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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荟萃

我想对党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征文

岐山的碗筷花
郑宗林

碗筷花是民间剪纸的

一种式样，在西府一些地方

的婚俗中会用到，具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碗筷花包括碗花和筷

子花。

碗花为圆形团花，比

碗口稍大一些，是用红帖

纸剪成的，色彩明丽，图案

精美。通常中间为“囍”字，

字外环绕有辣椒、金瓜、寿

桃、石榴、贯钱、葡萄、如意

等图案。“囍”字表示喜庆

吉祥，寓意喜事不断 ；辣椒

寓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

金瓜象征子孙有继，世代

绵长久远 ；寿桃、石榴、葡

萄意为多子多福、人寿年

丰 ；贯钱寓意财源广进。剪

好的碗花通常贴在圆形的

黄色帖纸上。

筷子花为长条形，比

筷子稍长，图案为莲花和

娃娃、牡丹花和娃娃等，

娃娃站在花上，手拿莲花

或者笙。通常要把筷子花

贴在黄色帖纸做成的装筷

子的袋子上，或者用红头

绳把筷子花绑在花上。

在岐山乡间，女儿出

嫁后第三日，娘家一般要

请女婿女儿，女儿婚后同

女婿第一次回娘家，名曰

“回门”。女儿“回门”时，娘

家要送女儿一只精致的新

碗和一双筷子。碗内盛有

菜、豆腐、红烧肉，菜上放

四个染有红梅花点的小圆

馍。送碗表示给女儿带口

粮，让其一年四季不愁吃

喝，豆腐和红烧肉表示富

有福大 ；小圆馍上的五个

梅花点意为五福临门。这

些都表示了父母对女儿的

美好祝愿，并要在碗口上

放置碗花和筷子花。

在陇县我的家中，放着一

把上世纪 40 年代铸造的耍社火

时用的春秋刀，也叫关公大刀，

因为一直没有开刃，已经锈迹斑

斑，虽然看着有些笨拙、古朴，但

却威风凛凛、铁骨铮铮，恰似一

位信念坚定的铠甲武士，驻足于

时光的岸边，即使饱经沧桑历经

磨难，却风雨不摧，默默坚守着

我们的家园。

从记事起，那把大刀就走进

我的视野。大刀放在靠我睡的炕

头墙根，母亲还专门用褥子掩盖

住，把它当宝贝一样珍藏着。冬

天，我睡觉时不由自主会碰到那

把大刀，冰凉冰凉的，每每这时，

我嘴里也会嘟囔几句 ：“还是把

这玩意拿走吧，影响人睡觉！”

谁知母亲笑着继续用褥子掖掖

大刀，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

“那使不得，这可是咱家的传家

宝呢！”原来大刀在祖父眼里，

不仅是耍社火的一种道具，更是

一种怀念。

那时我们家还很清贫，一

家五口人挤在一盘大炕上。有时

候睡到深更半夜，就有一种名

叫“水狼”的动物侵袭后院的鸡

棚，常常惊扰得鸡飞狗跳，不得

安宁。住东房的祖父、祖母瞌睡

少，只要稍有动静，就会叫醒我

们起来打“水狼”。祖父扛上大

刀，仿佛上战场的勇士，直冲后

院。也难怪，也许是那把大刀的

威力太猛吧，“水狼”早已吓得

逃之夭夭了。也就从那时起，那

把大刀在我尚小的心灵中充满

了无限的诱惑。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是多

么渴望能目睹祖父耍大刀。按照

家乡过年的习俗，正月十五晚上

会将耍社火推向高潮，那晚整个

村子沸腾了，游完灯笼，随着震

耳欲聋的敲锣打鼓声，耍步社火

的队伍就上阵了。扮演成“关云

长”的祖父自然成了最引人注目

的一位，在社火曲子的伴奏下，

只见祖父手持大刀，缠腰、缠脖、

云胸、舞背、出刀、站立、收脚，一

招一式，干净利落，娴熟有力，潇

洒帅气，确有“大刀如猛虎”的风

格。我和站在一旁的观众看得目

瞪口呆，拍手称赞。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

全家搬到了县城，住进了规划整

齐、管理有序的居民小区。随着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那把大刀完

成了“耍”的光荣使命，当然，城

里也没有“水狼”存在，大刀便成

为名副其实的摆设了。

记得搬家那天，我气喘吁

吁地把那把大刀和一些杂物运

到电梯上。一位老人看到后对

我说 ：“住楼房可和乡下的房

子不一样，不用的东西就扔了

吧，不要可惜。”看着老人，我攥

着大刀的手攥得更紧了，摇摇

头对他说 ：“那不成，这可是我

家的宝物，不能扔！”霎时，我

仿佛看到那把大刀变得金光闪

闪、熠熠生辉，又好像是稀世珍

宝。我知道，大刀成了我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要传承

好祖父留下来的物件，好好保

护它、珍藏它。

那把大刀早已是我们家里

的一员，母亲的谆谆教诲一直

在耳边回响，她曾教导我们几

个孩子说，做人要像这把刀一

样安静，心安茅屋稳，性定菜

根香……

大刀无言却有情。它记录了

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释放

着一种向善、向上、充满希望的

光芒！

我爸爸是一名共产党员，

他是在当兵时入的党。我从小

看到的是他为了养家辛苦奔波

的身影，对他在部队的经历知

道得很少。   

几年前，对退役军人重新

登记，我查阅爸爸的退伍档案

时，才知道爸爸在五年的军旅

生涯中，担任过班长，受连奖三

次、营奖三次，荣立三等功一

次。在一次野营拉练中，一名战

士忽然患病，失去知觉、呼吸停

止，生命危在旦夕，担任卫生员

的爸爸在治疗条件极其简陋、

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千方

百计施救，最终使这名战士成

功脱险。 

这些事情，爸爸从没有

在我们姊妹中提起过。只记得

爸爸年轻时担任过生产队长、

村主任，为了改变家乡贫穷面

貌，他带领乡亲平田修路、栽

植苹果、种植烤烟、养殖奶牛，

常年顾不上家里的事，累得常

常蹲下站不起来。爸爸作为一

名普通的基层党员，没有豪言

壮语，他像老黄牛一样踏踏实

实地为群众、为家庭尽着自己

的职责。

部队的经历让爸爸开阔

了眼界，看问题比乡亲们更远。

我小时候在千阳，家里人多劳

力少，地分到户后，爸爸和妈妈

一年四季忙得像陀螺，我曾有

放弃读书的念头。爸爸不但坚

决不肯，而且发誓即使砸锅卖

铁也要供我读书。在外打工期

间，他省吃俭用，由于生活不规

律，导致胃穿孔，剧痛使他大汗

淋漓，当时弟弟还小，看着病床

上一边输血一边吐血的父亲，

我和妹妹吓得直掉眼泪，爸爸

却坦然地宽慰我：“没事！这

算什么！”父亲用他军人的气

质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坎坷和困

难，用坚定的信念引领着我们

这个小家一路走向富足。 

1999 年，我中专毕业后分

配到县酒厂，但是没多久就遇

上了企业改制, 直至破产倒

闭，26 岁的我成了最年轻的

下岗工人。下岗后，我做过养殖

工人、保险推销员、商场营业

员等。每次遇到困难、灰心丧气

时，我就想起一生坚韧向上的

爸爸。

爸爸是我的人生导师，是

我的精神力量。他教导我任何

时候都不能放弃学习，35 岁

那年，参加公务员招考，我以满

满的自信和从容获得好成绩。

远在新疆哈密打工的父亲闻

讯，打来电话严肃地教导我 ：

“你是咱们家出的第一个公务

员，给弟弟妹妹和你们的孩子

树立了榜样，以后要严格要求

自己，争取入党，好好为人民服

务，给家人争光！”

爸爸的话指明了我的人

生道路。几年来，我努力上

进，工作中多次获得表彰奖

励，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实现了爸爸对我的要求。

我把这一喜讯告诉爸爸，爸爸

严肃地教导我 ：“你要做一名

真党员，不要做假党员。”真

党员，这看似平淡的三个字，

浓缩了爸爸一生对党的忠诚

和他的做人态度。真党员，成

了我心中的座右铭。 

如今，我的老爸快 70 岁

了，他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

他爱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总

是惦记着交党费。作为一名年

轻的共产党员，我从党的百年

风雨历程中，读懂了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

的必然选择。我又从我爸爸这

名普通老党员身上读懂了这样

一个道理 ：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要抱着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决

心，坚守初心，做一辈子名副其

实的党员。

有爸爸的教导和陪伴，我

相信自己在工作上会更加出

色，在人生道路上一定会行稳

致远。

我出生于上世纪 70年

代的农村，农民的贫穷和

生活的艰辛在我的内心烙

下了深深的印痕，这些也

都成为我后来立志成才、

发愤学习的动力！功夫不

负有心人，通过“鲤鱼跳龙

门”，我最终实现了“农转

非”。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二十年一晃而过，当我再

次回到家乡，走进农村时，

眼前的景象竟让我耳目一

新，怦然心动。

往日坑洼不平的土路

变成了平直整洁的水泥街

道，一座座低矮的土屋变成

了鳞次栉比的楼房，还有那

绿树掩映的村庄，花团锦簇

的农家小院，衣着时尚的俊

男靓女，满脸笑容的老农，

往来穿梭于街道的林林总

总的电动车、摩托车、农用

三轮车和小轿车等，这一切

的变化，怎能与以前贫穷落

后的农村相提并论？那些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早

已摆脱农耕的束缚，成为掌

握现代科技、靠便捷的信息

发家致富的养殖专业户、农

场主、企业家等等。他们有

的发展畜牧养殖业，有的建

起了蔬菜大棚，有的承包土

地建起了果园……

在这片黄土地上耕耘

的一代代农民，谁会想到

国家不仅免收农业税，还

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发放相

应的补贴。农民子女上学，

享受“两免一补”的好政

策，使长期以来一直为供

子女上学犯愁的农民笑逐

颜开。近年来，政府又实施

了“蛋奶工程”“营养餐工

程”“精准扶贫”“两不愁三

保障”等一系列惠民政策，

保障了农村孩子的健康成

长。农村的医疗和养老是

长期困扰农民的大难事，

政府想农民之所想、急农

民之所急，农村新型合作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解

决了农民生活上的后顾之

忧。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

让贫困户摘掉了“穷帽”，

兴高采烈地奔向小康生

活。诸多惠民政策的落实，

为正在崛起的新农村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

再看新农村，它的发

展欣欣向荣，日新月异。

“村村通”公路修好了，城

乡客运往来穿梭于农村和

城镇。乡村和城市被公路

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城市

的发展也带动着农村的发

展，城市观念的改变也带

动着农村观念的改变，现

代化的信息通过电视、手

机、互联网等闪电般传递

到了农村，传递给每个谋

求发展奔小康的农民，使

农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迈向农业现代化。

现代农村的人如同城

市的居民，随着收入逐年增

加，家庭条件不断改善，他

们生活的环境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还

是村上的学校，往日破旧不

堪的小学变成了窗明几净

的幢幢大楼，齐备的体育设

施、完善的多功能教室，这

一切无不展示着校园的美

好。村委会的近旁，是新建

起来的文化娱乐广场，场内

有花园、假山、喷泉和凉亭，

令游人赏心悦目。广场中心

是篮球场，篮球场的周围添

置了供人们运动和娱乐的

体育设施。村内文化广场既

是大人们消遣娱乐的场所，

也是儿童们欢度美好童年

的乐园。

现代农民的日子，已

不是过去的那种辛劳、忙

碌和单调。一年两季的收

种都靠机器，几千年来费

时费力的耕种与收割，如

今靠机械化只需三四天便

可搞定。有序的农忙、轻松

的劳动，使农民有了充足

的闲暇和娱乐时间。每年

正月、忙后的古会，每个村

按照惯例都要请剧团唱大

戏助兴，那时亲戚朋友都

来了，势必要热闹好几天 ；

平日里，村上会组织青年

篮球赛、老年门球赛、围棋

赛等，参赛者展现了身手、

赢得了赞誉，观赏者也过

足了眼瘾、消遣了日子 ；

在村办企业工作的妇女，

每日下班后时常会聚在一

起练健美操、跳广场舞，

让青春与活力在歌声里挥

洒飞扬 ；广场上、树荫下，

一群喜欢秦腔的老人组成

自乐班，吹拉弹唱自娱自

乐……大家用文化娱乐和

休闲运动的方式来丰富、

充实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以载歌载舞和欢声笑语来

享受生活的幸福与甜美。

夜幕下，街道的路灯、

广场的彩灯亮了，现今的农

村美了，农民美了！

第七届陕西舞蹈荷花奖
宝鸡选拔赛落幕

本报讯 7 月 25 日，由省

舞协指导，市文联、市文化和

旅游局、市舞协联合主办的

“第七届陕西舞蹈荷花奖”宝

鸡选拔赛暨第三届宝鸡市舞

蹈比赛，在市传媒大厦举行。

近 20 家舞蹈培训机构和社

会文艺团体的 41 个节目参

与群文组角逐。

“陕西舞蹈荷花奖”是

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批

准设立、省文联主办、省舞

蹈家协会承办的全省唯一

的舞蹈艺术类综合性奖项。

经评审团现场打分，《青春

的活力》《红心向党》等作品

分获 3 个组别和 4 个舞种

的奖项。

据悉，优秀节目将选送

参加“第七届陕西舞蹈荷花

奖”比赛。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岐山举办省市书画名家
小品邀请展

本报讯 7 月 26 日上午，

由岐山县委统战部主办的省

市书画名家小品邀请展在岐

山县青藤古琴传习室开展。

本次共展出省市书画名家唐

永平、史江鸿、魏道武、赵文

交等 20 余幅书画精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岐山县委统战部

特举办本次邀请展，以此来

歌颂建党百年取得的伟大成

就。同时，组织广大书画爱好

者观摩学习，为岐山群众呈

现了一场高规格的书画艺术

盛宴。

本次展出开展当日，吸

引了不少岐山以及周边县区

的书画爱好者观摩学习，本

次展出将持续至9月30日。          
（王商君）

我和我的爸爸
吕彦萍

大刀情深
文雪梅

美了，美了
吴利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