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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一座城，或许是因为城里的一道靓丽
风景、一段悠悠往事、一串韵动的旋律。这里，历
史悠久、古韵厚重；人文荟萃、文韵多姿；热血激
荡、红韵炽热；温良恭谦、礼韵流长；湖光山色、绿
韵壮美……这里，就是韵动之城——淮北。

古韵承千年：展现历史底蕴
淮北，安徽省辖地级市，位于皖、苏、豫交

界处。此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远在7000多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
上刀耕火种、生息繁衍。《诗经·商颂》曰：“相土
烈烈，海外有截。”4000多年前，商汤十一世祖
相土，建城于相山南麓，相山、相城由此得名。
相城春秋归宋、战国为都、秦汉设郡，自此走上
了两千多年作为国都郡治的繁华时期。

漫长的历史岁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
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它们看尽了世间繁华，
也见证了繁华落幕下的历史沧桑。

石山孜遗址是目前淮北地区发现时代较
早的史前文化遗存之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石山光秃秃的，没有植被覆盖，无
土无木，山势陡峭，怪石凌厉，仿佛向谁倾诉着
七千年前先民劳作的艰辛与喜悦。

临涣古城墙是我国目前唯一现存的镇级土
城墙遗址，更是淮北悠久历史底蕴的具体象
征。战国晚期，临涣是宋国的边陲小城铚邑，为
防范楚国，宋国人在这里修筑了土城。今天古
城墙用那饱经风霜的身躯，向我们讲述着曾经
的惊心动魄，它记录了一段段渐渐被历史遗忘
的过往，也镌刻着一个个久久难以释怀的心殇！

隋唐大运河柳孜码头遗址于1999年被发
现，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出
土的石筑码头、唐代沉船、窑口陶瓷被誉为“中
国运河考古的重大成果，填补了中国运河考古
的空白”。2014年6月该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成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千年黄金
水道的亮丽名片。

历史虽然渐渐远去，但是历史的印记无处
不在，它们会带领我们在回顾历史的长河中凝
聚力量，鼓舞我们继续奋力前行！

文韵绽光彩：尽显风骨之美
淮北人才辈出，人文荟萃。蹇叔、桓谭、嵇

康、刘伶、戴逵、桓伊……漫步相城的历史长
廊，似能见宽衣广袖，他们拱手执礼。风萧萧
兮的那日，蹇叔的谏阻不被秦穆公采纳，悲戚
的哭声仍在敲打世人，需有知人之明、识势之
智。桓谭《新论》，可惜早佚，然幸存的孤篇《新
论·形神》，足见智慧光芒。嵇康，古琴名曲《广
陵散》已绝，“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铮铮文人
风骨，让古往今来不为五斗米折腰者，为之倾
心。“醉侯”刘伶，亦为“竹林七贤”之一，《酒德
颂》品得人生百态。戴逵以擅长雕刻及铸造佛
像闻名于世，为中国佛教雕塑的宗师。桓伊吹
一笛《梅花三弄》婉转动人。

淮北不仅名人济济，还有丰厚的文化资
源，这些茶文化、酒文化、民间曲艺等深深滋养
着人们。

临涣棒棒茶，由临涣古泉水冲泡六安的红
茶棒沏制而成。饮茶习俗始于明代，迄今有六
百余年历史，常饮这种茶，有春生津、夏消暑、秋

提神、冬生暖的奇特功效。当地茶馆经常人满
为患，成为人们洽谈商贸、会朋聚友、干群互动、
欣赏曲艺的场所。

淮北酿酒历史悠久，酒文化源远流长，口
子酒更是名驰塞北、声震江南，历代帝王将相、
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赞誉……翰林戴国士曾
饮酒赋诗，写下了“橘徕疑楚泽，沽酒读离骚”的
优美诗篇。明朝隐士任柔节以“隔壁千家醉、
开坛十里香”来赞美口子酒。

以淮北大鼓、琴书、梆子戏、坠子戏为代表
的民间曲艺用最纯净的方式，唱出这方土地气
势磅礴的历史风骨，它们传唱至今……

今日的淮北正从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成
长的养分，昂扬奋斗！

红韵催奋进：赓续前行力量
淮北是淮海战役主战场之一，是淮海战役

总前委所在地，是整个战役的指挥中枢，也是
伟大的“小推车”精神诞生地。

70多年前，在淮北这片红色热土，60万人
民解放军面对80万装备精良的强敌，敢于战
斗、不怕牺牲，纵横驰骋、横扫千军，在人民解放
战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战争岁月的枪林弹雨中，淮北人民抬着担
架，推着独轮车，顶着漫天的风雪，为人民军队
运送物资、抢救伤员、架桥铺路，为夺取淮海战
役的全面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一
曲人民战争的壮丽凯歌。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
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
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据统计，淮海战役期
间，淮北地区共支援粮食近1700万斤，柴草
3800多万斤，军鞋33.64万双，大车2.4万辆，土
布3.2万尺，牲畜6.48万头，支前群众40万余
人。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给予了战士们战胜
一切敌人的勇气和力量，让人民军队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是淮海战役胜利的
力量源泉，人们形象地把它概括为“小推车”精
神。“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
来的……”2020年盛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安徽时再次重申。

70余载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炮火硝烟已被
风雨涤荡尽净，但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造
的淮海决战决胜精神和广大人民创造的“小推
车”精神，却跨越无限时空，矗立在淮北人民心
中，激励着我们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勇往直前。

礼韵传文明：润物无声聚正能
当乐善好施、凡人善举成为一个城市绝大

多数人的生活理念时，当诚实守信、尊老爱幼
成为人们的行为自觉时，真善美的文明之花便
会在这座城市悄然开放，满城芬芳。

淮北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道德传承源远流
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历史上就有二十
四孝之一蔡顺“拾葚供母”的美谈。作为一座
缘煤而建、因煤而兴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北
人有着煤炭“燃烧自己、温暖他人”的特有品质，
自1960年建市以来的开发与建设中，汇集着来
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为国家贡献了数亿吨的煤
炭，形成了煤城特有的爱岗敬业、吃苦耐劳、无

私包容的奉献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精
神历久弥新，熏陶着一代又一代淮北人。

35年来献血170多次，被称为淮北O型血
“应急血库”的环卫工人周凤珍；闻疫而动，千里
驰援，为湖北抗疫贡献力量的淮北市支援武汉
医疗队……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正用实际行动，
谱写着一曲曲服务社会、无私奉献的感人乐
章。

在好人馆、好人主题公园内，这样的优秀
人物还有很多很多……

这座不足200万人口的城市，上榜“中国好
人”175名，好人占比名列安徽第一、全国前
列。“淮北好人”已成为全国叫得响的城市文明
品牌。

他们中有倾尽家产抢救革命文物，开办博
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的普通市民；有两赴青藏
高原，为藏族同胞带去光明的援藏医生；有境
外执勤突发疾病牺牲，奉献至生命最后一刻的
人民警察……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相同的是
都拥有爱家爱国的真挚情感和向上向善的炽
热情怀。

感动、影响、改变、实践。今天，崇德向善
的精神已深深融入淮北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中，
成为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

绿韵润满城：煤城变美城
相山、泉山、南湖、绿金湖……处处涌动着

绿色的生机。相看两不厌，是山；随心翻作浪，
是水。有山，便有了厚德载物的宽广胸襟；有
水，便有了自强不息的无限激情。有山有水的
淮北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梳理着城市转型的思
路，守护着山水生态的自然。

山有山的传说，水有水的故事。在这数不
胜数的青山绿水间，白居易、苏轼、任文石、李心
锐等众多文人雅士都曾放歌相城，“西自黄河
东到淮，绿茵一千三百里”“相山翠嵂林神奇，
岱岳为宗德亦奇”“崖悬渗水连云碧，峰锁香炉
落日红”……意境深远、令人神往。

因煤而兴的淮北，开始因煤而痛。在为国
家贡献大量煤炭资源和电力的同时，也带来了

“疮口”和“伤疤”，“黑灰煤城”一度成为淮北人
痛苦而尴尬的记忆。

面对生态之殇，淮北痛定思痛，坚定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石头山上造
林、垦荒修复、覆绿宕口、治理沉陷、整治村庄、
绿色转型，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给出了铿锵有
力的回答。“七步造林法”走向全国，采煤沉陷区
治理PPP模式全国推介，采石宕口变成城市公
园，美丽乡村宛如画中风景，“五群十链”呼之欲
出。淮北实现了煤城变美城的华丽蝶变，向世
人展示着“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八湾”
的壮美画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华环境优
秀奖等众多“国字号”荣誉接踵而来，被誉为“建
在风景里的城市”。

从古至今一路走来，我们和这座城市一起
回忆，一起感动，一起激奋。如果你油然而生
出一种面向未来挑战的使命感，那么，就让我
们携手坚定地走下去，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宜学
宜养宜游的幸福城市！

九月的普洱，天高云淡，茶韵伴着咖香，远山茶
林的味道轻掠鼻翼，呼吸中带着一丝丝香甜。远在
安徽临涣老家的李世剑老师打来电话：“张琳、张
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一直寻找的初中老师闫
岩找到了，我把电话发给你，尽快跟他联系……”放
下电话，我不争气的眼泪从眼角中流了出来。也
许，能让一个人流泪的不一定都是大悲大喜的大
事，往往触碰到心底深处最柔软的，才更容易动情，
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人吧。

人的一生，生命不息，从师不止。从出生之日
起，我们都在磕磕绊绊中探索着成长和经历。懵懂
无畏的童年、混沌如初的少年、意气风发的青年、负
重前行的中年，无一不是在老师循序渐进、耐心细
微的引导和教育下，才一步步走向成熟和理性、走
向风华和正茂，才能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才能百舸
争流、千帆竞发。

永远都记得第一次上初中时的情景，那天，父亲
拉着架子车，我低着头跟在后面，到七八里远的集上
卖了一袋子黄豆，父亲让母亲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
剩下的给我交了学费。我就这样怀着憧憬、矛盾和
羞涩走进学校，走向求知殿堂，走向一个崭新陌生的
神秘世界。迈出的每一步，都那么犹豫、那么惶恐，
那么小心谨慎。我也不知道，脱离了父母殷实温厚
的窠臼，真的能振翅一跃，展翅高飞、跳出农门吗？

初中时的我黑瘦，学习成绩不差也不好，在同学
中一直都在中间混着，可能是从小学就爱读课外书的
缘故，我的语文成绩是最好的，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老
师拿来当范文读。记得有一天，闫岩老师喊住了我，
对我说，全县有个作文征稿，我看你写得不错，你去新
华书店买本稿纸好好写一下，我帮你投稿。那个时
候，我以为写作文就是要用作文本，稿纸是什么？写
作文为啥不写在作文本上，却要写在稿纸上呢？到了
街上，我问了新华书店里的人员，说写在作文本上的
是作文，写在稿纸上的就是作品了，我似懂非懂说了
一声“哦”。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妈妈、我想对你说
……》，随后闫老师多次进行了指导和斧正，当我毕恭
毕敬一笔一划抄写在250字标准稿纸，交给了老师后，
恢复了我平静的学习和生活。但那之后，闫老师经常
喊我回答问题，表扬我的作文，甚至让我给学校写黑
板报，当然，在他的鼓励下，我的语文成绩也越来越
好，人也自信了很多，甚至还代表学校到乡镇参加全
镇的会考。那时候，闫老师的一句鼓励、一个微笑，甚
至一个看我的眼神，我都能兴奋一整天。

年华的味道、浓淡相宜。心存梦想、机遇总会笼
罩着你。人生没有从天而降的幸运，也没有突如其
来的惊喜，更不会有横空出世的奇迹；有的只有千番
付出、万般辛苦后的得偿所愿和苦尽甘来。一天晚
自习前，闫岩老师喊我“张琳，快来，你的作文获奖
了，我早就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是个好苗子”。他
从信封里拿出一张奖状：张琳同学，你的作文《妈妈，
我想对你说……》在全县作文比赛中获得优胜奖，特
此鼓励。第一次获得学校之外的奖励，那份自豪和
满足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

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初中毕业那年，我没

考上我心目中的师范学校，复读一年后我穿上军装
走进部队，这一走，就是17年。后来听说我当兵走
后，闫岩老师也因工作调动，去了其他地方，从此再
也没有联系。但他的话，他的鼓励一直在我耳畔，陪
伴我走过军旅生涯中，最艰苦、最难捱的那些日子。
部队是放飞青春梦想的地方，也是锻炼人的一所大
学校。

到了部队后，我先后当过炊事员、给养员、修理
工，烧锅炉、买菜、喂猪，但我从未泯灭过自己的文学
梦想。多少个夜晚，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看看枕边

《平凡的世界》，想想“孙少平”“田晓霞”，想想闫老师
曾经鼓励我的话，我就会暗暗鼓励自己。当兵第三
年的春天，经过部队严格的考试我考进柳州的一所
军校……

军校毕业后，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一步步成了
一名军官。我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着战友绿色的
背影和感人的事迹，各类报刊相继发表消息、通讯、
报告文学以及散文、诗歌、小说等，并出版了第一本
文学作品集《留恋这身绿》。十多年前从部队转业来
到普洱后，我依然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几年间
我相继出版了《我在茶城等你》《穿过普洱茶香的城
市》和《耕云种月》，从一名文学爱好者真正成为一名
文字写作者。“挑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已；亦知夜既
分，未忍舍之起”。习惯下班后，一个人静静在灯下
读书，在电脑前敲打着属于自己的心情，抒发着自己
对于人生、对生活、对情感的思考和解读。也习惯用
微信抒发着自己对于爱情、亲情、友情的感悟和感
想。没有压力，没有功利，没有篇章。小说、散文、诗
歌，有时候三两句话，几段随笔，不是炫耀，也不是显
摆，没想成为作家，也无意向知名作家和老师靠拢。
对于自己，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喜欢阅读、爱
好文学的码字青年，虽然生活清苦，但一个人静静地
行走在文学和城市的边缘，云淡风轻，恬静从容。

我知道，这些年闫老师就像夜空中那颗最亮的
星星，一直照亮我前行的道路，一直影响着我在文学
的路上坚持着、热爱着、踏实着。岁月不居，天道酬
勤。在平凡的生活罅隙，我一次次想起老师，想起在
代窑联中那个平凡的学校，曾经对我的鼓励，想起那
个晚自习前不经意的一句话“我早就看你是个好苗
子”。这些鼓励，后来我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像一
个虔诚的信徒，在文字的精妙和墨香里，素心向履，
踏实努力，用文字的馨香绽放人间烟火、传递尘世美
好。我对文字的钟爱就像阳光对草木的钟情，在朝
暮不变的日出日落里，用文字温暖着岁月如水的深
情，也用文字书写着我对生活和故乡的热爱。

一盏灯，万里关河。只有自己走过，才能点亮人
生，才能遇见那个想要成为的自己。

城里的月光照亮的是梦，乡村的月光抚慰的是
心。而你是我文学路上的启蒙老师，更是写作道路
上的引导者。你在微信里说你我相识是缘分，能够
当我的老师是你的福分，若有缘，我们再续师生情。

那晚，我写下一首诗《寻找》,我想，我寻找的是最
好的自己、是师恩的感怀、是心底的滋味，更是人间
生活的那份美好吧……

教师节到了，我不由想起我的几位老师，尤其
是对我一生的成长有影响的几位老师。这几位老
师很有魅力，他们时常在我梦里出现，让我时不时
地想起。他们给了我智慧和力量，教会我书本上没
有的知识，让我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学会如何做人
做事。

张明英老师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位女老
师。她既是我的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现在回想
起来，她那时约有十八九岁。脸红扑扑的，散发出
青春的朝气，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总是闪烁着慈祥的
光芒。在我的记忆里，她身体不胖不瘦，温柔慈祥，
和蔼可亲，像妈妈一样对待每一个孩子，是一个温
柔和美丽的人。

那时，我们的课桌是用一个厚厚的木板当桌面，
木板两侧下面分别用两个泥墩墩当桌子腿。板凳都
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当时，我坐第一排，正对着教
室的门口。有一次，我刚进教室，发现一名姓田的女
同学坐在我的课桌上，正在和别的同学说话，她没有
注意到我。那时因年龄小不懂事，我错误地认为她
坐我的课桌是有意侵犯我。于是，像小老虎一样年
轻气盛的我用肩膀猛地将田同学从我的课桌上撞了
下去。我的鲁莽行为恰好被在田同学旁边的张老师
看到了。我心想，这下惹祸了，张老师肯定会用严厉
的语言批评我。没想到，她却用和蔼的目光看了我
一眼，温柔地说：“你可以和她说一下，让她不要坐你
的课桌，不应该那么用力撞她啊。”

要知道，张老师和田同学是一个村的，学校就
坐落在她们村，而我和张老师不是一个村的。如果
是别的老师，可能会对我大声呵斥，说我没礼貌。
但张老师没有，她没偏护与她同村的女学生，反而
以温柔的语言安慰我这个顽皮的男孩。多少年过
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每当想起张老师当时那温
柔的目光，她和蔼可亲的形象和善良仁慈的心肠，
我都对张老师肃然起敬，她处理问题的方式给我智
慧，让我终生难忘。这件事，教会了我在以后的工
作和生活中像张老师一样如何用温柔的方式处理
问题，如何以礼相待他人。

苗恩印老师是我小学四年级时的数学老师。
他是一位严厉的老师。有一次，苗老师在上数学课
时，我的同桌和我说话，刚开始我没有理睬同桌。
后来，他不停地和我说话，如果再不搭理他，显得他
没面子。结果，我刚把脸转向他并回应了一声，就
被苗老师发现了。当时，苗老师只是叫我的名字，
让我不要讲话。没想到，下课后，苗老师把我和同
桌一同叫到他办公室里。一开始，苗老师训斥我们
俩不该上课讲话。训斥我们的时候，他的眼珠子狠

狠地瞪了我们一眼，他的眼珠子很大，像马上就要
从眼眶里掉出来一样。随后，苗老师让同桌先离开
了他的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在他办公室里，苗老
师用脚狠狠地朝我腿上跺了我一脚。我没有防备，
差点跌坐在地上。

三十多年过去了，苗老师的这一脚，让我永远
忘不了。是惩罚吗？是警戒吗？是鞭策吗？是让
我长记性吗？或许都是。苗老师这一脚让我长长
记性，让我记住，上课时要遵守课堂纪律，尊重老
师，不该在老师上课时讲话；更重要的是让我认真
听讲，才能听清楚老师讲课内容，才能掌握知识，取
得更大进步。他这一脚是给我力量的一脚，是催我
奋进的一脚，是鞭策我不断进步的一脚。

王丙国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语
文老师。王老师讲课风趣幽默。一次，他讲到写
作文语言要简洁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为
了节省，给父亲和哥哥写的一封信是一首诗。“亲
爱的爸爸我的哥，我住阜阳招待所，为了俭省和节
约，光吃板鸡不吃馍。”王老师说这些话时用的是
抑扬顿挫的声调，同学们被王老师搞笑的例子引
得哄堂大笑。王老师还举出一个用词更简洁的例
子：在山东某地，寒冬季节时村庄上安排村民值班
守夜，保护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一村民在寒
冬的夜里值班时，模模糊糊发现不远处一个人在
撒尿，问道：“谁？”回答：“我。”又问：“干啥？”回答：

“尿。”整个问话过程每一句都是一个字，真够简洁
的。不仅语言干练，而且朗朗上口。王老师讲课
时的幽默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让学生印象
深刻。他讲的写作文时用词简洁的例子，为我今
后在企业新闻宣传中写新闻稿件和喜欢文学创作
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王老师大公无私，在遇到荣誉和好处时，没有
把好处留给自己。五年级那一年，王老师的小儿
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小学只有五年。五年级
课程学完意味着小学毕业。小学毕业时，上级给
学校一个阜阳县（现为阜阳市）三好学生的名额。
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王老师有权力把这个名额
给班里的任何人，当然包括他的儿子。如果换作
别的老师，可能这个名额就给自己的儿子。但是，
王老师没有私自把名额给他的儿子，却把这个名
额给了我。当王老师把阜阳县三好学生证书交到
我手中时，我感到很意外，我从心里深处敬佩王老
师的无私。

这几位老师很平凡，但从这几位老师那里，我
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如何善待他人，如何以一颗
无私的心对待生命中遇到的每个人。

桃李不“闫”下自成蹊
张 琳

恩师的魅力
李 伟

淮北：爱上一座韵动之城
陈青 关庆荣

一
秋雨连绵
漫天织落的细雨
此时，乡野是清寂
携着乡野特有的泥土气息
秋雨，依然静静地下着
一如怅坐一隅的游子
摄人心魂的行云流水
轻轻地滑落在游子双眸中

二
轻轻地推开窗户
那棵小树在秋雨的催促下
离开储藏太多温暖
斜斜地飘进来
把头高高仰起
用沧桑的手拾起积水的树叶
一路拾读着往事
细细凝视，泪眼婆娑
我试图寻找走过的痕迹

怎么会有摇落的诗句呢？

三
独倚窗栏
聆听着窗外绵延的细雨
满目忧愁与落寞
一个身影在临窗眺望
听瑟瑟的秋雨
总会衍生出细碎的忧伤
在泪眼中翩翩浮现
在秋雨中轻轻地翘首
等候那个魂牵梦绕的游子
穿过如织的雨帘
修长的背影写满寂寞

四
风，穿梭于凄迷的瞳孔
雨，湿洒于枯干的灵魂
留住十月的心事
阡陌里，流动着一地金黄

撩起迷人雨裙
露出自己丰腴的肌肤
不知不觉已
滑落嘴边，苍颜间早已灿烂如花……

五
走着泥泞的沧桑
如织的秋雨
秋风丝丝，细雨绵绵
难以理清的思绪
雨下幽深落叶小径
红红绿绿一地
踏碎落红小径
折翅的灵感
静静地泊在小径一角
瑟瑟秋风，潇潇秋雨
季节的旗语
总让人无从解密
引起诗人多少凄迷的伤感

秋雨，依然静静地下着（组诗）

王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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