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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民

天才与地才 ♣ 梁永刚

蜂窝煤里的温暖时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蜂窝煤是寻常百姓

家中生火做饭的主要燃料。蜂窝煤俗称“煤
球”，因其圆柱形的形状酷似蜂窝而得名，是用
煤粉、黄土、水等根据一定比例搅拌匀称后，用
专门的铁制模具做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全家5口人居住在父亲任教的
那个乡村中学，虽然住房条件简陋，但一家人其
乐融融很是幸福。父亲和母亲自己动手盖了一
间灶房，里面除了摆放着几件简单的炊具和一
个煤火炉子，剩余的空间几乎都被蜂窝煤占满
了。在那个没有液化气也没有微波炉和电磁炉
的时代，当时能够用上煤球已经很满足了。

每年冬天，父亲所在的乡村中学总要雇车
从外地煤矿拉回来几卡车俗称为“明煤”的无
烟煤，然后以成本价卖给教职工。学校中间有
两条纵横交错的水泥路，老师们分到的煤都一
堆堆露天堆放在那里。为防止天气有变、突然
下雨，上面都用塑料布盖得严严实实。由于父
亲和同事们每天都有繁重的教学任务，而那时
候又没有实行双休日，打煤球的时间只能放在
周日这一天。

打煤球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项较为复杂
的系统工程，仅前期准备工具这一环节就显得
烦琐费力。打煤球所用到的工具既涉及庄稼人
的常用农具，又涉及其他工匠的一些工具，可谓
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比如拉煤和煤土的架子
车，敲煤块的铁耙子，筛煤用的筛子，打煤球用
的铁制模具，还有铁锨、扫帚、抬筐、水桶……

对于架子车、抬筐、筛子等属于农具范畴

的工具，则到学校附近的村上找学生家长借。
由于老师们打煤球的时间比较集中，学校本来
就不多的工具便显得十分紧张，往往需要提前
好几天给管后勤的老师打招呼。

有时候父亲打听到某某家的架子车闲置
不用，就着急忙慌地上门求借，主人笑着说你
晚来了一步，架子车刚被谁谁拉走，一脸失望
的父亲只好四下打听着再找人去借。每借一
件工具父亲都要走很多冤枉路，这家没有再去
别家，跑了一趟又一趟，一次次不厌其烦。

如今想来，在打煤球所用到的诸多工具
中，最紧俏抢手的当属“煤球机”了。所谓“煤
球机”，其实就是自制的简易人工打煤球的工
具。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钢筋插在一根同样长
的钢管中，钢筋的一头焊着用螺帽固定的一字
形手柄，另一头焊着一个高度与蜂窝煤相等的
圆铁筒，圆铁筒里焊有 12 根小钢筋棍。打煤
球时，只需双手将一字形手柄轻轻往下推，一
个圆润乌黑的煤球就算做成了。这种简易的

“煤球机”市面上很少卖，几乎都是托关系找熟
人在机械厂定做的，因而显得格外稀缺。

由于第二天要打煤球，头天半夜里父亲都
睡不牢稳，几次起来到院子里看天，唯恐天气
突然有变。父亲的焦虑并不是多余的，如果这
一天不能按计划打煤球，再等上一星期家里的
煤球还够烧，关键是借用的那些工具不能及时
归还人家。天终于亮了，一看到是晴天，父亲
和母亲脸上的愁云惨雾顿时烟消云散。

记忆中，匆匆吃完早饭，父亲和母亲拉着

架子车去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拉黄土，那里的黄
土黏性大，是制作蜂窝煤不可或缺的原料，老
家俗称为“煤土”。煤土拉回来了，父亲支起筛
子，一锨锨将大堆的煤和土全部筛上一遍。

很快，那些夹杂在煤和土中的杂质乖乖地
躲在了筛子的一侧，被父亲区别对待：煤矸石
以及土中挟裹的小石块被丢弃一旁，而那些个
头稍大过不了筛子的碎煤块，则被父亲用铁锨
拍烂用鞋底踩碎，重新回归到煤堆中。

两筐煤半筐土，这是父亲多年来总结出的
煤中掺土的比例。开始打煤球了，父亲掂着足
有十来斤重的煤球机，走到和好的煤泥前，两手
抓住煤球机的柄把，用力地往煤泥上砸，然后左
右反复旋转碾压几下，感觉到里面填实了，便提
着煤球机走到一处平地上，用手轻轻往下一推，
一个圆溜溜的煤球便滑落在地。刚打出来的煤
球湿漉漉的，嫩乎乎的，莲藕似的小孔里升腾着
袅袅的水汽，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亮光。

父亲打煤球有个习惯，连续打上几个后就
要将煤球机放到水盆里涮一下，这样做煤球机
里不容易粘连，打出来的煤球完整利落。随着
一声声煤球机与煤泥碰撞发出的闷响，一大堆
黑压压的煤泥变成了一片排列整齐的煤球。
打煤球又脏又累，还需要技术和力量，父亲和
母亲怕影响我的学习，从来不让我参与其中。

有时候做完了功课，我便从家中跑出来看
父亲打煤球，在我好奇的目光中，一堆稀软无
形的煤泥站成了有模有样的煤球。趁父亲坐
一旁擦汗歇息或者喝口水的工夫，我不失时机

地上前抓起沉甸甸的煤球机，模仿着父亲的样
子打煤球，可能是经验不足的缘故吧，我打的
煤球要么矮了一截，要么歪瓜裂枣似的，既不
完整也不光滑。

看着我手上脸上都弄上了煤泥，父亲站起
身笑呵呵地从我手中接过煤球机，示意母亲把
我刚才打的几个煤球全部铲到煤泥中返工重
打。等把一大堆煤泥全部变成了煤球，虽然是
大冬天，父亲却汗如雨下浑身湿透，身上的衣
服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就连脸上手上都像
墨汁染了一般。

如果天气晴朗，阳光充足，那些纵横交错
的煤球经过两三天的晾晒就可以转移到灶房
里了。为了防止夜里突然下雨，每天晚上母亲
都用塑料布将煤球盖得严严实实，等到第二天
再揭开。几天后，母亲拿起一个煤球用手使劲
按了按，很瓷实，彻底干透了，于是找来抬筐将
煤球抬到灶房后，一层层整齐地码放好。

许多年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外出求学离
开了那所乡村中学，再后来父亲退休后和母亲
也进城生活，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家里早已
不再烧煤球了。如今，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
们，在这个寒冷的冬日，一想起当年父亲打煤
球时的一幕幕场景，我的泪水就忍不住簌簌往
下落，泪眼蒙眬中都是父亲的音容笑貌。流年
里的那些冬天，正是凭借着煤球散发出的微弱
热度，我们一家人才得以烤火取暖、烧水做饭，
度过了无数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和一个又一个
人生的寒冬。

灵泉峡写生灵泉峡写生（（国画国画）） 房房 巍巍

人与自然

♣ 韩红军

朱实累累南天竹
午后公园闲步，远远望见湖对岸高高

低低红彤彤的一片，尽呈新春的喜庆和热
闹。走近，原来高处的红，是挂起的几排
纱灯；而低处的红，是栽种的一片南天竹。

百木萧索、百卉凋零的冬天，恰是南
天竹的“黄金季”。直耸的枝条虽然纤细，
却高峭挺拔。叶茎节节延展，茎节处瘦尖
伶俐的叶子两两相对。据说，正因其“叶
叶相对，而颇类竹”，方以“竹”名之。再细
看，枝干下部靠近地面的叶子，碧绿葱
郁。向上，越是接近枝端，叶片的颜色越
是红艳。位于高处，它们虽然接受了更多
的阳光，却也承担了更多的风霜。

南天竹“春花穗生，色白微红，结子
如豌豆，正碧色，至冬色渐变如红宝颗，
圆正可爱”。深冬，正是果实“圆正可爱”
之时。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南天竹果，串
串累累，或藏于叶下或高悬枝尖，红得耀
眼、红得滋润、红得诱人。这种红，不同
于高处纱灯的火红，而是类似丹砂的朱
红，绚烂而不失深沉、热烈而不失坚毅。
那是只有饱经风霜之后，方有的一种深
沉和坚毅。

我拿出手机，拉近镜头，拍了几张照
片。拍完，滑动着屏幕逐一浏览，却始终
未能选出理想的照片，总觉得少了些什
么。少了什么呢？猛然忆起前年冬天也
拍过南天竹的照片，忙翻找了出来。只
见皑皑白雪之下，一片片对生的禇红叶
子凝重沉静，而颗颗红果，却如跳动的火
焰、如透亮的玛瑙，绚丽、通透、夺目，似
乎储藏着无限的生机和无尽的活力。

一瞬间明白，今年的南天竹上少了
白雪。“有梅无雪不精神”。同理，没有白
雪的映衬，照片中的红果，终是暗了一
些、淡了一些。难怪明人王世懋说：“天
竹累累朱实……雪中视之尤佳。”鲜明的
色彩，总是具有一种天然的、强劲的张
力。不由得想起一句诗：“映来雪里三分
白，射到堂前万点红”。

“映来雪里三分白，射到堂前万点
红”，是清人何其章写南天竹的诗，尤其是

“射”字，深具力道。诗的前两句为“小苑
年华又到冬，几枝潇洒隐墙东”，描写南天
竹在清冷萧索的冬日，不惧严寒，洒脱地

立于园角壁旁，盎然生长的情景。名竹而
非竹，却与竹同性，经雪而不枯、凛寒而不
凋，特别是累累红果如一团火焰，温暖着
无数文人墨客的“心”。检索描写南天竹
的诗文，单是宋人作品便有多首，如杨巽
斋的“花发朱明雨后天，结成红颗更轻
圆”，如董嗣杲的“碎颗绿攒知暑过，乐枝
红透得霜侵”，如李之仪的“我来独爱南天
竺，公去谁烹北苑茶”，如陆游的“安石榴
房初小坼，南天竺子亦微丹”……诗人笔
下的南天竹意象丰满、意韵丰赡。而清朝
诗人蒋英的一阙“南歌子”，则更为写实更
为具象：“清品梅为侣，芳名竹并称，浑疑
红豆种闲庭，深爱贯珠累累，总娉婷。不
畏严霜压，何愁冻云凌，渥丹依旧叶青青，
好共岁寒三友，插瓷瓶。”

“好共岁寒三友，插瓷瓶”，是一句清
泠的诗词，更是一幅多彩的图画——“岁
朝清供图”。历代的“岁朝清供图”，南天
竹都是“常客”。

“岁寒三友”，多指松竹梅。但是创
“没骨画法”、开“写生正派”的清代画家
恽南田，不仅在技法上“不走寻常路”，开
创“恽体”花卉画风，在题材上也独树一
帜，偏将南天竹与蜡梅、罗汉松一同入
画。梅蕊娇黄、松枝沉绿、竹果鲜红，一
幅《岁寒三友图》，画面活而不跳、配色艳
而不俗。题跋坦表心声：“昔人多画岁寒
三友，予独取此三种，爱其有凌寒之姿。
虽雪霰摧剥，未逊丰丽，后凋何愧焉。”其
后，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名家都画
过类似题材。无论是将南天竹与水仙、
蜡梅、佛手、桃子、石榴、牡丹、灵芝等搭
配，还是单单画南天竹，均姿彩各彰、意
韵纷呈。汪曾祺先生在《岁朝清供》中也
评说过：“任伯年画（南）天竹，果极繁
密。齐白石画（南）天竹，果较疏，粒大，
而色近朱红……”

“磐石结孤根，翠叶光薿薿。错落珊
瑚珠，铁网出海底。渭川种千亩，嘉名岂
虚拟。岁寒不改色，可以比君子。”这是
吴昌硕先生在一幅《天竹图》上的自题
诗。岁寒不改色，愈寒色愈烈，望着眼前
一株株红果累累的南天竹，心中不仅是
满满的欢喜，更有深深的敬意。

近日，语文名师郭初阳编选的新书《原汁原味
的语文书》推出。本书针对覆盖全国的十二册小学
语文书中内容删改较大的篇目，如屠格涅夫《麻
雀》、安徒生《海的女儿》、萧红《火烧云》、冯骥才《珍
珠鸟》等，提供未经改动的名家名作原貌。众所周
知，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文章都进行过删减，这
出于教材主编和编写人员的多重考虑。但对于孩
子们来说，他们在课堂里读了，上过了课，以为就是
如此这般。殊不知，原作中还有另一番天地。

从进入中学教育领域算起，郭初阳已经是位从
业二十九年的知名优秀教师；而他对小学语文教
材的持续研究已经十八年。从提倡自由阅读、原
汁原味的阅读，到推出《原汁原味的语文书》，郭初
阳在现实与理想，以及孩子、家长与教师的关系中
找到了某种有效连接和平衡。叶圣陶曾说“教材
无非是个例子”后，需要加上后半句“选文必须来
自经典”，这也是郭初阳一直看重的，教材如食材，
要新鲜、优质、有营养，更要原汁原味。

关于“原汁原味”，郭初阳认为，一篇佳作就如
一幅精妙的拼图，或大或小的每一块构件都有其
存在的意义，缺一块就是全体的损失。所以才有
了如今提供名家名作的原件、足本、全貌的编选。
另外，该书作为小学语文教材的补充读本——第十
三本语文书，以新课标强调的“内容的典范性，精
选文质兼美的作品”为标准，在孩子们“体味和推
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基础上，
提升他们的阅读审美鉴赏力。

对于孩子而言，这本书是一幅文学地图，可以
触类旁通地培养他们的检索能力，按照书本注释
寻找原著，由这一本书牵引出许多本书的美好阅
读；对于教师而言，本书是一个便携式工具箱，可
以得心应手地用在课堂，根据教学需求，以同步比
较法、反转法、支架法、替换法等创新课堂教学；对
于家长而言，本书提供了许多个话题，在运动闲暇
或晚餐时分，可以作为家庭交流的内容，也可以就
此加深对孩子的了解。

荐书架

♣ 张梦瑶

《原汁原味的语文书》：提供未经改动的名作原貌

书人书话

♣ 张 阳

以荒诞真实解码乡村精神
小说是正史罅隙间、野史沃壤上直抵人

心人性的文化解码器。高明的小说，似居高
临下的飞鸟，惊鸿一瞥间览尽人性的崇高或
萎缩；如精擅岐黄的杏林妙手，望闻问切后
聚焦人心顽疾、定位精神病灶。长篇小说
《后湾纪事》，以百岁老人樊德全亡故、停丧、
下葬期间林林总总的情感碰撞、利益争执、
阴差阳错，以白描手法、写意审美，简笔勾勒
出樊德全儿女、亲友及乡邻等的众生群像，
以较为深刻的挖掘、较为生动的表现、较为
冷峻的旁观，写出了乡村传统与现代社会融
合、转型下真实的荒诞与荒诞的真实。

作品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复杂、
多面，乡村情感和气息扑面而来的人物形
象。樊德全是乡村兽医，百年人生见证了家
族、村庄、社会等的兴衰变迁。他勤劳善良，
深得乡邻尊重，有着传统家长的威严与无
奈，对后辈的矛盾冲突他虽有助其化解、盼
其和好的用心却心余技绌、徒唤奈何，在坚
守与迷惘间走完了生命旅程。樊德全在冬
至日亡故后，其两个儿子老有、常有围绕“葬
礼主办权”斗智斗勇、斗糊涂斗无耻，展开激
烈争夺。老有仗着父亲亡故在自家，有主场
之便，以尽孝为旗帜，实则是觊觎父亲葬礼
将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收益。其行为引

发了兄弟间的激烈冲突、亲友间的迷茫无
措、邻里众人的选边站队。作品以特殊事件
为切口，精准、深刻地剖析了乡村社会的精
神肌理，生动、诙谐刻画了“后湾村”众人的
文化脸谱。

作品入木三分地透析了人性，并极力以
温情疗救、匡扶人性的扭曲、倾覆。百岁老
人的葬礼，因为儿孙围绕利益格局的钩心斗
角，亲戚、邻居及看客们的各怀心态，异化为
孝道为口号、悲伤为行头、利益为驱动、荒诞
为内核的活报剧，老有一家表演式的悲伤，
常有一家争而不得、退而不甘后的另辟蹊
径，女儿女婿、多位亲戚和邻居和稀泥式的
两头奔忙以求皆不得罪，作者熟稔运用黑色
幽默手法，不动声色地调动反讽、暗喻等技
巧，让唢呐声与算盘珠在灵堂共振，引孝衣

孝帽与锱铢必较在棺前乖戾，点戳出孝道伦
理、世道人心在利益诱惑前的结构性溃败。
樊德全如同失效的黏合剂，其兽医身份颇具
隐喻——能治牲口恶疾，难愈人性沉疴；粗
糙的利己主义者老有，自私自利毫不掩饰，
将孝道换算为社交筹码、混世遮丑布，用哭
丧调演奏利益咏叹调；两头卖好，实则两头
添堵、埋雷的梅小狼父子；操弄人心，大发死
人财的丧葬品店老板；乡村闲人以帮忙操办
葬礼为机遇，行温情敲诈、友好勒索……人
心切片折射人心不古，传统乡情、孝道、弟恭
兄友等情愫在量子纠缠、抖音传播等时空异
化中打散重构，似“新伤痕写作”，以村言乡
调引吭一曲田园挽歌，以冷峻笔触记录文化
基因突变现场。在呈上乡村精神病理穿刺
报告的同时，又以常有的倔强坚持，秋燕的

隐忍、善良，冯油锤的外圆内方、主持公道，
大兵、大志的心怀善念，给读者以温情，给乡
村以希望，言简意赅地道出乡村社会、乡间
人物的复杂、多面，作品得以为读者留下立
体的体认、多元的感念。

当装裹有樊德全遗体的“实棺”入土为
安，载有樊德全照片、衣冠的“虚棺”在祖坟
燃为灰烬，小说在众位看客，或者说旁观者
此言不搭彼语的议论中落幕，留下开放式结
尾，也留下关于文化洗礼、文明重组、乡村振
兴等宏大议题的考量，是乡村乌托邦与思想
蒙太奇联袂触发的灵魂悸动，是徜徉在时代
精神枢纽上的深情寻找，是传统乡村在终结
与新生中的新的轮回。我想，这是长篇小说
《后湾纪事》呈给当代最锋利的思想礼物。

总体看，《后湾纪事》是一部兼具批判性
与温情的小说，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
融合，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是对乡村社
会的深刻反思，是对时代变迁的深情记录，堪
称当代乡村题材小说中的佳作。其作者郭书
田先生，是某机关退休干部。其人热爱文学，
半生沉迷阅读和写作，于长篇小说则是初试
牛刀。由作品达到的水准论，使我们再一次
感叹“高手在圈外”，同时对其正在创作中的
系列篇《后湾轶事》充满更高的期许。

著名翻译家萧乾说：“书译完之后，要反复润
色，不可一交了之。搞文字工作，功夫就在反复推
敲上。听说天才是一气呵成的，我愿当地才。”

天才指天生就拥有特殊本领者，地才是指后
天经过不懈奋斗而成材者。天才往往能够在某个
领域迅速展现出超常能力和创造力，而地才则能
通过勤奋和坚持来慢慢弥补天赋上的不足。尽管
两者在起点上不同，但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取
得成功。历史上许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都被认
为是天才，如爱因斯坦、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等。而
地才的代表人物则包括那些通过艰苦努力和持续
学习来达到高水平者，如科学家居里夫人、发明家
爱迪生、小说家罗琳等。

论述天才的文字太多，也实在说不出什么新
意了，不如好好讨论地才。地才，具有普通的智慧
和能力，但能够坚持不懈，吃苦耐劳，肯埋头苦干，
兢兢业业地奋斗，有时也能达到天才的高度，做出
不亚于天才的业绩。埃及有一种流行说法，世界
万千动物中，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雄鹰和
蜗牛。如果说雄鹰是天才，蜗牛就是地才。雄鹰
只要扇几下翅膀，就能轻松飞上塔顶；而蜗牛爬上
塔顶的过程可能需要好几年。但是，爬上塔顶的
蜗牛，与飞上塔顶的雄鹰，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
同样令人羡慕，值得敬重。

人生在世，谁都想当雄鹰不想当蜗牛，想当天才
不想当地才。但天才要靠天赋，天赋是稀缺资源，少
如凤毛麟角，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我们绝大多数
人都只能去争取当地才，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那就不
要再做天才梦，好好琢磨怎样当好地才方为正事。

如果说天才是天生的，地才则是后天养成
的。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地才，只要我们脚
踏实地，广接地气，摸爬滚打，勤学苦练，汗水加泪
水，拼搏加坚持，不惜殚精竭虑，用尽洪荒之力，就
有可能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优秀地才。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如果
说“一分灵感”是天才的专利，“九十九分汗水”就
是地才的长项；如果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者是天
才，“板凳甘坐十年冷”者就是地才。天才不足地
才补，是走向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

希腊神话里有个安泰，力气不算大，身高不魁
伟，也没啥绝招，换言之不是天才，但他是地才。
他的母亲是地神盖娅，每次他和敌人搏斗感到疲
劳时，只要一靠近大地，就能获取无穷无尽的力
量，从而打败很多有天才的敌人。我们固然都没
有地神的加持，但通过不懈努力和顽强奋斗，同样
也能获得巨大力量，克敌制胜，心想事成。

2007年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老太太莱辛，
幼年家境贫困，没上过大学，也没进过文学培训班，先
后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从没表现出文学天
赋。她就像金字塔的蜗牛一样，每天坚持写作，风雨
无阻，几十年如一日，奋斗不休，攀爬不止，终于成功
登顶，那些天才作家被远远抛在后边，难以望其项
背。地才也能超过天才，这又是典型一例。

人生在世，如果你是天才，就别浪费这块优质
材料，快马加鞭，一骑绝尘，干出点超凡入圣的事
业；你是地才，那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
把聪明智慧用足用尽，也能交上一份理想的人生
答卷。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地才们也别妄自菲
薄，咱才气不足力气补，笨鸟先飞，以勤补拙，最后
谁先走到目标还难说呢！

倘若成不了天才，我们就做个地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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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纪事

海天片羽

♣ 李文莉

充满感动的难忘之旅

2025年意义非凡。这一年，中泰建交迎来50周
年的大喜，又逢中国春节的喜庆佳节。在这样特殊的
时刻，1月26日至2月18日，一场融合了中泰风情与
春节氛围的“一带一路·泰国风情年货节”在郑州市中
原区举行。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泰国华裔，带上使命
为此次活动的承办当上了带领者，我内心满是激动与
感慨。

踏上河南郑州这片炎黄故里，仿佛是穿越了时空
的寻根之旅，为了这份寻根的情怀，我投入了全部的热
忱与心血。在筹备活动的日日夜夜，每一分每一秒都
是挑战。从前期策划时的反复斟酌，无数个方案的推
翻与重建，到现场执行时的全神贯注，对每一个细节的
严格把控，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坚守岗位，不离不弃。
每天超12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大家都疲惫到了极点，
但每次一个充满鼓励的眼神，便能传递力量，支撑着彼
此咬牙坚持。中泰文化存在诸多差异，在活动流程设
计、文化展示细节敲定等环节，都因文化认知、工作思
路、经验沉淀的不同而困难重重。可也正是在不断地
反复沟通、艰难磨合中，我们学会包容，真切感受到中
泰团队合作带来的和谐与团结。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一带一路”倡议的
有力支持，离不开郑州市中原区优良营商环境和优惠
政策，市区领导干部们的贴心服务。有了魄力远见的
园丁，勇敢破土的战士，才能让中泰文化商贸交流在中
原大地开出美丽的花朵。而泰国馆·中泰通作为重要
平台，不仅把泰国企业品牌引入郑州，更承载着带领郑
州企业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期望。

这次活动于我而言，不仅是商业与文化的交流契
机，更是一趟充满感动的难忘之旅。活动期间，郑州
市民的热情超乎想象。他们专注欣赏泰国舞队身着
传统服饰的眼神，品尝泰式美食时满足的笑容，每天
市民现场互动唱响了中泰建交50周年深厚情谊之
歌，都让我真切感受到文化交流的魅力与力量。中原
区100名学生志愿者同样让我印象深刻，尽管他们在
国际化文化交流方面经验不足，缺乏锻炼，但经过细心
打磨培训，都进步不少，在寒冷的冬日户外，认真坚持
完成任务，新一代青年人的蓬勃朝气，让我看到了中泰
友好合作的新希望与郑州走向国际化的无限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