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天地

湘江北去入洞庭，芙蓉国里景诱人。
湘潭有个韶山冲，农舍家里太阳红。
一八九三历史记，诞生伟人毛泽东。
公历腊月二十六 ，伟人诞生吉祥呈。
我们是他后来人，须记此日入脑心。
少年时期立大志，拯救国家同民众。
约友常到“爱晚亭”，指点江山壮志涌。
坚信马列能救国，发动唤醒工农兵。
湘江评论他创办，三唱“奋斗”乐无穷。
传统文化他娴熟，诗词歌赋常吟咏。
手提毛笔写汉字，多种字帖他都临。
书写报头和牌匾，保存至今值千金。
他是我党创始人，一大会议留英名。

“八七会议”发宏论，枪杆里面政权存。
秋收起义朱毛会，井冈山里建红军。
军事知识他拥有，战略战术理论深。
战斗失利“左”倾错，紧急会议遵义城。
会议功绩历史写，挽救红军与革命。
为保实力大转移，万里长征世界惊。
长征横跨十一省，陕西延安大集中。
进军敌后根据地，八路抗战日本兵。
老蒋害怕躲重庆，抗战胜利诡计生。
连发三电喊谈判，机关算尽妄剿共。
和平谈判是假象，“上党战役”方为真。
主席制定大方针，针锋相对寸土争。
伟大部署真巧妙，三年打败蒋家军。
四九四月克南京，蒋引败军台湾奔。
领袖吟诗赞此胜，嘲讽《金陵春梦》人。
三大战役全胜利，四九进驻北平城。
十月一日定国庆，大典阅兵齐举行。
天安门上彩灯亮，广场红旗绣五星。
东方巨人站起来，齐声高唱东方红。
伟大伟人创伟业，小小短文难写尽。
思念恩人造民福，齐对遗像鞠三躬。
共产主义终身干，悼念领袖培育情。

纪念毛主席诞辰 126 周年
张景玉

时光好快，还没消停，冬至就

到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

仿佛在跑步，于是来不及等，来不

及盼，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

但是，小时候的冬至我可是扳着手

指头才盼来的！

从我记事起，冬至一到，家里

都要杀羊。对于一年吃不到几次肉

又特别爱吃肉的我来说，没有比吃

肉更幸福的事情了！父亲每年都会

养好几只羊，秋天一到，就开始给

羊补充营养，白天家里的羊就跟着

村里的羊群满山跑，天黑

了，就回到大队的羊圈里

面。这个时候，父亲总是

让我们拿着篮子，篮子里

盛 着 玉 米 、 黑 豆 还 有 高

粱，去大队的羊圈，找着

我 家 的 羊 ， 让 他 们 吃 个

够！时间久了，羊一看见

我 们 ， 就 主 动 跑 过 来 了

…… 等 庄 稼 收 得 差 不 多

了，父亲就会把一只最肥

最大的羊接回家里，每天

精心伺候着，又是喂水，

喂盐，有时候还要喂饭。

邻居总是夸我家的羊养的

好！记得父亲总是说，：养

到冬至，就给俺孩们吃羊肉！每每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心里就会美

滋滋的，充满期待，盼望冬至快点

到来！

冬至一大早，父亲就会请来村

里会杀羊的人，现在想起来，真有

点残忍，可那个时候，上学的我会

一天心神不定，盼早点放学，盼早

点回家，盼快点吃到羊肉……各种

盼望……中午放学回家，大门外就

闻见香喷喷的羊肉饺子味，母亲总

会说：先喝点汤再吃，别着急！我总

是迫不及待地喝几口汤就大吃起

来，就连平时最不爱吃的胡萝卜，

只要和羊肉放在一起，都觉得格外

好吃！母亲捏的饺子外形特别漂

亮，皮薄，肉大，咬一口满嘴留香！

小小年纪，忘记了好多，可是每年

冬至美味的饺子至今都记忆犹新！

晚上，又开始盼！因为晚上父

母会把羊骨头，羊下水放在锅里炖

好几个小时。天一擦黑就开始了，

我就等啊等，盼啊盼，弟弟妹妹都

熬不住，先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

没有，母亲总会催促我让

我 快睡吧，早上醒来就能

吃了！馋嘴的我怎能睡着

啊！父母见我一副吃不到

不罢休的样子，也拿我没

法！母亲总是边添柴禾边

唠叨我：长大嫁个杀生的

吧！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直 到 十 一 二 点 骨 头 炖 熟

了，母亲会赶紧给我拿出

来，放小碗里，催我赶紧

吃了睡觉，还会叮嘱我少

吃点，怕我消化不了！其

实，才不怕呢！

吃完了，心满意足，！

暖 暖 的 热 炕 ， 父 母 的 叮

嘱，伴着弟弟妹妹的鼾声，在这个

最长的夜，我的梦也最长，最 甜

………

今又到冬至，女儿远在外地，

给她发了个红包，叮嘱她一定记得

吃饺子；儿子高三，学习比较紧张，

说经常吃饺子，不想吃了，想吃火

锅；临到中午，孩他爸打电话，有事

忙，不回来吃饭了，叮嘱我一定要

给儿子吃饺子！

看着自己一大早就精心剁好

的羊肉馅，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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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高中阶段是学生受教育阶段的

分水岭，也是学校教育的转折点。从

学业来说，一部分学生通过高考，进

入了更高的学府接受专业技能的提

升和培养，而高考落榜的大部分学

生会选择职业道路或专业道路提前

进入社会。从个人成长来说，高中阶

段也是学生成长、成熟的关键时期。

而家庭和学校是高中学生接受教育

的主阵地，如何协调使两者相得益

彰、形成合力，实现学生道德素养和

知识素养的全面发展进步，这对每

个中学生、中学生的家庭乃至整个

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

题。

一尧理念为先袁在潜移默化中实
现家校共育

现实生活中，一个在老师和同

学看来品学兼优的学生却在家中跳

楼自杀，一个在中学很优秀的学生

上了大学却无法适应，导致抑郁、退

学、自杀等等事例，屡屡见诸报刊网

络，让人扼腕叹息与深思。教育的现

状和种种的疑问不由得我们不去研

究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

间的关系，去思考和寻求

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家庭

教育与学校教育最有效的

方法与途径。首先，作为教

师 要培 养 自 己 的 共 育 意

识。教师通常是学生知识

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引导者

和示范者，长久的应试教

育教学体制也导致教师习

惯了领导者的地位，在日

常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就容

易陷入绝对控制者的角色

误区，进而在教学过程中

学不会放手。但新时期素

质教育提倡教学的互动性

和灵活性，因此在日常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逐渐树立

合 作共 赢 的 教 育 教 学 理

念，及时和学生家长沟通，

共同解决问题。通过教学

方面的合作共赢不仅能够

适 当减 轻 教 师 的 工 作 压

力，也给予了教学方面新

的可能。其次，教师在日常

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家

长的共育意识。对于高中

阶段的学生来说，一些家

长本身就存在孩子已经长

大、能够自立了的认知，如果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也习惯一手包办，就会

更加助长家长的“放养”习惯养成。

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具

备主动合作和沟通的意识，通过行

动让家长明确到教育不仅仅是学校

的责任，也是家长的义务，逐步引导

家长也参与到孩子的日常教育中

来。通过家校联动，充分发挥和融合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优势，共同关

注学生的共性特点和个性发展，为

其学习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二尧学业为主袁在知识传承中实
现家校共育

知识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开展

的重点，也是学生选择进入学校的

初衷。因此在家校共育方面，知识教

学方面的通力合作也是重中之重。

首先，教师可以结合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方面来做到家校共育。

因为对于高中生来说不论是在知识

储备，还是学习能力方面都有了充

分的准备，尤其是对于语文、英语等

对学生记忆能力依赖性强且主观思

维占主导的学科，学生完全具备自

学的可能。所以在日常教学过程中，

教师一方面可以通过布置课前预习

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查资料的过程

中实现知识的自我学习，另一方面

在此过程中也可以布置一些家长也

可以参与其中的内容，例如阅读、实

践类的内容等，这样不仅能够给予

学生在知识探索方面更多的自由，

也给了学生和家长有更多交流、相

处的空间，给了他们彼此了解的机

会，沟通了思想，增进了感情。其次，

教师可以通过给家长制造监督的机

会来实现家校共育。对于高中生来

说，不仅仅是学校学习时间要用来

学习，通常课下时间也同样宝贵。而

课下时间也是家长参与家校共育最

恰当的时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在给学生布置课下作业时，也可

以同样给家长布置监督和帮助学生

完成作业的建议，这样在课下时间

通过监督学生课下任务的完成，家

长也可以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学习进

度和学习水平。

三尧育人为要袁在道德
养成中实现家校共育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

才，所谓先成人后成才，所

以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知

识教学，还要注重对于学

生道德素养的培育。对于

道德教育来说，受到周围

环境以及学生学校之外生

活 经 历 的 共 同 影 响 。 首

先，作为教师，在接手一

个班级一开始就要做好相

应的家访工作。毕竟家长

作为学生的抚养人，对于

学生性格等各个方面了解

相对较深，通过与家长的

初步交流可以综合性的判

断出学生的性格特点，从

而在未来教育过程中可以

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对于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呈现的各种问题，教

师 要 及 时 和 家 长 做 好 沟

通。尤其是对于高中生来

说，随着身心的成熟逐渐

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具有

独 立 性 和 叛 逆 心 。 而 当

前，一些家长不是认识跟

不上就是工作太忙没有时

间，还有的就是认为孩子在上学就

是学校的事，在教育孩子方面投入

的精力和时间不够，这样肯定是教

育不好孩子的。因此只有通过家长

和老师两方面的联合才能够在校内

和校外两个环节共同突破，做好学

生的道德教育工作，从而培育出具

有良好心理品质和道德品质的高中

生。要做到真正有效的家庭教育，

家长要有正确的家庭观，要有基本

的心理学知识，同时还得有足够的

时间和孩子进行交流。总而言之，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还是整

个社会的使命和责任，以上仅仅是

从家校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剖析，当

前的家校共育还很不完善，也希望

未来家长和学校之间的配合能够更

为默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对孩子

有信心，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孩子,

充分发挥家校共育的作用，细心呵

护、精心指导，陪伴孩子顺利走过

人生的这一关键阶

段，为其追梦、圆梦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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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脚下，漳河岸边，有一个千余口人的村庄———交口，也是漳源镇所在地。交口建村

时间历史久远，建镇时间也有七百余年的历史。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烧了韩店镇，

立下漳源镇”（传说，在现在北河村西南一华里处，有一古老大镇———韩店镇，该镇历史悠

久，大约在元朝后期，一场大火，把一座古老的大镇烧的干干净净，此后才建起了漳源镇），

建镇后，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北控晋阳，南连潞州，占尽天时地利，造就了它的繁荣。至此，每

年都要举行传统的二月十五、五月十三古庙会。办社火、唱古戏，祈求平安、吉祥、五谷丰登。

古庙会在方圆几百里都有很高的盛誉，庙会期间，戏班名角应邀而至，商贩货郎不请自

来，本地人争相献艺，吸引了周边百姓扶老携幼，内蒙、祁县、太谷、河南、河北的客商慕名而

来，云集这里，整个交口村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南腔北调，热闹非凡。

交口大街上主要以坐商为主，街上固定的店铺、商号、商行众多，明清时期主要有漳源

泰、义生泰、义合升、兴元号、广济生等经营五金、杂货、丝绸、布匹、服装、鞋帽和药铺诊所

等。大路两旁还有各种客栈、饭铺。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大小商号也还有三十多家，有当铺、

粮行、盐店、银号、弹花铺、铁匠铺、卷裹脖、铲蹄、干果、饭铺等。经营者大多为本地人，也有

外地人，如银号、铜铺、丝绸、颜料。粮行、饭铺、作坊、店铺多为本地人经营。一些经济实力雄

厚的店铺，还会特意邀请有名望的士绅书写店名，以此提高自己的声誉、知名度，还有一些

店铺的门前还张贴有宣传自己商号经营宗旨，经营道德与业务的楹联，比如杂货铺门前两

边张贴有“贸易中春风和气，权衡上白日青天”，将本店的经营态度、经营方式、经营宗旨写

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顾客看过楹联后，第一印象就是此店掌柜态度好，货真价实，可以放

心的买东西。当铺门前两边张贴有“济一朝燃眉之急，供万家不时之需”，是当铺解决顾客当

务之急的经营性质的真实写照。药铺两边张贴有“几味君臣药，一丸天地新”，一方面对药品

的作用进行了概括，另一方面顾客一看就知道此处是卖药的。

就在此时，社首、富商巨贾也不会放过祈求神灵保佑自己的机会，他们会在庙里敬上从

庙旁商铺里买来的香、黄表纸、蜡烛、鞭炮、果品等献供，有的还会直接献上猪、羊等，

到庙里敬过香后，男女老少又挤进集市，选取自己日常所需的东西，观看和欣赏其他罕见

货物。市场上既有不知经历了多少朝代的古董，又有平时少见的奇珍异宝，还有胭脂、头

簪、耳环、丝线、绣花针、剪刀、拨浪鼓、琉璃圪嘣等妇女、儿童喜爱的饰品、用品和玩

具。货物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集会，不仅为各路货家提供了推销和展示各自商品的

机会，也丰富、繁荣了当地及周边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推动了古商道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私营企业、作坊等一律归公。买东西有供销社，看

病有医院。信用社、铁木业社、醋酱坊等作坊，应有尽有，但古老的集市的繁华依然不减

当年，所不同的是经营者的身份发生了转变，由私营变为集体经营。每年二月十五、五月

十三前几天，外地客商就会提前来号房子，踩地盘，附近各村的生产队也会派人来集上撑

棚搭帐，盘火垒灶。村里推磨碾米，积极准备，张罗集会所需。到了集会正日，各村生产

队及学校下午都要放假，让人们赶赶会，放松一下。我们也会跟上大人们或村里的叔叔婶

婶，及村里的一大帮半大孩子去赶会。有时大人们因为家里有事去不了，也会给上孩子们

一、两毛钱，让孩子和其他人一齐去。因为那时娱乐场所很少，所以人们对一年一度的集

会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记得我有一年去赶会，俺娘给了我一毛钱，千叮咛万嘱咐我装好，

我口里虽然答应着，但魂早已被门外小伙伴们的喊叫声勾跑了。我把钱紧紧握在手里，又

把手插进衣兜里，到了集市上，眼花缭乱，南堂上戏场唱戏的锣鼓声一阵紧似一阵，引得

人直痒痒，乒乒乓乓的打干馍声，干馍的香味一阵阵扑鼻而来，可苦于只有一毛钱，看戏

买票一毛钱，一个干馍也是一毛钱，看着看着，握着钱的手不知不觉的松了，连钱在手里

什么时候丢了也不知道。钱就这样丢了，没办法，只好自认倒霉，垂头丧气，回到家，也

不敢和大人说。有的时候，四五个小伙伴联合起来，分食上一、两个干馍，少买上两张戏

票往里混，失败了就只好一齐看解放戏 （戏演到最后一场，看门的不再看，这时老百姓一

齐涌进，看最后一场戏，老百姓称之为解放戏）。再不就挨个在各村摆的摊点上一家一家

转。那时有北河、口头、王可、南山头的油坊，交口、王可、北河的凉粉摊，漳义村、交

口的醋酱，北河、口头的干馍、沁源的山货、篮篮、耢、耙等。街上还有耍猴的，卖艺

的，卖狗皮膏药的，卖琉璃圪嘣的，最吸引人的是算卦的白沙撒字绝活，边撒边念，比如

撒容易的“容”，先撒撇，随口念，先撒一撇不算字，再撒捺，再念，再撒一捺，变成人，

依次，人加二点变成火，为人最怕火烧身，再加一帽变成灾，灾害临头祸不轻，灾字加口

变成容，我劝人，能容人处且容人……。特别是骡马市场，人来人往，往往成交一家，引

来一伙人围观、评论，蒙古人的牛马，又高又大。记得当时我们村第一生产队就买了一黄

一黑两头大腱牛，力气很大，可以单耕独耙。那时还出过一个笑话，蒙古马贩卖完牲口

后，去镇上人称“站上”的饭铺吃饭，他们吃肉是把肉切成寸余见方小块，烧好了吃，吃

罢后拿出自备的茶叶喝了一壶，骑上马走了。镇上有个姓赵的老汉，酷爱喝茶，把人家喝

剩的茶自打自用喝起来，喝了一会儿，感到肚子有点疼，而且一阵紧似一阵，怀疑人家喝

完走时往茶水里放了什么东西，立马叫了两个后生，骑上交口三队快马，一口气追到祁县

子洪镇，才赶上人家，把事情经过一说，人家才说：“没什么，回去赶快吃点东西就好

了”回来后，照人家所说，吃了点吃食，果然没事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生活稳步上升，各乡各镇集贸市场风起云涌，

交口逢二、逢七都有集，每月集会就有六天，而且要啥有啥，古老的二月十五、五月十三

的庙会集，便日渐衰落，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古老的交口，古老的庙会，由于岁月的流逝，现代文明的影响，尽管使其受到了巨大

的冲击，一些传统的东西早已风光不再。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的才是最美

的，有生命力的。随着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掘和恢复，相信这个古老的集会，还会再次焕发

出灿烂的光辉。 刘玉录

这个女村主任就是不一样

12 月 26 日上午，由县文

联主办，县书协，县老年书画

家协会承办的纪念毛泽东主

席诞辰 126 周年暨梁晓光书

法展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

展。

梁晓光先生虽然已届八

十高龄，但对书法艺术的挚

爱之情依然不减当年，书法

艺术更是达到广炉火纯青的

境界，活跃在沁县乃至全省、

全国，为文化强县继续书写

着新的辉煌。本次展出的作

品思想性强，艺术造诣高。共

展出粱晓光老先生书写的毛

泽东诗词八十三首，分书友

深情、开天辟地、抗战凯歌、

战友情怀、国际风云、爱情悲

歌和人间万象七大版块。梁

晓光老先生笔尖饱蘸 热 情，

以这种特殊的形式来追思和

纪念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县文联主办纪念毛主席诞辰 126 周年暨梁晓光书法展

渊上接二版冤她有着一股敢想敢

干的闯劲，从 2002 年开始就做

沁州黄的收粮经济人，中央对

“三农”的重视让她看到了发展

农业的前景。当选村主任后，投

入 40 万元，购买了翻耕机、收

割机等 9 件大型农机具，和中

陈 村 利 沁 农 机 养 殖 合 作 社 合

作，签订 3 年合同以租金每年 8

万元获取收益，将收益的 52.6%

分红给百姓。并积极争取“四好

公路”建设，拆迁 15 户，铺油路

面共计 6 公里，为贫困户铺设

引路 23 户，共计 350 米，堰板水

渠共计 800 多米，桥涵 110 米。

考虑到未来的长远发展，

她又多方寻找项目，后来经村

支两班子同意，决定投资 30 万

元在村里建养鸡场，巩固脱贫

成果，预计 2020 年投产。

“她常发扬无私奉献的精

神，谁家缺资金，主动垫付，缺

人手，发动党员帮助，平时的打

印、复印全部免费，不折不扣地

落实了新农合、新农保、低保等

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真正让

群众受益得实惠，也为干部群众

树立了讲奉献、作表率的新标

杆。为了工作，她舍小家，家里

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儿孙需要照

顾，可是为了东段庄的发展她顾

不了那些，一心扑在工作上。”

村支书李宏叶夸赞道。

“心怀民生，把为人民造福

的事真正办好办实。她常说为村

民们做的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

事，只要能把群众关心的、为百

姓造福的点点滴滴做好，就是她

最大的成功。”年过七旬的村民

代表李满和告诉我们。

听着大家对她这个女村主

任的赞誉，张润萍表示，她上任

后的工作成果离不开定昌镇政

府和帮扶单位的指导，面对赞

誉，深感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

作中，她要以百倍的努力，回报

全村人民对她的信任，用忠诚和

奉献抒写基层共产党员的情怀，

为实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更加忘我工作，为进

一步提升全体村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贡献力量。

习惯性地早起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常态，虽然

每晚都要把闹钟概念性地定好，但是无论春夏秋冬，

我的梦醒时分总是提前于闹铃的响起。

醒来之后的我，思维异常清晰，即使眼皮还涩涩

地粘在一起，也要习惯性地捋一捋昨夜梦里的残篇断

章，再简排一下今天的意向，然后迅速起床，拉开窗帘

瞅一瞅窗外。昏黄的路灯下，看见清洁工已经在瑟瑟

的寒风中演奏着扫帚与铁锹的交响曲，偶尔有飞驰的

三轮车划破寂静的苍穹，极速地驶向远方，黎明的天

空像一块若偌大的黑布笼罩着整个大地，疲倦的繁星

还在眨着眼睛。

我顾不上多想，匆匆下楼

喝两杯水，然后把“冯站长的

三分钟新闻早餐”转发到多个

群里，便开始一边做饭一边听

音乐。早饭期间，我们全家一

起听着新闻，吃着早餐。等上

学的孩子和我挥手说再见时，

我便开始一边整理家务一边收听《读书 369》《国学精

粹》《有书相伴》《文人之窗》等诸多优秀栏目，这样既

解除了干活的枯燥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用耳朵保

护自己的眼睛也是我多年来的习惯。而后我会踏着晨

光朝着北海的方向一边听“华哥读报”一边去锻炼身

体，或小跑或漫步。尽管树木已经褪去了碧绿的衣裳，

裸露出略显悲壮的枝桠，草儿黯淡了生命的绿色，但

也阻挡不了坚持晨练的每一个人，晨跑者戴着口罩的

面庞急促地呼出阵阵热气，双手不停地搓着从我身边

快速闪过，相互之间似乎在用眼神传递一声“早上

好！”也或去较远的早市上采撷一把人间烟火。走在

西湖大坝上，空气中裹挟着一种水汽中独有的味道，

让人忍不住想做深呼吸，湖水仿佛还在熟睡，静的没

有一丝波纹。“端午节”留下来的舞台像一位忠实的守

护者，威严地挺立在西湖中。所有的人们都行色匆匆，

迎面而来的严寒，似乎没有带来太多的烦扰，这个无

雪的冬天，依然充盈着自由与烂漫。已经买好了蔬菜

的老年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或窃窃私语，或笑声朗

朗；开车赶路的上班族鸣着刺耳的喇叭一路飞奔向

前，偶尔惊飞了柳枝上的小麻雀；一群群上学的孩子

们脚步轻快，笑声清脆，红彤彤的校服映衬着一张张

稚嫩的笑脸，在冬日的晨风里，像一束束跳动的火焰，

给苍白的冬天增添了活力和希望。

走进菜市场，仿佛置身于

一个盛大的宴会厅，熙熙攘

攘，热闹非凡，摆摊的中间不

断传来洪亮的吆喝声，讨价还

价声，嘘寒问暖声。菜农们一

个个精神饱满，黝黑的脸上堆

满了淳朴的笑意，他们总是把堆里最大的，最壮的瓜

果摆在前面，只要有顾客询问，他们就不失时机地拿

在手里说着最中听的话……我简略地买些当日的蔬

菜离开菜市场。

当冬日的暖阳高过一幢幢楼顶，把我手中的菜薰

得香香的，晒得蔫蔫的，我心中不免生出一种小小的

欢和浅浅的喜，让人顿觉此时的自己是如此的幸福，

如此的满足。愿这幸福的节奏和音符，伴着大自然的

神韵，都铺陈在这苍茫的天空和疏朗的大地上，感动

着所有的人们。想到此，我不由得加快步伐，朝着家的

方向走去……

早晨的幸福
曹永芳

集贸古镇漳源镇（交口）———乡村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