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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无论我走多远的路，但有些记忆总会刻骨铭

心。特别是一个乡土小人物，始终浮在我的记忆
中，留下那一丝丝久违的亲切。然而现实与虚幻
之间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能选择用倾述
去完成怀想……

田垄上的鸭拐子
童年时代的脚印一串串，收获的故事一摞

摞。倘使把童年像电影一样播放一遍，那么我
们一定会大笑，然后有点伤感，最后微笑着睡
去……

还记得小时候，在预备堤附近的村里住，家
里穷，连书包都买不起。姆妈给我搞几块布，用
针料（缝）起来，穿一根带子，就是一个简易的挎
包了。挎包里头装了几册课本、几支烂笔，然后
斜挎在肩上，羊场（方言：恣意）舞蹈（方言：一走
一跳），走在田埂子上。

要走到三里外的北口小学读书，其中一段路
走在堤上，下面就是深引河。有一次的早晨，我
经过树林子里的阴凉处，看时间还早，就找了一
块干净地方坐着，看别人弯腰拿镰刀割谷。有几
个老农挑完田里捆好的稻谷后，再也不来了。此
时，鸭拐子披着用棕榈编的蓑衣，打着赤脚（碰上
下雨，他会穿黑色套靴），一根草要子在腰里一
系，腰里别着酒瓶子，背着破破烂烂的蛇皮袋子，
拿一根篙子，摇摇晃晃地走着，口里时不时叫道：

“喱（第二声）～喱喱喱（第三声），喱～喱喱喱”。
这声音就像集结号，传开去，鸭子们以“嘎嘎”声
回应，扑棱棱向从水面上跑去。有几只调皮的还
会飞。鸭拐子赶得急，一些鸭子一打一扑棱，从
岸上跳到河里去了。

鸭子们走路一摇一晃，很可爱。为什么要赶
鸭子出去呢？因为鸭子喜欢吃谷，而它们吃谷哪
里能消化，况且人都没有饭吃，哪里会有那么多
粮食给它吃！因此要赶到河里，让它们多吃一点
水草、螺蛳、虫豸、小鱼、小虾等等。

鸭拐子将拥拥挤挤的鸭群带到这几块田里，
任由它们“嘎嘎”叫着，吃着老农遗落的稻穗。不
久，村里的麻队长跑来指责他，说他把鸭子赶到
田里吃遗穗了。遗穗暂时没有人捡，但却属于集
体的，不是鸭拐子的。队长黑着脸，走到鸭拐子
面前，说他骂他。鸭拐子也不甘示弱，反唇相
讥。两个人你推我、我推你，竟然打起来了。鸭
拐子忽然举起篙子，扔向了队长，队长一躲，竟然
没击中。竹篙子落在了我的面前，他们两个依然
在打，我却走过去，把竹篙子捡起来，忽然瞥见了
竹篙子下面一丛草里的两个鸭蛋。这肯定是鸭
拐子的鸭子在草窝子里生的两个鸭蛋。

我寻思：“即日（今天）真是机会好，起来起得
最早。别人说鸭拐子是起早床捡蛋，我即日是看
到了鸭拐子忘记捡蛋。”此时，我拿眼睛去觑他，
生怕他停止打斗，发现了我的捡蛋行为。其实，
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而是与队长互相扭住，倒在
稀泥里了。我跺（蹑）起脚，压抑着狂跳的心，飞
快地抓起两个蛋，慢慢走进树林，蓦地把手里的
两个蛋捅（方言：放）到荷包里了。

那个时候，鸭蛋很值钱咧。回去以后，拿到
手里七摸八摸。姆妈来到厨房，我对她讲了捡蛋
的事。因为父母平时对我们管得很严，不让我们
拿别人的东西，因此说完后，我的心扑通扑通地
跳。姆妈拿着两个鸭蛋，厉声问：“你从哪里偷的
蛋？”我低头不语。最后，在姆妈的逼问下，我把
实话说了，姆妈推开门，跑去找鸭拐子。那时，鸭
拐子早已把鸭子赶走了，姆妈没有找到他。但她
找到熟悉鸭拐子的人一问，才知道他不是我们村
里的人，而是新沟镇英勇村的。

两个鸭蛋不可以丢掉，只能暂时收了，自己
吃了，下次碰到鸭拐子付钱给他。那样的话，岂
不是暴殄天物？姆妈把两个鸭蛋磕碰了壳，将蛋
清、蛋黄挤到碗里，溅了一点蛋清到桌子上，我都
生怕姆妈把它搞泼（翻）了。姆妈磕完蛋壳后，我
把壳子捏破，吮吸里头的一丝丝蛋清，然后搞了
一点韭菜，挞了一块香喷喷的蛋粑。我们兄弟几

个使劲往口里赶饭，胀得嘴巴鼓起来了，连嚼起
来都困难了，还要加了蛋粑往口里塞！小弟弟将
碗底的一点蛋渣都舔干净了，还要舔。我感觉用
鸭蛋挞的蛋粑，比用鸡蛋挞的，更加有味道。从
此，胃便记住这鸭蛋的滋味了，时不时想搞几个
鸭蛋吃，就算弄不到鸭蛋，但只要看见了鸭子，都
要跑去看看。一年以后，又在河边深深的草窠
里，捡了三个鸭蛋。拿回去跟姆妈说：“这是野鸭
子生的。”然后，姆妈又挞成蛋粑给我们吃。那个
地方是我心里的秘密！之后，过不了几天，我依
然能在草窠里找到鸭蛋。

几个月后，我又见到鸭拐子的鸭子吃谷
子。鸭子吃谷，扑棱棱地跳跃，口里还叫唤“嘎
嘎嘎”。有些鸭子不知饥饱，吃得脊骨饱胀了
还要吃，结果肚子膨胀，连走路都困难了。个
把小时后，看见鸭拐子把鸭子赶起走的时候，
有一只鸭子可能吃多了，没有跟着跑，歪倒在
水里了。我观察到了，便朝鸭拐子跑去，跟他
讲了看到的情况。鸭拐子笑了笑，灰黄脸上的
皱纹全部裂开了，就像陕北千沟万壑的黄土高
原。他揶揄我道：“如果说心不好，你可以把鸭
子随便搞死了，拿回去吃去。你跑来告诉我，
说明你的心还蛮好。”鸭拐子跟着我走回头路，
将快死的鸭子拽到手里，看了看、掂了掂，说：

“太啐（吃）多了，基本上没救了。”我还蛮同情
他，那个时候把一只鸭子喂大不容易，要是母
鸭还可以生蛋。

我叫鸭拐子等等我。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
回去，跟父亲说：“把鸭子买回来，反正多少还可
以救几个钱。”何况一家人几乎半年没吃鸡鸭鱼
肉了，于是父亲答应和我去看。只见那个鸭子
的一口气还在悠，父亲与鸭拐子讨价还价，最后
鸭拐子说：“算了，总比丢了好些。”便以极低的
价格卖给我们了。回去后，就烧水把鸭子毛扯
了，将鸭子大卸八块，分成三份，一份当天吃，另
外两份腌了，慢慢吃。小弟弟连涎欠出来了。
我从田里搞了几个萝卜回来，洗后切成块，掺到
鸭肉块里。姆妈在灶门口守着一个瓦罐，盖了
盖子，灶底烧得小柴，小火将这一份鸭肉块熬到
香烂，加了一点热水，才喊我们来吃，这真是瓦
罐香沸。姆妈用蛮扎斛子（方言：抹布）捏着罐
子的拖把耳子，把它提出来，放到了桌子上。只
见盖子上灰流，我们顾不上干净鏊糟（方言：
脏），揭了盖子，便拿瓢舀汤，端起来便喝，糊
（烫）得直吐舌头。最后，我们兄妹几个连碗都舔
干净了。姆妈却连鸭骨头都没有啃到一根，一直
咽着口水……

鸭拐子的鸭子爱吃水里的小螺蛳、小鱼虾，
因此他的鸭子所下的蛋，味道比现在圈养鸭下的
蛋好吃多了。根据当代人的研究，鸭蛋性味甘、
凉，富含脂肪、蛋白质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氨基
酸、维生素，是夏天补铁和钙的好食物。还具有
滋阴清肺、明目养眼的作用，还有大补虚劳、滋阴
养血、润肺美肤等功效，适合病后体虚、燥热咳
嗽、咽干喉痛的人食用。

在那时，很难吃到肉，而鸭蛋、鸡蛋可以代替
肉，略解口馋。家里除了几只鸡下蛋外，没有散
养的鸭子。从鸭拐子手里买快死的鸭子，还不如
自己喂几只。父母经过商议后，从网市镇集市上
买回了五只小鸭子。小弟弟看着毛绒绒的小黄
鸭，笑着说：“鸭鸭长大后生的蛋就不卖了，拿给
姆妈做成盐阿蛋，好吃得很咧。”我听后流了涎
水，笑了起来。小弟弟则在一边舞动着双臂，张
开口“嘎嘎”叫了起来……

从那时起，童年的我对生活有了一点点的期
盼。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后院，看
看栅栏内的鸡鸭欢快地觅食，我在口里念叨：“小
鸭子快长大、小鸭子快长大……生了蛋来做盐
蛋、生了蛋来做盐蛋……”鸭粪可以肥田（那时化
肥少得可怜），鸭毛可以做毽子或者做棉衣的内
底材料，因此我很盼它不出意外快快长大。

随着时间的流逝，小鸭们长大了。在秋末
的时候，我在屋子后池塘边的草丛里找到了几
个鸭蛋。看到鸭蛋，内心有一种成就感。摸着

温热的鸭蛋，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心里掀起了欢
乐的浪花。

我家的鸭子吃的都是水中活食，生下的蛋
又大又鲜，鸭蛋，有淡青壳的，有白壳的。有的
看起来蠢呆，有的看起来灵秀。清人袁枚《随园
食单》云：“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高
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
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
使味不全，油亦走散。”袁氏的记载，与今日无
异。我们过去在家中待客，通常将咸鸭蛋沿竖
面一剖两开，再在两开的基础上竖着一分为二
或三，捡入盘中。我吃的话，直接拿起蛋在桌上
敲破壳子，撕开破口处，然后用筷子挖着吃。筷
子伸进去，滋滋地淌着蛋油。蛋黄似红橘，口感
细腻，一种沙沙的感觉从舌尖延伸到舌根处，品
咂不尽其中的真味。有的鸭蛋蛋白处有一点水
分，这是由于盐分渗入蛋内后，蛋黄中的水分被
迫往蛋白处流。蛋黄没了水分，脂肪浓缩、积
聚。咸鸭蛋煮熟后，蛋黄、蛋白各自凝固，黄白
分明。这种腌鸭蛋（用杬皮汁腌制，故名），古称
杬子，民间又叫“盐鸭蛋”、“腌鸭蛋”。我喜欢称
之为“盐阿蛋”。

姆妈见我们喜欢吃咸鸭蛋，便没有拿到镇
上去卖。根据美食家们的考证，早在一千多年
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咸鸭蛋。北魏贾思勰在

《齐民要术》中记载：“浸鸭子一月，煮而食之，酒
食俱用。”这其中的“鸭子”就是鸭蛋。古法腌制
与现代的腌制手法并无不同。制作步骤：1 将
新鸭蛋泡一泡，洗去壳上的污渍（不用再晒
干）。2 将盐掺到草木灰（或者用黄泥巴，那是
棕色的粘土）里，加水弄成粘稠状（不可以太
稀），依次拿蛋滚一滚。3将裹了灶灰的鸭蛋一
个个捡入罐子，放到阴凉处静置。三四十天后
便可以取出，洗去泥巴，放到水里煮了。煮熟
后，冷却即可食用。

腌三十天之后，姆妈取出洗净，在锅里煮熟，
让其自然冷却。小弟弟却等不及了，往往不等完
全冷却，便抓起一个，直接咔嚓一口咬下去，哪怕
蛋壳扎得他稚嫩的牙龈出了血生疼，他还是咽了
下去。小弟有一次吃鸭蛋，除了敲开一个小洞，
挖出里面的蛋黄、蛋白吃光，还用水把壳里面洗
干净，到晚上捉几只萤火虫，放到里面，再将小洞
封住。几只小小的萤火虫在壳里面闪闪亮亮，很
有意思。特别是新腌不久的鸭蛋，煮熟后，冷却
了，我常常会偷一个出来，白嘴吃掉，不是很咸。
我等鸭蛋冷了，也吃过一个。我小心翼翼地剥开
蛋壳的，时而嗅嗅，时而舔舔，然后小口小口地
吃，蛋白的鲜、细、嫩，蛋黄的红、沙、油，咸香软糯
的感觉萦绕在舌尖上，久久不散。

因此，我一直以来对鸭子、鸭蛋，有一种略带
激动与欢愉的情愫。这几年，我住在武汉的时候
多，有时候几天没有吃到用鸭蛋挞的蛋粑或者咸
鸭蛋，都巴不得买两个鸭蛋来弄了吃，还是馋
啊。——胃总是带着儿时的味道……

鸭拐子生活录
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小人物，就宛如芜

杂的田野里，开放的那朵小花，虽质朴，却自有
它的魅力与经历。所有的事，所有的话，所有
的味道，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消融在了时间的
长河里。但试图去打捞，总会打捞上来一些吉
光片羽……

据说，鸭拐子从小就喜欢翻跟头，还跟路过
这里的一个拳师学过半个月的武艺。他平时酒量
也不小，没事都可以灌斤把到肚子里。倘使别人
家有人办酒席请客，他拿不出钱，便提半篮子蛋去
赶酒席。他的肚皮大，坐下来一定要把“本”吃回
去。吃不完的菜，他还要收回去，倒给鸭子吃。

因为他懂一点医术，小孩子要是闹一点头痛
脑热，家长们都会来找他瞅一瞅。这样的小病，
他会抓一些自晒的草药，免费让家长们拿去。往
往孩子们喝了药水，便好了，又活蹦乱跳了。但
是大病或者癌症，他是不诊断的。

有一年夏天，抗旱的时候，村里人拉起闸放

水，水很大，没有人管，结果有几处路段被掩了。
有一段路，要浩（淌）水过去，很危险。我们都踌
躇不前。此时，鸭拐子赶着一群鸭子出现了。他
说：“这里水流得急，你们人小要下去，我来帮你
们！”于是他用胳肢窝一边夹一个，来回几趟，将
我们三四个人弄过去了。大家都很感激他。

有一次我们放学，在回家途中碰到他，看到
他抓了一把花生在口里磕。他看我们想吃，分给
每人几颗。我怕鏊糟，就说要拿有壳子的花生
吃。别的同学拿了就吃。我却剥开壳了再吃。
为了回报他的慷慨，我便到屋子里阴倒（偷偷）拿
炒米糖，用书纸一包，拿给鸭拐子吃。鸭拐子推
辞不过，只得收下。还有一回，我骑牛，不小心摔
下来了。鸭拐子帮我治伤。他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好印象。

鸭拐子睡的席子、围子、椅子，都是自己编
的。他哪里学过艺？只是在篾匠师傅门前瞟了
半个月，便自己会弄了。下大雨不能出去赶鸭子
的时候，他就在家里炸豌豆，掂一颗到嘴里，便咀
嚼起来。可以说日子过得还舒坦。

劁猪、劁鸡，他懂一点。有的婆婆想让鸡子
长肥，就把他搞去劁鸡。他从来不贪，帮了别人，
别人愿意给什么，就收什么，不会格外要多的
钱。干完了活，他斜着嘴巴叼一根劣质烟，一边
抽，一边跟人聒（闲聊），眼睛到处漏（看），很散漫
的样子。就凭着他的这一点德行，赢得了一些村
民的欢喜。

村外有一条河，叫深引河。鸭拐子就在堤边
搭着简易棚子，有时在里面住。有一天，村子东
边的农民在割谷。我们去捡遗落的谷穗，每人捡
了一书包，背去找他换鸭蛋。他让我倒下谷子，
每人给了三个鸭蛋。我拿着三个鸭蛋回去，说明
了实情，被姆妈表扬了。老爸回来，听说我捡谷
子换了鸭蛋回来，一高兴，给了我两角钱。我跑
出去，买了两个酥饼吃了。因为他喜欢吃黄瓜，
我还去菜园子里，摘了两个跑去给他。他拿起黄
瓜，找水洗了洗，直接下口去咬，还说：“有点味
道。”他吃完了，在衣服上揩干净了手，问：“你想
不想听故事？”我忙不迭地点头。于是他讲了一
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他最后说：“人要救蛇，蛇却
要咬死蛇。不可思议吧？我告诉你，你以后会碰
到很多蛇的。”说完，他又跟我讲了五代贼人朱温
灭唐的故事。由于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一
会儿模仿着拿枪，一会儿模仿着骑马，绘声绘色，
逗得我哈哈大笑。

他还喜欢搞鳝鱼、搞泥鳅，有时候夹起罾子
去河边踩，要是嫌鱼虾小，他就驱赶鸭群来吃。
碰上别人耕田，翻起来的田块里蚯蚓很多，他便
赶着鸭群，让鸭子们吃蚯蚓。有一次，我看别人
耕田，跟着人后面捡鳝鱼。为了跟一个孩子挣一
条鳝鱼，左脚却被田里的瓷片屑子居（划破）了
脚，红色的血很快从破口处涌出来。鸭拐子扔下
篙子，赶快把我用胳肢窝夹了，弄到草棚子里，竖
起一个煤油灯，帮我治伤。用煤油消毒，敷了一
些草药后，再用破布片子包扎治伤。我便一瘸一
拐地回去了。自此，多日不下田抢鳝鱼了。但是
见了鸭拐子还是笑着打招呼。

我在村子里听过几个老农讲他的一些轶
事。鸭拐子早些年在村里好吃懒做，根本不愿意
干一点农活。最后实在连生活都混不下去，才找
人弄了一些鸭子在喂。几年下来，经过他的悉心
照料，有了几百只鸭子了。他通过卖蛋、卖鸭子，
积攒了一些钱，于是托人说媒，将一个姓吴的寡
妇娶到了家里。姓吴的女人贪财，以为他有不少
钱，便收拾了东西搬过来与他一起住。这个女人
又瘦又高，嘴有点歪，脸有点瘪，像一根麻梗。姓
吴的女人知道他爱喝醪糟汤、粉条蛋汤、丝瓜汤，
于是天天弄给他吃。

有一天，吴寡妇赶集，买了一瓶雪花膏。每
天早上洗脸后，她就用指甲刮一点，在脸上推来
推去，直到皮肤吸收为止。这样，看起来比之前
的黑脸好看多了。但到了夜晚，把脸一洗，又露
出了黑黢哒的一张脸。吴寡妇看着鸭拐子的胸
脯说：“你的肌肉还蛮发达。”鸭拐子说：“你看我

是什么人呀？——我可以撑着篙子，一跳跳几丈
远。加上我天天吃鸭蛋，你说身体好不好？”鸭拐
子自信地说：“你跟了我，天天有鸭蛋吃，一个月
吃一次鸭子肉，保你把该长的地方长出来。”吴寡
妇很高兴。

吴寡妇记在心上，但每隔几天，就要找他要
钱，去街上赶集，买一些新衣服或者点心回来。
时间一长，姓吴的女人花光了鸭拐子手里的钱，
发现他收入不是很可观，于是态度大变，有时还
不做饭，或者拉下脸给他看。鸭拐子是一个粗
人，没有人察觉她的变化。姓吴的女人喜欢卖弄
风骚，整天游手好闲，不做家务了。她常拿一双
魅眼去扫男人，一副骚婊子的神情。她看到有钱
有势的男人就沾上去，据传床上功夫了得，村里
的几个干部都跟她有一脚。跟着村干部，她混吃
混喝，反正是当不了官。

正巧有一天，赶着鸭子还没有走远，结果裤
子被路边的蒺藜划破了。他便走回来准备换裤
子。在回来的路上，鸭拐子从路边一个人的口
中，得知自己被戴了绿帽子，他气冲冲地回来。
他在靠近房子的时候，好像听到一点断断续续的
呻吟，还以为是吴女人病了，赶忙撞开门，却看到
了不堪入目的画面。气得鸭拐子拿起篙子朝姓
吴的女人与小队长打去。两人抓了衣服，从后窗
跑了。之后，两人私奔到潜江的老新口去了。半
年后，吴寡妇又与小队长分手。她缠上了一个养
鸡场的老板，几经周折，她成功上位，成了养鸡场
的老板娘……

平素，鸭拐子觉得口里没味了，就憋（抿）两
口老酒，盘腿坐在树荫下像鬼一样哼哼歌。太晚
了，而他又不愿意抹黑赶鸭子回英勇村，于是就
赶了鸭子们到土地爹的庙前，放下一块席子，在
门外睡觉。有蚊子的话，他会捡来干草、湿草，点
燃后沤（生）烟子。他躺下来后，听到附近野鸡子
叫，自己喂的鸭子叫。他知道，这些叫声很快会
平息下来。他等鸭子们都靠拢睡下来了，便起身
去周围的田里揪了几个红辣萝卜。还用手刨了
几把花生，洗都不洗，沙流咧，他却剥了壳丢口里
吃。吃完，抿一口老酒，他便躺下了，往往在凌晨
三四点便醒了，躺在席子上哼春曲儿。很多时
候，免不了出意外。碰上鸭子死了，他舍不得丢，
除了要肉，连肠子等下水都洗干净了，搞滴（着）
吃。他将一锅鸭块与很多胡萝卜一起炖，可以吃
上几天。他就这样饥一餐、饱一餐，度过了一日
又一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
乡村角落。鸭拐子乘势而为，将鸭子喂多了，鸭
棚加大了。由于鸭蛋产量激增，供大于求，为了
更好地利用鸭蛋创造财富，于是办起了简易的盐
蛋厂。他找人印包装盒子，临时招募附近的村民
帮工，然后亲自去洪湖、新沟、沔阳等地方推销。
由于他的鸭蛋货真价实，很受欢迎，口碑很好。
接着，他又搞起了皮蛋厂，效益依然不错。他致
富也不忘乡亲，多次捐资修路、牵水管。有一年，
他还以能人的身份被选为村长。在他的带动下，
村里几乎没有闲民了，都有事做，都有钱赚。他
敬老爱幼、助人为乐，脸上早就没有了先前的狡
黠与奸诈。村里的水稻产量本来很低，但他引进
了杂交稻，告诉村民如何打农药、施化肥，结果产
量提高了。又手把手教村民买来设备，榨了花生
油，然后挑到四里八乡去买。

由于他表现出色，他还入了党。一九九零年
秋天的某日，他还来县城找过我，说是不想再干
了，钱也赚够了，荣誉也有了，只想好好过几年安
逸日子。但没想到的是，他突发心脏病死了。但
他在世前就把全部捐献给了集体。那一方的人
谈起他，很多人会竖起大拇指。

人老易怀旧，每当我听到石浩辉唱的《赶鸭
子》，便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了鸭拐子。此时，
眼前就会出现一帧水灵灵的乡人放鸭图。鸭子
晃着身子嘎嘎地跑，日头正从东边的天际线弹起
来，红润饱满，广袤的田野里，一切绿色的植物开
始明媚起来……

（作者单位：监利市人大常委会）

水云间的放鸭人
□ 安频

赓续红色血脉 助力监利发展
□ 张浩阳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
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
光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对我
们要传承与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谆谆教
诲，简短的一百多字，融入了建党百年来革命、
改革、建设先辈们的辛劳汗水，描绘了历久弥新
的红色精神谱系。

精神是一个政党的支柱，是一个民族的脊
梁，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创立之
始，面对破碎的山河勇挑重担，面对强大的敌
人无惧生死，面对曲折的道路及时纠错。前路
漫漫，中国共产党从未停下过前进的脚步，无
数革命烈士、广大仁人志士与中华儿女一道用
青春和生命，构筑起了熠熠生辉的精神长城，
为我们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中国共产
党也终由 50 多名党员的星星之火，转变为今
天已经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照耀在华夏大地
上的燎原之势。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长征路中，全国各
族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其中每一步监利人
民也不曾落下，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贡献着
自己的一份力量。重视并回顾我党百年来绵延
不断、接续发展的红色精神谱系，对于我们走好

自己的人生路，提升工作动力与责任，走好
监利构建荆州市域副中心、建设长江中游

创新型中等城市的新征程起着开山斧、助推器
的作用。

赓续红色血脉，在红船劈波中著起星星
火。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在经过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各种救国
方案轮番出台后，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中
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
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中工
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在白
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由于一名敌探
中途闯入，会议被迫中止，会场进行转移。1921
年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条游船上，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庄严
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使中国革命的历
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
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
征，对此，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南湖红船点燃的星星之火，形成了中国革
命的燎原之势，使四海翻腾，五岳震荡。

赓续红色血脉，在枪林弹雨中镌刻赤子
心。革命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用
笔杆写出来的，而是从枪杆子里闯出来的。我
们先后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无数英雄烈士在面对敌人的枪林

炮雨时，在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时，毅然决然选
择冲在前面、顶在枪口、毫不退缩，将个人生死
置之度外，因为他们坚信明天是美好的，中国的
未来是美好的，中华民族终将站起来！在此期
间，中国工农红军建立起了以监利为中心的湘
鄂西苏区，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建立了近3万
工农红军和5万地方武装，孕育了一支夺取中
国革命胜利的红军主力，走出了67位共和国开
国将帅，同时在这片土地上也牺牲了一大批革
命英烈，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这里是共和
国的又一个摇篮。广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在
炮火连天的岁月中，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以拳
拳赤子心温暖了华夏大地，也挺直了中华民族
的脊梁。

赓续红色血脉，在殷殷春雷中建设新中
国。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
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安徽省凤
阳县小岗村18户户主秘密签订契约，实行分田到
户、包产到户，不久，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在全国
拉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开，极
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1965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41倍，到1978年
美国人均GDP达到了中国的76倍，并且差距还
在不断拉大，当时中西差距之大可见一斑。面对

这种情况，通过一系列的考察、调研、商讨，中央决
定打开国门搞建设，陆续设立开放了许多经济特
区。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
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民思想的许多重
大认识问题。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
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赓续红色血脉，在抗击疫情中凝聚爱国
情。天灾无情、人间有情、共抗病疫、家国同
心。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荆
楚大地，面对疫情，我们的医护人员没有退缩，
不分昼夜与病魔争时间；我们的人民卫士没有
退缩，不怕牺牲与天灾做抗争；我们的人民公仆
没有退缩，舍家守岗与疫情做斗争；我们的广大
群众没有退缩，凝聚力量与武汉心连心。在新
冠疫情期间，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用 1 个多月的时间初步
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 2 个月左右的时间将
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3
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
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
争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国家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抗
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

国担当。
赓续红色血脉，在全面小康中奔向复兴

梦。不负使命为人民，百年梦圆照此心，砥柱人
间是此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
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
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
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
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
人民为之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党的战略布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胜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
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党创造了又一个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

赓续红色血脉，是你是我的责任，是你是我
的使命，更是身为中华儿女的血缘传承。面向
青年、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
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者单位：监利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