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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
云淡风轻，花红叶绿
伤痕累累的二月终于过去了
阳光明亮  大地苏醒
街市的景物也日渐回暖
我的朋友  你仍在前方
傍晚，微风荡漾的南湖
承载着我的思念
默默祝福你
期待连线……
 
那夜  你们奔赴抗疫前线
双目中透出光荣和责任
挺直的身影渐渐远去
只能在微信里
断断续续看到你们
废寝忘食 
面对死亡的挑战

于是  我将多媒体信息
拼成你们紧张的每一天
只是  满目的防护服  口罩
看不清你们的容颜
只看见你们忙碌的身影
偶尔在电视上露脸  
瘦了  疲惫得憔悴了
这才是共和国的脊梁
这才是祖国的钢铁长城
 
此刻，是战疫后的休憩
还是又一次全副武装
跨进火神山  雷神山
或者某一座方舱医院
逆行的使命
让龟山、蛇山让道
让长江、汉江让道
治愈人数越来越多
胜利在望啊
这是国魂医魂交响乐
这是军民并肩大合唱
这是长江武汉进行曲
  
夜风中
我忍不住拨出熟悉的号码
未及连通又迅即掐断
我知道  还是不要打扰
也许这片刻的宁静
是难得的喘息时间
我唯有祈祷
祈祷你们凯旋 
到那时
我们再连线
再相聚            

邢小俊 《大国战“疫”》 付梓
本报讯 我省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国战

“疫”》，日前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我

省新锐作家、文化学者、资深媒体人邢小俊。

邢小俊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理事，省“百优”作家，曾获第六

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等。

《大国战“疫”》由省委宣传部和陕西新华出

版传媒集团指导、太白文艺出版社与省作协

联合推出，作者从各大主流媒体公开报道的

数千份资料中进行事件梳理、理论提升、哲

学思考，全书分 10章、共 38万字。作者还通

过省卫健委每天提供的大量线索，连线武汉

医护人员，获得诸多独家访谈和感人细节，

加之大量前线抗疫图片、珍贵视频影像资

料，用二维码的形式真实再现了这场举国战

“疫”中，那些值得歌颂的平民英雄、值得铭

记的感人瞬间以及那些逆行的“中国医生”，

是一本深度反思人类与疫情、人类与自然关

系的战“疫”之书。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家校合力线上文艺战“冠魔”
本报讯 近日，由市民族幼儿园教师

“云录制”的手语舞《让世界充满爱》、手工

制作《病毒我不怕》《口罩》在网络上“火”

了起来。特殊时期，民族幼儿园开展以“携

手战‘疫’共担使命”为主题的线上文艺作

品征集展播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促进

家校联合，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作品征集活动共收集作品近百篇

（幅），既有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又有舞蹈、

故事剧等视频作品，还有手工制作、绘画等美

术作品。作品在网络公众平台及空中课堂展

播后受到家长与小朋友的喜爱，尤其是《加油

武汉》《致敬英雄》等短视频在抖音上播出后，

转发量颇高。一幅幅动人的画作、一篇篇感人

的篇章汇聚在一起，表达了教师们对抗疫英

雄的感激与敬意，也拉近了与久未相见的孩

子们的心灵沟通，达到了“活动即教育、‘宅’

家也育人”的效果。       本报记者 王卉

耄耋老人诗赞战“疫”英雄
本报讯 连日来，凤翔县一位耄耋老人

郑天成创作战疫诗歌三十余首，以表达对战

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勇士们的崇敬和赞美。

日前笔者见到 81 岁的郑天成老人时，

他正坐在书桌前伏案创作诗歌。郑老师是

凤翔中学一名退休教师，年轻时酷爱文学，

退休后一直坚持读书写诗，先后参与编写

《凤翔县教育志》，编著《百善孝为先》《卧龙

村寺庙文化》《夕阳杂谈》等书籍。“在这个

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我虽

然不能在防控一线为大家服务，但也不能

袖手旁观。”连日来，郑天成老人将所思所

想付诸笔端，创作了《战疫情三字诀》《赞一

线医护人员》《水调歌头·志愿者》《曙光初

照》等诗歌三十余首，部分作品见诸报端及

网络平台。           （段序培 王永刚） 

宋宁刚 《写给孩子的诗》 上架
本报讯 宝鸡籍青年诗人、学者宋宁刚

的诗集《写给孩子的诗》，近日由陕西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为春日里的亲子共

读提供了一份充满暖暖爱意的优秀范本。

近年来，宋宁刚出版了多部诗集、诗论

集、随笔集及译著。在这部由他与孩子历时

六年共同“创作”完成的诗集中，以宁静细

致的笔触，还原了比星辰和露珠还清澈、纯

真的美好时光。诗集收入的一百篇诗作，撷

取于孩子生活中的童真之言、无忌之语，以

及出自一个孩童天真之眼、纯真之心的种

种细节与故事，编织成诗，读来妙趣横生，

令人捧腹。孩童世界中的星星、月亮、湖水、

蝙蝠、小狗、鸭子、树叶、蚂蚁和四季更替、

时光流逝，通过天真、单纯的诗意表达，也

令读者领略到中国式亲子互动的真实样

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评价该书“有

生命的趣味，也有哲理 ；这样的诗是诗歌

大观园里一朵别样的花”。  

本报记者 王卉

《人间正道谱春秋》 出版
本报讯 日前，《人间正道谱春秋》一

书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该书由雷明德、吴

万哲编撰，记述了眉县人冯西见和陕西西

建集团的奋斗历程。

眉县钟吕坪村农家子弟冯西见 27 岁

辞职“下海”，2 万元起家自主创业，历经

25 个春秋，创建的陕西西建集团名扬三秦

大地。该书融新闻、文学、史料性为一体，

以全新视角，聚焦冯西见及其团队在党建

引领、文化铸魂、艰苦创业等方面的亮点。

全书分为精彩瞬间、作家采风、董事长心

语、员工之声四个部分，图文并茂地展现

了冯西见和西建集团的奋斗之路。

在抗疫战场上，西建集团已先后向武

汉、北京、贵州、宝鸡等地捐款捐物价值 500

万元，向我市人民医院、中心医院各捐赠一

辆急需的负压式救护车。 本报记者 张琼

是怎样的见证，能够悲诉曾经
的残垣断壁、一穷二白？是怎样的见
证，能够道破几十年的沧海桑田、恢
宏巨变？又是怎样的见证，能够描画
如今的花团锦簇、欢声笑语？中国，
这个饱经风霜的东方巨人已阅尽沧
桑，而我们年轻人见识太少，但这不
妨碍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捡拾几块
河石。这小小的河石，就是古今巨变
的见证——

一捧河石上沾染着血，腥涩的气
味里洇出了鲜红的泪。当卢沟桥的枪
声响起，当日寇挥舞手中的刺刀，当溅
射的血液染红中国的大地，祖国便又
一次面临着民族存亡的危机。炮火连
天、白色恐怖、尸横遍野、生灵涂炭，拥
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巨人变得瘦小，
变得虚弱。然而一次次的挥臂、一次次
的怒吼、一次次的反击，终于使吾民族
得以生存，百姓得以生存。这残垣断
壁，中国的破败景象，就是见证，它替
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记住了国殇！

放下往日的沉重，我又捞起一
捧河石。此刻，它已是光洁如新，它诉
说着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一次次
改革掷地有
声，21 世 纪
新年的第一
声 钟 声，也
意味着中国
来到了新纪

元。“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让
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冀 ；北京奥
运会的成功举办，提升的更是中国的
国际地位 ；远赴非洲的维和部队，大
义凛然担起了中国责任 ；义无反顾派
遣的埃博拉病毒救援队，搭起了中非
友好交往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

“人类命运共同体”宏大主题的提出，
更是展现了中国风采、中国智慧！

一件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就
是中国一路走来的见证。当然，中国
人民、世界人民在和平与发展的康庄
大道上，也更加相亲相爱——

让我感动的是，在今年春天这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
日本友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问
候，有俄罗斯友人默默无闻学雷锋的
帮助，有法国友人不远万里的紧急物
资大运送……以及兄弟省区对湖北
的倾囊相助，真正是雪中送炭、情暖
人间啊！

是怎样的见证？这些都是见
证！见证中国的生死存亡，见证中国
的沧桑巨变，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
见证中国的阔步向前，见证中国之
河，永久地流淌于时空之间！ 

（作者系宝鸡中学高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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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人的
       文学梦

苗新

咱们村里党团员  防控帮扶干在前 抗疫心系帮扶户  生活用品送上门

抗疫扶贫两手抓  不误农时春耕忙 复工复产落实处  务工就业助脱贫

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周易》 

《周礼》 《诗经》诞生的摇篮。三千年来 , 在这片中国文学的源

头沃土上，文学创作的热浪经久不衰。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一

大批蜗居民间的草根写作者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崭露

头角，掀起西秦文学的阵阵春潮。仅岐山一县就有赵林祥、祝

喜堂、梁亚军、范怀智、秋子红等等，尽管他们的身份是农民、

保安、打工仔甚至勉强度日的小商贩……但就是这样一群普

通平凡的文学爱好者，却怀揣对文学的一腔赤诚，用呕心沥

血的文学精神和甘于寂寞的人生态度，默默跋涉在文学征途

中，留下了一串深一脚、浅一脚的精神印痕，为周礼之乡坚守

着文明的心灯。本报副刊从本期开始，我们将跟随这些脚印，

展现他们不平凡的创作历程——

编
者
按

写作，让我充实
——访我市青年诗人陈朴

本报记者 王卉

一个山村小学的保安，一名崭露

头角的诗人，一位民间采铜的诗歌评

论家——

近几年，我市青年诗人陈朴迎来

了他文学创作的井喷期 ：他的诗作和

诗评屡屡登上《光明日报》《文艺报》

《中国艺术报》和《诗刊》《星星》等全

国知名报刊，并连获首届全国闻捷诗

歌奖、第三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评论提

名奖及第三届诗探索. 中国诗歌发现

奖的提名。当文友们关注起这位工作

在平凡岗位上的文坛“黑马”时，还发

现他已连续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陕西中

青年作家高研班、新时代陕西青年诗

人培训班、文学陕军陕西 80 后作家培

训班的学习培训。正当我们艳羡这位

年轻的“80 后”取得了如此多的文学

成绩时，陈朴又带着他的新诗集《宽

恕》出现在了大家面前，我们不得不为

这位“草根英雄”执着坚守文学的初心

而点赞——

坚持 20 年的文学梦
受其父陈湖热爱文学的影响，陈

朴从小就喜欢读书，别人玩耍的时候，

他捧着书就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当

他从部队复员回乡时，便毫不犹豫地

落脚在一所小学，每天繁琐的保安工

作与每月并不丰厚的收入，没有让他

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这里的学习氛

围让他难以割舍，他说只有自己读书

写作的时候，内心才会安宁充实，这样

的生活让他“如痴如醉”。

的确，这位“80 后”年轻人的生活

过得如同龄人一样普通，可他却有着

一个并不普通的文学梦，因为这个从

初中就开始的梦想，他为此努力地坚

持了 20 个年头，从未间断。

陈朴对文学的执着与真诚，是令

文友们最佩服的。他常说自己悟性低，

所以从不放过任何“充电”的机会，许

多文学活动都能看到他在认真地听

讲、记笔记。他把稿费收入的三分之一

都用来买书。每当新作品完成，他并不

急着晒到网上，而是先放在一边，等过

了三五天后，再次打磨修改，经过时间

的沉淀，直到满意为止。

写作没有捷径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陈朴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让他离心中的梦想越来越近。他难忘

收到 2016 年《草堂》寄来稿费时的

激动心情，那次并不抱希望投稿，竟

然登上了杂志的创刊号，4 首诗近

1500 元的高额稿费，让文友们羡慕不

已，可陈朴知道，他坚持多年的文学

梦终于“苦尽甘来”了。从此，他在《扬

子江诗刊》《北京文学》《安徽文学》

《草原》《鸭绿江》《延河》等大刊崭露

头角，突飞猛进。  

陈朴忘不了那年暑假，他在夜晚

高温 40 度的三伏天，趁着妻儿睡熟

后，连熬了 7 个通宵，终于写好了一篇

万余字的诗歌评论，谁知辗转投稿几

家刊物都石沉大海，时隔一年后，他才

收到了一家刊物编辑部的通知。“写作

没有捷径，唯有努力与付出。”陈朴总

是这样勉励自己。

付出总有收获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文学上，陈

朴都以父亲为榜样。父子俩虽然都不

善言辞，却有着血浓于水的默契与理

解。父亲曾鼓励陈朴说，天上不会掉馅

饼，努力就有希望。这句话让陈朴念念

不忘，并以此为座右铭。

陈朴说，每当有作品在刊物发表

拿给父亲看时，他站在一旁，默不出

声，父亲也总是说出一句好，再无下

文，但父子俩心里都特别高兴。陈朴曾

看到父亲拿出刊物反复地看他的诗，

这给他很大的鼓励，也是他对自己要

求越来越高的原因。他知道，父亲对他

的期待。陈朴的新诗集《宽恕》里，有一

首诗是写给父亲的，诗中有这样一句

话 ：一只觅食而归的蚂蚁，在回家的

路上，碰到了另一只空手而归的蚂蚁。

他想表达自己过了而立之年，却没在

事业上有所成就，他用诗表达对家庭、

对父亲的愧疚。

写出《宽恕》后，陈朴投稿给了中

国诗歌网，不出所料地发表了，而且点

击率很快就过万了。他把这首诗转发

在朋友圈后，更是好评如潮，那一刻，

他体会到，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只要付

出总有收获。陈朴说，诗人的代表作永

远是下一首。

只有勤奋耕耘，才能结出累累硕

果。如今，陈朴已是省作家协会的一

员，还成了省青年文学协会理事。那些

年和他一起在“榕树下”和新浪博客写

诗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各奔东西，只有

他还在坚持着。前几天，忙碌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一线的陈朴，在微信中晒

出了他的新作《疫情时期的朋友圈》。

他说，生活朴实精神丰盈，才能让人安

宁充实。

（欢迎提供此类线索，联系电话 ：
3273343，邮箱 ：bjrbwxzks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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