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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林

人民颂

树高千丈
不忘大地厚土滋养
江河万里
不忘源头滴水流淌
历经百年风雨沧桑
不忘巍巍如山人民亲娘

星火燎原
不忘血染杜鹃绽放
日出东方
不忘大海托起霞光
历经百年岁月如歌
不忘鱼水情深人民亲娘

亲亲叫一声我的亲娘
赤子赤心把你仰望
你是衣食父母江山脊梁
天高地厚 恩重情长
你是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
滚滚长流 乾坤浩荡

亲亲叫一声我的亲娘
赤子赤心把你颂扬
你是大海无垠胸怀宽广
海纳百川 扬帆起航
你是历史天空永恒的歌唱
人民万岁 地久天长

为你歌唱

那一只红船在茫茫长夜里启航
那一点星火在沉沉大地点燃希望
那一次次站立在血泊中挺起脊梁
那一声声军号在炮火中吹响

那一艘巨轮浩荡迎风驶向前方
那一张蓝图恢宏指引追梦的航向
那一座座新城雄起谱写时代风光
那一片片田野荡漾醉人芬芳

高山向你敬仰
江河为你歌唱
你是灯塔在征程照亮
你是太阳放射万丈光茫
你的信仰在天地间矗立
你的旗帜在春风里高高飘扬

情怀

有一种情怀璀璨了星辰
爱如天高地阔
一腔热血滚烫
亲吻祖国壮丽山河

有一种情怀明媚了日月

情如浪花朵朵
一江春水奔腾
追梦向着大海扬波

赤诚为你青春蓬勃
奉献为你赴汤蹈火
深情为你引吭高歌
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人民永恒

像旭日每天东升
像小草春风吹又生
你是天上永远闪耀的星月
你是大地生生不息的葱茏

有大海般的心胸
有慈祥母亲的颜容
你是历史长河英雄的歌咏
你是血脉滚烫大爱的恩重

啊，天下百姓
耕耘岁月
踏歌雷鸣
一步一高一攀登
青山不老 人民永恒

啊，天下百姓
托举山河
逐浪追梦
一泉一河一江情
气贯长虹 人民永恒

敖包再相会

在那敖包相会的地方
一首恋曲在草原上回荡
敖包相会温暖了十五的月亮
草原情歌陶醉了碧野芬芳

在那敖包相会的地方
一首恋曲在草原上流淌
敖包相会浪漫了青春奔放
草原情歌奔腾着美好向往

敖包守望着远方
恋曲唱圆了月亮
再唱一曲敖包相会
梦想在草原展翅飞翔

敖包守护着情长
恋曲甜蜜了花香
再唱一曲敖包相会
追梦在草原四季春光

风月同天

这个世界
那么揪心呐喊
山河同泣面对生死挑战
五州手足协手并肩
用生命挽救生命

传递大爱一道向前

这个地球
如此急切呼唤
我们相守生死共同家园
不分地域肤色语言
用爱心温暖世界
天涯为邻共克时艰

我们同住地球村
山水相依命运相连
众手捧出一片爱心
撑起雨后艳阳天

我们同住地球村
青山一道圣火共燃
齐心护佑生命家园
托起春光风月天

辉煌

你的旗帜是血染的信仰
金色的名字是崇高的荣光
历经坎坷风雨无阻
百年奋进书写历史辉煌

你的征程那么豪迈雄壮
坚定的步履那么铿锵昂扬
峥嵘岁月热血沧桑
百年风云光耀使命辉煌

党啊，亲爱的党
人民至上的赤心热血滚烫
民族复兴的梦想灿烂光芒
你是我心中不落的太阳
我把最美的歌儿向你歌唱

信仰

以生命对誓言承诺
人生是赤诚的岁月
历经风雨铸就魂魄
追寻信仰不变的歌

青春因你激情蓬勃
生命因你天高地阔
生生死死披荆跋涉
甘将血泪洒遍江河

我们的信仰高如天
那是神圣使命的庄严嘱托
我们的信仰圣洁无瑕
那是生命崇高的忠诚本色

我们的信仰坚如铁
那是开创新世界的灵魂品格
我们的信仰美如画
那是春光万里我的祖国

诗八首

□杨帮立

老刘终于被逼进城了——送孙子上
学。把孙子送进学校，老刘没事了，到附近
的公园里去打发他无聊的时光。

公园里有打牌的，他最看不起的就是
赌博，不管大与小；有下象棋的，争得脸红脖
子粗，他只知道马走日字象飞田；有唱戏的，
他那嗓子只配吆喝牲口……唧唧啾啾喳
喳，他竖了起耳朵，寻着鸟叫，到了公园西南
角：这儿有一片树林，一棵棵树上挂满了鸟
笼，一只只鸟儿比赛似的亮着歌喉。

老刘只站在外围看。他想的是，城里
的鸟，是让人玩的，乡下的鸟，是让人看的。

家住白露河大湿地，天上飞的水面凫
的，树上垒巢草丛做窝，哪儿都是鸟。

这儿的人收庄稼，落下的五谷杂粮，不
拾不捡；这儿的人捕鱼，用的是四指眼（能插
下四根手指头的大网眼）的网，只逮大的，漏
掉小鱼……他们也不说，他们心里都有数，
这些是留给鸟儿吃的。

老刘，院里西南角，扎着一个整体网
箱，这网箱是鸟儿收容所。尼龙网破了再
换钢丝网，他收养过多少鸟儿了？他曾在
河边看见一只鸟，脚上缠着一团野蔴丝，哀
鸣一声，翅膀软耷耷得拍了几下。他把它
抱回网箱，耐心呵护着。来个脖子上挂着
长短镜头拍鸟的，来找水喝，认出是凤头
，几张照片放在了朋友圈，很快来了记
者。老刘却把着门不让进：别打扰它！鸟
儿是有感情的，他救助过的那些鸟儿，还时
常回来看他，在院里从容地踱着脚步，摇头
晃脑地对着他鸣叫，他会抓出玉米或小麦，
哗的一把撒出去。

老刘给儿子提出一个请求：想养鸟。
儿子知道爸做梦都有鸟儿的鸣叫声，只是
在哪养呢？房子不大，楼层又高。老刘说
他把鸟笼挂在窗外就行了。老刘开始养鸟
了，老刘不是有钱的主，他买，只买那些生病
的撞伤的衰老的鸟儿。

这些鸟儿，一经老刘的手，咋就精神起
来了？有人叹着气说，唉——我要知道它
还能这样，我咋也舍不得出那个价钱就给
你了。老刘说你是玩弄鸟，我是心疼鸟，那
能一样吗？

除了送孙子上学，养鸟，成了老刘生活
的主题，他开始跑花鸟市场了。他去买鸟
儿也买鸟食，他去买红药水也买其他药品，

他把那些炸毛的勾头的瘸腿的鸟儿买回
来，养着养着，翅膀扑棱扑棱抖起风来。

若是再提到市场上去卖，真能卖个好
价钱！这让公园里那一群玩鸟的人惊羡不
已：凭这个本事，老刘以鸟养鸟是没问题的，
还能赚大价钱呢。

一位老哥缠他几天了，一心想买他的一
只百舌。这鸟儿被老刘调教得通人性接人
腔说人话，可爱极了。价钱出得也高，还说
老伴去世了好找个叙话的。老刘不卖，旁边
的鸟友也来劝他，他还不卖。老刘说，你们
在哪见我老刘卖过鸟？我只养鸟，不卖鸟！

放着钱不知道挣，这老头，是倔还是傻
啊。

窗外挂满了鸟笼。天还要刮风，天还
要下雨，还有楼下楼上左邻右舍也有提
醒。这鸟儿一见光亮就开始叫，这是他们
最后需要睡觉的最好时光。儿子也只得让
老刘把鸟笼收捡到阳台内。

趁国庆假期，老刘说我要回一趟老家
了。这些鸟儿你们也不会养，我给它们都
带上。怎么带呢？老刘早想好了。他找环
卫工人，借来了一个大马力的三轮电动车，
七八十里的路，电够用了。

老刘拉了一车子鸟笼，各种颜色大大
小小的鸟儿蹦蹦跳跳，一路上给他唱着歌，
引来了无数的目光。他载着一车鸟儿，也
可以说他载着一车鸟鸣回老家了。这是多
么令人愉快的一件事。

儿子可以肯定，村里的老老少少会把老
家院子围得热热闹闹，老爸，此时，正该逗着
这只鸟儿跳舞，逗着那只鸟儿唱歌；逗着鸟
儿给这个叫“帅哥帅哥好”，给那个喊“姐姐真
漂亮”了。儿子打心眼里支持，只要老爸开
心，用鸟儿来显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假期快结束了，老刘这才回来，拉了一
车的空鸟笼子。

爸，你只送鸟，不送笼子，人家搁哪养啊。
没送人，放飞了。驯了几天，才飞走。怕

它们一时半会觅不到食，半路上我又买些谷
子送回去，撒在了屋檐下，从这吃了最后一口
食走的，知道回这找。你没瞧，围着我舍不得
走啊，给我心里弄得也不是个滋味……

老刘说着，又逛花鸟市场去了。

一车鸟鸣

小
小

说

□徐嘉馨

接近午夜时分，路灯的光像倾泻了一
地橙汁，黏住我的脚步。真是疲惫的行
程，我的骨头快要走散。前方的大楼里还
有灯光散然。我们走近，不知从几层的窗
间，传出一阵长调。旷远，沉甸甸的，温厚
的声音里鼓荡出马背的飒风，时而低沉，
时而阔亮，时而絮语，时而相拥。大张大
合，像搅动一锅浓稠的鲜奶浆。

我忽地就驻足了。
我站在原地，细细地听。朋友回过

头，我一脸惊诧，故乡的声音。
朋友不解。我的确来自内蒙古地

区，却并没有涉入过波浪般的草场，也未
曾跨马在自家园地里飞奔……我总走在
喧嚣的都市烟尘。

听着歌，我的脚步轻快起来，仿佛有了
力量。钢铁森林里，我想到了我的那个巢。

家人们总喜欢一聚。不管此时因为
工作、家庭、出游而身在何地，只要一逢相
聚的日子，亲人们全部驱车携幼，赶到同
一个长辈家中。奶奶家常是他们的集中
地，我于是可以站在大铁门上，看来来往
往的叔叔婶婶，怎样红光满面地从车里钻
出，坐成一张大圆桌，推杯换盏，厨房炖煮
的卤肉香味阵阵，新菜被亲昵地端上……
北部特有的豪放与温软。那蕴于亲族的
举止，常使我想起遥远草原的蒸腾热度。

我站在大铁门上玩，随着铁门摇摇
晃晃，这是个单调的游戏，正因为单调才
有魅力。小区很小，只是一栋楼。大铁
门是栏杆状的，我抓住两根竖杆，脚蹬上
最下面的横杆，整个人贴在铁门上，跟着
门来回扇动，就这样看门外的世界，悠然
摇晃……看车流来来过过，看树影时大
时小，要进门的阿姨一脸惊讶，“怎么爬
这上面玩啊！”

我太喜欢这个“秋千”了，左脚用力一
蹬，顺势再迈上来，然后随着大铁门前后摇
摆，呼扇过来，呼扇过去。弟弟看我玩得太
高兴，也跑出来，站在一边呆呆地看。如果
是酷暑的夏日，他的手里会出现一个雪糕，
那是我俩共同吃的。他的嘴太小，只等我
把雪糕咬得剩下小小的一片，才回到他手
里。他太小，不敢上来，不敢和我一起做这
种游戏。但院里其他的男孩子敢。

他们说，要比拼一下，看谁荡得快。
于是，他们一个个迈腿上去，左脚狠力一
蹬。只有薄薄一层头发脑袋像圆圆的土

豆，抵在栏杆上面，大叫一声，“啊哈——”
铁门呼扇起来的弧度，划出一个大

半圆，“咚”地一声，撞向两旁的墙。
“土豆”被吓了一跳，但惯性依旧不

停，又是“咚”地一声，“咚”地第二声，
“咚”……

直到低沉悠缓的交响被打破，楼
里传来一声尖音，宛如猛地拴住小提
琴——“谁！”

交响乐戛然而止。
我在厨房里乱跑，切切这个，碰碰那

个。把奶奶切好的菜再切成小段，或者
拿胡萝卜皮拌一道“凉菜”，胡乱放一通
认不清名字的调味料。留下的残局，由
奶奶去收拾，而我跑到房间里，和弟弟一
起在大床上玩。大床好像一个世界，我
脱了鞋，和弟弟一起把它当蹦床，当海
洋，当运动场。床单被我们掀起来，枕巾
在空中乱飞，玩具被碰到地上“乒乓”作
响。奶奶系着围裙从厨房冲出来，一看
并不是我们摔倒，又放心地回到厨房。

我吃电饭煲做的饭，嚼奶奶做的拔
丝地瓜，喝箱装的碳酸饮料。我和弟弟
都攥着手机，我们在屏幕上赛车，激战，
却从不曾感受缰绳在握的触觉。

但奶奶总是把我们唤回餐桌边。
从大学的城市回家，没身在草原的

我，已经习惯这种相聚方式。他们的杯
盏总一起相碰，间歇总有人起身唱一曲
《鸿雁》。孩子们追逐在蒙古包风情装修
的餐馆，像一地的小马驹。似乎每一个
家庭，欢聚的样子，都可以烘热而原始。

奶奶掉眼泪了，在觥筹将歇的时候。
她感到相聚的时光太短暂，想到眼

前的孩子们一会儿就要离开这里，奔赴
各个地方。可能是小家，可能是乡下，可
能是高速公路——连向不了解的地域，
那里有他们各自的生活。奶奶有了一种
强大的离心痛感。

当年大床上疯玩的我，怎么知道十
多年后，自己也要属于将离宴席的人呢？

我在大学的假期里回家，跟奶奶说
学校，说课程，说计划与安排……她通通
似懂非懂，只问我的衣食住行。等到我
放下筷子，准备出门，我知道，奶奶那些
眼泪，也分到了我的一颗。

雏鸟远飞，是合情合理的。而老鸟
依旧固执。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期盼的
眼光终究牢牢拴住了我，使我再高再远，
也还愿意跌回那张大床。

我享受着那没有条件的爱，像一片

静静的流域。
所以，等走出那个小小的院子，来到

大铁门之外的地方。在陌生的城市中
望，看到那一窗灯火，我不住泫然了。

我也许从未踏足过草原，从未走到
过这个别人以为我生活的地方。但且让
我守住一份草原儿女对亲族的固执，让
我爱他们，不讲效率，不讲条件，如河流，
静静守住草场轮廓，欢畅，而含蓄。

正如身在台北的人们，还常因见到
杜甫草堂，听了福建晚钟，吃了一口蚵仔
线面，而五内沸扬，心潮澎拜。尽管，他
可能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坐着挑筐渡过海
峡，大河名山，少有踏足。有一个地方，
你没有去，却自认你属于。你要拥抱
他。你只能拥抱它。

由此便能明白，在民族几千来数次
的大迁徙中，国人为何能始终不溃散。
我们的土地如何广博，我们的血脉如何
深重而坚执。

我们相信，只要陕西的女子掀开喷
香的蒸屉，东南港口的一家老少吞咽着
碗里的蚵仔面，上海的母亲给女儿划过
一道亮丽的发际线，江面有舟，舟中人
看山水，婴儿的小嘴被喂进一片乳扇，
北方的篝火正旺，酒场正酣，哈尔滨冬
夜街头的冰糖葫芦，在两双呵着气手里
推让……我们遂感动着，在这片土地
上，有什么一直在滚滚而动。

所以，若要研究笔下的地域，口中的文
化，放下厚重的资料卡，去看看你面前的国
人吧！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认同亲
缘这么强烈？从每一个被爱的眼中，去寻
找整个中国的沃土。尽管全球城市化大潮
汹涌袭吞，孩子们的明眸依旧眨着，“咔嚓
咔嚓”，小相机一般，定格家园的风貌。

家，是钢铁森林中的巢。是亲情，给
小小的巢穴内浇注了一片沃谷，在城市
中守候着血缘，延展到远方的乡土——
那里沃野千里，苗麦常青。

我们遂总能走在金黄的收获。
那天，我没有告诉朋友，为何我脚

步轻扬。她也有她的流域，滚流在她的
血管，隐藏于她的双目。在她面对风沙
时——也有河流，也有高山，有延绵的人
文力量，蕴在爱的举止中，给她做支撑。

巢穴里的沃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
体”，“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
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
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成为全党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遵
循。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励我区
各族儿女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新征程上继续发扬“蒙古马精神”，
更加团结奋斗、更加奋发有为，奋力书
写新发展阶段的内蒙古新篇章，《内蒙
古日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文学作品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此次征文活动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题，艺术地展现全区
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共同团结进
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展现全区人
民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以及共有精
神家园的依恋，宣传好“中华民族是一

个命运共同体”，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二）征文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集体和个人均可参

与，每位创作者提交的作品数量不
限。征文体裁以微型小说、诗歌、散
文、报告文学、随笔、歌词、民间文学等
形式为主。征文作品必须是原创作
品，要求紧扣主题，言之有物，清新流
畅。通过具体事例、人物、细节来表达
主题，做到客观真实，真情实感。

（三）投稿方式
请将征文稿件电子版邮寄至内蒙

古日报社《北国风光》邮箱：nmbgfg@
163.com。邮件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征文，文尾写明作者真实姓
名、所在单位、联系地址、邮政编码、联
系电话等。

（四）刊发媒体
应征作品将及时筛选并在内蒙古

日报社草原云APP和《内蒙古日报》
（汉文报）“北国风光”文艺副刊发表。

内蒙古日报社
2020年12月8日

关于征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题文学作品的启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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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

父亲习惯了关灯。
我们在饭厅里吃饭

时，厨房、客厅里的灯无
论如何是不能开着的，
这是父亲的规矩。

父亲的这个习惯由
来已久。记忆中，家里
的灯总昏昏暗暗不温不
火。父亲不止一次骄傲
地说：“那几年，一个月一
块三的电费不照样过？”

儿时家里的灯泡都
不超过8瓦。我总疑心
自己厚厚的眼镜片不光
是拜电视机所赐，光线
不足也是罪魁，父亲就
开始数落：“人家红全他
们屋头一直是5瓦的灯
泡，不还是考上了大学，
也没成近视眼呀？”红全
是邻居发小，真不知他
是如何保全眼睛的。

父亲在灯泡上可谓
用心良苦。

那一年，父亲的干
儿子——江水哥读高三
借住在我家（我家隔镇
高中不远），父亲觉得昏
黄的灯光对眼睛不好，
白光的灯又买不起，他
弄来白纸把灯泡一糊，
那光线便柔和开来，如
一盏小小的灯笼，又如
现在的磨砂玻璃。沾了
江水哥的光，我也在书
桌前偶尔装模拿样地写
字看书。江水哥后来考
上了好大学，有了大出
息。他每次回老家，必
来探望父亲。父亲的灯
和他做灯的心是江水哥
忘不了的恩！

农村停电的时候太
多，得有替代电灯的油
灯。

油灯的制作并不复
杂。“红岩”牌墨水瓶洗
一洗，盖子上钻个洞，锡
做的牙膏皮刮净后裹上
穿破的“解放鞋”的鞋
带，掺上煤油，大功告
成。你可能会认为至死
放不下灯草的严监生顶
多就是书中虚构的笑话
而已，但在那个物资极
度匮乏的年代，真有把
拧成绳的灯芯回成两股
一分为二使用的人家。
目的只有一个：节省煤
油。一跳一摇的灯火
中，父亲用剩下的牙膏
皮补瓷盆，一锤一叮当；
母亲在赶制我和妹妹过
年的新鞋，钢针穿过厚
实的鞋底，一拉一噗噗；
我呢，用竹签去挑逗灯
芯上的灯花，突然啪的
一声，灯花落了，那火焰
就窜出一点点，烧得更
旺了……

学校里也常停电，
于是每个学生的桌子下
必放一只油灯。一遇停
电，赶紧拿出来点上。
在缭绕的黑烟中，我们
背课文。女生额前头发
长，一不留神就有头发
烤糊的味道传来，那人
赶紧用手一拍，口中的
读书声却并不停下，想
想家里还有辍学的姐
姐，谁还敢偷懒呢？如
今的学校，若是偶遇停
电，孩子们必是欢呼雀
跃的。父辈的艰辛已经
被时间淡化为过去。

说来奇怪，当年背
过的书已经忘得一干二
净，唯有那灯火的画面
历久弥新。今天的我
们，会故意拉了电闸去
营造生日的欢乐、约会
的温馨。真有一天停了
电，等到手机关机、钟爱
的电视节目行将播出，
我们又急急地盼望电
来。多么真实的二律背
反呀！

抬眼望，我工作的
教室里开着整整 14盏
灯，夜里也恍若白昼。
我想：是一定不能让父
亲看到这些灯的，他会
心痛。

我理解父亲，也理
解那灯。

灯火如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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