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特别喜欢放暑假，因为暑假可以回陕西老家，那是
我们的家园，更是孩子的乐园。但这个暑假我们却没能回
老家，因为我和孩子一起参加了作协组织的诗歌朗诵会。

和孩子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
经过却是几费周折，让我感慨万千，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个
故事记录下来。

参加诗歌朗诵，我不只是想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
更想弥补一下曾经的一个过失。女儿叶子小时候，我带她
参加过学校的歌唱大赛，她那时在台上活泼可爱。可上幼
儿园后，她却开始怯场了，老师想让她参加舞蹈队，她哭着
不愿意参加。老师们觉得奇怪，这么一个漂亮外向的孩
子，为什么就不愿意参加文艺活动了呢？我在疑惑中忽然
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次元旦晚会上，导演想让她和一个
小男孩上台朗诵。可是彩排时，我却忽视了她。我当时自
编自导了一个小品，又被迫自演了学生。表演完下台后，
我发现叶子已经泣不成声。原来我在演小品时，演一个被
批评的学生，叶子看着被气坏
了，边哭边喊：“伯伯训我妈妈，
他为什么要训我妈妈？”了解情
况后，我好一阵安慰她，说是演
小品。她虽然能接受了，但接着
她上台彩排，情绪还是没转换过
来，声音嘶哑，效果不好。因此，
演出时节目换了人，这让叶子很
受打击，此后对参加文艺活动就
有了恐惧心理。

当我想起这件事情后，就有
意识地进行弥补。叶子在大班
时，我编了童话剧，她参加了童
话剧演出，十分成功。但上小学
后，她还是放不开，对一些文艺
活动不积极。所以我希望通过
参加这个比较大型的诗歌朗诵
会，能让叶子找到自信，感受到
努力的快乐。

朗诵并不是我的强项，从小
我就喜欢默默地书写，但为了孩
子，母亲会变得异常强大和无所
不能。彩排时，我们一起读的我
写的诗歌。有专业的老师来指
导，我也很紧张，叶子看到我拿
话筒的手在微微发抖。我当时
在想，如果选不上就回老家，甚
至 我 们 已 经 开 始 做 回 家 的 准
备。但最终，我们接到了继续排
练的通知。

再去排练时，导演要求我们背过稿子，加上动作，
那天中午叶子正好没午睡，她闹开了情绪，不愿排练。
此时我也开始纠结，甚至也想放弃，但想到可能会给孩
子带来不好的影响，便找机会和她进行交流。我向她
说明了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并告诉她朗诵得很
好。同时，我也表达了对她的理解，如果她不想继续，
我们就放弃。叶子可能也体会到了我的良苦用心，决
定继续参加。之后，叶子竟然很快记住了台词，并且很
自然地加上了动作。

诗歌朗诵会的那天晚上，叶子的表现就像一个老
师比喻的：“幽山里的一汪清泉，夜空里的一颗明星。”
下台来，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人都说：“你们朗诵得真
好，你女儿比你朗诵得还好。”我笑了，孩子就是妈妈最
好的作品，夸女儿会让妈妈更开心。我想在这次活动
中，得到锻炼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我自己。

经过这次朗诵会，叶子更自信了，她开始积极主动
地参加学校的音体美活动，大方表现自己，并经常回家
和我讨论。我也很是欣慰，庆幸这次朗诵活动我没有
放弃，实现了参加活动应有的意义。

孩子就像一块洁白的玉石，作为父母的我们既要
细心呵护，也要不断地雕琢，给孩子提供锻炼的平台，
让她长成最美的样子。

（作者单位：滨州实验中学）
（文章、标题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或登陆滨

州网阅读“我的音体美故事”专题文章）

从事外宣工作多年，采访过众多的
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受访对
象和内容在记忆深处逐渐模糊，唯独有
一次特别的采访经历，过去这么多年仍
然记忆犹新。

那是2013年7月份的一天，听闻无
棣县佘家镇邱家小学刚成立了一支农
村娃足球队，并且这支球队有着传奇的
战绩——在建队第二年便取得了无棣
县小学生足球赛冠军；建队第三年取得
了全市中小学生足球联赛冠军，并代表
我市参加了在潍坊举行的全省中小学
足球联赛，最终获得了第 5 名的好成
绩。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届全省中小学
足球联赛中，邱家小学足球队是12支参
赛队伍中惟一一支来自农村的小学足
球队。

在缺资金、缺教练、缺教材、缺场地
的恶劣环境下，这支来自农村小学的足
球队是靠什么成为了一支远近闻名的

“劲旅”，他们的训练又是怎样的一种情
形？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这所学
校，并有幸成为第一个宣传报道邱家小
学足球队的人。

“传球，传球……”那是一个大雨过
后的当午，天气潮湿又闷热，操场上一
群追风少年激情欢快的喧闹打破了暑
假里校园的静谧，后来才知道这是队员
们正在分组打对抗赛。进球后的雀跃，
失球后的叹息——球场上不时传来队
员们的“态度”。“土教练”张奎民在场边
不停地呐喊指挥，“助教”李建军也在场
边观察着、记录着什么。等走近些，两
位教练注意到我，都很热情地过来打招
呼，自然的质朴瞬间让人产生了亲切
感。经了解，学校的8个班级只有50多
岁的张奎民一位专职体育老师，为了打
好比赛，便让年轻的语文老师李建军也
客串一把“助教”。后来我在稿件中这
样写道：“年长的张奎民认真，年轻的李
建军细心，两人配合训练球队，可谓相
得益彰。”而这支球队就是他们呕心沥
血一手组建的，共有14名队员，年龄最
大的 13 岁，年龄最小的只有 10 岁。作
为第一个到达学校的“客人”，我有幸目
睹了当时孩子们最真实的训练环境，并
记录下了这一切——“队员们训练的土
操场并不平坦，场地情况用苏永舜的自
传书名《球场不平》来形容最恰当不
过。几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水还没
有完全渗透，有的地方则泛着白碱，球
场中间还被一块红砖垒砌的篮球场从
中隔断。没有球门，老师就挑了两根竹
竿代替。没有球鞋，孩子们就用千层底
的布鞋踢球。没有经验，两个‘土教练’
就找足球书自学战术。”“去市里参加比
赛，有的学校队员们至少有两三套队
服，而邱家小学每人只有一套。”

面对如此鲜活的新闻素材，我自然
不敢懈怠，经过一天深入的采访，当天
晚上就趁热打铁赶成一篇通讯稿。因
为球队共有14名队员，当时又恰逢习总
书记提出“中国梦”重要论述，所以我顺
势而为给这篇通讯取名为《14个农村娃
的“足球梦”》。因为白天只顾采访文
字，在摄影镜头上策划不够，导致连一
张满意的配图都没挑选出来。“要么就
不做，但是既然决定去做一件事就必须
做到最好。”为将这篇新闻报道做有深
度和影响力，当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
睡，经过反复斟酌与策划，第二天又迎
着七八月的酷暑来到学校进行拍摄。
经过两天的努力，最终将邱家小学足球
队的故事图文并茂地呈送给各家媒体，
先后在《农村大众》《滨州日报》《鲁北晚
报》《齐鲁晚报》等报刊以整版或半版的
篇幅刊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通过媒
体报道为受访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是
每一个新闻工作者从事这份工作的应
有之义，我报道邱家小学足球队的初
衷，也是想通过媒体能为学校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情。果不其然，邱家小学足球
队的新闻登报以后，受到了很多爱心人

士和爱心团体的关心和关注，学校也源
源不断收到社会各界送来的球衣、球
鞋、图书等，让孩子们满心欢喜。让孩
子们更加高兴的是，2013 年 11 月 5 日，
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与山东卫视体育
频道共同发起了“为乡村足球少年圆
梦”公益活动，邱家小学足球队被邀请
到鲁能足球俱乐部新基地进行参观交
流，时任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韩公政接
见了孩子们，王永珀、刘金东等明星队
员与孩子们进行了互动，并赠送了签名
足球和球衣。2014年11月9日，邱家小
学足球队再次收到鲁能泰山俱乐部的
邀请，到济南的鲁能大球场现场观看了
2014中国足协杯决赛第一回合较量赛，
中场休息阶段，小队员们被邀请上场与
鲁能球员进行了3分钟的互动活动，引
得现场上万球迷欢呼雀跃。得到鲁能
泰山俱乐部的关注瞬间让邱家小学足
球队风靡齐鲁大地，甚至当年中超联赛
的直播片花里，都有这支足球队的身
影，其中穿着“千层底”布鞋脚踩足球的
特写镜头，就是当年我在邱家小学操场
的盐碱地上拍摄的，这让我引以为傲。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
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其中“足球
进校园”的提法广受支持。围绕这一主
题，中央电视台先后4次报道了邱家小
学足球队，山东卫视体育频道还专门为
孩子们制作了一期纪录片。此外，浙江
卫视周立波主持的《中国梦想秀》、北京
卫视与冯小刚电影同名的《私人订制》
等以“圆梦”为主题的栏目组，多次给我
打电话邀请学校上节目，但最终没能成
行，甚为遗憾。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一定有收
获。2014年11月份，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光峰来到邱家小学调研，
现场观摩了球队比赛，并给小队员们带
来了“礼物”——量身定做的新球衣、新
球鞋，让孩子们异常高兴。之后，滨州
日报编辑部主任邱芹凭借多年编辑时
政新闻的经验和政治敏锐性，发现这是
一个可深入挖掘的重要新闻线索，于是
约我陪同前去学校进行采访，不久便推
出了《市委书记“助攻”农村小学足球
队》一稿，在《滨州日报》头版大篇幅刊
出，社会反响强烈，对推动滨州校园足
球发展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也拉开了
滨州市足球改革发展的大幕。该通讯
稿后被评为山东省地市报新闻奖一等
奖、山东省新闻奖二等奖和滨州市新闻
奖一等奖。同年，我策划拍摄的《14 个
农村娃的“足球梦”》系列组图被大众网
推送，一举夺得了2014年度山东新闻奖
新闻摄影作品二等奖，成为“全省业余
拍客队伍在专业新闻奖领域取得的重
大突破”（大众网评语）。同一年度，同
一内容，不同新闻题材，分获通讯类、摄
影类山东新闻奖，也不失为一大美谈。

白驹过隙，时过境迁。如今在各级
领导和部门的大力帮助下，邱家小学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入选了第一
批全国足球特色学校，而且规划建设了
笼式足球场、七人制足球场（正在建
设），组建了邱家小学女子足球队，看着
孩子们穿着崭新的球衣球鞋在人工草
坪上奔跑，曾经那14个怀揣足球梦想的
少年不时仍浮现在我眼前，恍如昨日。

“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实现了
呢。”当时的足球少年如今已各奔前程，
有的顺利考上高中，有的被挑选进入了
市体校继续从事足球训练，我也已经离
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从事了别的工
作。蓦然回首，这段弥足珍贵的采访经
历永恒定格在了心里，其中那些感人的
瞬间、感人的场景，从中所散发出来的
精神力量，将不断激励着我在追逐梦想
的路上勇往向前，永不止步。

（作者单位：高新区党政办）
（文章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文，

或登陆滨州网阅读“我的音体美故事”
专题文章）

读书，对我而言，是
一种需求，更是美的享
受。

前几天在网上买到
了电视剧《士兵突击》的
原著，书的封面上赫然写
着“步兵就是一步一步一
步走出来的兵！”也许，这
就是许三多的坚持，这种
坚持诠释了书中的另一
句话——“光荣，始于平
淡；艰巨，在于漫长。”

许三多的坚持至今
感动着我。

修成一条几代老兵
都没能修成的路，是坚
持；咬牙做完 333 个腹部
绕杠，手磨掉一层皮，是
坚持；独守营房半年，让
仅有一个兵的连队成为
全团卫生标兵，是坚持；
不因别人的看法而放弃
自己的想法，不会因身边
环境好坏而“随大流”，也
是坚持。许三多让我在
感受悲壮的同时，更感受
到了一名真正军人的坚
强，感受到了一名士兵屹
立不倒的雄风。

许三多靠信念和坚
持，一次一次打败了困
难，一次一次战胜了自
己，一次一次完成了蜕
变。坚持使许三多积聚
起了力量，有了军人的血
性。他脑子里只有“一根
筋”——“活着，就要做有
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
事，就是要好好活。”他骨
子里的傲气风骨让我佩
服。

因 为 生 活 ，因 为 工
作，因为家庭，我也有过
苦闷、忧郁的日子。有机会就外出
散心，秦皇河中冲浪消愁，鹤伴山
里寻幽探险，中海滩上默念心经，
蒲湖岸边吟诗歌唱，一次次磨砺，
让我内心充满力量，让我有足够的
勇气和信心面对枯燥乏味的工作
和生活，让我更有耐心和勇气面对
未来的日子。

我是一个写诗的人，诗心即本
心，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永远分不
开。记得 2015 年刚刚加入市作家
协会的时候，李登建主席跟我说：

“如今社会很浮躁，很多年轻人都
不能安静地读一本书，你还能静下
心来搞创作，这是好事，欢迎你加
入作协，希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自那之后，我发奋努力，疯狂地读
书、写诗、投稿、发表、获奖，时常深
夜等着家人睡下，一个人静坐灯前
阅读经典，精耕文字，从古典名著
到外国文学，从古代汉语到现在诗
词，每当读到一些著名诗人诗集中
的好词好句，都会用笔勾出来，再
抄一遍，揣摩每一处的精妙用意。
大量的阅读让我一个人沉浸在书
海当中，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我迷
恋上了黑夜——只有在深夜，我才
是完整的。或许，这同样也是一种
坚持，从毕业到今天，这种坚持足
足有8年……即使结婚生子，没有

动摇过。
许三多之所以如此

坚韧，因为他身上延续
着钢七连从革命战争岁
月中保留下的血脉：“从
尸山血海里爬起来，默
默地掩埋好战友的尸体
后跟自己说我又活下来
了，还得打下去！”“不抛
弃，不放弃”是钢七连的
口号，也是贯穿整部小
说的核心思想，它成就
了许三多。不抛弃什
么？不抛弃亲情、友情、
战友情。不放弃什么？
不放弃信念、理想、原
则。许三多没有抛弃马
班长、史班长给予他的
关怀，没有抛弃团长和
队长对他的赏识，没有
抛弃他的战友，没有抛
弃他的家庭，也从不放
弃自己的理想并为之矢
志奋斗。

读 书 ，如 拜 师 ，师
者 ，传 道 授 业 解 惑 者
也。爱上读书，不仅仅
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
识，还能真正地“寓读于
乐”，或许还有一种“暮
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的潜移默化吧。对我而
言，从刚毕业出租房里
的藏书不足 50 本，到现
在的家里近2000册……
黄河、中海、秦皇河、蒲
湖、西纸坊、龙江湿地纷
纷走进了我的诗里。读
书和创作，让我彻底爱

上了滨州这座城市，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我想我这辈子定然离不开
书了。是读书，滋养了我的底气和
灵气，保持了我的年青与激情，开
掘了我的潜能与创新，我的工作因
此而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家无烟
酒味，唯有书卷香；人骂迂夫子，我
自乐陶陶。阳台摆上圆几和椅子，
搁一杯清茶于圆几上，架起脚坐在
靠背椅上，找到最合适的坐姿开始
阅读，清澈的阳光，疏离的日影，伴
着清爽的风，多么惬意的生活！向
梦想靠近！向书本靠近！

而好的文章，能接地气、有温
度。我作为一个外地人，辗转落户
到滨州这片热土，像一株嫁接在异
乡的小树，能有今天的成长，深切
感受到了鲁北平原人们的淳朴、敦
厚、包容和大爱，如今我已完全融
入了这里，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
寄托着我对生活的遐想和憧憬
……如今，鲁北平原的水就像血液
流淌进我的身体，此刻随着脉搏一
起跳动。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会员，滨
州市作协副秘书长。）

（文章有删改，请扫码阅读全
文，或登陆滨州网阅读“我的音体
美故事”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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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滨州人，是小
时候跟随父亲从高青来的滨州。那
时候，大家都管滨州叫北镇、惠民地
区。转眼我来滨州 25 年了，看到滨
州这些年的快速发展，由衷感到高
兴。但开心之余，总感觉有些属于滨
州或者北镇的记忆，慢慢地减少了。

有多少滨州人，就有多少滨州人
的回忆。只要走进北镇人民剧场看
过电影，他就一生珍藏了北镇人民剧
场的故事。作为文化匮乏时代的超
级工程——北镇人民剧场（正式改名
滨州人民剧场）从诞生之日起，就注
定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在我小时候，
能走进北镇人民剧场看一场电影，实
在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如今，它
已在城市的蜕变中消失多年了，谨以
此文纪念。

记得我小时候看的第一场电影
是《狼牙山五壮士》，是在黄河四路银

座附近那个滨州电影院看的，是滨城
区第一小学的老师们组织的。当时，
每次看完电影后，老师都会布置写观
后感的作业。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
就忘了电影的名字，甚至直到现在想
起来还有点晕。那时候，我一直以为
滨州影剧院和人民剧场是一个地
方。直到 2017 年，我和一位老职工
交流才知道，北镇人民剧场建于1952
年3月，1995年3月改成滨州人民剧
场。1966年，当时剧场的美术工作者
刘文昌临摹毛泽东主席书体，书写

“人民剧场”四个大字，并灌注雕刻在
楼体；人民剧场的宿舍是 1970 年左
右建设的。如今，人民剧场的外墙旧
貌还依旧保存着。宿舍、剧场食堂、
办公楼依旧保存着原貌，食堂旁的苍
天大树见证了剧院的历史。

在我看来，人民剧场的故事不只
属于一个家庭，而是很多个滨州家庭

的时代记忆。对此，我只是个旁观
者，我客观地记录着它最不被打扰的
常态，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这才是
滨州最真实的记忆。

（作者单位：滨北派出所）
（文章、标题有删改，请扫码阅

读全文，或登陆滨州网阅读“我的音
体美故事”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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