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家，老爸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总有着化平凡为神奇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老爸在县农机站当

技术员。那时我刚上初中，每到暑假就

跟着他去维修农机。记得有一次遇到一

台老式柴油机，曲轴磨损严重，按常规必

须返厂大修。老爸却琢磨出一套“土办

法”：他用油石手工研磨轴颈，自制垫片调

整间隙，最后竟让这台“老爷机”重新欢唱

起来。领导听说这事后，来到车间，看着

轰隆作响的机器直摇头：“这不符合操作

规程啊。”老爸却笑呵呵地指着墙上“艰苦

奋斗”的标语说：“咱们共产党员办事，就

是要因陋就简、变不可能为可能”。

后来，我考入省城的技校，专攻农机

维修专业。每当放假回家，老爸总是迫

不及待地拿起我的笔记本，一页页地仔

细翻阅，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嘴角上扬，

那神情仿佛在阅读一本珍贵的宝典。有

一年冬天，老爸到省城办事，冒雪来到学

校，送给我一本发黄的《农机维修案例

集》。那本案例集，是老爸20多年来一点

一滴记录下来的各种农机维修中的“疑

难杂症”。我接过来，只见扉页上工整地

写着雷锋的一句名言：“对待工作要像夏

天一样火热。”我知道老爸的用意，这是

在提醒我今后怎样“做事做人”。

1998 年抗洪抢险，老爸带着突击队

三天三夜没合眼，抢修抽水机。当浑浊

的洪水终于退去，他累得直接睡在泥地

里，手里还攥着扳手。那年他被评为全

省抗洪模范，奖状拿回家时，他却偷偷塞

进抽屉最底层。直到去年整理旧物，我

才发现那张已泛黄的奖状。

在老爸的言传身教下，我的维修技

术也日益精湛。一天，五保户王奶奶家

的电风扇不转了，请老爸去给她看看，老

爸随口说让我去。到了王奶奶家，连把

螺丝刀都没有。我正要打退堂鼓回家，

老爸正好进门，说：“知道你毛毛糙糙没

带工具，我送来了。”

回家的路上，老爸指着晚霞说：“儿

子，你看那太阳，把自己燃尽了还要给大

地留点余热。咱们共产党员，就得有这

份心。今天让你给王奶奶修风扇，目的

就是让你明白‘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如今，老爸退休在家，却比上班时还

忙。谁家水管漏了、电路坏了，总能看到

他拎着工具包的身影。去年“七一”，社

区党支部请他讲党课，75岁的老人不用

讲稿，把延安精神讲得清清楚楚，让年轻

党员听得热泪盈眶。散会后，我看见他

小心擦拭着胸前的党徽，那专注的神情，

就像在呵护一颗跳动的心。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

人。他对南湖怀着深情的向往，每每提起，

便显出几分神往。“趁活着的时候，得去那

里走一遭。”这话他说了不下十遍。这回，

我决计遂了他的心愿，还带上我的儿子，三

代人同去瞻仰南湖上那艘红船。

南湖上罩着一层薄雾，垂柳枝条拂过

水面，划出无数细小的波纹，仿佛在低语着

百年的沧桑。父亲的白发在风中微微颤

动，他立在岸边，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那艘静

静泊着的红船。

忽然间，父亲挺直了他那佝偻的背脊，

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缓缓举起，向红船行了

一个标准的军礼。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

在他那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上投下斑驳的影

子。我分明看见他眼角闪着光，喉结不住

地上下滚动。

父亲在湖边的石凳上坐下歇息，向我们

讲起红船的故事。“这条船啊……”他的声音

有些发颤，“当年不过十几个年轻人，最小的

才十九岁。就在这艘小船上，他们点着了革

命的火种，后来竟燃遍了全中国……”

父亲娓娓道来，我仿佛从眼前这艘饱

经风霜的红船，触摸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正是这条不起眼的小船，孕育了中国共产

党。这个伟大的党，以复兴中华为己任，开

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带领着中华儿

女前赴后继，终于让全国人民挺直了腰杆。

父亲的讲述引来了不少游客驻足。他

语重心长地对众人说：“那段血与火的日子

过去了，如今太平岁月，红船精神更要牢记

心头。眼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

上，世界并不太平，咱们更得秉持红船精

神，让它成为激励后人的力量。”众人频频

颔首，纷纷要与父亲合影，他欣然应允。

这时，一群青年在红船前展开一面五

星红旗，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父亲站

起来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他那沙哑的声音

混在清亮的誓言中格外分明。父亲的一举

一动感染了我儿子，他也学着爷爷的样子，

举手向红旗敬礼。南湖碧波荡漾，一颗红

色的种子悄然萌芽。父亲脸上浮现出欣慰

的笑容。

夕阳西斜，湖面泛着金色的波光。父

亲轻声哼起《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和儿子

也跟着唱和，三代人的歌声在南湖上空飘

荡。返途时，儿子向静静停泊的红船挥手，

父亲微笑着说：“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停泊

在咱们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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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抒情天空 杨文力/文

永恒的礼赞

“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价千金。”

近日，“享游稽山鉴水，共富梅好湖塘”2025

“柯桥湖塘杨梅”文化旅游共富季在绍兴

市柯桥区湖塘街道启动。值此良机，笔者

创作杨梅灯谜若干，为节会助兴，共庆盛

事。

湖塘自 2018 年举办首届杨梅文化旅

游节以来，类似活动已历七届。“海内名角

嘉训、畹华到故里（六字地域荣誉称号），谜

底：中国杨梅之乡”。其中，海内指中国，名

角嘉训即京剧大师杨小楼，取“杨”；畹华是

梅兰芳的字，得“梅”；“之”作“到”解，“故

里”即“故乡”。将杨梅节入谜面，既可宣传

节会活动，又能映衬现场气氛。如“杨梅节

前，广而告之（打一植物）芝麻”，“杨梅节

前，优化推广（二字面点食品）麻花”。此二

谜均用了方位法，“杨梅节前”取“木、木、

艹”，再与其他字素组合成底。

湖塘杨梅，栽培历史悠久，面积广阔，

种植农户众多，有不少以杨梅产业为主的

特色村。如“湖光水月，西塘成就（打一村

名）古城”，光，此处是没了之意，故“湖光水

月”为“古”，再与“西塘”的“土”，“成”合成

“古城”。又如“柳三变来函（打一村名）永

信”，柳三变，即宋词人柳永，来函即来信。

也有以村名入谜面的，如“宾舍有雄心（打

一字）傧”，“湖中土建有成就（打一村名）古

城”，谜面中的“宾舍、湖中”皆为湖塘村

名。湖塘还涌现出许多杨梅采摘基地，如

其鑫、定山采摘基地等。“月内共获三金（采

摘基地一）其鑫”，“陶令不知何处去？（采摘

基地一）桃源”。“陶令不知何处去？”出自毛

泽东《七律·登庐山》，用了陶渊明与桃花源

之典故。猜时用问答形式的思路来理解，

以下句“桃花源里可耕田”之意扣谜底“桃

源”。

近年来，湖塘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先进

设施，应用现代管理技术，农户种植收益显

著提升。先看关于品种的灯谜：“迟到了不

好！（打一杨梅品种）早佳”。该谜用的是反

扣法，因为迟到不好，所以自然是“早”到才

算好（佳）。“主人居首位（打一杨梅品种）东

魁”，“主人”即“东家”，“魁、首”都有“居第

一位”之意。又如“二月先夺杯（打一杨梅

设施）大棚”，“先夺杯”取“大木”，“二月”指

“月月”，故有谜底“大棚”。此谜说的正是

目前湖塘杨梅推广使用的避雨设施栽培技

术。

杨梅产业，已成为湖塘农民的甜蜜事

业，这正是一代代湖塘人辛苦劳动和不断

进取取得的成就。“栽植杨梅树榜样村村皆

有（打一字）木”，此谜用了包含法，以“皆

有 ”二 字 提 示 取 前 面 各 字 的 共 同 部 分

“木”。“初夏杨梅皆上品（二字云南著名景

区）石林”，“凡事杨梅先（打一字）梵”，以上

二谜皆用了方位指示法，分别以“初、先”等

字提示方位，暗示取相应字素组合得底。

“同栽杨梅，皆作优化，共富湖塘（打一

字）保”，此谜亦用了包含法，以“同、皆、共”

三字提示分别提取后面三字的相同部分

“木、亻、口”，再组合成底。“共栽杨梅，大有

可为（打一字）椅”，则是“木、大、可”的搭配

了。谨以此二谜，表达本人对湖塘杨梅的

美好祝愿，愿湖塘杨梅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继续书写新的甜“梅”事业，讲述新的柯桥

故事，谱写共同富裕新篇章。

□开心时刻 傅光明/文

在七月的日光里，历史的辙印被照亮

七一，这滚烫的符号，在岁月长河滚烫

镰刀与铁锤交织的旗帜，猎猎作响

那是信仰的图腾，指引华夏的方向

遥想1921年，嘉兴南湖的红船启航

冲破黑暗的迷雾，点燃希望的火光

一群先驱者，怀揣滚烫的理想

为民族命运，将热血倾洒，将前路丈量

南昌起义的枪响，是抗争的第一声雷响

秋收起义的烽火，燃遍华夏的山岗

井冈山的会师，汇聚革命的力量

星星之火，在神州大地熊熊绽放

十四年抗战，全民族浴血疆场

为守护山河，抵御外侮的豺狼

无数英烈的身躯，筑起不屈的城墙

终于迎来胜利，山河重光，万民欢畅

新中国成立，人民站在历史的新章

从一穷二白起步，向着繁荣奋力远航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大地的每寸土壤

经济腾飞，科技崛起，让世界仰望

看今朝，“神舟”系列遨游宇宙之上

探索星辰大海，追寻未知的光芒

蛟龙深潜入海，探寻深蓝的宝藏

嫦娥六号取壤归来，展现航天力量的高强

脱贫攻坚，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过往

全面小康，让幸福在生活里流淌

乡村振兴，绘就美丽的田园风光

一带一路，连接世界，友谊的桥梁宽广

七一，是光辉的起点，是奋进的序章

每一位党员，都是旗帜上的星光

让我们在党的旗帜下，续写时代的荣光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勠力同心，再铸辉煌

□人生读本 魏益君/文

那颗“红亮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