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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年代初，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写起了“稿子”。被编辑改得几乎重写了一
遍的稿件，很快在《宁夏日报》发表了。

那时还是手写稿，在草稿上写好了，然
后工工整整，抄在方格稿纸上，到邮局寄
出。初稿的发表，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便
接二连三地写了下去，并且一不小心，蝉联
三年宁夏日报“优秀通讯员”。

依稀记得，当时发展变化很大且快，固
原变化喜人，《宁夏日报》在二版开辟了“山
区建设”专栏，专门宣传报道中南部同心、固
原干旱片带地区发展变化的典型事迹，反响
颇大。我写了《他把顽石变成宝》《李总管二
三事》《要重视墓地占用耕地的现象》《刹刹

农村大要彩礼风》等稿件，为火热、骤变的生
活鼓与呼，配合当地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宣
传效果，受到好评。

当时，我有幸以“优秀通讯员”的身份，
通过推荐、审核、考察、考试等一系列程序，
被招聘为一名乡镇招聘干部，成为“公家
人”，吃上了“公家饭”——为党报写稿，竟然
改变了我的命运。

往后的日子，我倍加珍惜，勤勤恳恳，踏
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荣誉证书挣了几箱。
工作之余以《宁夏日报》六盘山文艺副刊为
师，每期必读，学习、写作文学作品，发表了
一些散文、诗歌作品，这是多么宝贵的收获
啊，感恩党报！

写作改变命运
□ 赵振学

诗意山水 谢稚柳

N 流 年

弹指一挥间，与《宁夏日报》相伴的日子已近
40年，幽幽墨香一直伴随着我。

至今还记得最初阅读《宁夏日报》的情景。
当年，住在煤炭矿区，邻居是教育科教师，他

们跟我很要好。邻居每天下班都带回一沓报纸，
在邻居的熏陶下我爱上读报。《宁夏日报》每一个
版面都刊发有知识含量的短文，口语化、大众化、
接地气的表达，实实在在写出我们身边发生的事
情，让人赏心悦目的同时增长知识。那时的《宁夏
日报》每天只有四个版，六盘山文艺副刊版面图文
并茂，刊登精美的散文、诗歌、杂文、微型小说、文
学评论、美术作品等。后来报纸越来越厚，彩页增
多。每当拿到新报，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迅速徜
徉于精美的文字与诗意的语言里，那份感觉真是

妙不可言！
工作后，《宁夏日报》成了我的“精神伴侣”。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出差，那是 2007年 8月 1日建
军节，我在火车上购买到一份《宁夏日报》，有篇
文章的标题醒目地写着《石嘴山不会忘记——子
弟兵援建星海湖纪实》的文章，那可是我的家乡
呀！“冬季的星海湖，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一顶
顶单薄的帆布帐篷，岂能抵挡零下 20多度的严
寒？风沙、严寒、冰层、泥沼……这些阻碍施工的

‘顽敌’，被铁军钢铁般的意志驱除，战胜，消灭。
挖掘机的巨臂撼山震地。铲车的拱铲力让山丘
移位，让大地变形……”泪眼读完此文，赶紧收藏
起来，并写下一篇心得，投了出去。阅读多了就有
想创作、投稿的欲望。我研究每一个版面，用口语

化、大众化、接地气的语言去表达，写出身边发生
的事情，开始向《宁夏日报》投稿，却石沉大海，之
后我通过比对，才发觉自己的作品不符合刊发要
求和标准。《宁夏日报》用稿严谨，有原则，编辑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值得我尊敬。

这些年，六盘山副刊把开门办报更加落到实
处，编辑老师大力推动本土作家的创作，深入基
层，手把手、一对一指导、帮助作者修改稿件。很
荣幸，2024年 7月我在六盘山副刊上发表《借宿时
光》，是编辑老师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帮我反复修
改，最终定稿的。我将刊登的文章与原文进行比
较，对于编辑修改的地方更是细细琢磨，真是受益
匪浅！感谢编辑老师，圆了我的梦，愿《宁夏日报》
越来越好！

相伴 40年
□ 张丽华

秋日午后，阳光正暖。忙于准备稿件的我，
无意间听说宁夏日报社正在筹划庆祝新中国成
立75周年特刊，此消息让我深感欣慰，果真是有
心的人做着走心的事。

说来，我与《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结下缘
分是近几年的事。我参与新闻工作已经 10
年，除去岗位调整，前后撰写的新闻稿件超
800篇，可文学类的稿件写得并不多。由于每
天忙于工作、家庭、孩子的养育等事，时间精
力太过有限，我不到夜深人静、心无挂碍是不
愿提笔的。即使有多年来积攒下的作品，也
很少参与投稿，但往往是那少有的发表经历，
却让我深刻体会到《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编
辑老师和一众工作的同志们，是怎样做着走心
的事。

我的散文《我的奶奶宋绿叶》成形于 2021
年 4月，当时临近奶奶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
自幼由奶奶抚养长大，她老人家去世时正值疫
情暴发初期，而我也正是产后月子期间，任凭
身在异乡的我彻夜痛彻心扉、泪流不止，也无
法见她老人家最后一面，这成了我内心无法了
却的遗憾。此稿则成了我痛定思痛后，对奶奶
生平记忆的总结与回想，成了我抚慰心中遗憾
与自责的寄托。

在得知此稿的创作背景后，《宁夏日报》六
盘山副刊编辑老师第一时间对稿件内容进行
了解，在确认稿件符合刊发要求和标准后，表
示会尽量在奶奶周年祭前后刊发。得此消息，
我无比感动与感激，没有想到，素不相识的编
辑老师竟然能有心给予我如此的安慰与温暖，
竟然能将工作干得如此有心又走心，这是何其
的难能可贵，又多么值得同样干工作的我和其
他更年轻的同志学习。

2021年 4月 28日，《我的奶奶宋绿叶》经编
辑老师反复修改，发表在六盘山副刊的版面
上。当时坐在赶往老家的车上，看着手机屏幕
上的电子版面，我的眼泪在车子的颠簸中一颗
一颗地落下来。

有心的人做走心的事
□ 李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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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朋友圈刷到《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
（第三期）短视频，主人公王昌龄，取景地沙坡头，
央视策划拍摄，“宁夏时间”剪辑制作。眼前一亮，
转发，并附言：满屏诗和远方。

网络时代，心头一动，手指一点，文图上传，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即刻，有外地的朋友
发来微信，说王维《使至塞上》的再穿越，被中卫
沙坡头“抢注”了。我回复说，唐人王昌龄、王维
与我等皆为黄河的孩子，沿着同一条河流，做着不
同的注脚。

按照现今的职业划分，王昌龄称得上大唐“战
地记者”，写下了众多著名的边塞诗。王维著名诗
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在西北多个地方
见到过。大漠长河依旧，孤烟不再，落日常有，都
要贴这两句标签。从文旅角度说，大家争的是文
化软实力与市场号召力。

中卫是我的故乡，从个人情感出发，我更倾向
于王昌龄随军征战到过沙坡头，王维在此地写下
了《使至塞上》。沙坡头拥有世界垄断性文旅资
源，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尽头，又是黄河冲出
高山峡谷孕育生命的源头，“两头”搭界，天地也会
为之动容。冠以“诗家天子”的王昌龄，“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身临其境，不写诗不可能，
格局不大更是不可以。

都是黄河的孩子，谁不深爱自己的故乡呢。
记得儿子上初中时，学校布置了一项假期作

业，与家长一起参加社会实践，设计制作文图《故
乡》。父子根据文字记载，由先祖从江苏南京落户
甘肃皋兰什川，后到靖远，再到宁夏中卫，沿河北
上，抵达银川，设计了寻根路线图，基本上循着大
河大江一路迁徙，开枝散叶。故乡在哪？在我心
目中，黄河流经的地方，都是我的故乡。

我曾供职的报社，主办全国党报总编辑塞上
行活动，一众客人到了沙坡头，看见沙山与黄河就
兴奋，脱掉鞋子，光了脚丫，一个接一个飞滑下
去。有人误操作滑沙板，几个跟头脸朝下，头脸挂
满了沙粒，不露怯，也不懊恼，一连串开怀大笑后，
索性扯展了身子，在沙世界里滚烫一把。

一伙人玩耍得像疯孩子，再乘古老的羊皮筏
子，在黄河大转弯争相漂流，跟着筏子客高唱黄
河民谣，这方吼唱几句，那方应和几声，着不着
调，也不顾及了。先前有点拘谨的，这下彻底放
开了，拉拉扯扯，玩笑不断。“长河落日圆”，百闻
不如一见，打卡拍照，有人带走一瓶黄河水，有人
带走一瓶沙子。

大家对水与沙的珍视，我甚为理解。我到黄
河上游敦煌一线旅行，专门带了鸣沙山的沙子，
不是用瓶子，是用信封。去看了月牙泉的水，实
在太稀罕了，那么浩瀚的沙漠，臂弯里小心翼翼
护着一点月牙般的泉，哪怕是一滴水，不忍心也
不能带走。

来自黄河下游的《大众日报》同行问我，黄河
之于你，最难忘的是啥？我说，汽笛一响，轮船开
行。同行再问，那沙坡头呢？我说，火车驶过沙坡
头，尤其是在有星空的夜晚。同行笑了，“现在都
是桥了，过河是分分秒秒的事。最难忘的记忆，往
往是留在心底最期待的东西。”

共饮一河水，同行懂我。在我的成长经历里，
想出中卫城看点啥，首选沙坡头。一行人骑上自
行车，沿着黄河北岸一路向西，到沙坡头去，到黄
河冲出高山峡谷的地方，到腾格里沙漠的东南
缘。少年壮游，纵情山水，长河落日，人困马乏，一
行人打道回城，经常遇到包兰线（包头到兰州）上
行驶的火车。

大转弯，长下坡，自行车与火车赛跑。火车司
机拉响汽笛，排气压，喷水雾，一瞬间，我们的自行
车队就被冲散了。戴近视眼镜的同学，遭水雾迷
蒙，连车带人冲下路基。火车驶过，只见几对骑手
翻躺于一片沙丘之上。人车无大碍，有轻微擦伤
的，有一点狼狈样，但人人脸上是开心的笑容。与
黄河为邻的沙漠，在你冲动莽撞、忘乎所以，突遭
意外甚至失控跌落时，会以温软的怀抱接纳你。

“使坏”的火车司机，朝公路上伴跑的我们挥
挥手，并作出向前方“开枪”冲锋的姿势，一脸开心
的坏笑。蒸汽火车速度慢，动力小，在西北戈壁旷
野长时间行驶，司机难免困乏寂寞，过沙坡头，看

见黄河看见人，高兴一下，调皮一把，是可以理解
的。那时曾想，做个火车司机也挺好，载客拉货，
不愁吃喝，穿越大山大漠，跨过大江大河，不怕风
吹雨打日晒，呼啸着把一切烦恼甩在身后，一路满
眼是风景。

而立之年，转行做了记者，多次到沙坡头采
访，更加感觉这里是个大气魄的地方，有挖不尽的
新闻富矿。自己扎下的麦草方格，会不会被一场
大风吹跑。暴风雨过后，躲起来的小生命，是出门
寻找伴侣还是独自迁徙他处。跟随科研专家徒步
前往沙漠腹地，头上炙烤，脚下热烫，看一株外来
的植物，在新家繁衍生息。黄河之侧的荒漠绿电，
跨越万水千山，输往长江以南。

夜晚，与治沙工人热聊，又担心搅扰了他们的
睡意。独自漫步河滩，人声散尽，汽笛悠远，穿行
于绵延沙山之上的火车，如缓缓划过天际的流星，
驶往浩瀚深邃的远方。白天暴躁的沙漠，此刻把
自己按伏于巨大的安静里，欲让世界听见一条河
流的叹息。

一边是汹涌的沙漠突然收住了双脚，一边是
倔强的生命果敢伸展了双臂，大河，大漠，铁路，远
山，星空，田舍，自然与人文的对话、握手，既惊心
动魄，又心平气和。

曾与我共事一个部门的新闻前辈杨兆兴，采
写了报告文学《沙坡头·世界奇迹》，讲述当地人创
造麦草方格，治沙护路、保护黄河的故事。退休之
后，他一次次往沙坡头跑。这里的科研人员不断
探索，从藻类、地衣、藓类结皮中，提取微生物，人
工培养，制成试剂，喷洒在麦草方格内的沙子上，
以形成土壤结皮，通过“生物地毯”保护荒漠生
态。这里从来不缺新鲜的故事，缺讲故事的人。

河段上的大风景，我以为只在北岸的沙坡头，
在渡黄河遭遇了一场沙尘暴后，重新认识黄河，查
阅相关报道、文史资料，才得知南岸七星渠渠口看
似平淡的河面下，竟然流淌着足以惊掉我下巴的
奇崛。

说到七星渠，人们大多只知道它的古老，开凿
于西汉。说它在四川有个“堂兄”，叫都江堰，估计

渠边生活的人们也会惊叹不已，自己从小在水里
光屁股玩大的渠，原来是一条如此伟大的渠，远方
还有一位光辉无比的亲戚。

与七星渠隔河相望的，是黄河九渡之一的莫
家楼渡口。下山进城，必经此渡。等待过河的大
小车辆，排了长长的队伍，着急的司机与乘客，眼
巴巴期待渡船的汽笛声响起。候船间隙，我沿着
七星渠溜达，遇到在渠水里游泳或摸鱼的少年，坐
下来当一会看客。调皮一点的孩子向我招手，知
道我是山上下来的“旱鸭子”，脸上做出不可理解
的表情。莫家楼渡口太有名了，“中卫有个莫家
楼，半截入到天里头”，致使人们忽略了“对门”七
星渠的存在。倘若早知道七星渠的神奇魅力，我
可能当年就主动下水学游泳了。

七星渠与都江堰这对“南北兄弟”，均得地利
之便，因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其首部取
水建筑物，都由“鱼嘴”、“金刚堤”、进水口构成，
三者有机配合，协调运行，体现了古人非凡的治水
智慧。

得知七星渠的不凡身世后，我数次站在渠口
岸边，望着奔流不息的黄河，想看清伸入主河道里
的“鱼嘴”，长啥模样，用啥魔法分流沙与水，但一
次也未能如愿。泥沙俱下，水流湍急，凝视久了，
会有被漩涡吸入河中的恍惚之感。

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千里之遥的两个地方，
两条江河，在两千多年前交通、信息闭塞的情况
下，人们选择了几乎相同的治水方案，古人是怎么
做到的，是上苍冥冥之中的有意安排还是历史的
巧合。

七星渠经历代修建，干渠长 120余公里，已将
宁夏自流与扬水罐区连成一片，与秦渠、汉渠、唐
徕渠等组成黄河灌溉的经脉与毛细血管，润泽塞
上江南。

我在七星渠渠口南侧的申滩村收麦时，喝过
渠里的黄河水。在宁夏南部的西吉采访脱贫攻
坚，喝过扬水至此的黄河水。将来，行至黄河源头
与入海口，一定要喝一口清亮亮的黄河水。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的注脚
□ 魏邦荣

N 岁 月

上世纪 80年代末，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枣乡》
发表在《宁夏日报》副刊上，抒发了一个枣乡人对
红枣的一腔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结缘宁夏日报，心里便像有了星辰大海，在这
个硕大无比的乐园里畅游，尽情倾诉一个劳动者
的苦与乐，悲与欢，开启了我的人生，激发了我的
创作欲望。只要发现别人在《宁夏日报》副刊上发
表的文章，我认为好的都收藏，收藏了厚厚的一摞
子，虽然有的报纸已经发黄，有的皱皱巴巴的，我
都视为珍宝，因为那是我心头的白月光，我心中的

大海星辰啊。
后来忙于生活的琐碎事情，停笔一段时间。

2021年 12月，我又投稿散文《麦地》给《宁夏日报》
副刊，编辑辛勤修改，精心打磨，发出的文章就像
一块拙朴的玉出土了，熠熠生辉。作品《麦地》刊
出来，有位文友还写了评论“寡母的劳苦，幼子们
的希望，全在金色的麦子，质朴的文字，诠释生命
的真谛，这是汗水、泪水、血水浸泡着的文字，读完
心里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2023年 12月，经编辑多次修改，我在《宁夏日

报》副刊发表了散文《雕工》，写的是英雄的人民战
胜困难，筑河堤坝的雕工精神，这篇文章的刊发让
我受益匪浅。编辑老师在修改处做了红色标记，
一句句，一行行，从字词句到语言的表达，段落层
次及文章的立意精心修改，并将改稿的原始底稿
截图发给作者群里讨论学习，让浮躁、急于求成的
心安静下来。

我诚恳地接受编辑老师的精心指导，文章语
言变得精练、大气了，故事精彩了，读起来朗朗上
口。我很惭愧，作为《宁夏日报》副刊的一个老作

者，我终于知道做编辑是一项多么辛苦的工作，倾
注了多少心血，多少关爱与温情，像一个辛勤的园
丁，栽培树苗、精心剪枝，浇灌，历尽风霜才能茁壮
成长，让文字生命从一块酸涩的粗石蜕变成闪闪
发光的美玉绽放光芒。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努力写作，像握紧一柄谋
得幸福的工具，雕琢自己的翅膀，软化生活的僵硬
与悲欢离合，雕刻如歌如泣的英雄，讴歌平凡劳动
者奉献精神，让灰暗的日子闪闪发光。

《宁夏日报》副刊对普通作者的人文关怀，像
一束光照亮前方的路，我才有后来在其他杂志发
表作品、入选多种版本，并在全国作品大奖赛中得
奖的机会。

《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与创作者水乳相融，
令人十分感动，这也使我们更加相信，为人民发声
的报刊才大有作为。

平凡日子里的光亮
□ 艾兰芳

N 后花园

《黄河的注脚》，描摹诗意的长河，既
是对黄河的赞美与敬仰，也是对人生的思
考与领悟。

站在黄河岸边，望着滚滚奔流的河
水，心中涌动无尽的感慨。

王维与黄河，一个是诗坛的巨匠，一
个是自然的杰作。他们的相遇，成就了王
维的传世佳作，也让黄河愈加诗意盎然。

《平凡日子里的光亮》，结缘写作，心
里便像有了星辰大海。人们在这个硕大
无比的乐园里畅游，尽情倾诉劳动者的苦
与乐，悲与欢。

《相伴 40年》，弹指一挥间，有的写作
者与《宁夏日报》相伴的日子已近 40年，幽
幽墨香，始终伴随……

人们总会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感受
着心灵的寄托与慰藉。即便很多时候，那
些事物并不在身边，却始终在眼前。

就像，无论是否看到，月亮都在那里。
“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出自李白的

诗作《独漉篇》。可以理解为，一束明亮的
月光照入室内，可鉴我光明磊落的情怀，
真是无疑可猜。

夜空之中，皎洁的明月高悬，光芒照着
大地，无须任何媒介，也没有遮挡。直观的、
无阻碍的美，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纯净。

当我们学会放下烦琐的事务和杂念，
用心去感知自然之美时，就能体会到“明
月直入”的境界。借此，感受到生命的纯
粹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句诗意象
简洁深邃，似一幅宁静清澈的心灵画卷。

明月是纯净无瑕的，自然之美未经雕
琢，不需要任何修饰，却能直击人心。面
对诱惑和困扰，很多人难以保持内心的宁
静。“明月直入”提醒人们要像明月一样直
接面对自己的内心，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欲
望和追求，不被外界所左右，秉持坦荡的
人生态度。

“无心可猜”，是对人性情感的洞悉。
当一个人的内心纯净无瑕，没有过多的杂
念和欲望时，就会变得真诚坦率，不用猜
测和揣摩。情感的真实流露，是人与人之
间建立信任的基础。

明月光芒永恒，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
减弱或消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永恒
的，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贬值或消失。

像明月一样，以坦荡、明亮、无私的态
度去面对一切，领悟活着的深层价值。像
明月一样，不断地超越自己，实现人生境
界的提升，享受到生命的宁静。

一报手中留，全知春夏秋。
利民无小事，冬冷有何愁。
河畔为刊底，兰山作笔头。
字符多美妙，赓续凤城优。

感 怀
□ 曹建清

仲夏香熏塞上风，和平愿景古今同。
青莲影动蛙声切，碧柳枝飞画笔工。
一抹远山披黛色，半湖芦苇荡晴空。
莫轻夕照催鸥鹭，水映云天浴火红。

塞上风光
□ 冯舒琴

报业风华翰墨稠，犹忆当年，艰苦无休。
新闻盛事纸间留，见证良多，岁月长讴。
风雨兼程七五秋，似火如荼，情满神州。
初心不忘共飞舟，壮志凌云，再展宏猷。

一剪梅·报业风华
□ 张爱云

不忘初心，不辞甚远。峥嵘岁月
青春献。如椽之笔写河山，采编校印
逾千万。

逐梦追光，融媒发展。日新月异
天行健。山川锦绣脚程量，电光数网
云端见。

踏莎行·丹心妙笔
□ 刘新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