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祖国共成长”
保利·时光印象杯征文选登

“俺村门前有一条河。河里
的水清清的，没有一丝尘埃，河
中活蹦乱跳的小鱼成群结队，
追逐嬉戏。每到夏天，我和小伙
伴便下河游泳或捉鱼，累了便
到岸上树荫下休息。”我的爷爷
曾经在一篇名为《家乡的河》的
散文中写道。今年寒假，我们回
老家给老姥爷祝寿，我特地跟
随爷爷又去看那条让他迷恋和
难以忘怀的河。

咦？眼前的这条河，河水略
显浑浊。传说中的“清澈见底”
呢？是爷爷好久没来，记错了地
方？还是爷爷爱屋及乌，在文中
做了美化？我疑惑地看向爷爷。
爷爷却神秘地说：“失望了吧？
这已经比前两年好多啦！”

原来，前些年，人们随意往
里面扔垃圾，河面漂浮着塑料
袋、饮料瓶……一些工厂的废
水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到河
里，河水散发着刺鼻的味道。那

时，它和泰山南北、黄河两岸许
多条被污染的河流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臭水沟”。

“幸好，后来当地政府注意
到了河水污染的问题，这几年
加快治理，如今有这个成果，已
经让我们看到希望了！”爷爷望
着远处一块写着“保持生态，保
护环境，护卫青山绿水，义不容
辞！”的大广告牌，像小孩儿般
开心地笑了。

“爷爷，那时你们下河游泳
的做法是不对的，水那么深，很
危险吧！”我指着岸边随处可见
的“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的警
告牌问。

爷爷摇摇头：“以前并不
深，这都是人们过度开采河沙
惹的祸。挖沙人为了多卖钱，不
顾一切，拼命地挖呀挖。前几年
有小孩儿在岸边沙堆上玩儿，
不慎落水，全村只有一个人才
有那水性敢下去打捞，你说得

有多深吧！”
“那时候多好呀！岸上的河

沙松松软软的，赤着脚在上面
很好玩，不比金沙滩逊色。现在
呢，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焉。”爷
爷不无遗憾地说。

河里的沙子被过度开采，
不仅使它的美丽大为逊色，还
给人们带来了危险，给防汛带
来了隐患。几年的治理，也只能
是阻止继续开采，在岸边多设
置一些指示牌。看来，人们对大
自然犯下的错误，有些可以慢
慢弥补，有些却难以挽回！

从大自然的变化中感悟到
自己错误的人们，每天都在用
勤劳的双手，为空气的清新，为
河水的清澈，为美丽的家乡增
添着片片绿色。虽然只是做了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几年
后，大家的努力一定会让爷爷
的家乡、我的故乡重新变得干
净而又美丽。

爷爷家乡的河
作者：井琦

家国情 初心梦 中国心

1949年出生的大伯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已经
进入古稀之年的大伯，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
学生，他们出生在新中国的红旗下，工作在改革
开放的春风里，他们这一代人见证着共和国的发
展变化，砥砺奋斗70年，也抒写着他们这辈人与共
和国一份独特的家国情愫。
家国情

临近大伯70岁生日，全家几代人聚在了一起，
看着满桌可口的饭菜，大伯深情地说，他小时候
能吃上其中的一盘菜就能高兴一星期，他的弟弟
出生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时没有
牛奶，就只能用玉米高粱面活成糊糊往嘴里喂。
十岁的妹妹因为头被锄头磕破一点，缺医少药，
最后因为伤风遗憾离开人世。“作为头顶新中国
同龄人光环的我们是最不容易的一代人，风风雨
雨随新中国一路走来。”大伯唏嘘动情地说，当年
看到姚明退役回顾自己为什么取得这些成就时
说的那句，“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的
祖国。”我都想掉泪，因为没有国哪有我们的家
啊。只有国家好了，强大了，我们每个家庭、每个
人才能好，这是永远颠破不变的真理。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根系于此，情牵于
斯的伟大祖国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归宿。跟随新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一路走来的中华
儿女内心始终涌动着的一颗滚烫火热的中国心。

爱国、爱家，这是大伯一代人用生命坚守的
人生坐标，他们正是信奉着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
的格言，将家国融于一体，为家付出，为国奉献，
才有了自己所谓的不负今生的工作业绩。
初心梦

立秋时节，大伯当年山东大学工学院的同学
从西北某地回到了老家济宁，陪同两位老人吃饭
方得知，原来大伯和这位老同学已经将近三十年
没见面。大伯说，当时大学毕业学物理的同学选
择去了中国最需要的大西北，刚毕业前两年还写
信，后来因为工作特殊性失去了联系，好在大伯
毕业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未曾更换工作，老同
学才在失去联系30多年后凭当时的记忆找到了大
伯。大伯的同学说，自己因为从事军工特殊行业，
在西北某基地工作一直到退休十年后才解密外
出，带着妻儿回到山东老家时，自己的父母已经
作古多年，自己的弟弟也刚刚离开，谈及家人，老
人顷刻泪流满面。老人说，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父
母，之前光寄钱物，没有在老人临终前尽孝，乃终
生遗憾之事。

是啊，“对不起”可能这是老人对家和家人的
愧疚。可是正是有了这一代对中国饱含深情的军
工人初心不改的默默付出，无问西东的辛勤奉献
才有了新中国今天安定祥和的局面。

忠诚、奉献这是大伯那代人特有的精神特
质，在近四十年的水利工作历练中，一直工作实
践在最前沿，从稻改到水利工程大战，从抗旱保
收到防汛减灾，他们正是凭借自己初心和勤劳付
出为农业丰产丰收放射着属于自己的光和热。
中国心

退休的大伯在得知自己学医的外孙要出国
留学时，还是吃着晕车药，专门跟着车一路奔波
走到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送外孙去法国。大伯说，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这一路上告诉小孩子，无
论你走多远，你都是中国人，不能为国家丢人。
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有点俗，可是他却成了大伯
的一项工作，外孙在法国每一次打电话回来，大
伯总是语重心长地讲在外边一定好好学习，回
来报效中国。离开家一月之后，外孙在电视那头
激动地说，只有走出国门，走到异国他乡，才能
真切理解自己姥爷说的那些话，那种情。也许没
有走出过国门的人，很难理解这种乡情，这种感
受，这种情愫，这一切都源自于一颗跳动的中国
心。

作者：徐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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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生长在一个教育世家：从我爷爷
到我父亲，再到我姐，三代人都是优秀的人民教
师。从1978到2018，改革开放已经走了整整40年。40
年的改革，让济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
我们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40年，我们家逐渐由
贫弱迈向富裕，40年，我们三代教育人一直都在孜
孜探索着伟大教育梦，而这一切的成就与辉煌，
都源自于那个难忘的1978。
1978年冬寒料峭

1978年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落后
的教育体制，开始真正面向世界，拥抱未来。当好
消息传到济宁，传到济宁安居镇西朱庄这个小山
村时，50岁的爷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为他知
道：他又可以拿起教鞭去讲台上奉献自己的人
生，因为他明白：期盼已久的教育的春天来了！
1988年乍暖还寒

爷爷曾经对我说，他怀揣了一个梦，梦想家
乡的学生都能上好学。爷爷说，在改革开放之前，
济宁人的教育知识水平普遍比较低。而且当时济
宁整个城区只有位于太白楼路的老新华书店，有
时人们为了读本好书，都要从金乡、汶上走几十
公里的路赶过来。每当书店一开门，许多看书的
人便蜂拥而上，都在如饥似渴的读书。爷爷说，从
他们的脸上，仿佛清楚的写着“我要上学”四个
字，而这四个字，曾是多少老济宁人心中最渴求
的梦。

当时济宁地区教育力量的薄弱，让很多60后、
70后的济宁人学习经历不完整，留下了深深的遗
憾。每当他在汶上授课的时候，望着台下那一双
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总是有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
心头。为了能让更多的学生学好知识，他到济宁
旧书摊上四处收集各种教学用书，去济宁一中拜
访名师，不断探究教学方法，尽力弥补那些年的
知识空白。爷爷说，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济宁的
教育事业，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十年前的
1978年。
2008年春风习习

爸爸曾经对我说，他怀揣了一个梦，梦想学
生都能均衡成长。爸爸说，作为一名济宁任城区

农村初中教师，他深深关注济宁农村孩子的身
心成长。在他看来，现在济宁市农村地区义务教
育学校在办学经费投入、硬件设施、师资调配、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方面普遍不及城市。“超
大班额”、泥巴操场曾经是济宁农村学校的代名
词。一方面不少济宁农村学校位置偏远，道路泥
泞，交通闭塞，好多优秀名师都宁愿去济宁学院
附中、十五中这样的学校，也不愿意来鱼台、泗
水这些偏僻的农村学校；另一方面，由于济宁市
农村孩子的家长大都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儿童
缺少关爱，他们的学习、身心发展也不容乐观，
许多留守儿童不仅脾气大、自卑、成绩差，而且
不善于沟通、无法立足于社会，影响学生的均衡
成长。

现在，走在笔直的学校小道上，望着窗明几
净的教室，看着农村学校图书馆满满的图书，爸
爸一种无形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爸爸说，正是1978
年的改革开放拓宽了农村孩子们的眼界，丰富了
他们的憧憬，改变了农村孩子们的命运。
2018年春暖花开

姐姐曾经对我说，她怀揣了一个梦，梦想学
生都能自主发展。姐姐是济宁一名小学老师，她
说，当初在他们班级，填鸭式的教学，成为济宁各
个学校的标配，但是这样的教学，不仅让教师心
累，学生也是叫苦连天。

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校园里，提升学生能力，
发展学生素养已经成为济宁市大多数中小学老
师的共识。课堂上，学生们神采飞扬，交流碰撞，
将自己去古运河、羊山战役纪念馆、孔子文化节
游玩的照片给大家分享，讲述魅力故事，提升语
言能力；课堂外，老师学生一起去拜访孔子、孟
子，学习国学经典，品读儒家文化，注入孝德精
神。去济宁市图书馆尼山书院参加“爱在金秋”朗
诵会，练习书法，陶冶情操。

正如姐姐所说，每次谈及自己的教师身份，
大家都投来敬佩的目光，这让她非常自豪和骄
傲。姐姐说，正是1978年播下的那颗梦想的种子，
才有了今天济宁老师和学生的笑颜逐开，才有了
今天济宁教育事业的春暖花开。

教育的春天：三代教育人的1978
作者：张允允

2019年，央企保利满载真挚诚意首筑千年济宁，择址城央臻稀地脉，敬献全国第四座保利“时光系”高端产品—保利·时光光印象，以砥砺
27载的国匠品质实力焕新老城新区居住面貌，赋予济宁人居蝶变新高度。央企保利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发起保利·时光印印象杯“我与祖国共
成长”有奖征文。征集作品百余篇，来稿者中既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小学生，既有辛勤的园丁老师，也有奋战在基层的劳动者们，他们以优
美的笔触记录着身边美好生活的点滴，字里行间抒发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下面小编就择优刊登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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