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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缤纷

夕阳有约

诗廊词阁

西江月·致高考学子
●许鹏程

吐纳凌云春意，逍遥雅士丰姿。从
容纸上海量题，三尺青锋看技。

名外孙山飞泪，身离太学当悲。一
关挡得万千骑，勘破迷津自已。

荷塘夏景（外一首）

●陈爱香

消暑乡间六月天，野塘柳岸少浮烟。
红蕖袅袅鸟声细，绿水悠悠盖影圆。
彩蝶落停堪静逸，香苞开合自翩妍。
池旁久坐难离舍，秀色怡情我欲仙。

卜算子·荷塘

莲叶向天张，蓬盏迎风举。菡萏尖
头立俩蜻，窃窃如相语。

碧水映罗裙，馥漫芙蓉浦。远客流
连绿野塘，秀色清炎暑。

沁园春·游龙泉山
●罗宜疆

石垒龙泉，小道山头，雾锁隐楼。看
杜鹃盈野，云烟渺渺，山花烂漫，泉石悠
悠。水榭兰亭，朱栏画栋。胜地风光一
目收。凭栏望，寅时晨露浅，静处通幽。

曾经携手郊游。忆往昔、东湖共踏
舟。望水天一色，花开春树，回廊九转，
风逐飞鸥。执手相依，游园同乐，喜笑颜
开人未忧。曾记否？祈天长地久，知己
难求。

唐多令·梅雨季节
缅屈原
（外一首）

●陈芳茂

梅雨酿山洪，农家忧虑忡。恐狂
涛，洗劫秧葱。幸喜卫星传气象，防汹
汛，早排通。

端午慰儒宗，赛舟民族风。吊忠
魂，雾锁愁空。缅念骚贤天滴泪，汨罗
恨，憾无穷！

渔家傲·夏夜广场舞

学苑广场歌舞闹，乡村翁媪风流
俏。入对成双相搂抱。齐步调，和谐动
作真奇妙。

封建陈规今改掉，随心愉悦狂欢
跳。不快事情全忘了。多美好，夕阳赢
得春晖照。

盛 夏
●伍国融

盛夏时分昼正长，绿树荫浓遮日光。
拂面热风人欲醉，碧流清涧水成汤。
蝉声急急催桃熟，树果累累送李芳。
此景只应天上有，世间难得几回尝。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在这流转
的时空长河中，有些星辰般闪耀的瞬
间，成为我们永恒的荣耀与骄傲。
2024年，对于父亲来说，便是这样一
个光辉的年份——他光荣在党50年。
我父亲叫陈石能，1947 年 3 月入党。
这一里程碑不仅见证了父亲半个世纪
的坚守与奉献，也映照出我们家族三
代人对信念的传承与对荣誉的追随。

父亲总是说：“人的一生，要有

所追求，有所坚守。”在他的世界
里，共产党员的身份是最耀眼的勋
章，是对理想与信仰最坚实的承诺。
五十年来，父亲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
中，他都是我们心中的楷模。他人生
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次选择，都深
深铭刻着对党的忠诚与人民的热爱。

我仍然记得，那是 2007 年，我
光 荣 地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那 一

刻，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影
子，那份坚定的目光、那份炽热的
心跳，都在告诉我，这是一种血脉
相连的责任与担当。是父亲的影响
让 我 明 白 ， 入 党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荣
誉，更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开始，
是一种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与民族
事业的庄严承诺。

时间继续前行，岁月在变迁，但
有些精神是永恒的。如今，我的女儿

也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每当我看到
她佩戴着红领巾，昂首阔步的样子，
心中便涌现出无限的自豪与感慨。这
小小的红领巾，不仅是对她成长的认
可，更是家风的传承，是将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种子植入她心中的
方式。

从父亲到我，再到女儿，我们三
代人在时代的洪流中，以不同的身份
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父亲在党
的50年，犹如一本厚重的书，记录了
他对党和人民不懈的付出与深深的
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虽不能如父
亲般辉煌，但也始终不忘初心，努力
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父亲光荣在党50年 ●子 安

随着科技发展，带着一部手机走
天下，人们的生活愈发便捷。但也时常
看到这样的场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
拿着手机到处询问“网约车招手为何
不停”“手机支付如何扫码”等。如今，
数字化、智能化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

面面，不少老年人却因难以掌握数字
化系统、智能终端的使用方法，无法享
受其带来的便捷，还在交通出行、旅游
消费等方面遭遇不便，甚至有落入网
络诈骗陷阱的风险。

让老年人跟上数字时代，需要加强

宣传培训，耐心引导，提升老年人的数字
素养。可通过社区传播等渠道，开展老年
人数字化、智能化宣传培训活动，以耐心
包容的心态鼓励老年群体学习数字技
能。在车站、银行、商场等公共场所加强
数字化、智能化操作的宣传推广，提供必

要的信息引导和人工帮扶。同时，相关机
构和部门也可适当出台一些标准化、系
统化的“数字反哺”手册，以帮助老年人
加快融入数字化生活步伐。

让老年人跟上数字时代，需在技术
上改造升级，给老年人更多适应性关怀。
比如老年人专用智能手机、电子设备、应
用程序等产品的研发和更新，针对老年
人特定困难和需求，聚焦购物、出行、就
医等日常生活高频事项，推出更多适应
其群体特征和生活习惯的产品和应用。

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时代 ●蒋 波

2005 年，刘茂云从宁化
县城郊镇政府光荣退休，过
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刘茂云志趣广泛，为人
乐观，爱在自家的楼顶种

菜、浇花。他喜欢听广播新
闻，观看革命影视剧，爱好
打乒乓球，曾在宁化县老年
人乒乓球大赛中获奖。

刘茂云为了方便路人行
走，义务整修屋前 100 多米
长的路面，在路旁种植花草
和绿篱，自费安装太阳能
路灯。

淮阳村村民刘田福今年
79岁，是个孤寡老人。20多
年来，刘茂云经常上门看望
他，逢年过节给他送钱送
米。老红军刘伟荣的儿媳妇
廖长香今年90岁，刘茂云帮
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问
题。今年 4 月，刘茂云捐款
3000 元，资助家乡淮阳村多

名困难学生。
刘茂云和妻子育有两儿

一女，如今三代同堂。在儿
女们的记忆中，父亲教会他
们的不仅是对待工作认真负
责的态度，更有一种爱国爱
乡的情怀。“我们是红军后
代、光荣之家，要做一个正
直、真诚、坦荡的人，做一
个品行端正的人。”

退休后，刘茂云迷上了
红色故事宣讲。他查阅党史
资料，将继父和伯父的红色
故事整理成文，走进机关、
社区、学校等地宣讲红色历
史，教育引导大家要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厚
植家国情怀。

观澜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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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辈的三
个亲人都参加红
军，他们牺牲在湘
江战役，成了革命
烈士……”6 月 24
日，宁化县翠江镇
南街社区一幢普通
民房内，红军后代
刘茂云手捧继父刘
万朗的《革命烈士
证明书》，久久凝
视着。

少时熏陶

刘茂云今年79岁，宁化县淮
土镇淮阳村人，是一名有着45年
党龄的退休干部。

刘茂云介绍，父亲刘万湖是
家中老五，上有四个兄长。老大年
幼时夭折，老二刘万甲1929年参
加红军。在老二刘万甲的影响下，
老三刘万朗、老四刘万勤也相继
参加红军。

三兄弟跟随部队离开宁化
后，一直杳无音讯。刘茂云的奶奶
日思夜盼，时间久了，心中便隐约
有了一种不祥的忧虑。

刘茂云满头白发，却精神矍
铄。他至今记得，当年奶奶常常独
自站在送儿参军的小桥上，望着
部队离开的方向，哭喊着三个孩
子的乳名，祈求苍天保佑他们平
安回家。逢年过节，奶奶也会多摆
三副碗筷，嘴里念叨着孩子们的
名字，喊他们该回家吃饭了……

一心为革命，一门三忠烈。刘
茂云的三个伯父最终音讯全无，
仿佛人间蒸发一般。直到解放后，
当地政府将三本烈士证和一块题
有“光荣之家”的木牌送到刘茂云
奶奶手中时，她才知道三个儿子
永远回不来了，在湘江战役中光
荣牺牲。

1948 年，年仅 3 岁的刘茂云
按乡俗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三伯刘
万朗，成了烈士之后，父辈的革命
精神浸润着、滋养着他的成长。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在刘茂云幼小的记忆里，奶奶总
爱对他的父亲刘万湖说：“我们
是革命家庭，你做人做事都得守
规矩，行正路，不然对不起你当
红军的三个哥哥，也会辱没先人
的名声。”

刘茂云在革命家庭的红色教
育下逐渐成长。奶奶对父亲的教
诲，年幼的他早已铭记在心。刘茂
云从小聪明懂事，为人耿直，练就
了一副能吃苦耐劳的好身子，也
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品质。

2017 年 1 月，在红军长征胜
利八十周年之际，宁化在全国率
先推出红军英烈进宗祠活动，165
位刘氏在册英烈得以魂归故里。

“烈士英魂进宗祠，丰富了祠堂文
化的内涵，有利于后人祭奠与缅
怀，从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作
为红军英烈之后，刘茂云道出了
心声。当年因战斗形势紧迫及条
件所限，牺牲的红军战士大多就
地埋葬，魂落他乡。烈士英魂进宗
祠是后辈对革命先辈最好的缅怀
与纪念，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962 年，年仅 17 岁的刘
茂云进入淮土公社当通讯员，
次年，调入禾口公社税务所工
作。1971 年，正值禾口公社兴
建隆陂水库，刘茂云被安排到
杨边村包队，带领杨边村社员
建设水库，并担任水库建设指
挥部政工干部。

在水库大坝合龙的关键
时候，三台水轮泵却被杂草和
泥石阻塞，造成排水停滞，施
工受阻，急需人工下水清理。
初春时节，春寒料峭，冰冷的
河水还透着入骨的寒意，工地

上的社员都穿着厚厚的衣服，
面对险情面面相觑，没人愿意
冒险下水。“让一下，让一下，
我去试试！”刘茂云从人群里
挤了过去，毅然脱下衣服，纵
身跳入深水中。透骨的冷让他
瞬间打个激灵，他潜入水中，
摸到了缠绕在水轮泵上的杂
草。水下清理杂草和泥沙十分
费劲，他只能用手抽丝般地拉
扯着、清理着。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努力，终于把缠绕在水轮
泵上的杂草和泥石全部排除。
因在冷水中泡得太久，体力透

支，他艰难地爬上岸，双唇青
紫、四肢麻木、全身发抖，令在
场社员十分感动。

刘 茂 云 冲 锋 在 前 的 身
影，时任隆陂水库总指挥的
谷文昌看在眼里，赞扬他用
实际行动为社员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课。

1976年，刘茂云调到湖村
税务所工作，派驻石下村包
队，他带头挑粪浇地，当年粮
食增产1.5万多公斤。

1978年，刘茂云又到店上
村包队，店上村有一片平坦的
坡地，人称将军岭，除了零星
地种了些辣椒、玉米、地瓜等
干旱作物外，坡地多年来一直
杂草丛生。刘茂云带领社员到
将军岭开垦荒地、挖渠引水。
他从县农械厂请来了技术人
员，建设水轮抽水站，将山下
的水抽到山上灌溉新开垦的
农田。“开垦了 30 多亩荒地，
全种了双季稻，每年增收粮食
4.5 万多公斤。”刘茂云回忆
说。他当年还义务担任抽水站
的管理员。后来，刘茂云先后
调任方田、城郊乡、湖村等乡
镇。2002 年，刘茂云个人荣获
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清理
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先进工
作者称号。

珍贵往事

退休生活

◀爱上养花弄草

▲夫妻俩珍藏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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