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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之东，有镇燕窝。南望嘉鱼，北通汉阳。民风淳朴，诗
酒名乡。祖籍源流，鄂赣湘豫手牵手；风俗互融，五万同胞心连
心。血性男儿，有情有义有豪气；刚强女子，任劳任怨任雪霜。

七百年沧桑史，九千顷大家园。洲滩荟蔚，蒹葭苍苍；长堤
叠翠，芳草萋萋。阡陌交通，路渠林网；田池棋格，鸥鹭翔集。
春看菜花蜂肥，夏赏芙蓉并蕾，秋眺稻菽推浪，冬捕锦鳞满塘。

枕长江，披千古长风，惯听惊涛拍岸，征帆渔火入梦；挽沙
湖①，抚万亩碧波，咏诵菡萏出水，清风明月润怀。沧海横流，峥
嵘岁月：土地革命，唤醒农民，鲁赤诚②少年英雄呼风雨；抗日战
争，倭寇炸沉新升隆轮，救伤员、埋忠骨，燕窝人义举泣鬼神；中
原突围，破敌封锁，李子彬③侠肝义胆护伟人④。时序九八，洪涛
澜汗，百年不遇大灾情，天降神兵，军民赴险，七家垸漫溃，三儿
郎⑤堵口牺牲垂英名。

文化浸润，诗酒养性。中华诗乡，书画名镇，舞文弄墨三千
人；红梁醇酿，神仙讨醉，刘伶捧罂放豪情。

藏美酒诗文邀李杜，约龙潭红杨⑥述古今。曾记否？一代
名师诲燕中，几度骄子起鲲鹏，清华博导陈应华，武警将军夏福
世。桃李芬芳馨四海，五洲归来效九州。

忆往昔，始祖先民，麻片葛布遮身，野菱茭芡充饥，栖蓬蒿
漏舟，拒虫蛇水患，披星戴月；看今朝，吾辈嫩青，玉带锦衣合
体，美酒珍馐四季，居广厦靓宅，乘高铁飞机，春风得意。

高衢贯村，城乡咫尺，乡村振兴添羽翼；天堑飞虹，南北畅
达，八裔来宾共坦途。蓝图绘就，采摘霓霞抽绣线，鱼米水乡织
云锦；领袖导航，高擎红旗启新程，燕子窝里飞凤凰。

注：
①沙湖：指沙套湖。
②鲁赤诚:燕窝姚湖土地革命时期英雄少年。建国后在三

机部（航空工业部）任纪委书记，离休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1999年逝世。

③李子彬:燕窝挖沟村人，旧社会是大地主，因掩护李先念
主席有功，解放后子女得到政府安排，早已离开燕窝。

④伟人:李先念主席。
⑤三儿郎:指九八抗洪英烈方红平、王四为、胡会林三个燕

窝小伙子。
⑥龙潭红杨:燕窝九龙潭、蒿洲村红杨古树，树龄300多年，

洪湖第一树，荆州排位第三名。

我的爷爷生在洪湖，长在水乡。小时侯，
洪湖还是片片渔村，星星点点的渔家环湖而
居。步过茅舍，走过稻田，有个小集镇，镇边
有个庙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改建成小学，
成了村民们接触知识的新去处。爷爷有幸进
了这所小学，念了六年书，学了不少新旧文
化。小学即将毕业之时，因成绩优异，被推荐
到百里之外的县城去读师范。

那时不通陆路，十五六岁的爷爷打理了
行囊，谋齐了盘缠，别了父母乡亲，被一条荡
着木桨的小船载着，穿过湖风水雾，义无反顾
地向着远方漂去。

爷爷几经辗转，才到达县城。在县城读
了一年书，少有音信，爷爷的父母在家苦苦
等待。

一天夜里，村里的狗狂吠不已，家里的屋
门被推开了一线，湿冷的空气连同爷爷混着
寒噤的声音进入了温暖明亮的小屋。爷爷回
家了。他决定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村里
的孩子们。爷爷的父亲尊重了这个好想法，
一句话没说，递给爷爷一盏马灯，又挪出房间
里一只反反复复漆过、闪着几颗铁钉光斑的
书箱，这只书箱是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

村里没有校舍和教室，开始时只好租借
在宽敞点的民房做教室。这样教了两年书之
后，爷爷找到当年的几位同窗商议谋划，在乡
政府的支持安排下，申补助，兴土木，不久就
盖起了一所新小学。爷爷担任校长，并兼语
文教师。学校里都是乡亲们的孩子。

他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多年，那个书箱也
长成了一间四壁都是书的小房间，爷爷常常
在书房里吟诵诗歌和古文。那时的书是很
难找的，但他通读了四大名著、三言二拍、

《千家诗》、《古文观止》、《春秋左传》，他最钟

爱唐诗宋词。厚重的书卷装满背包，走到哪
里就读到哪里。爷爷如饥似渴地读，也废寝
忘食地写。书桌上一边是摞着书籍，一边堆
着爷爷写的文稿。他决心为家乡谱曲，立志
为故土放歌。

后来，爷爷被调到乡镇中学去教书。清
晨，一朵马灯从渔村星星点点昏黄的灯火里
游离出来，再汇入乡村中学校园的灯海——
爷爷要走几里地，赶去学校办公。乡间路边
没有房屋，也没有多少人，爷爷便自顾自吟起
诗来——歌菜畦、歌茅屋、歌连片的水泊、歌
浮动的渔火。家乡的一切事物都是爷爷吟咏
的对象。他和湖风一起放歌，歌着小镇，歌着
他扎根的土地。爷爷的千百声吟咏被报纸听
见了，《湖北日报》便发表了他的两首诗。后
来，爷爷又陆续发表了几篇小说，在当地已经
鼎鼎有名了。爷爷的笔名叫“爱农”，他写作
的书房名叫“稻香斋”，他说从没忘记自己是
农民的儿子，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改革开放初期，爷爷被调入曹市镇高中，
家也搬到镇上。小镇和周围的村庄迎来了扶
助农村的技术员。不久，技术员指导种植的
果树冒芽、开花，水乡小村各色花果结成一片
彩霞。文学界此时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
天。爷爷闲不住笔，又创作了一部剧本，写一
位技术员带领村民种梨树致富，剧名叫《梨花
飘香》。在爷爷的梦中，家乡就是一片梨树飘
香。戏剧在乡镇和县城连演三天，后来还上
了省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这次爷爷可算风
头出尽。父亲去理发，付钱时理发师听说剧
作者是他的爸爸，连忙把钱塞回父亲手中，硬
是不肯收费。

爷爷白天教书，从学校回家，大门口早已
围了几层“文学青年”，嘁嘁喳喳满是“胡老

师”“胡先生”的碎语。爷爷把他们请进屋，自
己端坐在大椅上，像批改学生作文一样细细
勾划他们的作品。临到五六点钟，厨房里的
奶奶数了数还待在家里的青年，准备起他们
的晚饭。吃过饭，送走了青年们，爷爷又回到
了他的书房。

改革的春风吹开了梨花，也吹开了乡镇
企业的遍地新花。读书不再是唯一的出路，

“读书无用”“文学贬值”甚嚣尘上。那段时
间，爷爷的脸上布满阴云。学校的学生一天
天变少了，客厅的“文学青年”也一天天变少
了。爷爷又与校长闹了矛盾，不得不离开了
镇高中。家里的生活困难了，爷爷仍然坚持
写作，看书读报的人却少了。不过，要是还有

“文学青年”求教，爷爷仍不吝惜赐教。爷爷
依旧和他们讨论文章，但时不时会劝他们从
文学中跳出来，关注生活。他相信文学不会

“贬值”，但“文学青年”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
过。那一阵，爷爷天天把自己埋在书房里。
祖母叫他吃饭，他便出来吃；叫他休息，他便
到房间外踱几圈，半抬着头，嘴里时不时念几
句古语。如果爷爷不在家，那一定是去了文
化馆和图书馆，他去那里读书或创作。家里
的旧书还来不及落灰，就会被爷爷带来的一
捆新书盖住。他的书稿叠在桌上，密密层层
的纸页堆得高高的。有一天，爷爷终于搬出
了几摞书稿，这是他编辑的故乡小镇的

“志”，就是史书，名为《曹市志》。我第一次知
道，还有这种乡镇级别的地方志。他用自己
的笔墨，为永不忘却的小镇寻根。架上的志
书，书页间夹满了批注纸条，仿佛系满了镇民
的根系。

写完镇志，爷爷被调去县文化局，负责编
写剧本，家也搬到了县城。爷爷最得意的剧
作是《洪湖传奇》，这是一部神话剧，讲的是我
们家乡的母亲湖——洪湖的由来。

下岗的大潮打破了祖母在工厂里的“铁
饭碗”，家里的经济雪上加霜。爷爷决定乘着
市场经济的长风，到商海中去搏击。他试着
卖了些日子的杂货，生意却不是很好。于是
爷爷想到了自己熟悉的书刊。他先去找熟悉

的杂志社进货，再把书刊送到各个电话亭代
销，在当地开了电话亭卖杂志的先河。去送
杂志和结账的时候，他总是戴着草帽，的确有
不想被熟人认出的想法。在电话亭主们半信
半疑的目光中，爷爷的生意日渐兴隆。没过多
久，全县的所有电话亭都摆满了爷爷经营的书
报和杂志。鼎盛时期，甚至连我们县城里最大
的公共厕所里都在卖他批发的报刊。这些报
刊在故乡小镇也卖得很好。爷爷说，那里总还
是有些人会读书的。慢慢地，爷爷把生意做到
了省城武汉。那时有个文学青年来找他，他默
默地听对方谈文学，听完了给那个青年几万
元钱，让他拿去边学写作边做生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后，七十
多岁的爷爷基本已退居二线，但他仍然关心
着他经营的书刊生意。他学会了电脑排版，
把书页印到屏幕里。纸与墨变做了光与电。
他还开了一个个人抖音号，最初叫“胡老师教
你读诗词”，粉丝达一万多人。

他仍没有放下文学创作。经过上下奔
走，他创作的神话剧作《洪湖传奇》已被国家
电影局批准，同意拍摄。他还有一个宏伟的
愿望，要写“家乡三部曲”——写家乡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第一部《洪湖传奇》早已写完；
第二部大型现代戏曲《洪湖岸边是家乡》也已
完成，并在省里获得一等奖；最后一部《小小
洪湖赤卫队》，要写家乡的孩子，代表家乡的
未来。

爷爷从没有忘记在师范学过的课本，没
有忘记村小学的书屋，也没有忘记他的剧本
和镇志。他一生公开发表诗文千余篇，共计
两百多万字，在全国各地获奖50多次。他的
文字从来没有离开家乡的土地。他与书打了
一辈子交道——读书、教书、写书、编书、卖
书。他为故乡的腾飞谱曲，给乡亲们寻根。
他像一只风筝，乘着时代的东风，载着文字的
梦想，总希望飞得高些再高些，但他从没有离
开牵着他的那根来自家乡的引线。他写过的
一首诗中有这么几句：“我是洪湖一滴水，融
入浩浩波涛内，如若激流把我推向大海，我的
歌，也带着家乡味。”

一
穿过风光旖旎、水波浩淼的洪湖湿地，我

们在《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中上岸，踏入一
条长约400米、宽不到5米的“红军街”——瞿
家湾老街。

灰墙玄瓦，飞檐翘角，青石板街道，沧桑
木板门，古色古香的气息拂面而来。“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
址”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在细雨的滋润净化
下，越发清亮。

“它坐落于辽阔的江汉平原，革命的火
种曾在这里燃烧，并蔓延开来。电影《洪湖
赤卫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一段峥
嵘岁月……”红色文化宣讲志愿者瞿兆利，
一身红装，分外耀眼，眸里有“星星之火”。他
年近花甲，有30年党龄，握着传承红色基因
的“接力棒”，仿佛握着钢枪大刀、猎猎红旗。

集徽派建筑之灵动，融风俗文化之精华，
老街是“明清一条街”。瞿兆利说，经过数百
年的风雨洗礼，这些历史建筑仍保存完好，被
称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国内众多水乡、
民俗、革命题材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

这条古街，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瞿兆利递给我们一本《洪湖地名故

事》，瞿家湾的来历清晰可见：明弘治年间，
一个叫瞿文暹的铮铮汉子，因打抱不平得
罪地方官衙，驾一叶扁舟逃入这里。他看
中其富饶，于是弃舟登岸，结草为庐，成为
首代开拓者。因主要靠打铳、狩猎生活，故
取名“打铳湾”。后瞿氏家族逐渐壮大，形
成上湾、中湾、下湾三个自然村落，遂将“打
铳湾”改为“瞿家湾”。随着人口聚居，加上
家风朴诚勇毅，敦厚勤俭，瞿氏家族走向勃
兴。至清朝末年，瞿家湾百业兴旺，成为闻
名遐迩的湖乡集寨。“因族成村，因商兴
镇”，是老街历史的真实写照，也为这里的
红色基因打下坚实基础。

漫步石板道上，《再唱洪湖水》歌声荡气
回肠。打渔船、斗笠、鱼叉，风车、碾子和药
铺，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奋斗岁
月；“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中共湘鄂西省委
会”“湘鄂西苏维埃省政府”“湘鄂西革命军事
委员会”等21处革命遗址渐次进入我们的视
野，把大家带入当年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革
命战场。

红旗指处，风雷磅礴。遥想当年，贺龙、

周逸群、段德昌等革命家，就是在这里“霹雳
一声”，写下光辉一页。

二
革命的道路，总是充满艰辛与坎坷。贺

龙“三下瞿家湾”，在一次又一次挫折中艰难
求索、英勇向前。

时间回溯到1928年春。
受党中央委派，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

人化装成商人模样，从汉口乘坐江轮逆流而
上一天一夜，到达洪湖新堤镇，再转乘渔舟到
瞿家湾。贺龙见此地港汊纵横，芦苇密布，层
层叠叠，一眼望不到头，激动地说:“在这儿搞
武装斗争，是个能容下千军万马的好地方!”
卢冬生应声道:“对!只要有武器!”

地势进可攻、退可守，他们便驻扎于此打
游击。毛泽东曾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
问题》中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
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
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贺龙登岸，策动风云，预示一场暴风骤雨
即将来临。

一个月夜，贺龙带领卢冬生闯入国民党
团防驻地观音洲，缴获了八支枪，初战告捷。
随后，他们与贺锦斋师长取得联系，把分散在
洪湖地区的游击队集合起来，编成两个大队，
人数三四千，枪支四百余支，打起工农革命军
的旗帜。游击队、赤卫队、工农革命军的纷纷
组成，为建立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创造了
有利条件。

1930 年，贺龙、周逸群第二次来到瞿家
湾。他们在峰口一带设红六军军部。这次是
铲除“北极会”，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埋伏，突
击，声动湖河，势如破竹，打得北极会徒举手
投降。应群众要求，贺龙处决了北极会头目，
同时拔除了多处窝点。7月4日，贺龙率红四
军和红六军突破千难万险，到公安南平会师，
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标志着湘鄂西
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台阶。”

随着武装力量逐步壮大，贺龙率军团主
力向东北方向发展，革命根据地扩展到监利、
潜江、沔阳、华容、石首、南县、公安等七座县
城，鄂西联县政府也相继成立。合纵连横，控
制长江航道五千余里；以湘、鄂、赣、皖苏区互
为犄角，遥相呼应，成为当时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的革命根据地。

声声号角，赤帜高扬。1931 年，贺龙第

三次率部返回瞿家湾，指挥洪湖地区的战斗，
毙伤、俘虏敌军一万多人。此时，革命烽火燃
遍湘鄂西，县一级的苏维埃政权发展到十五
个，部队扩大到三万人。湘鄂西特委、湘鄂西
省、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
先后设立。渔民们高兴地唱道：“湖中有了贺
龙军，湖水亮晶晶，革命烈火烧得旺，红军打
仗总是赢！”

男儿英勇，游击湖乡；巾帼善战，赤卫队
员。革命如火如茶，瞿家湾几乎全民参加。
正是因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才取得一次次胜利。

1932年10月，贺龙率部离开瞿家湾，向
湘鄂边转移；1934年10月，贺龙领导的红二
军团作为红军的一支主力参加长征，为中国
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解放后，贺龙元帅念
念不忘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并深情地说：

“洪湖是我的第二故乡。”
革命的足迹，踏遍山山水水，宛如瞿家湾

旁的万顷荷叶，一碧无垠。
三

驻步于“中共中央湘鄂西省委机关报《红
旗日报》社”，雨后初晴。同行的一位作家朋
友沉吟道：“阳光四皓，与红相融；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我回应：“映日老街别样红，正是
革命最美色。”

“革命斗争不仅靠枪杆子，也靠笔杆
子。”瞿兆利向我们介绍，湘鄂西革命根据
地出版发行了 20 余种红色报刊，有《斗争》

《捷报》《工农日报》《洪湖日报》《红旗旬刊》
《红星报》《红色军人》等，它们如黑夜里高
擎的灯塔，照亮了一个又一个后来者，闪耀
着熠熠初心。

我端看一张泛黄的《工农日报》复印件，
版面有“时事要闻”“党的生活”等栏目，刊登
消息、通讯、简讯及时事问答等各类文章，内
容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动态、工作经验为
主。瞿兆利说，报纸每天上午出稿，下午运至
交通站，发往根据地各地，发行范围包括洪
湖、沔阳、公安、汉川、华容、南县、常德等20
多个县的各级政府和红军各部队。“苏维埃政
府领导好，报纸印得多精巧；晚风吹来动树
梢，墩台湾村都读报”，这首当年在湘鄂西流
传的歌谣，就是赞扬谢觉哉主编的《工农日
报》是看得懂、用得上、学得到的“实用教材”。
我顿时想起“播火者”李大钊，想起他的“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想起他传播马列主义
无限忠诚的大无畏精神。而这里，不足十平
米的地方，他们同样肩负道义和使命，在极端
动荡困苦下，开辟一方弥足珍贵的精神家园，
用生命和热血扩大了党的宣传阵地，点燃了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之火。
沐浴着红色文化的光辉，感受岁月留下

的红色沁痕，我们一路向前。
松涛阵阵，郁郁翠柏。瞿家湾老街旁是

烈士陵园，一座 12米高的纪念碑傲然耸立，
正面镌刻着王震手书“湘鄂西苏区瞿家湾革
命烈士纪念碑”15 个遒劲大字。在墓碑群
里，我们发现很多无名烈士，他们牺牲时大多
只有30来岁，甚至还有更年轻的。掩不住的
是铁骨忠心。一行行血染的名字，背后都是
一段段悲壮故事。站在墓前，能感受到一颗
颗英勇无畏的心，依然有力地跳跃着搏动着。

老街上，我们看到一位独臂姑娘，正为外
地游客讲解红色历史。打听得知，她是瞿家
湾村妇联主席陈玲。几年前，她还是一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革命精神指引下，她身残
志坚，自强不息，把自己当做一根红丝线，缝
进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投入宣讲、抗疫、
防汛的洪流。

近几年来，洪湖市整合红色旅游资源，以
瞿家湾为中心，不断擦亮这张红色名片，也带
动了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旅游高峰时，红色
老街每天接待游客三千人以上。老街的居民
被聘请回来，坐在家门口就有收入，日子一天
比一天红火。

“暖春观鱼跃，荇翠藻绿，水深鱼肥；盛夏
赏荷花，临水人洁，近荷心香；深秋看采菱，倩
影伴碧波漫荡，菱歌和细浪清唱；隆冬咏雪
景，野鸭同雪花共舞，鸿雁与白云齐飞。”如今
瞿家湾镇面貌焕然一新，四处红花锦簇，绿树
成荫，入夜灯火齐明，霓虹闪烁，似一颗耀眼
的明珠，镶嵌在洪湖之滨。

瞿兆利手指远处，每当盛夏来临，瞿家湾
的生态旅游风景区内，近10万亩野生荷花尽
情绽放，万只鸥鹭盘旋于碧水蓝天之间，好一
幅人水和谐图。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不朽
的革命歌声再次响起，悠扬的旋律穿越时空，
历久弥新。如歌的瞿家湾，每一个革命者都
是一个音符，唤醒后人流淌在血脉中的红色
基因。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朝廷在茅江口筑新堤五千三百
余丈，水患得以控制，于是船舶停靠，港镇并兴，始有新堤也。

新堤，悠悠五百年历史沧桑，茫茫江河湖港云集地。枕横
轴万里长江波涛，卧竖轴绵延荆河涟漪，原点荷花广场，瓜剖城
东城西。东临赤壁，西濒洞庭，南与临湘隔江相望，北连东荆汉
江仙桃。交通枢纽，通江达海。西通湘蜀，东达苏沪，南贯粤海，
北望京津。沐天地之灵气，吮山川之精华，开前无古人之先河，
辟后无来者之奇迹。此乃鄂南重镇，江汉水乡明珠。

往事如烟，长江波涛、荆河涟漪诉说新堤往昔的峥嵘岁
月。府邸城廊，街市衙门，行商坐贾八方云集，洋行钱庄财源
广进，海关会馆高朋满座；亭台楼阁，衍变沧桑兴衰。江峰阁撩
起文人墨客的抚今追昔、浅吟低唱；城隍庙，印证沧桑历史变迁、
文脉轨迹。吊脚楼，演绎荆河两岸风月无边、飘逸人文韵味袅袅
余音。历三代，四百年，战乱频繁，改朝换代，遗留下国势危殆，
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俱往矣，文化积淀深厚的新堤。

新堤和平解放，解放后的新堤，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剔除封建时代的陈规陋习，宏扬社会主义时代新风。工业、商
业、企业、银行、交通、文教、卫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城市规
划、旧城改造，面貌日新月异。“九八”抗洪、“非典”抗疫，成绩
卓越。开发区建设蒸蒸日上。环湖绿道、文旅生态园、主题公
园成绩斐然。新堤在各个历史时期，把握时代脉搏，搏击改革
开放大潮，战天斗地，开拓进取，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永远
屹立不败之地。

观今朝，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新堤人间仙境？街道纵
横，绿树成阴，高楼林立，仰万家星光灿烂。徽派建筑龙街，高
脊翘首，古色古香，光怪陆离，展龙飞凤舞之腾跃；商场鳞次栉
比：沃尔玛、隆客多、购物公园，商品繁多，琳琅满目，人流如
织，喜扫码刷卡购物之时尚；大兴开发区，开发商趋之若鹜，基
建工地机器轰鸣，厂房高楼耸立，展繁荣兴隆崛起之势；教育
强国，尊师重教，基础教育展高屋建瓴之恢弘根基；中小学，学
子茁壮，蒸蒸日上，人才辈出，怀报效祖国之宏图大志；人文理
念，崇尚科学，生态环保，洪湖市上榜“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先进
单位”行列。

七大公园，特色纷呈，繁花似锦，览四时变幻朝夕辉映之
妖娆；花海景区，林木葱茏，落英缤纷，沁人心脾，置人流硕大
香囊之沐浴熏陶；环湖绿道，亭台楼阁，曲桥蜿蜒，纵横错落，
渺一湖宏阔之茫然；冲锋快艇，劈波斩浪，欢声笑语，羡情侣挥
手高歌追梦展翅翔；万顷荷田，碧绿连天，别样红遍，香溢九天
瑶池；棋盘养殖，莲藕鱼虾，特色美食，享誉五洲四海；百鸟飞
翔，鱼游浅滩，渔舟荡漾，剪影湖天辉映一色。清风送爽，静影
沉碧，湖港晚唱，声响君山洞庭之滨。此新堤之大观也！

傍晚的江滩公园，长江波涛，汽笛声响，百舸争流，听不舍
昼夜大动脉之澎湃；荷花广场，汉白石柱，市花璀璨，览诗歌长
廊之雅趣。荆河灯火，静影沉碧，流光溢彩，观美仑美奂之无
穷。音乐广场，轻音乐，旋舞曲，声声荡人心，曲曲恋衷情。广
场舞，交际舞，人面桃花，舞姿翩翩，激情洋溢似闸水奔放。身
临其境，青春焕发，情不自禁，忘乎所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飘然欲仙，颓然醉矣。此乃游人留恋处也！

新堤昔日繁华，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是一件背负历史沧桑、焕发璀璨之光的古老珍玩。今
日的新堤，是一座屹立江、河、湖交汇处的新兴城市；是一尊镌
刻在广大人民心中的丰碑；是一个让海内外游子留恋忘返的
乐园；是一处不是天堂胜似仙境的人文宜居地。新时代新堤
旧貌换新颜、新时代孕育新堤发展机遇、新时代见证新堤的辉
煌历程、新时代展望新堤光明美好前景、新时代的乐曲家会满
怀激情谱写新堤时代的新乐章。新时代的歌唱家，应引吭高
歌唱响新堤时代的最强音。新时代的诗人，揖别“独怆然而涕
下”，以“斗酒诗百篇”的豪情讴歌新堤之新篇章。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沧桑巨变的大美新
堤。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堤乘时代东风，鼓时代
风帆，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我的作家爷爷
□ 胡勉之

如歌瞿家湾
□ 陈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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