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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亮蓝

聆听春的声音

文/车森

春天，是大自然最美的季节，是生命激情的华
彩乐章。在这个季节里，温暖的气息如同母亲的
呼唤，让沉睡的大地苏醒。

这个季节，大自然宛如一位魔法师，用其魔杖
将世界涂抹上一抹抹绚烂的色彩。枯黄的草地披
上了一层嫩绿的新装。树木披上嫩绿的外衣，抽
出嫩芽，迎接春天的到来。它们伸展着枝条，似乎
在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新装。

鸟儿们从南方飞回，它们在树枝上欢快地歌
唱，仿佛在向大地宣告春天的到来。

春天的雨滴，也是一支美妙的乐曲。它们轻
轻地落在地面上，发出嘀答嘀答的声音，仿佛是在
为大地轻轻按摩。雨后的空气清新宜人，伴随着
泥土的芬芳，仿佛能洗涤心灵的尘埃。我喜欢在
雨后散步，感受大自然的清新和宁静。走在花海
中，我仿佛能听到花儿们的笑声，它们在春风中摇
曳，展示着自己的美丽。每当看到那些五彩斑斓
的花朵，我都会被它们的美丽所吸引，仿佛置身于
仙境一般。在春天的怀抱里，我仿佛能感受到生
命的脉搏，它们在不断地跳动着，给我带来力量和
希望。

春天的声音，是大自然的呼唤，是生命的交响
曲。它们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激情和梦想，让我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我曾听说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讲的是一个
年轻的农民播种了一片土地，期待着丰收的季节。

春天来临，他看到大地复苏，种子发芽，心中
充满了喜悦和希望。他辛勤劳作，照顾着这片土
地，期待着丰收的到来。

最终，秋天来临时，他的土地结出了丰满的果
实。他心中的喜悦无法言表。

春天，是生命的交响曲，是大自然的盛宴。在
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
和希望的力量。

文/东风

蓝色，是一种富有深度和沉静的
颜色。蓝色意味着温馨和宁静，蓝色
蕴藏着坚韧和从容。心中的蓝色情
绪、蓝色梦想，引领着我在税收的天
空里，放飞梦想，收获希望。

蓝色，是悠长岁月的温暖回
忆，是无声无息流淌的时光。在青
春年少时期，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
人民解放军战士，身穿军装，保家
卫国，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当我
看到中国军人训练、站岗、巡逻在

边防线上，当我看到中国军人出现
在抗灾抢险、抗震救灾、重大活动
现场、世界维和等场景时，对中国
军人是那么钦佩和敬仰。

蓝色既可以给人带来平静和安
宁，也可以激发人们的思考。翻开岁
月的履历，打开尘封的回忆，40年的
奋斗历程，光辉灿烂，40年的辛勤耕
耘，收获颇丰。1978年，机缘巧合，
我踏入了税务的大门，蓝色便融进了
我一生的爱。新的领域，陌生的职
业，带着憧憬，怀揣梦想，一步一步向
前闯。既然选择了税收，就要为之而

奋斗。每一次学习、每一次实践、每
一次调研，都在为素质的提升，学习
着、努力着、奋斗着……

蓝色，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颜色。
税收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
国家的经济命脉。2015年，我有幸
参与了新的经济征管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试点获得圆满成功。新的税收
征管体制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工作效
率，也方便了纳税人；不仅节约了税收
成本，也为国家积累了更多的财政资
金。

梦想是蓝色的，因为蓝色是温

暖的颜色，生命因为梦想而温暖。
身着蓝色服装的收税人，遍布祖国
的各个城市，践行着“为民收税，
为国聚财”的诺言，无怨无悔地忙
碌着、辛苦着……蓝色大军的征程，
诉说着为国聚财的艰辛，讲述人生成
长的经历，把岁月融入中国梦里，为了
人民的重托，为了祖国更加美丽负重
前行，再接再厉。

岁月如梭，即便时光荏苒，而留
在心底的美好记忆，却是永远不会褪
色的。蓝色，照亮了税务人员的心
灯，激起了实现理想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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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连忠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
代的农村，小小年纪就能帮父
母干农活了，比如挖菜、割草、
搂柴火、掰苞谷等。母亲说我
三岁多就会倒尿罐，四岁时就
能拾鸡屎粪……

父亲去世那年我刚满 3
岁，大姐也才15岁，三个哥哥
都在上学。母亲哭干了眼泪，
掩埋了父亲，带着我们姐弟5
人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在我
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天不亮就
起床带着姐姐下地干活，晚上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
地为我们缝衣做鞋。

我最喜欢干的农活是割
草，每天把自己割的青草背到
生产队，五斤青草可得一工
分。“我也能挣工分喽！”这对
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能挣到
工分至少说明我不是吃闲饭
的人。每年春天青草一长出
来，我们便挎上柳条编织的小
号篮子，带着割草的短把儿镰
刀结伴而去，几乎没有一个人
独自行动。结伴行动不但热
闹有趣，还有至关重要的一
条，便是安全。村子里和我同
龄或不差上下年岁的伙伴不
过五六个，大家聚齐了便商量
到哪儿去割草，说着闹着嘻嘻
哈哈地走出村子。等到大家回
到家时，月亮已早早地挂在了
天上。

凡事都有例外的时候，割
草也是。为了能比其他同伴多
割草多为家里挣些工分，我甚
至不惜铤而走险。我单独找到
发小赵拥军——之所以找他是
因为我们两家都穷。

其时正值七月，吃罢午饭，
我们每人拿个布袋，把镰刀放
到布袋里生怕别人看见。我们
来到村庄北面的玉米地里，那
里的草不但茂盛而且还是非常
好割的秧子草。我们屏住呼
吸，任凭一滴滴的汗流到脸上、
嘴里。我们幼小的心里始终坚
信：拼了命地多干活。我们在
玉米地里不断地把身子向前挪
一挪，挪一挪。

“站着！你这两个小崽子
准备偷瓜的吧？”冷不防从后面
过来一个看瓜人。

“不……是，我们只是在割
草……”我们吓坏了，不敢抬
头。

“你们要是敢偷瓜，我就用
绳子把你们捆起来游街。”我们
眼睁睁看着自己割的草被看瓜
人抱走了。

这次打击并没有使我们气
馁，我们决定找个离村子稍微
远一点的玉米地。第二天，我
们拿了各自的装备灌了满满一
瓶子压井水就出发了。一路
上，地上滚动的热浪一股一股
地朝我们身上袭来，火盆似的
太阳就在头顶喷火。我们来到
地边，被晒了大半天的玉米地
热气蒸腾，尽管头顶戴着草帽，
头皮和脸皮仍然感觉到难耐的
炙烤。从家里带来的凉水不一
会儿就喝光了，汗水似乎已经
淌干流尽，口干到连一口唾沫
也吐不出。

每年从七月开始，学生们
都放了假，割草的人和时间自
然就多了起来。可生产队里的
牲口并没有增加多少，所以队
长就要求饲养员每天只收五百
斤青草，多余的自己留着晒
干，等到十月间再专门收干草
以备牲口过冬。于是，我每天
也操心把青草晒干的事，找个

高处将干草垛起来。眼见着我
的草垛一天天长高长粗，别提
有多高兴了。娘说过，等卖了
干草就给我做一身过年的新衣
服。

秋天的雨说来就来，而且
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我的草垛
实在找不到可以遮风挡雨的铺
盖，只能任由雨下下停停。终
于等到天放晴了，我迫不及待
地扒开草垛一看，草垛正中间
变成了发黑发霉的一坨。原本
有一百多斤的干草，能卖的只
剩四十多斤，一斤干草才记一
工分，为此，我心疼了好久。

那年过年，母亲给我做了
一身新衣服。一家人坐在院子
里吃晚饭，母亲拿起刚蒸熟的
白面馍递给我说：“明年继续
好好割草，我专门给你买一块
塑料布盖干草。割草是累一
些，想到吃白面馍馍，你就有
劲了……”

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
了，记忆中那鲜亮的青草曾经
是我们救命的稻草，直到现在
我依然觉得自己是吃家乡的青
草长大的。 月下海棠 范雪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