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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淑志

我始终认为，我一生当中
能历久弥新，老而弥坚的，是党
给予的政治生命，她如夏花之
绚烂，使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
生命有了深刻的意义，赋予了
神圣与庄严的内涵。

那一刻永生铭记：一九八
四年六月三十日，党旗映红脸
颊，我眼噙泪花、高举右臂、紧
握拳头向党宣誓：“……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我看到
了同志们由衷的微笑，听到了
同志们真诚的掌声。那一刻，我
深深地领略到什么才是幸福，
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那
一刻，是我生命中最辉煌的日
子。

那个年代，我们教育战线
上入党要求很严、标准很高，但
我始终坚守理想，执著追求。我
始终像个勤奋而虔诚的学生，

捧着党章学，照着党章做，时常
用它衡量自己理想信念的高
度，时常拿它增添自己履行责
任与使命的动力，时常用它省
察自己忠诚党、服务人民的党
性觉悟。那本小小却字字珠玑、
句句闪光的党章，开启了我人
生色彩斑斓的故事，也开始了
我从教生涯践行党章宗旨的光
荣之旅。

我出身普通的农民家庭，伯
父、叔父都是中共党员、革命军
人，祖父是一位教私塾的举人。
耳濡目染，薪火相传，我自幼就
对共产党员产生了羡慕和崇拜，
对教书育人也有浓厚兴趣，希望
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名繁育
桃李的党员教师。梦想成真，党
把我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一
名师范生，分配到学校担任教
师，又培养我入了党，提拔我担
任学校领导。年轻时的我，是一
个充满正气，奋发向上的我，是
一个永不知疲倦，事事争先的

我，对事物有着无穷求知欲的
我。正是这样，几十年人生之旅，
几十年的奋斗拼搏，无论是执教
还是当校长，我都孜孜不倦，一
步一个脚印走过来，把一个落后
的学校，建设成为一所配套的花
园式学校。无论是各年级的教学
成绩，还是初中升学率，都跨入
市里的先进行列。学校资金不
足，我就带领师生自己动手，大
制纸浆课桌凳，大制教具。我研
制的教具“三球仪”选到省里展
览，学生的写字作业也推荐到省
里展览，同时打印成册，发给各
校学习。

忆往昔，是党旗下激情燃
烧的岁月：废寝忘食、夜以继
日、发奋忘私、攻坚克难、昂扬
向上。那是理想信念激发的力
量，那是崇高信仰支撑的力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数不
清艰苦与劳累的日子，变得快
乐而富有意义，变成了锤炼党
性，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峥嵘岁月，也塑造了一
生对党忠贞不渝的政治品格。
我深刻体会到，世上最美的莫
过于霜雪淬炼出的苍劲，最美
莫过于汗水浇灌出的微笑。最
美莫过于奋斗赢得的人生价
值，而只有理想信念，才能使生
命荡漾着满满的正能量。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

我不仅严于律己，对待子
女更是严格要求。从小教孩子
们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教育她们从小如何做
人，如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养成良好的家风、家规。自觉地
奉行一种做人处事的思想准
则。由于家庭的熏陶教育和潜
移默化的影响，三个子女和孙
辈们都积极入了党，在党组织
的培养下，茁壮成长。特别是我
的小外孙女，在大学一年级就
入了党，现在都有了七年党龄
了。今年在“两学一做”活动中

经常来电话和我交流学做情
况，并给我寄来两本习近平总
书记的系列讲话读本。暑假回
家一进门，就问我“两学一做”
的情况，看我的学习和读书笔
记说：“姥娘，你学习党章常规
和系列讲话，比我认真细心，真
不愧是老党员了。”现在我们三
个子女家，组成了三个党小组，
各自都有家训。他们之间经常
交流思想，砥砺鞭策，孝贤传
家，其乐融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如今我虽然幸福地退休了，但
仍然牢记党员身份，牢记使命
担当，牢记习总书记“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的告诫，听党召
唤，余热生辉，矢志用一生去践
行党旗下庄严的承诺，讲好中
国梦的故事，让更多的人对中
国共产党有个更新更深的认
识，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宣扬和
传承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弛而
不息、团结奋斗的伟大精神。

激激情情燃燃烧烧的的岁岁月月

焦红军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
又不同。沿着倾斜的土道，缓缓
地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
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
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
伸手轻轻地拍着海水……朋友
啊，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
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
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
种着。——— 只是我改了，膝上放
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
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
了，看了看海，坐得太近了，凝神
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漂起
来。

儿时的朋友：海波啊，山影
啊，灿烂的晚霞啊，悲壮的喇叭
呵；我们如今是疏远了吗？荡漾
的，是小舟吗？青翠的，是岛山
吗？蔚蓝的，是大海吗？我的朋
友！重来的我，何忍怀疑你，只因
我屡次受了梦儿的欺枉。

……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

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如
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
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

……
冰心非常愿意在她热爱的

大海边多住些时日。但是，暑假
就快结束了；而且，张勋复辟的
丑剧只演了十几天，就匆匆地收
场了，辫子兵被赶出了北京，像
走马灯一样的，北京又恢复了表
面上的共和政体。由冯国璋任代
理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北
洋军阀政府，执掌了政权。所以，
冰心这次只在烟台住了不长的
时间，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她
就与母亲、弟弟们告别了父亲的
老友，告别了过去的老屋，乘船
离开烟台，又回到了北京中剪子
巷十四号的家中。

第三次回烟台，却已是1935
年的初夏了。

正是在这个夏天，冰心又回
到了这个让她日夜思念的地方。
后来她在文章中提到：我是一九
一一年离开烟台东山的，一九一

七年曾回去一次，这中间变化不
大。等到我一九三五年再去时，
东山的海军学校里已驻了军队，
我只能从墙外看到那间高出墙
头的、黯旧的小楼。这时我还注
意到从山上卡子门到东山海校
的路上，这一片土地，是属于金
钩寨的。两旁田地中坟冢的墓碑
上，刻有许多“贞女”“节妇”的字
样。我猛忆起我小时书斋墙外就
有田地中的丛冢，往往听到墓边
有妇女哭“老爷”的悲切的声音，
那都是受了委屈的寡妇来发泄
她满腔的凄楚悲凉的！封建社会
对于女性的压迫，童年的我还不
能体会到。

这一次，冰心看到的景象却
是完全不同的，她的内心也荡起
了小小的涟漪。当她看到村北的
海军练营、村南的海军学校，都
已不复存在了，失落油然而生。

所幸，金钩寨还在。
这个冰心所熟悉的、一想起

就感到亲切的村舍，让冰心找到
了一丝慰藉。

她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感情
喊出：请接受我从千里外送去的
祝福！

金钩寨听到了。
烟台也听到了。
冰心与大海，烟台与冰心，

冰心的关于大海的文字、冰心童
年的记忆，已经变得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

这是一个赤子的祝福，或者
呐喊。难怪老舍之子、冰心研究
会名誉会长舒乙会说：“烟台给
了冰心终生的快乐和自由。冰心
之所以对烟台、大海最有感情，
把烟台称为‘灵魂上的故乡’，是
因为她对烟台，对烟台的大海太
熟悉、太了解了。她一生中故乡
一次未回，但曾三次去过烟台。”

这三次的回归，意味深长；
这三次的回归，竟是一生的

光阴。
沿着烟台山一路向上，就能

看到一片白墙红瓦的典型英式
田园建筑，这里就是冰心纪念馆
的所在地。纪念馆前，矗立着一
座冰心先生的铜雕像，慈祥的面
容、和蔼的眼神，栩栩如生，仿佛
老人一直在注视着烟台，背倚大

海，静听涛声。铜像的身后种植
着一片玫瑰。

玫瑰花，是冰心最爱的花。
“我喜欢玫瑰花，因为她有

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
她独特的风骨。”2000年9月，一种
法国玫瑰新品种被命名为“冰心
玫瑰”，这是欧洲家族第一次用
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法国园艺
家用15年心血培育的玫瑰，花朵
硕大，鲜红浓艳，香味扑鼻。

绕过铜像，便进入纪念馆。
2008年，冰心纪念馆落户烟台
山、原东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
里，冰心先生“回家”了，在她幼
年常常游玩的地方，烟台人纪念
着她，缅怀着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冰心
先生在百年之后终于得偿心愿。

虽然冰心一生三度来到烟
台，但是1935年后直到1999年逝
世，却再也没能“回家”看看，这
也是她在多篇散文中反复提及
的遗憾，她说，“一提起烟台，我
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
来……”在冰心纪念馆的正堂，
这句话也被醒目地展示出来。

冰心纪念馆在烟台的落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冰心
的又一次“回家”。纪念馆坐落于
烟台的母亲山烟台山上，总建筑
面积为514平方米，主体高10 . 32
米，位于烟台山东西领事路之间
的南山坡，坐北朝南。馆内分5个
部分，9个展室，展示了冰心与烟
台珍贵历史照片80余幅，文物20
余件，书籍期刊66件，报纸5份，
文献(复制品)11件，沙盘模型3
个，冰心汉白玉雕像1件，冰心铜

雕1件，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冰心
与烟台的历史交融。

冰心纪念馆是由原东海关
税务司官邸改建而成，建筑已有
100多年历史，曾是冰心玩耍之
地。在更名为“冰心纪念馆”前
期，当时有关方面一度在金沟寨
筹建冰心纪念馆，但后来，只是
在东炮台有一些陈设布展，纪念
馆建设非常遗憾地一再搁浅。而
冰心纪念馆的如愿亮相，可以说
是把冰心的爱心作品、生活片段
在烟台永久保存了下来。

在纪念馆中，其中一间还原
了冰心晚年书房兼卧室的屋子，
屋中座椅及书籍等物品大部分
由冰心女儿提供。书架里还摆放
着几只精美的大海螺，足以看出
冰心对大海的那份的热爱。讲解
员说，每天到烟台山上参观冰心
纪念馆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
都能谈起一两部冰心的作品，还
有人专程要来此一睹“冰心玫
瑰”盛开的景色。

冰心纪念馆，诉说着冰心在
烟台的日子。

1964年9月，烟台博物馆征
集到“烟台海军学堂全图”，经
冰心鉴定，系其家藏，冰心也欣
喜不已。该文物已定为国家一
级文物精品；1985年5月13日，烟
台南山路小学少先队员成立

“冰心童年研究会”，绘制了冰
心童年在烟台的足迹路线图，
寄给冰心奶奶；1992年5月，烟台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派人拜访冰
心，向冰心行了军礼，她激动地
说：“我一生还没有海军向我行
过军礼。”1993年，冰心吃到了金

沟寨乡亲专程带去的金沟寨种
植的茄梨，激动地说：“我八十
年没有吃到这种梨了。”她为原
烟台师范学院学子题词、为莱
阳宋琬故居题词、为海军航空
工程学院题词……

有人曾这样表达：“一个人
童年时代的境遇如何，对其一生
都影响深远，对一个作家尤甚。”
作为第二故乡的烟台，冰心先生
在这里度过了长达八年的童年
生活，烟台的大海也给予了她最
初的艺术熏陶。

“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
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
回忆了，可不管走得多远，去过
多少地方，走过多少路，看过多
少风景，可童年的故乡永远是那
一抹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羁绊着
你的脚步……在冰心纪念馆里，
一帧帧老照片和一段段优美的
文字讲述着冰心的烟台童年。冰
心记忆中的童年，几乎全部留给
了烟台，烟台的山、海、人留给了
她太多的眷恋。她在金沟寨，在
东炮台，在毓璜顶，在张裕葡萄
园……

当我们的脚步覆盖在她曾
经走过的风尘之上，当我们驻足
聆听，聆听这里曾经的故事，希
望从冰心的过去寻找到那份纯
真、那份童心、那份真诚，那份爱
国心的来源……或许，冰心成长
的足迹已消逝在时间隧道的尽
头，岁月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支
离破碎的琐忆。但也正是这些破
碎的时光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的
成长，一个人的奋斗与坚持。

冰心纪念馆让冰心又一次
回家了。这样说来，冰心实在是
幸运的，烟台曾留给她温暖幸福
的童年。而冰心也不止一次地提
到过，“烟台是我灵魂的故乡，是
我创作的源泉。我对烟台的眷恋
是无限的。”

冰心是幸运的，烟台曾留给
她温暖幸福的童年，所以它的细
节才分外精彩。

烟台是幸运的，这里留下
了冰心最深的足迹、最美的回
忆，所以它才更加富有文化的
底蕴。


	J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