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 世纪有句俗语流传很
广：要想富，多种树。祖父一直把
这句话当信条， 在他心目中，种
树是天大的事，关系到全村几百
户人家的安危，因此几十年如一
日坚持不懈。

我老家在我市黄河滩区，滚
滚的黄河水汹涌澎湃、 奔流不
息，有时候很温顺，风平浪静、波
澜不惊。 夏季涨潮时水势凶猛，
如虎狼咆哮，横冲直撞，似乎要
把两岸的庄稼、 村庄一口吞噬。
我记忆犹新，一旦水位临近警戒
线，祖父就召集全村老少轮番守
住围村的寨墙。围村的寨墙上面
密密麻麻全是柳树。这条绿色寨
墙由来已久，靠祖祖辈辈接续搭
建、维护才保存下来，一次次阻
挡洪水的侵袭。

祖父曾不止一次地讲述老

一辈人推着架子车一锹一锹铲

土装运， 从几十里外的河滩挖
泥， 耗费许多人力物力才最终完成围村寨
墙这个浩大的工程。为了保持水土，种树成
了首选。当年的老村长立下誓言，每年春天
栽种树木，五年繁衍一片森林。 阳春三月，
他身体力行，带头翻土、扦插枝条、浇水，光
秃秃的土岭渐渐有了绿意，慢慢铺展开去。
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村头最早栽种的那棵
大柳树， 粗壮的树干一个成年人环抱不过
来，高高的树冠撑起半条路的阴凉，枝杈上
搭了好些鸟窝，燕子抑或喜鹊，加上夏日声
嘶力竭的知了， 组合成了和谐的乡村交响
曲。那是老村长亲手种下的柳树，大家亲切
地称呼它为“救命树”。

又一年柳条依依、杨絮飞舞，老村长年
岁渐长力不从心， 便把种树的任务托付给
了祖父。 祖父恪守着承诺，春暖花开时节，
便和乡亲们一道采集柳枝、挑水浇灌，青翠
的细柳枝条经过水的滋润生机勃勃， 在春
风的爱抚下摇曳生姿、潜滋暗长。土生土长
的柳树生存能力很强， 在大家的精心呵护
下不几日便扎根， 隔一年一大片土坡便郁
郁葱葱。

随着黄河小浪底工程的完工， 连年水

患成灾的情形彻底反转，参差错
落的寨墙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功

用。 有人急功近利建议干脆推
倒，填满河塘，多整出一些土地
种庄稼或盖庭院。 祖父没有同
意，这绿色的屏障、绵延的水塘
就是村里的青山绿水，不仅要留
存还要把它们变成金山银山。他
和大家协商后决定改良树类品

种，在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尝试
种植枣树、桃树、梨树、苹果树。
为挑选优质高产的果树苗，扶贫
干部挂帅蹲守，县里技术员手把
手指导。 为实现美好的愿景，村
里父老乡亲人人争先。从第二年
起开始落果，满树的桃儿、杏儿、
梨儿、枣儿，粉嫩嫩、黄澄澄、金
灿灿、红彤彤，五彩缤纷，我们村
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果树之乡，
收获的桃李瓜果走街串巷、涌向
县城。

村里浓密茂盛的树木，春天
花团锦簇、芬芳迷人，夏日绿树成荫、清爽
宜人，秋天硕果飘香、丰收在望，冬日落叶
枯枝，烧饭取暖。 不唯如此，乡亲们都习惯
了种植树木，家家户户一年四季绿树环绕、
花草芳香、鸟鸣啁啾，美不胜收。之后，越来
越多的农户修建了果园、搭起了大棚，干起
了运输营销店、开通了网络销售平台，村子
里的柏油路愈加宽广，进进出出的大小车辆
日益繁忙。 乡亲们奔小康的愿望越来越迫
切、步伐越来越坚定，可是种树的习俗从未
中断，那条蜿蜒围村的寨墙依然绿色盎然。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洪水泛滥时的
救命树，到脱贫摘帽的致富树，再到全面小
康的幸福树， 老一辈人的奋斗激励着一代
代农家子弟立志成才，有的虽远走高飞，但
村民植树造林传统却薪火相传， 绿色的梦
想还在继续……

绿
树
环
绕
俺
老
家

张
理
坤

辉煌四十载·奋进新时代
记录最美濮阳征文

������本报讯 8 月 31 日上午， 由市委宣传部、
市总工会主办， 市工人文化宫、 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安阳综合段濮阳东站承

办，市职工书画家协会协办的“辉煌四十载·
奋进新时代”濮阳市职工书画家走基层活动
走进濮阳东站，朱国勇、孟艳丽、韩军等 12 位
我市著名职工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为高铁

站职工和过往旅客送去

金秋的祝福。
活动现场， 书画案

一字儿排开， 书画名家
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以
书言志、以画寄情，用一
幅幅精品力作彰显新时

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和濮阳市职工书画家心

系家乡的豪迈情怀 ，为
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客呈

上了一道文化艺术盛

宴。 候车的旅客朋友饶
有兴致地欣赏书画家现

场创作， 得到书画家墨
宝的旅客都十分激动和

兴奋。 他们纷纷称赞濮阳市职工文化活动新
颖独特，文旅文创走基层活动接地气。

此次活动旨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 提升
职工生活品质， 展现我市劳动者四十年筑梦
家乡的精神风貌， 传播交流展示我市职工书
画艺术和文化成果。

（记者 宋仁志 文/图）

我市举办职工书画家走基层高铁站专场活动

← 1984 的濮阳
市公交车 （资料图
片）。

↓近日， 在人民
路上行驶的氢能源公

交车。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辉煌四十载 奋进新时代”濮阳市职工书画家走基层活动现场。

戏曲联唱《梨园锦绣处处春》。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歌舞《难忘你老石油》。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8 月 31 日，市民
在龙城广场观看“辉
煌四十载 奋进新时

代”濮阳市发展成就
大型图片展。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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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舞蹈《麦田里的龙乡娃》。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奏一曲自强不息 、 顽强奋斗
的壮丽凯歌， 向濮阳这座城市致
敬；献一支热情饱满、曼妙多姿的
绚丽舞蹈，向濮阳的建设者致敬。

8 月 31 日晚，市工人文化宫大
剧院内灯光璀璨、歌舞飞扬 ，辉煌
四十载 奋进新时代———“我的濮阳
我的城”群众文艺节目展演在这里
举行。

用精彩节目讲述濮阳故事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文旅产
业，不断擦亮“中华龙源地·世界杂
技城”城市文化名片。 此次展演也
是我市文旅产业发展成果的一次

精彩亮相。 20 时，杂技《出彩龙都》
拉开演出序幕，一下将现场观众带
入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与以往演出不同的是， 这次
展演以杂技作为开场。 ”此次活动
总导演孙德峰说 ， 濮阳是杂技之
乡，杂技在舞台上呈现出一种情绪
饱满、场面震撼的感觉。 展演通过
精彩的杂技来开篇，充分展现了濮

阳的活力。
接着 ，歌舞 《难忘你老石油 》、

国乐歌曲组合表演《中华龙》、戏曲
联唱《梨园锦绣处处春》等节目轮
番上演。 演员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欢
乐的心情，纵情欢腾舞蹈 ，尽情高
声歌唱。

“我们想通过一个个精彩的群
众文艺节目，来讲述濮阳的精彩故
事，来品味‘我的濮阳我的城’。 ”孙
德峰介绍，为搞好此次演出 ，来自
各行各业的参演人员有 500 余人，
大家历时 1 个多月，不辞辛苦，加班
加点精心准备。展演分城市之基、城
市之魂、城市之光 3个篇章，主要突
出原创性、群众性和本土性。 有些
节目是以往获奖作品，还有部分是
为配合这次演出原创的节目，比如
情景讲述《“油”缘相聚》、歌曲 《我
和濮阳一般大》《四十如歌》等。

多方为演出保驾护航

一场完美的演出不仅需要演

员的倾情演绎，更离不开我市各级

各部门背后的辛勤付出。
在市委宣传部的周密安排部

署下，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 ，确保
演出圆满成功。

濮阳广播电视台派出精兵强将

精心保障演出顺利进行， 准备高端
的设备进行拍摄，特别是演出当天，
直播车早早地就驶入市工人文化

宫，新闻记者直击现场拍摄，力求将
最好的节目传送给广大市民群众。

市工人文化宫的干部职工围

绕活动整体安排，全员参与 、全面
部署、全速推进，指定 3 名服务保
障首席服务员，就进场时间 、人员
物资、设备参数、演出需求等具体
事宜进行密切对接，极大提升了保
障工作质效。

为做好演出的保障工作，市公
安部门专题研究制订严密的安保

方案，抽调充足警力，科学分配执
勤点位； 市卫健部门高度重视，认
真组织，派出多家医疗机构的医务
人员坚守在演出现场， 确保人员、
药品、设备全部到位；市消防支队

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供电部门
结合舞台、音响、灯光等设备用电
需求，精心编制供电方案 ，以便达
到最佳效果 ；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采取措施 ， 保障外围环境安全
稳定……正是有了多方保驾护航，
展演才得以顺利、圆满进行。

“濮阳的明天会更好”

当晚的大剧院内座无虚席，来
自四面八方的观众聚集在一起，聚
精会神地观看演出 ， 现场气氛热
烈，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再创
新伟业的斗志正在奔腾。 龙乡儿女
将用饱满的激情续写更加波澜壮

阔的濮阳故事。
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李鹏说，展演

不仅是一场文化艺术盛宴，更是濮阳
发展史的真情演绎，用艺术的形式展
现了濮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濮
阳的明天会更好！ ”李鹏表示，今后
将踏踏实实工作，主动担当作为，为
濮阳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濮阳的明天会更好”
———“我的濮阳我的城”群众文艺节目展演侧记

本报记者 王莹 王庆红

合唱《奋进新时代》。 本报记者 黄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