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国·我的家·我的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爱中华·颂家乡”征文大赛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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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镰刀与锄头，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几十年，

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在故乡的土地上，它们是名
词，更是动词。这些冰冷的钢铁在故乡的土地上
行走，在故乡人的手掌上行走，在故乡的日子里行
走，在故乡的心上行走，也在故乡的希望里行走。

农耕时期，每一件走进泥土的农具，都是故乡劳
作的乡亲们的伙伴与朋友。它们朝夕相伴，习惯于
早出晚归的乡亲们，也习惯于把每一件农具都打磨
得发亮，镰刀、锄头、镐头、锹、犁，每一件都比它们的
名字更亮。在故乡，特别是在黑土地上，这些农具，
这些有百年的历史甚至千年的历史的农具，比一个村
庄的历史更长，比村庄的人生命更长。

2
在故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使

命。鹰击长空与鱼翔浅底不是鹰的爱与鱼的选择，是
规律。没有永远的主角与永恒的精彩，花落只是让果
实长得更好。而当现代化的农具，播种机、收割机、插
秧机、脱粒机与太阳一起，从梦想开到现实，车轮碾过
故乡之后，镰刀与犁铧离场了，仿佛是一个没有掌声的
演员落寞而去。历史就是这样，要不断忘掉旧的名字，
以便记住新的名字。于是在故乡，夕阳西下的时候，遍
地的不再是乡亲，而是现代农机，它们仿佛一个个从四
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游人，在这里欣赏，在这里留恋。在
历史与现实之间，每一个农机的辙印都是一枚螺钉，把
历史和现实，把昨天与今天，把许多不相干的日子和故
事装订在一起。

农具们依旧被挂在农家的屋檐下，只是对于故乡，
这些农具不只是发展与变化的一个见证者，还是一个
经历者。只有从我身边吹过的风依旧清凉，不知是从
镰刀吹过来的，还是从播种机吹过来的。

3
河水远去，把石头留在岸上。

岁月远去，把这些农具留在岸上。
细心的兄长，把家里原本存放农具的仓房，改造成

了一个存放农具的地方，家里所有的农具，父亲使用过
的，母亲使用过的，哥哥自己使用过的，所有家里没有
丢弃的农具一一的陈列在小屋里。小屋简陋甚至有一
些破旧，朴素和斑驳的砖墙上哥哥钉上了一排的钉子，
把所有的农具都挂在这墙上。跟了父亲20年的镰刀，
20年之间父亲不知道磨过多少次，我还常常想起小时
候，父亲每一次在磨石上磨过镰刀，在清水里洗过了之
后，习惯用手指去感受刀锋的锋利。他凝视刀锋的目
光是那样的慈祥，透出一股亲切，一股力量，仿佛是凝
视一个伙伴，甚至一个孩子。用这把镰刀，父亲养育了
我们，也养育了他一生的希望。

跟了哥哥十年的锄头已经细小了，那是哥哥回
家务农之后使用的第一把锄头。初中毕业之后，看
着病在家里的父亲，哥哥放下了或者说放弃了自己
求学的梦想回家务农。瘦小的他在村头的铁匠炉打
制了一把比成人矮一些的锄头。锄禾日当午，十几
年的劳作锄头已经斑驳了。哥哥使用过的每一把镰
刀，割草专用的，割柴专用的，甚至割水稻专用的，哥
哥习惯使用不同的镰刀从而让自己单调的日子多一
些色彩。此刻，哥哥使用过的所有农具和他流逝的
青春，都静静的凝固在这里，凝固着哥哥的希望与父
亲的期待。哥哥习惯没有事情的时候在小屋中，在
这些农具中静静地坐一会。坐一会就会感觉到，那些
农具依旧在田野上行走，那些庄稼，依旧在他的肩头生
长，鲜活的蓬勃的青春依旧没有离去。

仓房的门口摆放着一个石碾，是作石匠的姥爷从
几十里外用几头牛拉的爬犁把这块上好的大青石拉回
来的，那年母亲才6岁。之后，尽管也有人出高价买这
块青石，姥爷却一直没有动心。听姥姥说，姥爷这一
生，除了他作为一个石匠谋生的工具外，他只在意两件
东西。一是35岁时拉来的这块青石，后来他把青石造

成石碾送给女儿作嫁妆了。二是65岁时，在停放过青
石的地方，姥爷为自己准备了一副寿材，山桃木作的，
一备就是20年，每年他就精心的里里外外的刷上一遍
油，二十年后，85的他把自己装进了这里，像一本合上
的书，不准人们再打开。母亲出嫁的时候，姥爷在父亲
家破旧的三家草屋旁精心地修整出一块地方，安置好
了这座石碾，这是这个小村的第一个石碾。石碾隆隆
的滚动声，让一个小村有了活力。村里的人于是习惯
在石碾上，加工粮食。四十年后村里的电磨开始轰鸣，
便没有人再用石碾推粮食，村里的驴也都杀光了，石碾
留给村人的只有吱吱呀呀的记忆。有一天，一个城里
的人想买走它，做什么用，城里人没有说。母亲犹豫了
一夜，最终还是没有卖，她说这东西留着就是一个念
想，也只是一个念想。

4
朴素的农具小屋仿佛一个风尘仆仆从历史深处

走来的老人，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70 年之后，在故
乡土地上，静静的只是一个观众，也只做一个观众。
看山村土地的舞台上，一个又一个农具上场与退场，
机器的轰鸣声仿佛是祝贺捷报的鞭炮，看姑娘的花
头巾怎样和彩霞一起飘扬在山头上。看岁月的舞台
上，一个个人站起来与倒下。伟大与光荣，辉煌与平
淡，对于历史只是一瞬。而这些农具，在故乡的黑土
地上昨天是一颗星，今天还是一颗星。

只不过，昨天挂在天上，离我们很远。只不过，今
天挂在墙上，离我们很近。风一吹，小屋就咳嗽，风一
吹 房梁上就掉下来老故事。雨从不挑剔，该来就来，
在屋顶上跳几下，再蹦到地上，泥墙上的几棵小草招
摇着绿色。土地之上，无论是什么农具播种下的，庄稼
的禾苗在招摇。风吹不吹，屋檐下的鸟窝还在，屋子老
不老，鸟儿依旧相亲相爱。一只小小的鸟，甚至想用稚
嫩的声音，把70的灰尘一点点的擦掉。

我也是。

本次征文大赛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征集关注辽宁、关心辽宁、建设辽宁的社会各界人士的优秀文学作品，
征文主题围绕“我的国、我的家、我的新时代”。来稿作品需围绕“爱中华 颂家乡”主题，以散文类文体为主的
原创作品，题目自定。

活动同时增设“沈北新区”子单元，欢迎各界人士参与创作与沈北新区相关的散文作品，如关于辽河、蒲
河、道义花海、稻梦空间等沈北全域旅游元素的佳作。

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在8月25日前，通过电子邮箱：nsy88041001@163.com，广泛投稿。大赛投稿
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且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过，一旦发现剽窃和抄袭情况，即取消参赛资格。

投稿时请写清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邮编、地址、电子邮箱等会员认证信息，个人简介不少于150字，本次
大赛采取实名制登记，参赛作品署名可用笔名或网名。

冯金彦，男，1962
年生，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员，辽宁省作
家 协 会 会 员 ，《本 溪
日报》总编辑。先后
在《人 民 文 学》、《诗
刊》、《人 民 日 报》等
近 百 家 刊 物 和 报 纸
发 表 散 文 、诗 歌 、评
论、小说。

出 版 诗 歌 集《敲
门声》、《水殇》、《泥
土之上》，散文集《一
只 鸟 的 颤 栗》，理 论
集《背向城市》。

散 文 获《人 民 日
报》中国作家协会散
文 征 文 奖 ，诗 歌 获

《人 民 日 报》诗 歌 征
文二等奖两次、三等
奖 一 次 ，四 次 获《人
民 文 学 》散 文 征 文
奖，四次获《诗刊》诗
歌 征 文 奖 ，《中 国 青
年报》散文征文一等
奖 ，《中 国 旅 游 报 》
散文征文一等奖。

征文启事

□冯金彦农具 历史的一个片段与记忆

作者简介

●特等奖1名，奖金5000元、沈北新区旅游景区门票“大礼
包”。

●一等奖2名，奖金3000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包”。
●二等奖5名，奖金1000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包”。
●三等奖10名，奖金500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包”。
●优秀奖30名，奖品为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包”。
●所有获奖者皆颁发获奖证书。根据投稿数量或增设入

围奖50名。

奖项设置

从 1949 年 到
2019年，弹指之间，
新中国将迎来它的
第 70个年头，中国
的 崛 起 受 世 界 瞩
目，70年后的今天祖国百业昌盛，繁荣富强。

近几年辽宁省的高铁也增加了许多线
路，四通八达的高铁，拉近了大学生回家的
距离，也为辽宁省带来更多更好的生源，说
到辽宁就不得不提他的省会沈阳，沈阳近几
年的发展愈发完善，2006 年三月，经沈阳市
委，市政府决定创立沈北新区，规划中的盛
京站（沈阳新北站）未来会建设成为沈阳“一
主三副”的综合交通枢纽，沈北新区东临棋
盘山，世博园，西接沈西工业走廊，南靠沈阳
主城，与沈河交汇，境内有蒲河，辽河，长河，
左小河，九龙河，万泉河，南小河等七条河
流，沈北新区共有 6所大学组成的沈北大学
城，其中包括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航空
航天大学，辽宁传媒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沈
阳工程学院。

在沈北新区，不仅有高校并作，还有数不
胜数的风景区游乐设施，种样齐全丰富，著名
AAAA级景区 沈阳怪坡，长80余米，宽约25
米，呈西高东低的走势的斜坡，使人闻名而来，

一睹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面对旷野，背
依群山，周边还有
数座风景区，如卧
佛寺，万家寨，北汤

温泉，沈阳国家森林公园是全家自驾游的不二
之选，在冬天还会开放怪坡滑雪场。

还有 AAA 级风景区稻梦空间位于兴隆
台锡伯族镇，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稻田，以自
然生态为理念，打造原始耕种与鸭蟹立体养
殖共作的生态稻田，以锡伯族文化为传承，
展现璀璨悠久的农耕历史，是修身养性的好
去处。还有沈北的方特欢乐世界是带着全
家回归童真的游乐圣地。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后，今年将迎
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载风风
雨雨，辛苦历程，打造了如今强大的祖国，国
强则民强，国富则民富，国家昌盛则民族亦
昌盛，光阴如水，岁月如梭，我们在祖国妈妈
的怀抱里茁壮的成长，慢慢的长成了可以保
护祖国妈妈的栋梁，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一日千里，这一切的成
功无不显示着我们祖国今日的繁荣昌盛与
取得的巨大成绩。

作者简介：辽宁传媒学院服装专业学生

□王禹涵

我的家 我的国
我的家乡在沈阳 ，我从小生

活在蒲河边，她是我童年的记忆，
我爱蒲河的水，我享受着蒲河陪
伴着我的成长。在蒲河的滋润
下，一代代人，慢慢长大。

接下来让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我的母亲河，蒲
河吧。蒲河是浑河右岸主要支流，发源于铁岭县
横道河子乡想儿山，从东北流向西南。经棋盘山，
穿长大，沈山两条铁路，经新城子于洪区，新民县
于冷字堡徐村入境流经冷字堡，杨士岗子 刘二
堡，潘家堡，辽中县，城郊乡，博林子，乌伯牛，六间
房，老观坨，朱家房等 11 个乡镇于朱家房黄土坎
村入浑河贯穿全景中部，计57.8公里。

蒲河环境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随着城市的
建设和上游建起的工厂, 原来的河渐渐地变成了
黑色, 发出了阵阵臭味。近年来,家乡加大了城市
绿化建设，往日的蒲河慢慢的好了起来，政府大力
扶持的河道管理所让河道重新清澈，污染的河面
也重新清澈翠绿了起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
强，我们的蒲河母亲换回了美丽的衣服。

我曾不避艰险奔波数千里，从她的上游出发，
去探看她的中游下游。在从沈北至铁岭的千里长
途中，在胡杨、罗布麻、红柳、梭梭等沙漠植物的簇
拥下，她时隐时现，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我来
到了她的下游，她已疲惫到了极点。水流细弱滞

钝，几乎看不出是在流动。在
短短的半个世纪前，她还能流
进浩瀚的海洋，后来她流进新
民，现在她连新民也走不到
了。我曾看见河流入湖入海的

情景，那种开阔懒散的样子，仿佛表明那些河流的
心情：不走了，这儿就很好。

蒲河教会了我学会坚强和清澈。
好好看一看那些河流吧。人们似乎忘了，人

类就是在河流的教育下长大的。我爱这些河流，
清澈的我爱，污秽的我也爱。污秽不是河的错，是
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们的错。那不是河的污
秽，是你的污秽，是我的污秽，是大家的污秽。

现在,生活的经历使我懂得,最博大的还是故
乡的河,她虽然没有长江黄河澎湃的气势,但她有
母亲般的悠悠情怀,经得起儿女一辈子品读咀嚼.
故乡的河呵,
荡漾着童年
的梦,牵动着
故人的心。

作者简
介：辽宁传
媒学院视觉
传达专业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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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昊翔

我爱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