻，

肩膀生疼，重压下我还是坚

持到了目的地。放下木头的

那一刻，我的肩上火辣辣地

疼，再一看，肩膀上的皮已经

磨破了。而那几位老党员教

师顾不上休息，又去抬木头

了。那一刻，我对党员有了新

的认识，只要有党的地方，就

有希望和生机。

当时学校门前是一条

河，平时水很小，只能没过脚

面。2000 年深秋的一天早

上，突降大雨，学生被河水阻

挡在来校的路上。校长杨老

师第一时间动员全体党员和

年轻老师冒着大雨来到河

边，他第一个脱掉鞋、挽起裤

管下到冰冷的水里，到河对

岸背起孩子过河。所有老师

纷纷下水背孩子过河。我们

将所有孩子一个一个背过了

河，汗水雨水湿透了衣裳。看

着孩子们开心地去上学，我

们都笑了。一些老党员虽然

疲惫不堪，但他们说说笑笑，

像没有事一样，泪水迷蒙了

我的双眼。这些默默奉献、勇

挑重担的基层教育战线上的

党员就是我的榜样。

在身边优秀党员的激

励下，我更加努力工作。经过

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考验，

2001 年 11 月，我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

2004 年，我调到初中从

教，学校急需数学物理老师，

而我是语文老师。我主动要

求承担了七年级数学和八年

级物理共四个班的学科教学

任务。虽然任务很艰难，但我

日夜学习，咬着牙坚持了下

来，教学成绩不比别人差，年

终我被校党支部评为优秀党

员。一年后，学校分配了新的

数学老师，我只带物理，一带

就是六年。当时学校一位副

校长说：“贾老师的学习精

神令人敬佩，为了教好书，卷

子不知道做了多少套，问我

的次数我都数不清。”

2018 年 9 月，我调到了

乡镇教育组工作，虽然岗位

发生了变化，但我依然加强

学习，把分管的每一项工作

都尽心干好。不知不觉已入

党 20年，我要把自己的一生

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继续

在平凡的教育教学工作岗位

上，发挥一名教育人主动作

为的精神，为党育才，为民服

务，并坚守初心。

甘当党的义务宣传员
韩恩强   

众多的历史教科书里，

还有西府地方史志的字里行

间，让我经常品尝到一种生

长于斯的优越。炎帝故里、青

铜器之乡、民间艺术之乡，太

多了，好像历史偏爱，把这一

切都给了我们宝鸡人。

两个王朝看中这块地

方，他们把都城放在这里，王

公贵族也云集这里，文人志

士也到了这里，共同创造了

一代又一代的文明，留给了

我们许多今天仍然难以解开

的文化之谜。我想解开这个

文化之谜，想有一个为什么

的答案，就仔仔细细地研判

起这里的山水、土地，我感到

横断于南的秦岭、静卧于北

的乔山、川流不息的小溪河

流，还有两山相抱的关中盆

地，是那样神奇，似乎山峁枕

着山峁，显得那样怡静和雄

宏 ；一个沟壑套着一个沟壑，

又是那样神秘和幽远 ；在渭

北塬上，厚厚的黄土堆积起

来，就像是一叠读不完的历

史书。无怪乎我与一位杭州

的朋友在这一带参观时，他

说 ：“这里的感觉太奇特了，

望不到边的塬和黄黄的土，

好像织起来的是一个苍茫遥

远的梦。”而我生长于此，也

许是习惯了周围的一切，感

觉不出这块黄土地上表现出

的文化底蕴的苍茫，但我站

在这块土地上，想起历史上

曾在这里演过的一幕幕悲壮

的剧，总是有沉甸甸的压抑。

我仔细咀嚼起这种历史沉积

的韵味。

陈仓，这个名字太早了。

自从黄帝时代，就把这里叫

“陈”了，而炎帝却在这里扎

下了根，凭借着这里的肥田

富水，抛弃了落后的狩猎采

集生产方式，代之而起的原

始农耕文化，是他们奉献给

人类的新的谋生手段。这

时，他们的生活资料，已经

不是自然给予的野果野菜

和野兽，自己培育种植的食

物给他们提供了较为丰富

的生活必需品，这种变化的

伟大，我总感到有激动不已

的冲动。因为，不靠自然的

给予而通过人身自己的努

力，去向大自然抗衡索取，

这是人格的第一次真正的

升华，从此，他们给人类的

基因里植下了自由改造世界

的种子，也是人类由必然王

国向自由王国发展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人类也是靠这种

人格才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

这一代代人的生活是艰

辛的，他们所遇到的饥饿、热

暑、寒冷、病痛等种种折磨是

我们今天的人难以体验的。

但是，他们终于挺过来了，

并且把人类本身及一切一直

遗传到了我们今天，因而，我

有一种我从他们那里来的感

觉，也就很想去看看他们曾

经生活过的地方，哪怕是看

一眼他们的足迹手印。

我如愿了，两次机会使

我跑遍了宝鸡的山山水水、

角角落落。长途的跋涉，虽然

使我体力不支而疲惫不堪，

但我却有一种冲动。当我看

到每一处遗址的遗迹遗物，

并透过这些感觉到我们祖先

的生活时，我仿佛来到他们

中间。

数十米厚的文化层堆

积，似乎也散发着馨人的温

香 ；一层层文化堆积的变

化，就像是他们跳动的脉搏。

塬上、山腰、河边，星罗棋布

的同类文化遗存，使我看到

了他们迁徙时移动的步伐。

当然，他们还说着简单的话

语，哼着韵律不全的小曲，但

他们也有自己的幸福观。这

让我爱上他们留下的一切，

哪怕是一把灰，一块啃过的

兽骨，抑或是使用过的古石

斧、石铲、石刀，哪怕是制作

简单粗糙的陶钵、陶盆、陶罐

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比我们

今天的文明存在了更长的时

间，不仅因为它久远，而且

因为它更深邃。原始、简单、

粗糙中孕育着文明起源的秘

密，也传递着文明停滞后复

苏的信息。也正因为如此，它

更成为我们今天的基础。

陈仓荟萃

陈仓古思情 

周芳

那年高考
杨舟平

我想对党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征文

高考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

段难忘的记忆，尽管已过去三十

多年，但总是挥之不去，而且历

久弥新。即使现在，我偶尔还会

梦到参加高考 ：交卷铃已响了，

而我还有一半题没有做，急得满

头大汗，那种慌乱与焦急，常常

会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共经历了两次高考，由

高三上到高四，第一次高考是

1985 年。

备战高考的每一天都是紧

张忐忑的。那时我们睡

的是通铺，一个大宿舍

住三十多个学生。从早

上起床到晚上熄灯睡

觉，同学间交流最多的

是高考话题。曾有多少

个晚自习上完之后的夜晚，我还

在校园的路灯下看书、背英语单

词，那时，多么渴望能拥有一间

属于自己的单独宿舍，在里面读

书学习，可以不受熄灯的限制。

我当年正好赶上了高中两

年制转三年制，高考前是要先举

行“预选”的，“预选”考试和毕

业考试一并进行，大概在每年五

月，通过了“预选”考试，才能有

资格参加高考。“预选”考试要淘

汰近一半的学生，有好多同学虽

上了高中，拿上了高中毕业证，

但却没有资格参加高考，与高考

失之交臂，自然也就被关在了大

学门外。记得那时我的班主任孙

老师常对我们讲两句话，第一

句 ：“考上了大学就能穿皮鞋，

考不上就穿布鞋。”第二句话 ：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两句话

至今言犹在耳。

预选考试后的两三天，“预

选”结果公布，所幸预选名单中

有我。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进入高

考倒计时了，我自从上初中就喜

欢语文、历史，尤其喜欢作文，当

自己的作文每每被语文老师当

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时，心里那个

高兴劲只有自己知道。我学的是

文科，由于我的偏科，数学成绩

不理想，高考看的是总分成绩，

当年高考失利我是有心理准备

的 ：那时高考的录取率比较低。

当年九月开学季，看到考中的同

学兴高采烈地上大学，我的心情

可想而知，就像九月的连阴雨一

样，阴冷潮湿、心烦意乱，沮丧

极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甚至

三四天都不出门，一出门就怕见

熟人、同学和亲戚。

我当时暗暗发誓 ：别人能

考上，我也必须考上。复读，是我

再度参加高考的唯一选择，父母

见我决心大，也很支持我。那时

复读是件很正常的事，由于高考

录取率低，所以同学中有复读两

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我们当时把

复读叫复习，复习班里年龄最小

和最大的相差有五六岁之多。有

了第一次高考失利的教训，我清

醒地认识到偏科的严重影响，第

二年复读时我主要精力就用在

补习数学上，即使上厕所心里也

在记数学公式，数学成绩自然有

了明显提高。

1986 年，我再次参加高考，

生怕再度落榜，心理负担陡然增

加，致使我平时还很得意的政治

科竟然试卷没答完时间就到了。

后面几个科目考试，我总结了教

训，按先易后难顺序答题。整个

考试结束后我自认为考得还行，

但心里仍然惴惴不安，那时没有

公布标准答案，全靠自己感觉和

同学间相互订对。

经过 20 多天煎熬地等待，

当从广播上听到高考成绩出来

的消息时，我不敢去看榜。记得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母亲不

放心我一个人去看成绩，就让

姐姐骑自行车带我去学校看，

一路上我的心跳得厉害，一句

话没有。姐姐边骑自行车边安

慰我 ：“不要紧，实在要是考不

上，今年继续复习。”我的心乱

极了。

到了学校，我没有勇气走

到成绩栏跟前，就让姐姐替我

看，当姐姐给我说：“考上了！”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

忙挤到人群前，当发现我的名

字和成绩时，我竟然一连看了

六七遍，生怕看错。虽然成绩没

有我估算的那么高，但总算超

过了高考录取的线，当晚我激

动得一夜未眠。

等待录取通知书

的日子并不轻松，当时

通信不发达，电话尚未

普及，只能在家干等，

好不容易等来了录取

通知书。虽然录取学校

和专业并不是我理想中的学校

和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总算把入

学通知书拿到手了，因我被录取

的学校还要面试。又是一番焦急

的思虑 ：万一面试过不了怎么

办？大约过了三四天，母亲陪着

我去宝鸡市参加面试，这是我第

一次来宝鸡，经见了城市的繁

华，第一次见到了风驰电掣、绝

尘而去的火车。我当时面试的地

点在宝鸡饭店，面试老师说话和

蔼、亲切，我也放松了好多，面试

顺利通过。

如今的我已到了“过去的

事忘不了，现在的事记不住”

的年龄，所以至今清楚地记得

当年开学的日期是 1986 年 9

月 16 日。那年，我在父母的陪

伴下，拿着大学生半价优惠火

车票坐上去省城的火车，第一

次来到省城西安，看更大的城

市，开始了改变我人生命运的

又一次求学之旅。

其实，高考不过是人生的

一个重要过程罢了。只要你一直

前行，即使你被关在高考大门之

外，余生也有很多成功可能。虽

然我年逾半百，事业平平，但自

己当年为高考梦付出了全部心

血，流淌了好多汗水，所以至今

无怨无悔，也无关成败。        

上世纪 90 年代第六个年

头的夏天，我告别了朝夕相处十

多年的战友，脱下心爱的绿军

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火热的军

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组织

分配到宝鸡文理学院工作。从

此，我便在新的战场上，以军人

的姿态，开始了新的战斗。

到学校报到后，我被分到

了当时的艺术系，主要工作就是

教具管理。我在部队是搞宣传

报道工作的，从没干过教具管理

之类的事情。但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我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安心

工作，很快进入了“角色”，积极

主动为教学一线师生服务。时任

艺术系党总支书记的赵新了解

到我的特长后，让我把系上正在

举办画展一事写个新闻稿。我便

很快写了一稿，投寄给《宝鸡日

报》被刊发了。系上领导一看我

有这方面的才能，就给我增加了

一项新的工作任务，让我经常对

系上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工作

进行宣传报道。我没有推辞就干

了起来，不到一年就有 20 多篇

稿件被报纸杂志采用，在校内外

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我来学校工作的第二年，

校党委决定成立学校对外宣传

通讯工作领导小组和通讯报道

组，在艺术系工作的我有幸成为

通讯报道组九名成员之一，主要

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宣扬先进典型和新人新事新

风尚，给报刊和新闻媒体撰写稿

件。通讯报道组人员都不是专职

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

工作要干，搞通讯报道全都是兼

职的。而且这个兼职的工作一是

没有任何报酬，二是没有专门的

工作时间，三是没有专门的办公

场所、经费和设备等。而唯一有

的是党组织安排的工作和要求

以及新闻报道的任务。因此，这

项工作任务完成得如何，全凭自

觉，全凭责任心和事业心来干。

没有吃苦耐劳、甘愿奉献、自我

牺牲的精神和思想境界，是干不

了和干不长久的。

从此我就把它当成了自己

的本职工作来对待，当成了自己

分内的工作任务来完成。我发挥

自己擅长新闻报道的特长，在干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搞

好新闻报道工作。积极利用点滴

空闲时间采访，加班加点熬夜写

稿子。当年我写的反映我校党员

师生给贫困灾区群众捐款捐衣

物、宣传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刘

鸿喜教授等报道，以及师生学雷

锋做好事、学校服务支持地方发

展、加快学校各项建设的 40 多

篇稿件，被《陕西日报》等报刊和

新闻媒体采用，有力推动了学校

以党建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的开

展，受到了领导和师生的夸赞，

年终我被学校评为“优秀党员”。

在学校师生的热情支持与

不断鼓励下，不论面对成绩还

是挫折，我始终不忘记自己是

一名党的宣传员，要完成党组织

交给的宣传任务；始终不忘记

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吃苦奉献

是本分。正是由于心中的革命理

想和革命信念，凭着对党的无限

忠诚和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二十

几年来我才能坚持不懈、始终如

一、不计报酬地搞好新闻报道工

作。我先后在《中国教育报》《陕

西日报》等报刊、电台和新闻媒

体发表各种新闻稿件 5000 余篇

（件），曾被《宝鸡日报》、宝鸡人

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

连续 18 年被《陕西日报》评为

“优秀通讯员”。

经常有人问我，“你写一篇

稿子能挣多少钱？”“你写了几

十年稿子，连个名堂都没有，图

个啥？”还有人说我“傻”，说我

是个“怪人”，实在想不通。我这

个看起来平常普通的人，怎么就

“不为个啥”？怎么就对这份“额

外工作”有着如此这般的爱好、

眷恋和执着？

我说：“挣不了钱，不图啥，

就是个爱好。”虽然嘴上这么

说，可我心里却非常清楚。我写

新闻稿子，并非仅仅是一个业

余爱好。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是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我

的任务，尽一名共产党员的责

任，心甘情愿当一名党的义务

宣传员。

2017 年，学校发挥我的特

长，把我调到党委宣传部，让我

搞学校的对外宣传报道工作。从

此，我也从“业余”转为“正式”，

每年在报刊、电台和网络等各种

媒体发表宣传我校的新闻稿件

都在 300篇（件）以上。

我工作我幸福，我吃苦我

甘愿，我奉献我快乐。我为自己

20 多年来的执着追求，为自己

20多年来的甘愿奉献由衷地骄

傲和自豪！

我要为党鼓与呼，我要为

党添光彩，我要为党

的事业奋斗

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