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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白云寺镇的周镇长、包村干部袁

主任、驻村第一书记连瑞和村两委的
干部早已等候在村部门口，见郭副书
记一行从车上下来，连忙迎上来握手。
郭副书记一一向胡组长作介绍，特别指
着连瑞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心
脏才做过手术，依然坚守基层一线，是
淮城市扶贫工作的先进典型。”胡组长
点头道：“你辛苦了！”连瑞笑着说：“谢
谢领导，都是应该做的！”周镇长调侃
道：“扶贫任务艰巨，他这一个月只回家
三次，老婆甚为不满。”胡组长狐疑地
问：“为什么？要跟老婆做好工作，争取
理解和支持嘛！”周镇长冲连瑞挤挤眼
睛说：“是啊，张书记说说，你老婆为什
么对你不满？”连瑞瞪眼朝周镇长后背
捶了一拳，嘴里说：“你是个坏货！”大
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胡组长终于听
明白周镇长的话背后隐藏的狡黠意
味，似乎觉得并不好笑，一脸严肃。

村部办公室中央，用四张办公桌
拼成一个大桌案。一边整齐地摆放
着几十个扶贫档案盒，另一边村妇女
主任吴秀娥正在笑吟吟地切一只西
瓜，刀刚轻轻一碰，西瓜就“唰”地一声
裂为两半，室内立刻飘起一股清冽的
瓜香。周镇长说：“请领导们先吃瓜，

这是我们马鞍村特产的麒麟西瓜。”胡
组长眉梢一挑，厉声问：“谁让你们买
水果了？”大家有点发窘，不知怎么回
答。吴秀娥笑着说：“不是买的，是我
自家种的，还有好多呢。我们穷乡僻
壤，别的东西没有，西瓜管够，还没打
农药！”说着双手捧一块西瓜递给胡组
长。周镇长主动取了一牙，率先咬一
口，打哈哈说：“是啊，我们来了可没少
吃。”胡组长一动不动，看着那牙西瓜
足足有五秒钟，然后冷着脸一字一句
地说：“这瓜不能吃！网络上有个热
词，叫吃瓜群众，意思是事不关己，吃
瓜看热闹。我们干扶贫工作的，可不
能当吃瓜干部！”郭副书记摆了摆手，
示意将西瓜端到一边。周镇长手里
的西瓜还没来得及咬第二口，满脸尴
尬的神色。

郁洋觉得胡组长有点不近人情，
治得大家下不来台，就走到外面的走
廊里抽烟。天色这时变得阴暗起来，
乌青色的云团在树梢的上空浮动，空
气里闻到一种森林里特有的潮湿气
味。远处淮河南岸的隐山笼罩在云
雾之中，像隐藏着神秘的幽灵。郁洋
上了趟村部门口的厕所，里面臭味扑
鼻，群蝇乱舞。他不由心生感叹，就冲
忍受这个厕所，连瑞书记长期驻村实

属不易。今年以来，扶贫档卡因为上
级填表口径的变化，已先后重填了四
次，连瑞大多数时候就趴在村部的办
公桌上睡觉。胡组长来检查工作，又
如何能够知晓并体谅基层干部的艰
辛和苦衷呢。

等回到村部办公室，胡组长已经
检查完全村的扶贫档案，从里面随机
挑选了检查对象。两个贫困户，李玉
海和孙桂英，另一个是今年刚脱贫、已
退出扶贫档卡的李玉安。

“这次检查有纪律要求，安排个
同志帮我带路就行，我一个人入户调
查，不要别人陪同。”胡组长一边说，一
边在笔记本上记下三户户主的名字。

吴秀娥正在脸盆里洗手，笑着
说：“我带路吧，李玉海和李玉安在天
堂组，孙桂英在林场组，车子都差不多
可以开到门口。”

“行。”郭副书记点点头，又看了
看郁洋，说，“郁主任陪着吧，胡组长入
户时，你在门口等着，不要进去。”

还是来时的车，吴秀娥在副驾驶
位上带路，郁洋陪胡组长坐在后排。
村间沙石路隐藏在树林之中，眼看着
没路了，一拐弯，又驶入另一片树林。
路虽然只有一两条，却瞬间让人迷失，
完全辨不清方向。郁洋没话找话地

说：“胡组长，检查我们对贫困户李玉
海和孙桂英的帮扶情况可以理解，为
何还要检查已达到脱贫标准、并且退
出档卡的李玉安啊？”

胡组长说：“郁主任，中央说扶贫
工作永远在路上，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你还是没理解透彻。帮助贫困户脱
贫，只是‘扶上马’，农民还可能因为骑

术不精，从马上跌落下来，重新陷入贫
困，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仅要‘扶上
马’，还要‘送一程’。”

吴秀娥扑哧一笑：“领导说话真
笑人，我们村叫马鞍村，人人都会骑
马，不会从马上掉下来的。”

吴秀娥的话逗得胡组长也笑了
起来。笑归笑，郁洋心里暗生佩服，
说：“我们天天按照人均年收入三千零
二十六元的贫困线标准来逐一对照
农民的收入，一心想着摘掉贫困户的
帽子，确实没想过贫困的帽子摘掉以
后，还有可能重新戴上啊！”

吴秀娥在前面戳戳点点，车子行
驶了五六分钟，就在一户农家小院前
停了下来。

“到了，这是李玉海家。”吴秀娥说。
胡组长从车上下来，往上提了提

有些松垮下滑的皮带，低声说：“你们
在门口等着。”走出两步又回头交待，

“要守规矩。”
待胡组长进门以后，郁洋问吴秀

娥：“这户怎么样？”
吴秀娥收起一直以来嘻嘻哈哈

的神情，正色道：“李玉海有间歇性精
神病，都说是他盖房子盖犯的，现在由
区财政兜底扶贫。区包保干部前不
久还买了两只半成年山羊送来给他

喂养，据说五百块钱一只，两只羊花了
一千块。”

“噢。”郁洋点点头，心里稍微松
了一口气。

“他儿子叫李明，是去年的‘感动
隐山’十大人物，你应该知道的呀！”吴
秀娥说。

郁洋心里一动，问：“是在武汉
东湖救人的那个李明吗？”吴秀娥点
点头，说：“是的，帅小伙！”

这时郁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他
以为是周镇长或者连瑞告知什么消
息，没想到却是陈清。

“什么事？简短直说。”郁洋说。
“昨夜台风暴雨，将马忠良的蛇

王庙刮倒了，成了一片废墟。他这会
儿正在移民指挥部讨要说法，要求在
赔偿问题上给个准信儿。”陈清语速极
快，情绪里似乎压抑着潜在的兴奋。

“哦，是吗？”郁洋心里一惊，却又
跟陈清一样感到某种庆幸的意味，“那
不叫马忠良的蛇王庙，是他们村的蛇
王庙。”

陈清不管那么多，问：“这是好事
儿吧？那个庙还没测量呢，对我们来
说，是跟马忠良谈赔偿的契机。”

郁洋说：“我正在白云寺镇陪同
检查，你那边先应付着，还是那句话，

让淮口村的村支书给他咬个牙印，等
待村里的移民统筹资金解决。”

“我昨天就按你说的找过村支书
赵太谋，让他给马忠良咬个牙印。他
说我往哪里咬牙印？咬谁的牙印？他
自己承包的鱼塘四周种植的二十多棵
杨树现在还没有列入赔偿范围……”

这时，胡组长已经从李玉海家走
出来，郁洋连忙挂了电话。胡组长板
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向车子。
吴秀娥正在门口的一棵粗大的杏树
上摘杏子，笑着喊道：“领导，第二户孙
桂英家就在旁边，不用坐车。”

胡组长说：“好，你带路吧！”
吴秀娥一脸泼辣的笑，咬了一口

刚摘的杏子，尖叫道：“哇，一点也不
酸，领导尝尝！”说着递给胡组长一颗。

胡组长这次倒没拒绝，伸手接了
过来，攥在手里，迟迟没有尝。走出几
步，见地上有不少成熟后自然掉落的
杏子，空气中飘散着一种腐烂的果
香。胡组长自言自语地说：“农民也真
奇怪，这么好的杏子，为何不摘下来拿
到城里去卖？”

吴秀娥哈哈一笑，说：“我们正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弄不好
不仅筐子被城管夺走，还要
将来回的车费赔进去！” 12

连连 载载

朝花夕拾

山水画卷（摄影）何元生

“吃了吗？”曾是使用最广泛的
一句问候语，它背后隐藏着人们对
饥饿的恐惧与担忧。随着人民的
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温饱问题在全
国范围内基本得到解决，我们现在
已很少听到不分场合“吃了吗”的问
候，热门话题则变成了节食、减肥。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关键在
主产区；河南作为中国粮仓，重要
地位无可替代。那么，你知道河
南是如何实现从“天下粮仓”到

“国人厨房”转变的吗？
近日，何弘、尚伟民合著，聚

焦国家粮食安全、反映中原粮仓蝶
变的长篇报告文学《粮食，粮食》由
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国
家粮食安全的高度着眼，以粮食进

化历史、生产历史与人类发展的关
系，中国各时期粮食政策、与粮食
相关的重大事件为背景，以我国粮
食核心区建设、生产技术进步、粮
食生产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主线，从
粮食问题出发，基于个人经验、溯
及民族记忆，立足河南、放眼全国，
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居安思危，力
图在对河南从“天下粮仓”到“国人
厨房”转变的描写中，促使大家牢
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深刻理解我
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方面的巨大进步，彰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更
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大象

关注国家粮食安全 反映中原粮仓蝶变

腊月初十那天，如果天气好，我们
这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路过
邻居家门口，总能看见那些叔伯婶子
们对着一面镜子，在院子里梳洗打
扮。从他们搽脸抹粉，或者梳着头发
的喜悦神情上，从他们隔着院墙相互
打着招呼的语气里都可以感受到，他
们这是要去夏李街赶会了。

夏李街是公社所在地，那里离我
们村其实并不是太远，五里多地。出
村向东走200米，再拐上那条笔直的南
北大路，一直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
不过，那时候村北那条河上的桥还没
有完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
游蹚水过去。水不算深，浅的地方刚
没到小腿肚那儿，过去河走上二三里
地，很快就到了会上。会上的人可真
多呀，从街南头的入口到街北头，从街
东头到街西头，东西南北各长二里多
地的十字街道上人山人海。洋车是推
不进去的，只好掏出五分钱存在街口
的看车处让人看着，体量庞大的架子
车更是休想进去，倘若手上带了碍事
的家什在会上行走，是很不方便的。
在那拥挤不堪的大街上，你会觉得自
己渺小得就像一滴水溶进了大海，一
粒沙子抛进了沙漠，一转眼就看不见
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通信不发达
的那种年代，要想在会上找到一个熟

人，如果不是提前约定好地点，或者迎
头碰见，实在是十分困难的。

除了中间留出马路过人，街两边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摊，而且一个
挨着一个，都是针头线脑、布匹鞋袜、权
耙扫帚、地方小吃、日用百货……猪娃
儿市和牛羊市往往都设在会的入口
处。人在会上，除了感受到周围的人
声鼎沸外，远远地能听到那些猪娃儿
的叫声，拉长声调，显得清脆而嘹亮。
会上，生意好的应该是布匹摊了，那常
常是女人们光顾的地方，她们心里常
常装着丈夫和孩子，装着全家人的穿
戴。同时，这里也是男女青年相亲撕
衣服的重要场所。常常是媒人在旁边
跟着，女方在布摊前精心挑选着自己
喜爱的衣服颜色和料子，男方则默默
地尾随其后掌着钱包，随时做好掏钱
的准备。当然，也有那些没定亲的男
女青年，平时碍于害羞和其他方面的

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
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
由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传
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
的时间和地点，远远地一边观望，若是
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
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
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
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
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
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
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
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意思了。

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
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路货外，紧俏
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
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
条的摊点。一家儿或者两家儿搭伙
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
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

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
烧火。油锅里热油滚滚，热气腾腾，早
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
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
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
刀在上边“咔咔”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
一抻，放入油锅，只听得一阵“哧哧啦
啦”的爆响，那一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
面条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着上
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
着用罩沥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
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
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捎包儿，或
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抑或是要回
家看望年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
深的衣兜里摸出三两块钱递过去。只
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两块钱
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
已经被纸做的经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
来，买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
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让
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
招摇摇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
着乱晃。

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
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出夏李
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
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
的姿势都有些俨俨的醉意了。

♣ 张中民

聊斋闲品

言之高下在于理言之高下在于理（（书法书法）） 于庆彬于庆彬

坐忘与发呆
♣ 谷金长

百姓记事

冬来草靴暖
♣ 刘文方

草靴保暖，较笨重，木头底
子。草靴应该叫花靴，由芦花编织
而成。家乡称编草靴叫勒草靴，勒，
发“来”的音，因为编草靴时要用大
针、细麻绳用力勒紧。家乡称芦花
叫苇毛儿，采苇毛儿，有说法，一般
在寒露前三五天采集。这时候，它
不太老，柔软，韧性，编出的草靴更
暖和更结实。

勒草靴，先得做木底，防水，防
滑，和木屐作用相同。不同的是，草
靴木底更厚重，一般几乎呈通跟样
子，脚腰部稍微挖得凹一些。一般
厚度两三厘米不等，勒好后，靴加木
底子三至五寸高。

制木底和木屐流程大同小
异。做好打磨光靴底后，接下来钻
针眼儿。针眼不是上下贯穿的，在
靴底子四周，中间部位斜着钻透一
圈针眼儿，大约一扁指宽一个。然
后拿着一小撮，约两到三根苇毛儿，
用缝被子的大号针穿上比香细点儿
的麻绳穿进木靴底针眼儿里，把苇
毛儿缝上去，勒紧，转上一圈，相当
于建房子打个圈梁地基。

再往上，麻绳可稍细一点儿，
苇毛儿对苇毛儿一针针相互缝着，
一圈圈往上，一针针勒紧。加上木
底三五寸高，差不多时慢慢收口，根
据脚大小，留靴子口。一般都是通
码，分开大人小孩儿穿而已。草靴
一般都比较大，里面须垫上碎苇毛、
麦秸等，脚穿上袜子后还得裹上破
布才能穿，否则不仅晃里晃荡，而且
还会硌脚、磨脚。每双草靴二三斤
重，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记忆中，村头小河边，芦苇林
成片，尤其是村子西北方，一个叫西
北沟的地方，那里有条小溪，溪边那
片芦苇林更大。秋天时，芦花白白
的一片，时常有不同的鸟儿欢闹在
其中。中秋节后五六天，人们就开
始采苇毛儿了。等忙完田里的活
儿，闲下来时勒草靴。

那时候，不少人家都会自己勒
草靴，水平高、麻利的人会存上一些
货。除了家人穿之外，其余的就等
十月十五会上卖。原来，在拐河镇
十月十五会、腊月年集上，随处可见
那些挂着的、摆在地上的、推在车上
的大大小小的草靴。

那时候，冬天穿一双草靴很时
尚，一般人是穿布靴绑木屐，条件好
些，讲究的人才穿得上一双新草
靴。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它非常
暖和，雨雪天气防滑。许多大人都
好像是能工巧匠，老人们说，那都是
生活逼的，逼狠了，啥都会。

当年，邻村的姥爷是勒草靴、
编竹器、制茶叶的行家，加上一手
好毛笔字，成了远近几十里的知名
人士，引得不少人上门取经，他也
成了大忙人，这家不请那家请。十
月十五会、年集上，他勒的草靴卖
完后，才能轮上其他人的草靴，因
为他勒的靴又结实又精致，一双能
穿好几年。

记得我曾穿过两三双草靴，后
来上初中以后，由于教室在楼上，穿
它声响太大。冬天，天寒地冻时，把
它放在座位下。听课时，才把脚伸
进去。坐那儿一晌，穿着它脚暖和
得发烧。草靴存放比木屐讲究得
多，不能淋雨，不能风刮日晒，还得
防止老鼠做窝。

那天，回了趟老家，想去看芦
花。谁承想，那片芦苇林早没有
了。近几年，我在拐河镇十月十五
会、年集上转过来转过去，竟没发现
一双草靴。也是，那个又沉又笨的
草靴早没人穿了，就连会勒草靴的
人也没剩多少了。

赶 会

近读《庄子》，在《大宗师》一文中，有段孔子
与学生颜回关于“坐忘”一词的释意对话：“颜回
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
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
坐忘。”颜回说的坐忘，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
是：遗忘肢体，抛开聪明，脱离形骸，丢掉智慧，
与大道通为一体，这就叫坐忘。读至此就颜回
对“坐忘”的释意，使我联想起了前几年流行的
网语“发呆”一词，并与之相关发生的一件趣事。

几年前，朋友相约一起组团去海边游玩。
行程的最后一天，导游安排了半天自由活动，团
里的美女小陈想去大海边寻一僻静处，用几个
小时的时间发发呆，谢绝任何朋友随行。说白
了小陈就是想远离喧嚣，忘却世俗，独处半天静
静心。

当时我对网语“发呆”一词的理解也不是十
分透彻，认为发呆不就是年轻人所追求的独处、
静坐、清心的意思吗。今读《庄子》颜回对“坐
忘”的解释，使我对“发呆”一词的真正含义有了
更深的思索，产生了对其从哲理性的层面上去
认识去理解的念头。

颜回对自己“坐忘”之意的解释，就连其老
师圣儒孔子都感到膺服。当颜回把什么叫“坐
忘”给孔子阐释后，孔子对颜回说：“与大道同
一就没有偏好，与大道化一就没有执着，你果
真成了贤人啊，我愿意跟随在你的身后。”作为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之所以对其弟子颜回表示
赞叹，主要原因是因为“坐忘”达到通“大道”，
即儒家所谓天人合一之境界。 网语“发呆”所
追求的效果，虽无颜回的“坐忘”之玄深妙旨，
却存有“坐忘”中所含之内容和意境。人们发
呆的目的就是寻一净土，独处一隅，平心静气，
此时此刻，身心寂止清净，言语道断，心行处
灭，时间概念没有了，现在、过去、未来也不复
存在，人生的希望忧愁焦虑恐惧惊骇失望孤独
委屈羞惭喜悦等欢喜苦愁烦恼瞬间灭除。发
呆之人这种遗世坐忘之神态，神闲气定，浑忘
累俗之心境，难道不就是具有颜回所说的“坐
忘”所含之意及所要达到的效果吗？

我认为“坐忘”也好，“发呆”也罢，当今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紧张加快，社
会浮躁之气较浓，日常生活让人们常常处在亚
历山大之中。人们倘若能抽出时间学学坐忘、
发会儿呆，放松一下心情，缓解一下内心焦虑，
减少精神疲劳，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脱，对增
进有益的身心健康，岂不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和
方法。

灯下漫笔

♣ 吴建国

人人虎年鼓虎劲
虎为百兽之王，人类对虎的形象可

谓既畏惧又崇敬。虎不仅形态魁伟，毛
色华美流畅，而且嗅觉发达，行动敏捷，
一旦发怒，则虎啸龙吟，威风凛凛。因
此，虎在人的心目中，是正义、威武、勇
猛、雄健、吉祥和生机勃勃的代名词。

虎是哺乳动物，属猫科，体大而头
圆，全身皮毛纹理黄黑相间的条状，前
额有类似“王”字形的黑色斑纹，眼睛在
夜间发出幽幽的绿色光亮，嘴很大，牙
齿锋利，一用劲可以把牛脖子咬断，舌
头上长着粗糙的芒刺，像把钢刷子，能
把附在骨头上的肉舔下来。虎的爪子
刚劲有力，一爪子扑去可以把野猪皮
划开，但走起路来，因爪子上有厚厚的
垫子几乎没有声响。它生活在森林草
莽之间，大都在夜间猎食，能涉河游水，
善奔跑跳跃，声吼如雷，百兽震恐。有
人描写老虎“毛披一带金黄色，爪露银
钩十八只。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
盆牙似戟。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
头声霹雳。山中狐兔尽潜藏，涧下獐
狍皆敛迹”。

人与虎的不解情缘源远流长，早在
上古时期就已显现，并有着诸多堪称

“之最”纪录。笔者祖籍地河南濮阳西
水坡遗址，就发现有6000多年前人骨
与蚌壳排列的龙虎组图，在人骨骸的左
侧，有一个蚌壳虎形象，这是迄今所见
人虎情缘最古老的遗迹，被誉为“中华
第一虎”。在甲骨文中，“虎”字是一只
造型可爱的象形虎。在《周易·乾卦文》
中，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记载，因龙飞
于天，虎行于地，虎与龙结合一起雄伟
强盛，在天地间就会无与伦比。但龙是
虚构之物，而虎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
现实生活中。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虎文化一直
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一支。无论是石雕、
石刻、绘画中，还是青铜器、金银器、玉
器、瓷器上，都能找到虎的纹饰和造
型。在文字、语言、文学、雕塑、民俗，以
及更为广泛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儿
歌等传统文化领域中，甚至借“虎符”调
兵遣将，用虎镇宅、护宝、驱逐邪恶，保
吉祥安宁，皆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其

形无所不在。
虎，不仅是有名的观赏动物，又浑

身是宝，社会经济价值也很高。虎皮可
制褥子、地毯、椅垫等名贵装饰品，虎骨
制的药酒对风湿病有极好疗效。虎肉、
血、爪、须和虎的内脏等都可制成名贵
药品，为消除病痛、增加人类健康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因珍贵，虎的种
类逐渐减少，早已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
动物，受到法律保护，严禁捕猎。现在，
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老虎在维护生态平
衡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现实生活中，虎之所以深受人们钟
爱，更多在于对老虎那种力大无比、敢
于拼搏的精神的崇敬，在于它在恶劣的
生存环境中，威武勇猛、刚烈有力、坚韧
不拔、勇往直前的生命力。我们知道，
老虎是生活在深山丛林、偏僻险恶环境
中的动物，没有顽强的意志和拼搏精
神，是难以生存的。这充分体现了虎与
人类的密切关系和虎文化对世人的影
响。它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特
有的气质，显示着一种勇猛的、威武的、

势不可挡的力量。人们从虎身上，发掘
出无以穷尽的精神元素，用以激励和鞭
策自己。

中华虎年虎添翼，神州龙骧龙腾
空。在我党建党百年之际，党向人民、
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现在，
党团结带领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因此，我们
要大力弘扬“龙虎精神”，做到人入虎年
鼓虎劲。各行各业在新年伊始，要用
战略的眼光和胆识拟定统领工作规
划，单位或个人要精心策划好“方向
标”。以“龙行虎变”的精神，促进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用“虎气十足”的拼劲，
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演绎出生机勃
勃的发展新局面；以“虎跃龙腾”的姿
态，激发自身潜能；用“龙骧虎步”的雄
壮神态，积极投身新一年促进祖国繁
荣昌盛的工作中去；以“虎啸风生”的豪
迈气概，有朝气，讲谋略；用“虎胆虎劲”
的气魄，敢碰硬，敢啃硬骨头，增强底
气，不负韶华；以“奔腾如虎跃”之势，奋
力谱写虎年新篇章！

新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