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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要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把交通道路、生
态廊道、四类社区、组团起步区、中心城区功能提升
和产业集聚区等六项工作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
要切入点，集中精力、集中财力，强力攻坚、全力突
破。二是要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围绕“3+2”产业
发展定位，着力培育壮大食品烟草、生物医药、商贸
物流等主导产业，积极发展富士康配套产业和高端
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全面提升产业、企业的综合竞争
能力。三是要着力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以夯实农
业发展基础为根本，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
经营为重点，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
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持续发展。四是要着
力推进文化新郑建设，坚持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协
调发展，着力提升城市软实力和竞争力。五是要着
力推进和谐新郑建设，以民生改善促和谐，以管理创
新促和谐，以安全稳定促和谐。

会议强调，一要倍加珍惜成绩。2011 年，新郑
市经济社会发展在转变中跨越、在转型中提升，实现
了“十二五”良好开局。要倍加珍惜“三个十”重点工
作的良好成效；要倍加珍惜“一心两城两组团”建设
的良好成效；要倍加珍惜“十个所有惠民生”的社会
事业成效；要倍加珍惜“六个一体化”的社会管理成
效；要倍加珍惜创先争优的党建工作成效。二要抢
抓发展机遇。当前新郑面临的是中原经济区上升为
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郑州都市区加快建设的重大
机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向县市区倾斜和延伸
的机遇和社会管理创新全国综合试点的机遇。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谋划、讨论、组织实施，当前全市上下
风正气足，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想事、谋事，干成事，使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三要坚持务实发展。持续求
进就是要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继续加大固定
资产的投资力度。要把务实发展作为一种追求去培
养，当成一种风格去落实和实现。要务必有所作为，
要提高科学决策的能力，提高综合协调能力，提高严
格执行能力，提高廉洁自律能力。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共新郑市委常委会工作报
告》、《中共新郑市委 2012 年工作要点》的决议以及
关于《新郑市 2012 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施意
见》的决议。

会议认为，此次会议既是一次解放思想、抢抓机
遇的动员会，又是一次明确目标、自我加压的鼓劲
会，更是一次持续求进、务实发展的誓师会，达到了
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的目的。

就如何落实好全会精神，会议要求，一要迅速传
达，认真学习好、贯彻好会议精神。要通过学习贯彻，
切实把全市上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本次全会精神
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科学发展、务实发展、“三
化”协调发展上来，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二要
狠抓落实，确保新一年各项工作快速推进。要转变作
风抓落实，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兴积极进取之风、
真抓实干之风、求真务实之风、勇于担当之风；要破解
难题抓落实，要积极开拓思路，创新求变，大胆探索破
解土地、资金等难题的新方法、新措施；要完善机制抓
落实，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推进、工作督查、考核奖惩机
制，把制度建设作为抓落实的重要手段，推动工作落
实常态化。三要及早拼抢，扎实做好春节前后的各项
工作。年末岁尾，各级各部门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分清轻重缓急，既要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早完成、
收好尾，又要对新一年工作早安排、起好步，努力实现
新一年工作的良好开局。

七月的一天傍晚，我出外乘
凉，过了郑韩故城东门，郑风苑便
出现在眼前。

郑风苑依溱河而建，河里长满
了荷，远远望去，像一片美丽的荷
花湖。走近河边，轻风拂面，醉人
的芳香迎面扑来，给人带来暑天炎
热中的丝丝清凉。

苑内河、桥、路相依，亭、宫、阁
相映。天光云影，荷塘青青，朴雅、
静穆中隐着超然和灵逸。在这里，
可以到溱水河边赋诗，芳亭间怀
古，到玉池浮翠，云壑探幽，到九曲
流英沐浴，蝶恋花影中静神，到绿
柳下散步，闲塘间寻趣……

那高台上的郑风阁，巍然耸
立，气势恢弘，云霞光影，风铃叮

当，静默中透出几

分生机，幽深中蕴着千古神秘。那
古朴典雅的琴瑟宫，在四周青荷的
簇拥下，独坐绿岛，若是一只满载

《郑风》的小舟在碧波中穿行。那
亭亭玉立的“荷花仙子”，手托荷
花，身着素妆，秀丽中透着纯洁，在
暮色中轻拂朦胧。

夜幕降临了，一切胜景都被淹
没在灰暗之中。

月亮渐渐升起，郑风苑又被唤
醒。朦胧中，我望见薄薄的雾在河
面上漂浮，田田的叶子被微风吹
着，似动非动，不施粉黛的白荷花
静立于其间，像是一个笼着轻纱的
梦。

风来了，八角亭上的铃声响
起，如美妙的旋律在演奏一首浪漫
的乐曲。月光泻在溱水荷塘，风儿
吹翻一片片荷叶，光影变幻着，宛

如 一 道 道 白 色

的波浪。河里的蛙声此起彼伏，既
有佳音可听，也有凄意可闻。林中
的蝉声抑扬缠绵，这铃声、蛙声、蝉
声在光雾中回旋，音韵相和流溢出
空幽如慕的神韵。

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只身妙
处，静野以思，此景虽不可施之于
力，则形与声亦足以乘人以智。形
之美而明于目，声之韵而悦于耳。
披亭赏月，可望苍穹之高远，闭目
听音，可闻天籁之中深。观郑风之
胜，瑞气满溢，《郑风》之诗，自远而
至。此时，身如青烟白云缭绕，心
与“有女如云”相映。

南风袭来，铃声迅鸣，把我从
思绪中唤醒。河面泛起涟漪，丝丝
荷香摇曳心中的清凉。抬头仰望，
我看到一朵神奇的白云飘来，这可
是与诗魂相约时刻的来临？

刘宏民

郑风苑

到儿子家去过年
春节快到了，远在上海工作的儿子给我们打来

电话，已经给我们预订了火车票，今年依旧要去上海
过大年。

去年春节就是在上海度过的。儿子喜欢吃我包
的饺子，而儿媳妇用自己磨制的汤圆粉，包的汤圆和
年糕，劲道松软，两地人互补交流着过年习俗，其乐
融融。

在上海过年——腊月二十三就要打扫卫生，二
十四购年货，除夕祭祖、围炉和守岁。初一先放开门
炮，开始拜大年。年三十的下午，街头已然不见多少
忙碌的踪影。儿子家的小区离市区较远，隆隆的鞭
炮声，增添几多在家过年的喜庆。

上海人年夜饭吃什么？还是真有讲究。首先少
不了一条整鱼，年夜吃鱼，表示“吉庆有余”和“年年
有余”。 暖锅是餐桌上的保留节目，锅里放上粉丝、
白菜、火腿、冬笋、萝卜、茄子等，虽是一个大杂烩，
代表的却是兴旺安乐。“狮子头”的原名是“四只头”，
是四个肉团装一碗。北方叫它“四喜丸子”，有“福禄
寿财”之意思。年夜饭是不能全吃光的，要多剩一点
为好，还要找来红纸把隔年饭摆好，代表新的一年财
运旺盛。

除夕晚上不睡觉叫“守岁”，希望“平安到年
底”。除夕夜，父母给的压岁钱又叫“压胜钱”，按民
间说法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恭喜发财，红包拿
来”，新年的钟声刚刚想起，老伴就塞给五岁孙子一
个 1000 元的大红包，虽然他是不会花，实则是给大
人的。

初二，一家人都出来赶庙会。城隍庙到处亭台
楼阁，悬挂灯彩，观者摩肩接踵，领略的是一种特别
的“人气”。民间传统艺术引来游客的喝彩声此起彼
伏，北京来的老艺人脸上涂着夸张滑稽的油彩，扮演
着轿夫、媒婆、丑娃等不同的身份，运用肢体语言边
走边表演的“走会”和“小媳妇回娘家”，动作神态逼
真，好似流动的滑稽戏，引人笑不拢口。

在上海过春节，让我领略了不同的乡土文化
——团聚、爆竹、年夜饭、压岁钱，习俗里传承着欢
乐，祥和是写在脸上的惊叹，春节是把吉祥如意具体
地落实到实际中去，我和老伴乐滋滋地准备启程
了。 周柳莺

小时候，最盼过年。
看到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在文具

盒盖的里层贴着一张纸，纸上画着
课程表，我就想起：我那时也在同样
的地方贴着一张纸，不过纸上可没
有课程表，而是画着四五十个圆圈

圈，代表距离过年还有四五十天。每天早晨到校
后，打开文具盒，要做的第一桩事，就是涂掉一
个圆圈圈。眼看着圆圈越来越少，我就眉飞色舞
地对其他同学说：“等我的圆圈圈涂完，就过年
啦！”这一“招”很快就被另外几个同学学了
去，他们也将圆圈圈贴在文具盒壁，一天一个地
涂。有时候课上到一半，还会有人悄悄地回过头
来，低声却又兴奋地对我说：“喂，还有××天
就要过年啦！”

那时候，我们这些“小把戏”说明人人都在盼
过年。因为一旦过年了，就可以尽情地吃，尽情地
玩，还能得到好几角甚至一两元压岁钱。这种待
遇，平时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的。就拿“吃”来
说吧，过年不但有茶食、花生等零食吃，还有糕、馒
头、鱼、肉、鸡、蛋等。这些东西有的是平时不供应
的，如花生、蒸糕用的糯米等；有的是因过年而增
加了数量，如肉、蛋等。总之，都得凭票供应，有的
还不止一种票证，如蒸馒头用的面粉，除了粮票
外，还有一种“特富粉”券，凭券可以买到比平时白
得多的面粉。再说说“玩”。过年前发的各种票
券：食糖票、肉票、水产券、专用券、机动券，全都涌
上来了，这些可都是有期限的，谁舍得让它们过期
作废呢？于是大人们忙于购年货，到处排起了长
长的队伍，我们小孩子也得忙，帮着排队，帮着“运
输”，也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只要一到大年初一，
你就尽情地玩吧，什么活儿也不要你干了。揣着
压岁钱，买气球、买爆竹，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打雪
仗，一直玩到正月初十，大人们都不大限制你。那
时候从小学到初中，作业都不多，平时只要白天不
玩昏了头，晚上几乎从无“开夜车”的现象。过年
了，那点寒假作业更是不在话下了。

如今，我问上中学的儿子：“快过年了，你兴奋
不兴奋？”

“咦，这有什么好兴奋的？”他奇怪地反问。
“春节可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啊，你难道

一点兴奋的心情也没有么？”我觉得有点不可思
议。

“噢，早上可以睡睡懒觉了。”儿子想了一阵才
回答，可接着又说，“然而晚上却睡得更迟了，不是
玩，而是得做作业。”

想想也是，现在的物质财富，与以前是无法比
拟的，买生活必需品，再也不用任何票券了，只要
有钱，可以天天过年。过年的“吃”，早已对儿子失
去了诱惑力。零花钱呢，平时我们每月给的，就远
远超过我们小时候那一年一度的“压岁钱”了。既
然平时不缺零花钱，那压岁钱对他又有多大吸引
力呢？至于“玩”，就更别提了。除了年初一年初
二可以让他略微放松点外，那一门又一门做不完
的作业压在肩头，哪能痛痛快快地玩？这不，今年
寒假就得请个老师替他补补课。小学进初中，初
中升高中，还有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高考……这一
波又一波、越来越强的压力，怎能不压光他“玩”的
兴趣呢？

父子两代对于过年，竟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感
受。我的脑中忽然冒出了一个问题：不知第三代
的青少年，对过年将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

沈 淦

好友埋怨我，你可真行，连句招呼
也没有，一个人就跑回家乡去了，而且
就这几天的时间，为什么急着回去又
急着回来呢？我想说，这是一种情结。

早时，读到许多思念故乡的诗和
文，感情深沉。他们那种思乡的感情
我总是不能深刻体会，他们笔下的故
乡总是令他们魂牵梦绕。彼时，我没
有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经验，我不
能写出如他们一样感人至深的文字，
笔触细腻，似乎每日每分乃至每秒都
在念着故乡，念着故乡的风、故乡的
雨、故乡的瑞雪、故乡的艳阳……

如今，当我身处异乡十几年之久，
每次踏上故乡的泥土时，那种激动与
兴奋，即使路途遥遥使我异常疲惫，也
未曾稍减分毫！而我，也才终于懂得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及天涯不见家”
的那种孤单之情；我才明白“月是故乡
明”的那种对故乡的偏爱之情；我才明
白不管身在何处，时光如何荏苒，故乡
永远牵扯着你心的那种割不断的思念
之情，因为，故乡有我的爸和妈，有我
熟悉的草和花。

所以，人们便有了愁，有了乡愁。

儿时，过着极为简单却极为幸福
的生活，日子单纯透明，无忧无虑。如
今，人生路上一条又一条的岔道让我
迷茫，让我无从选择；日常琐碎的生活
有时令人产生倦意，徘徊在这样的一
条路上，使我心神疲惫。

我想看炊烟袅袅升起，余晖缓缓
西落；我想早听鸟歌而起，暮闻虫鸣而
眠；我想在烈日当头时捧一本小说倚
树而坐，感受凉风习习，在冬雪纷扬时
披一件暖袄漫步雪上，看寒梅凌寒独

放。于是，我走遍我尚未遗忘的小路，
我翻过那一座座平缓的小山，即使路
途遥远在所不惜。

故乡的夜，很静，漫天的星斗。即
使虫儿的放肆鸣叫，也比不上城市的
喧嚣，反而更加宁静，在这样的夜里，
心绪宁静，抛开混杂于脑子里的一切，
且听夜的声音。就这样，静静的，听着
时间流逝，许多时候，我们只是缺了用
心感受，只是少了静坐独思，也只是没
了如儿时的那种心情。

现在，我就想这样静静地入眠。
当清晨的第一缕光划破无边的漆黑，
梦醒的我爬上山头，静静地看朝阳从
远处的山边缓缓升起，直至照亮整个
大地，这样就好。

我的情结只有安放在故乡，才能
得到安心……我期待着秋时的累累硕
果，把故乡描成一片金黄；我期待寒冬
的皑皑白雪，把故乡打造成孩子们的
乐园；我更期待来年春天繁花似锦，鸟
语花香；夏木荫荫的可人景象……

几季寒暑，走过人生，留下了对故
乡言之不尽的眷念。

李 清

幸福·老街
古老和沧桑，相互缠绕，相互映衬。马灯昏

黄，逐个明灭，成为最神秘的歌。
——题记

自从无意间踏入老街，我便惊讶于它的古老，
迷恋于它的神秘，渴望于它的温暖。从此，无可救
药地爱上了。

即使在“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期末考试前夕，
我依然大义凌然地舍弃于老师、父母眼中的“黄金
时期”，义无反顾地踏上老街。在那里，一直绷紧
的神经，能得到片刻的舒缓，一直被喧嚣填满的脑
子，能够得到暂时的平静。

早晨的老街，有些许天中仙阁般的味道，那个
我一直喜爱的地方。晓露将歇，虫鸟乱鸣，如此安
静的环境中，老街隐约现在其中。余雾把一幢幢
古老沧桑的建筑渲染得美丽，勾出的轮廓，上演着
别样的神秘。住在老街中的人们，纷纷起床，站在
自家门口，伸着懒腰，陶醉在美景当中。

夜晚的老街，有些许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夜上
海的味道，那个我一直向往的年代。夜幕之下，昏
黄的马灯散发出幽幽的光，把一幢幢古老沧桑的
建筑渲染得明明灭灭，上演着别样的华丽。有些
房子之间夹着一条狭窄而冗长的小道，微弱的灯
光无法照射出去，一片墨般的黑，吞噬着一切，笼
罩一切。若小道有积水，便迎着清冷的月亮反射
出一团团亮光，扑朔迷离，诡异异常，我却爱极了
这样的景。“街上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
柏影地！”

老街的尽头，一棵繁茂的大树傲然挺立，把一
旁边的一盏路灯，层层叠叠地覆盖了。在有雾的
夜晚，能看到灯光穿透密叶，射出一束束的光。在
雾的弥散下，荡漾开来，朦朦胧胧。每次看到，我
都会欣喜若狂，驻足凝望。彼时，又听见了幸福如
火车般“轰隆隆”驶过铁轨的声音。

我十分羡慕那些住在老街里的人们，他们只
需要轻轻推开门，便可轻而易举看到老街，欣赏老
街。还有老街中的孩子们，成群结队，无忧无虑的
欢声笑语久久飘荡在老街上空，那样天真，那样纯
美。走近那些孩子，都能被他们的快乐所感染。

老街中的一切，如水般慢慢荡进我的心底，积
成一潭名为“幸福”的湖，纯净、清澈。 姚 博

辅导老师 李 冰

新郑市委
四届三次全会召开

无处安放的故乡情结

记得小时懵懂，对“囫囵吞枣”这
个成语，竟然有着异样的理解，根本体
会不到“生搬硬套、不知变通”的深刻
含义，只是觉得可能是枣子太好吃了，
连枣核穿肠而过的危险都不顾了，可
见枣子的独特吸引力，所以《湛渊静
语》中的那个呆子才会想出如此令人
绝倒的想法。

初知“大红枣儿香又甜”，那已经
是很久远的儿时记忆了，后来才知道
这枣儿就在新郑，新郑的大枣堪称“香
中加香、甜中之甜”。

身为新郑人，有幸尝遍各种大枣
制品，切身感受那火红生命带给我们
的生命活力，所以也更觉别有一番滋
味。

大红枣儿是引子，引出了源远流
长的枣文化。《诗经》最早记载了这种
历史悠久的植物“八月剥枣，十月获
稻”。当然当时应该是野生的枣子，但
它给初民状态的人们提供了充饥的粮
食。儒家典籍中也曾经记载，枣子是
古代诸侯国之间相互问候交际时使用
的一种礼物。战国时期的燕国北方曾

经把枣子当作帝王考虑治国安邦的经
济命脉。一颗枣子竟然能主宰大乾
坤，其作用真是不可思议！后来人们
有目的地广种枣树，对其寄予厚望，希
望在发挥它充饥功效的同时，能够在
政治外交上再立新功。

大红枣儿是引子，引出了轩辕故
里的丰硕。新郑因为黄帝而闻名，也
因枣子而红火，黄帝无可选择地选择
了在新郑降生。枣乡却可以选择，新
郑勤劳的人们用聪明的头脑、辛勤的
汗水赢得了“枣乡”的美誉，让大红枣
儿在此处安身立命，声名远扬。“三月
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盛况我们已经
耳闻目睹，壮丽的场面是对祖先的敬
仰和尊重，然而每年 9 月中华枣乡风
情游时节，枣园中枣子累累在枝头的
丰硕景象，一点不亚于众多海内外华
人聚集在炎黄广场时的恢宏场面。在
枣园中的品枣游玩的人群更是让这个
季节的新郑显得更加生机盎然。

大红枣儿是引子，带出了生命的
火红价值。就像枣子本身一样，透出
了生命般的颜色。都说枣子是个宝，

补血不能少了他。从最初的被人摘
食，到诸侯之间互相问候的礼品，到枣
儿产品走进寻常百姓家，枣儿总是被
人们慢慢地咀嚼品尝着，只有在这个
过程中，她释放了生命，才实现了自己
的价值的。就像她火红的生命一样，
不管是压扁了、碾碎了，依然不改补
血、造血之功效，通过一次次的生命转
型，用最本真的生命反应来阐释自己
存在的价值。好的口感总会赢得好的
口碑，大红枣儿用事实给人们最满意
的答复，她的口碑被人们挂在口上，记
在心中。

大红枣儿香又甜是最初印象，也
是永久印象。大红枣儿给黄帝故里增
添了新的文化血液，用畅销省内外、出
口海内外的实绩让黄帝故里再添辉
煌。但更让人敬佩的是它用小生命扭
动大乾坤，用鲜红的生命提供生命的
动力，给生命提供鲜活的血液，这应该
是大红枣儿表里如一的生命本真，红
的像火，燃烧生命，也带给生命活力。
让大红枣儿在枣乡长久的怒放！

沈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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