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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 唐河人的母亲河，
千百年来哺育着勤劳、 智慧、
善良、淳朴的唐河人民，她是
一条自然之河，也是一条文化
之河。“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稻花香两岸”， 她养育着唐河
人的筋骨，滋润着唐河人的心
田。 她使这方水土物华天宝，
钟灵毓秀，群贤翘望，成为豫
南大地上一块丰盈的粮仓和
耀眼的人文明珠。

天赐良田养育万物，大河
俊秀多出圣贤。 自上古时代开
始， 西淮河从这里潺潺流过，
浇积出沃野丰腴， 地阔天宽；
唐先民们在这里结网打鱼，布
谷种豆，安居乐业，繁盛殷实，
文明赓续。 随着大洪水时代的
到来，大禹为治水患而引淮河
向东流， 系舟船迁灾民入唐
地，将新唐河改造为一条生命
之河。 从此后，唐河人民一直
秉承并自觉继承了先民们的
厚道、善良、奉献、创先精神，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地人和
以繁衍生命，唐河人民为幸福
生活已经奋斗了数千年，培育
出了唐河人科学家的进取、革
命家的奉献、 企业家的勇敢、
哲学家的情怀、 诗人的浪漫。
在《诗经·黎苗》记载中，唐河
自古就是生态良好的中原粮

仓：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原隰
既平，泉流既清。 如今，中国农
科院将全国首家综合示范县
授予唐河，37 个科研所和大专
院校的 343 项科研成果在唐
河推广应用， 不知不觉中，天
蓝 、地绿 、水清 、民富的唐河
县，已经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的
新典范。

唐河， 是一条生态之河，
更应是一个生态大县。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 像一把号
角，吹散了牺牲环境发展经济
的乌云，吹响了唐河人民心底
深处最淳朴的情感，再一次唤
醒了新一代唐河人的奋斗激
情，争当绿色发展新理念的传
播者，争做生态文明实践的新
典范，掀开大美唐河新篇章。

生态文明建设已是个人
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新生活、
新理念，试想，如果没有蓝天
碧水、鸟语花香、绿色食品 ，
我们的生活该怎么过？ 我们
的生活质量、 幸福指数该如
何衡量？ 尤其是现代科技和
信息大数据化的今天， 守住
土地就守住了饭碗， 守住生
态就守住了健康。

树高千尺必有根，水流万

里总有源。 二千五百多年前，
老子《道德经》中就写道：“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人
与自然和谐，人类与万物共生
已成为我们不断走向现代化
的精神依托，也构成了中国式
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
值观 、历史观 、文明观 、民主
观、生态观等的文明底色。

云天收夏色 ， 木叶动秋
声。 唐河即将复航，恢复昔日
千帆竞发，鸥鸟跟飞，鱼翔浅
底，通江达海的新航程，一个
“新新唐水，宛若游龙，清风习
习，稻麦千重”的粮仓大县正
招引八方，熠熠生辉。 然而，过
去的成绩属于过去，建设美丽
新唐河，未来任重道远。

未来可期，未来美好。 唐
河县生态文明促进会创办的
《生态唐河》与唐河人民站在
了新的起跑线上， 她是唐河
的新声，唐河的彩页，唐河的
画卷。 共建生态新时代，众人
划桨开大船， 让我们带着绿
色发展新理念行动起来，一
起走进现代化， 用生态文明
建设实践， 为唐河更美好出
一份力， 为实现民族复兴发
一分光！ ⑦3

当兵的孩子
□吴浩雨

一群当兵的孩子，照亮我的眼睛
超强度集训，他们需要水
我把雪碧、冰红茶、农夫山泉
递给帅气，递给挺拔
他们像春天的草芽
刚刚穿上绿色的军装

近距离接触一群当兵的孩子
像接近了高铁，听到了奔驰的声音
像接近了河流，触碰了年轻的浪花
六点钟、十二点钟、十三点钟……
节奏，正塑造着方块的年轻人
炙烤是一种测试
列队是一种演练
此时，验证着青春的血性
一种姿势，一棵强大的树
一种目光，一束刚毅的火花

他们走出校门
梦想，在酷暑锻打
体魄，在严寒滾爬
他们走出母亲的怀抱
成为钢铁的洪流⑦3

唐河，一条生态之河
□水兵

小时候， 家里条件差，到
镇上赶集都是徒步行走，谁家
有辆二八自行车，那绝对是排
场的。

那个时候， 镇上最热闹的
是看大戏。 看戏的人在舞台下
黑压压一片，好不热闹。看戏的
大多是中老年人， 年青人或小
孩都拥挤到戏班子后台看演员
化妆和卸妆， 胆大的还时不时
和演员们交流， 再近距离看看
道具戏装。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演员的盔甲、大刀、长矛、腰刀，
能上手摸的就是他们后背或者
头冠上插着的长长的野鸡羽
毛，软软的，滑滑的，那个情形，
那个时刻， 真的是一种莫大的
享受。

在乡下， 这种看戏的场
景往往被称作赶会。 赶会前
叫起会， 是按传统或者俗定
的日子邀请戏班子到这里唱
戏，一般都是 3 天时间。 这种
一年也难得会有几次的大型
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很丰富，

唱戏期间，街上还会有卖牛、
卖衣服、卖甘蔗、卖糖豆、卖
冰糕、炸玉米花、卖各种糕点
和米团的，还有套圈的、耍猴
的等， 各种各样的商品在这
里聚集，应用尽有。

这里是山区乡镇，西边与
镇平县、 北边与南召县接壤，
生态宜居，民风淳朴，因为地
处八百里伏牛山北部的余脉
浅山丘陵地带，四季分明，风
光旖旎。 镇中心街就是一个
繁华的街道， 沿街开的有磨
面店 、副食店 、猪肉店 、香油
铺、 酱油铺、 理发店和供销
社 ，还有诊所 、打铁铺 、石板
厂 、楼板厂 、编织袋厂 ，更是
车站 、粮管所 、电管所 、水管
所、 邮政所和乡镇政府的所
在地， 这大概就是当年家乡
镇街的全部概貌了。

记忆中，上中学之前到镇
街上的次数也是屈指可 数
的。 上了中学后，在镇上度过
了 4 年的光阴，即使这样，除

了到街上赶会和理发外 ，也
从来没有在街上消费过。 那
个时候实在是物质匮乏 ，口
袋空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镇
街当地流传有俗语：“穰东甘
蔗石桥姜，安皋铁艺美名扬，
潦河坡的姑娘不用相”，以此
来形容这里的女孩子天生丽
质和漂亮， 这里也留下了许
多佳话。

如今，我已经离开老家 30
年了，这 30 年，集镇的街上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岁月的
年轮改变着这里的一切，但这
里的一人一物， 一村一户，一
木一草依然能给我留下深刻
的记忆。

每年的清明节和阴历的十
月一日“寒衣节”，按照家乡的
习俗，我都会从省城回来祭奠
爷爷奶奶。 每次返回郑州离开
镇街时，回头一再张望，镇街
已是渐行渐远，那种记忆却更
清晰地刻在心上。 ⑦3

记忆中的乡镇老街
□陈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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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牵挂
叫晚安
□丁梦

每晚 每晚
看着你的晚安入眠
有些甜蜜有些温暖
因为牵挂才有心愿
一声晚安多少波澜

每晚 每晚
枕着你的晚安入眠
有些酸楚有些无言
只怕真的成了习惯
如何度过红尘余年

每晚 每晚
抱着你的晚安入眠
有些欢乐有些流连
缘来缘去终归无缘
你在梦中梦在凡间

每晚 每晚
念着你的晚安入眠
有些惊喜有些缠绵
三生芳华十里桃源
比不上你一声晚安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