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都知道《唱支山

歌给党听》， 那是向党

倾述、表达自己内心的

真情实感。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第二

任指导员王经文退休以后，20多年

来做了三百多场报告， 传播好八连

的正气歌； 一位九十多岁的离休干

部，她在唱一首老歌时改了词，道出

了心中对党的真感情， 文章读来让

人泪目， 这位老人的

信仰之坚定， 让人动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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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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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俞相识相交四十多年了。当时他是绍兴上虞风机厂

的采购员。我是上海厂里计划科生产总调度，经常帮他解决

一些特殊规格的铝板加工问题。阿俞退休后，每年都来上海

看我，每次都会带几斤自家做的笋干、霉干菜和自己加工的

珠茶。

今年，阿俞 78岁了，最近几年因为老两口经常要跑杭州

女儿家帮着照看外孙女，上海来得少了，好几年没吃到他的霉

干菜了！前几天，他突然来访，说是来上海哥哥家喝喜酒，顺便

看看我。我们喝茶闲聊，谈起他的晚年生活，他突然来了兴致：

“伟民啊，侬晓得我的，当年我一个人工作，全家五口人开销，

还有我和老婆的父母要养，日脚不要太难过啊……现在我好

了，女儿女婿在杭州做水产生意，每年三四十万没问题，外孙

女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们房子也买了两套……大儿子做建筑

木匠，工程来不及接，已经排到明年了，小儿子能力稍微差

点，但阿舅是搞建筑工程的，帮阿舅管管工地，一年十几万也

没问题，伊拉在上虞城里都买了房。”我记得他大媳妇曾经是

代课老师，多年前还请我帮她写过转正申请，现在也已经从

教师岗位上退休，发挥余热，利用业余时间为学生讲解题目。

“伟民啊，阿拉农民是真的翻身了，我山里的房子，不算

灶间，柴间，三上三下，九间房间，就阿拉老两口住，侬有空一

定过来白相，带朋友过来也无妨，吃用开销统统我来……想

想从前，再比比现在，我真的睏梦头里也会笑醒，从心底里感

谢中国共产党！”

睏梦头里会笑醒
周伟民

领唱一首正气歌

    五年前，母亲因脑梗进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

离开三尺宽的病榻。母亲虽终日卧床，但她开朗直

率的性格丝毫未改。医生查房、护士换药，母亲都

会和他们说笑几句。

1926年，母亲生于一个富裕而又家教甚严的

家庭。她上高中时就独立了，她目睹了社会的不公

和官僚的腐败，内心既愤怒又茫然。受班里学生党

员的影响，思想渐渐起了变化，从同情、靠近，最后

投身革命。母亲年轻时喜爱唱歌，《渔光曲》和《翠

堤春晓》是她的最爱，以后被《洪湖水浪打浪》《都

有一颗红亮的心》取而代之。

那天去医院，听见母亲在唱一首几十年前流

行的老的革命歌曲，虽然轻，但京腔的韵味十足。

“唱错啦，”我纠正道：“应该是，干革命靠的是毛泽

东思想……”“没错，毛主席不在了，但我们有中国

共产党。”母亲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蒙在那里，因为

我知道组织有纲领、有章程，个人有思想，但你还

和她“较真”吗？她改唱的这句歌词，足以显出党在

她心中的位置。这两年，母亲认知退化厉害，认人

张冠李戴，对事颠三倒四，闹出过不少笑话。但母

亲对党的热爱那样根深蒂固，对党的感情如此执

著！一句改词把母亲心中对党的向往表现得淋漓

尽致！

最近一次去看她，她没有唱歌，只是静静地

躺在病榻上，看着天花板发呆。我知道，母亲心

里明白，她离生命的终点站不远了，她在努力回

忆她这一生，一个年轻的姑娘，怎样在党的

引导下，投身革命，勇往直前，把一生献

给党。

李 颖

改词道出真感情
王 克

园丁之歌献给党

    1968年，我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走上了教师

岗位。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没有文化，他

们希望我好好读书，长大有出息。我选择了读师范、

当老师，立志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培养更多的有

用人才。在 37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一个普通教师

成为高级教师，后来任区语文教研员。

上世纪 80年代初迎来了教育的春天。我在杨

浦区昆明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当时电脑很不普

及，但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在语文教改中探索运

用多媒体上说明文课，在同仁们的积极支持下获得

成功。市里组织教学观摩我校的公开课，受到好评，

语文组被评为市先进教研组。教改出人才。我的学

生小陈 1985年获上海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

后来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进上海电视台当

编导，前些年他拍摄的电影《学区房 24小时》获得

新人奖。1998年“第二届《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教

师课堂教学大奖赛”在山西大同举办。教院党组织

放手让我组织参赛。由于准备充分，精选人员，发挥

出色，杨浦高级中学朱老师上台讲课，荣获全国“青

语杯”高中组第一名，为上海争了光。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我的教育专长有了用

武之地。单位党组织仍不断为我创造深造的机会。

1984年，区里举办骨干教师培训班，语文学科仅有

5名老师参加，而我有幸名列其中，师从全国著名语

文特级教师于漪。从此我在教书和育人两个方面，

有了践行的楷模，为培养优秀学生尽心尽力。

我深深感恩，是党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人民教

师。喜迎建党百年，我要把自己最爱唱的“山歌”

———《园丁之歌》献给党。

故乡云是心中歌

    新中国成立不久，贫困的母亲把 13岁的我从

祖籍福州带到上海，寄放在二姨家。二姨待我视若

己出，自己一双儿女奔赴他乡建设祖国。不久，我初

中毕业了，在上海从事幼教工作。校领导特别关心

我这个“外地”小老师，让我两年回榕探亲一次。记

得每次经一日一夜的颠簸，见到久违的”福州站”大

字，我总会双眼潮湿。后来，我又遇到了同乡对象，

同根同源让上海新家充满了原乡的味道，爱的力量

化作感恩和动力，一路伴随我前行。

一个甲子过去，孙辈们都已工作，我也光荣退

休了。上海变得越来越美，如今家附近有三个公园，

老年大学课程丰富，我学会了书画、钢琴、舞蹈并坚

持日行万步。随着高铁的全面通车，如今回福州只

需 4小时，时间仅为过去的零头。家乡河道清洁、水

系遍布，贯穿全城的绿色森林步道“福道”长 19公

里，昔日的“火炉”已变为宜居之城。经过女儿的努

力，我终于圆了在祖籍山乡的置业梦，开启了两个

故乡间候鸟般的生活。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乘着高铁南下，我一路穿过

高山河流、窗外江浙沪闽壮阔的城乡建设成果像一

部大片，令人振奋。半个多世纪来，曾经的穷乡僻壤，

变成了“金山银山”和人间福地。车站所过之处，高楼

鳞次栉比，窗格里写满了人们安居乐业的故事。

岭上的新家到了，风含翠筱，也带着我对母亲

的问候飞向天国。

常言道：“没了母亲，人生没有来路，只剩去

路”，落寞尽在其中。但我的世界里，母亲的温暖，从

未消失，这位母亲———我们的党，她的关怀时

刻在身边，让我老有所倚、老有所志，老有

所望。

王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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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长宁干休所金秋文学社，活跃着一位

92岁的诗人，鲜有人知道，这位网名“劳仁”的老

先生，就是享誉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第二任

指导员王经文。

1949年 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三

营八连进驻上海南京路执勤。曾经的敌对势力不

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疯狂叫嚣：就凭上海这个大染

缸，不出三个月要让解放军红的进来黑的出去。

霓虹灯下的哨兵们，他们穿草鞋、扛锄头、自

己种地，飞针走线自己缝衣。面对纸醉金迷灯红酒

绿，他们拒腐蚀永不沾，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在昔

日的十里洋场奏响正气之歌。

1963年 4月 25日，国防部授予他们“南京

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指导员王经文和连长

代表连队从许世友上将手中接过了命名锦旗。毛

主席亲笔写下《八连颂》，结尾句“军民团结如

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成为了八连官兵的座

右铭。作为南京路上正气之歌的领唱人，王经文

在部队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

功五次。

从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副政委岗位上退休后，

王经文用好八连的事迹，激励教育下一代，为青

年学生、青年干部、青年官兵，做报告达三百多

场。他荣获全军先进退休干部，被授予上海最美

退役军人荣誉称号。

王经文从不以名人自居，网名“劳仁”谐音老

人。为人低调的他多年来笔耕不缀，2020年秋季，

出版了他的新作《夕阳诗文集》。

用手中的笔，心中的爱，续写着他对中国共产

党的赞歌，传递着正气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