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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盛世，喜耀中华。中华人民共
和国喜迎75周年华诞，七十五年之奋斗
历程，七十五年之沧桑巨变，七十五年之
壮丽辉煌，让每一位中华儿女无不欢欣
鼓舞，继而在人生道路上，更加满怀希望
地奋勇前行。

我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家
在粤西信宜茶山镇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山
村里，家门前有条河——三岔河，从村旁
蜿蜒而过，千百年来，这条河就这样静静
地流淌着，祖祖辈辈就在此河边辛勤劳
作，繁衍生息。80 后，作为与改革开放
共成长的一代，作为伟大时代的参与者、
见证者、受益者，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在经
济科技教育等方面飞速发展带给个人、
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

一九八一年我们管区分田到户，而
我因为出生比较迟，是没有责任田的，但
这并不妨碍我处身于祖国大时代发展的
浪潮中，收获自己的美好人生。从祖国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到跨越新千年后
祖国的繁荣富强的辉煌历程，我们有幸
与祖国共呼吸，齐奋进。大山深处成长
起来的我们，最直接的受益就是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我们免于成为文
盲，而大学扩招国策的推进实施，让80后
普遍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进而在大时
代的浪潮中能够紧紧把握命运的脉搏。

祖母目不识丁，但却是村子中为数
不多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深刻道理的

老人。所以，当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席
卷而来的时候，在村中青壮年纷纷外出
务工赚钱的时候，祖母甘守清贫，不辞劳
苦，与家人一起扶持我们谨守学业。故
此，即便世道维艰，依然初心如一。后来
我成为家族中的一名师范生。事实证
明，祖母的远见，新时代的机遇，成为改
变我人生的宝贵财富，大学毕业后，我走
上了教师岗位，开启了跳出农门的步伐。

祖母今年九十多岁了，她从旧社会
过来，走进新中国，她对土地充满感情，
她的认知就是“有田可耕，有地可种”就
是盛世。20世纪90年代，父辈叔伯为生
计而在外奔波劳碌，所以，家中农活都由
祖母操持。尽管劳作辛苦，但是对于交
公粮之国策，祖母紧守公民之责。缴纳
公粮之时，坚持挑选成色好的粮食上交
国家。后来，政策调整为以人民币代缴
公粮，省去了劳作之苦。2006 年，国家
取消农业税，还根据田亩给予农民财政
补贴。这是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未有之
壮举。所以每每提及，祖母总是感慨：

“现在的社会好。耕田都不用缴纳公粮，
还有补贴。好世界！”

工作之后，经济好转，家里开始泥砖
房改造。对于我们家来说，这是一件大
事。这毕竟是我们全家人在新时代里辛
勤工作过上好日子的见证。当告别低矮
的瓦屋，全家人住上了装修好的楼房之
时，不禁感慨万千、喜极而泣。相信，这

是经历过贫困，通过奋斗摆脱困境后所
有人的共同心声。现今，父亲告别骑了
三十多年的二十八寸永久牌单车，开上
了五羊本田踏板摩托车，访亲探友之间
展露笑颜，尽显自豪。兄长外出打拼数
年，后接手家中田地，成为新一代农人，
告别传统单一之农耕方式，在土地上栽
种经济价值更高的三华李、黄金果、七彩
椒……多元化的耕种方式，线下线上的
销售途径，幸福生活有了更多的可能。

祖国的繁荣富强，进一步惠及千千
万万的中国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
进深入人心，村村通公路，村村通路灯，
家家住楼房，绿色生态宜居新农村渐见
成效。

群山连绵环绕的小山村——我的
家乡，那些祖祖辈辈在此生活的人们，
恰逢盛世，得益于祖国的庇护，把握了
祖国发展的机遇，更加愿意开眼看世
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接受
更多的教育，紧跟新时代的步伐。现
今，从小山村走出了更多年轻一代的公
务员、医生、教师等等。家乡的三岔河
依然奔腾不息，带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
人走向了更有希望的未来。

75载风雨兼程，75载春华秋实。今
天之盛世中国，依然步履不息，在续写新
的时代荣光的路上，相信，每一位中华儿
女都可以自豪而深情地说声：“祖国，与
您同在。何其有幸！”

祖国，我们与您同在
■ 杨端雄

如果说家是我们幸福的港湾，那
么房屋便是港湾里坚固的船舶。它为
我们抵御暴雨的侵袭，狂风的吹刷，烈
日的烘烤，霜雪的浸染；为我们提供着
温暖，输送着阴凉；为我们诗意地栖息
在大地上提供着最安全的保障。

回首近四十年来，我家经历了两
次建房和一次买房的变迁，每当和家
人谈起，尽管唏嘘不已，但心里满是幸
福。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所低矮的瓦
屋里，墙是用泥砖砌起来的，屋顶是用
木格子和瓦片盖的，据说这是当年为
配合修筑高州水库，家人们舍弃了原
来的房舍搬迁到新址后而建造的房
子。虽说房龄不长，可是从外面看却
显得残破不堪，还黑不溜秋的。犹记
得每逢台风雨，屋外是大雨，屋内是小
雨，我和姐兴奋地拿着各色盘子去接
漏雨，而大人们却是愁容满面。长大
后，我才懂得他们的担忧。他们应该
是担忧风把瓦片吹跑了，或者风把水
带到墙上泡软了泥砖而坍塌吧。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家乡，它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它唤醒了人们的
斗志，它吹响了人们向致富之路进军
的号角。分田到户了，分岭到户了，胡
椒园也按人口切分到户了，人们铆足
了劲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粮食实现
了自给，胡椒给乡民带来了可观的收
入，“万元户”出现了。手中有了余钱，
心中便有了各种想法，修建房子便是
排在第一位的。我清晰地记得，1986
年春节，我家把建新房子提上了议事
日程。开春时，便着手准备材料，房
梁、红砖、泥砖、瓦片等陆续被运回到
我家的晒场；立秋后，搭起了临时居住
的帐篷，那住了三十年的房子终于被
拆了，在原址上，我们建起了一座红砖
青瓦白墙带有天井的房子。

房子虽然还是瓦房，但是比原来
的强多了。它变得高大了，坚固了，亮
堂了。那个时候，家人甭提多高兴
了。在入伙的宴席上，五叔公说：“安
居乐业，努力耕耘，将来的日子会更红
火的，说不定哪天我们就可以住上楼
房了呢。”“除了墟镇上公家有几幢楼

房，乡村还没有谁家有楼房的，不知道
要等到何年月哦！”唐家二伯搭腔道。

“放心啦，我们的生活会好起来的！”
后来，乡民们在致富能手的带领

下，大力发展果树种植，栽种经济作
物。我家也先后在山岭上种了橡胶
树、荔枝树，在一部分田里种了香蕉，
在一些丘陵地里新种了胡椒……日子
慢慢地有了起色。自读初中起，我便
外出求学，越走越远，花销越来越大。
2000年春，村里的第一座楼房竣工，高
大气派，外墙的瓷砖和窗上的玻璃在
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那年寒假，奶
奶说：“我家的楼房可要等你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之后才有办法了。”我知道那
时爸妈为了供我读书已是竭尽全力，
只能够安慰奶奶，“等他们住旧些，我
们再建造哈，一定会比他们的漂亮。”

2006 年中秋节，在茂名工作的五
伯父回家探亲，那时候我的奶奶已经
八十来岁了，大家便商量着在家建楼
房的事宜，希望能够了却垂暮之年的
奶奶多年以来的一桩心愿。报批，动
工，兴建，装修。马不停蹄，终于在
2007 年七一前夕，我们搬进了楼房。
那天，奶奶笑着笑着便老泪盈眶。大
家都知道，那是幸福的泪水。

那几年，家乡的老房子基本上被
楼房取代了，就连“五保户”也拥有了
一间砖石钢筋结构的房子，那是在上
级的关怀下兴建的。他们笑逐颜开，
沧桑的老脸也活泼起来，逢人便说：

“再也不怕吹风落水了，想不到有生之
年也可以住上楼房！”

后来啊，外出务工的乡民，很多人
在城里买了房子安了家。我和妻子也
不能够免俗，心想：孩子逐渐长大了，
如果以后能够考取城里的学校，我们
在城里安个小家，也方便照顾他们。
2016年夏天，我们历尽艰辛终于觅得
一套房子。房子不大，但房产证上写
的是我夫妻俩的名字。

回首这些往事，我由衷感激我们
这个伟大的国家，如果没有改革开
放，如果没有大力发展经济，如果没
有综合国力的提升，如果没有政策的
支持……我们真的难以安“居”乐业。

我们的房屋梦
■ 梁郁强

金秋时节，我来到玉湖国家水利
风景区，走进一幅天蓝水碧、群峰起
伏、草木青葱的自然山水画中。

码头边高大的凤凰树枝繁叶茂，
阳光在树下洒下点点碎金。清澈的湖
水一波一波地拍打着岸边，激起阵阵
的浪花。大大小小的秋刀鱼在岸边澄
碧的水里欢快地游来游去，见到游人
走近又俶尔远逝。旁边石狗岭树林青
翠浓密，偶尔见到有一两片红叶点缀
其中，描摹着绵绵秋意。

我走进游艇中，找座位坐好。环
视四周，只见云山苍苍，绿波茫茫，天
与湖与山，上下皆碧。远处黛青色的
六符顶，高插云霄，似伟岸男子，矗立
在天地间。近处水库边的小山，密种
着荔枝树、松树、相思树，如伞兵般守
护着玉湖！游艇缓缓启动，舟行碧波
上，水花两边分，玉湖的美景近在咫
尺。越往湖的深处驶去，湖水越清
澈。游船的路线是绕玉湖转一圈，我
们可以尽情玩赏。

玉湖有许多神奇秀丽的湖中小
岛，形态各异。有高有低、有大有小、
错落有致，宛如浮舟悬于碧波，我们在
游船上可以大饱眼福。百足岛就像一
条栩栩如生的蜈蚣，静静卧在水中。
岛上种植的台湾相思树可能是水分充
足吧，生长得异常葱绿，岛岸边的树木
不时把头探进水里，毫不避嫌地照着
镜子！和她相隔不远处有一个“头发
岛”，上面生长着青绿的树木，就像一
个隐藏了脸庞的潜水员的秀发在水上
漂呀漂。游船轻转了一个弯，更见到
了一幅奇异的景致。几棵嫩黄色的树
木，就像一群花样游泳的运动员，刚刚
在水中探出了曼妙动人的半身。在碧
绿湖水和如黛远山的背景衬托下，造
型美得令人融进如水的温柔中。而在
环湖游的过程里，龟岛、蛇岛、象岛、骆
驼岛，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令人叹为
观止！

游船完毕，我来到了玉湖的水库大
坝上，从另一个角度一览玉湖烟波浩渺
的美景。这茫茫的碧波下面，当年曾是
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繁华闹市。为了解
决茂名市发展油页岩资源所需要的水
源，广东省水利厅决定开发良德水库和
石骨水库。在上级领导的筹划下，12
万民工参加了水库的建设，他们采用最

原始的手挖、肩挑的模式来完成这项伟
大的工程。江山多娇，全因平凡劳动者
负重前行。今天，为了纪念先辈们的付
出，在大坝上建有“水库夯歌”雕塑。站
在雕塑前，我久久地凝视着他们举夯筑
土的造型，内心不禁涌起无限的敬意！
这一泓碧水清流，润泽一方百姓。玉湖
建成后，不仅解决了茂名市的工业用水
问题，也解决了鉴江平原两岸的干旱问
题，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至今泽被后
世，高州、化州、吴川等地深受其惠。先
辈们用汗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美好的
生活，全靠双手去创造！

看完大坝雄姿后，我又驱车直上
石狗岭上的绿水山庄，在观景平台上，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潋滟的金秋，但
见白鹭斜飞湖面，秋水共长天一色，千
岛浮洋的景色美得令人炫目，让人久
久不愿离去！

“每逢佳节倍思亲。”金秋登高远
眺，倍添忆念之情。我父亲也是 12万
民工的一员，当时才 20 多岁。白天，
大家在工地里干活。晚上，就一起豪
情满怀地唱歌：“石骨河水弯又弯，坚
心苦战把它拦。拦起河坝阔过海，引
水回乡笑开颜”。玉湖后来发展为清
幽秀丽的著名旅游区，每年的游客络
绎不绝。可是，我父亲终生也没有踏
进过玉湖一步，繁忙的生活让他忘记
了休闲。晚年的时候，他有时会喃喃
自语：不知当年的高州水库咋样了。
忆起这些，我相当懊悔，痛恨自己为什
么不带他到玉湖看看，了却他的心愿。

在观景平台上，可以俯瞰
玉湖景区，各个景点历历在
目，但是看不见已经逝去的时
光和父亲的身影。滔滔无边
的玉湖，就像一杯天地捧出的
清醇美酒，敬献给往昔曾为祖
国建设付出无尽汗水、给祖国
面貌带来巨大变化的先辈
们！也像人世间最清澈的一
滴眼泪，波光粼粼地闪耀在眼
前，寄托我对父亲的思念！

玉湖秋色醉思念
■ 吴征远

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电白人，但在
乡村长大，水东城更多地在我的想象中
存在。直到 20年前我扎根在水东城工
作和生活后，才得以细致地品读这座美
丽的小城，目睹她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化。

据载，水东是一座有着百年商埠辉
煌的小城，沉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历史
文化、航运文化和商埠文化。忠良街是
水东城最早的商业街，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忠良街出海口处的水东港，进出
口贸易日渐繁荣，油地码头应运而生。
油地码头位于海滨路、忠良东街出海
处，是电白最古老的码头之一，也是水
东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清朝年间，随
着水东港至江门、广州、香港等地航线
的开通，一时商贾云集，舟车繁忙。

建国初期，电白县县城从 40 多公
里外的电城镇迁址水东，水东便一直作
为县城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初期，最繁
华的地段是东阳街和人民路，水东湾、
杏花村、花都、陶然、海月楼等这些名字
响亮的豪华酒店以及影剧院、百货大
楼、学校和各机关单位几乎集中在这一
带，其它地方却显得冷清和荒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水东城区扩
容提质。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政府
决定填海向水东湾要土地建设海滨新
区。填海范围即上排小学至区委大会
堂一带，政府主要机关单位相继迁到这
里，居民也纷纷前来定居，现在这一片
区已从最初的海滩涂变成高楼大厦。

水东城区海拔低，千百年来，每遇
台风、大潮，海水便涌入街巷，市民深受
其害。20 世纪 50 年代，“焦裕禄式”县
委书记王占鳌带领干部群众用铁锹挖、
用肩挑修筑海堤。几十年来，海堤就像
一道屏障保护着城区不受海潮侵害，市
民安居乐业。

2004 年，海滨新区继续扩张，拆除
海堤及对东湖公园进行全面改造，建成

现今的新海堤和东湖广场。新海堤建
在油地码头至海滨跨海大桥之间，比旧
海堤长约 5 倍，号称十里长堤。如今，
新海堤不仅仅是防潮防汛保平安，更是
市民休闲、观光、锻炼身体的打卡点。
东湖广场东门矗立着冼夫人英姿飒爽
的雕像，被周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
第一人”的冼夫人一生致力于民族团结
和国家统一，她的“我事三代主，唯用一
好心”精神，时刻激励着电白人民的爱
国热情。改造后的东湖公园树木苍翠，
绿草如茵，悠闲的人们沐浴着和煦的阳
光，调皮可爱的小孩子在碧绿的草坪上
欢快地玩耍。夜晚，色彩斑斓的霓虹灯
与湖水泛起的银光珠辉玉映，大妈们轻
歌曼舞，笑声悠扬，优美的旋律伴随着
柔和的海风轻轻吹送，令人心旷神怡。

水东湾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天然港
湾，千百年来“养在深闺人未识”。2004
年始，政府逐年投入大量资金对其进行
打造，除了建造新海堤，还在海滩涂人
工种植红树林，在红树林间隙修建科普
栈道。如今红树林已超万亩，长势茂
盛，形成了独特的“海上森林”景观，吸
引了众多鸟类到此栖息、越冬。2018
年，水东湾被评为“广东十佳观鸟胜
地”。每到黄昏，市民三五成群前来栈
道漫步，观秋水共长天一色，怡情怡景，
美不胜收。水东湾已成为电白的一张
新名片。

2005 年，海滨大道动工兴建，将海
滨新区逐步向陈村镇寨头桥一带扩
展。新电白一中、聚龙湾花园小区、海
景湾国际大酒店陆续在这一带建成，洁
净美观的街道车流穿梭，一派繁荣景
象，使得海滨新区提升了一个档次。

2014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
意电白县撤县建区，水东城区的发展
势头更为迅猛，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大型楼盘拔地而起。中医院、妇
幼保健院搬迁，健康学院、华师附中

及占鳌小学落成招生，万达广场投入
运营，体育公园的建成，凤凰大道片
区异军突起，电白新地标建设热火朝
天，使得城区变化一天一个样，越来
越有大都市的感觉。

水东湾出海口东西两岸仅 3 公里，
两岸居民踮起脚跟就能看到对方，但要
过去却要绕行 1小时。多少年来，居民
千盼万盼，盼望在这里建一座桥。今
天，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2021 年 4
月，水东湾大桥正式通车投入使用。大
桥像一条巨龙将两岸串联，两座犹如贝
壳的主塔与海水交相辉映，拥护着美丽
的港湾。水东湾大桥的开通使两岸的
车程由 1 小时缩短为 5 分钟，带动了两
岸居民的交往和经济发展，使得电白

“向海而兴”的发展战略迈上新台阶。
茂名第七届徒步节途径水东湾大

桥时，我站在桥中央的最高处回望水东
城，只见一栋栋错落有致的高楼气势恢
宏，雄伟壮观，在朦胧的烟雾笼罩下如
梦似幻，宛如海市蜃楼。近处红树林、
白鹭、渔船相映成趣，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画面在眼前呈现。如此美景，身为
电白人，怎能不为之动容和自豪。

2022年 8月，广东滨海旅游公路茂
名（电白）先行段建成通车。该路段贯
通了博贺湾大桥与水东湾大桥之间的
联系，将中国第一滩等滨海风景带串珠
成链，形成一个交通便捷的环湾滨海旅
游圈。等到滨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坐
标水东，向南可抵达祖国大陆最南端的
雷州半岛，向东经港澳可直达福建边
陲，到那时驾着车沿着海岸线旅行，这
该是多惬意的风景和多舒心的旅程
啊！想想都激动。

流金岁月，沧桑巨变。20 多年来，
我目睹水东城的变迁，看在眼里，喜在
心里。我期待着这座滨海小城在未来
扶摇直上，创造更辉煌的成就。

见证水东城的变迁
■ 梁少波

无论走向多远，我的内心
总有一列小火车
载着爱，载上七色彩虹
带幸福一起飞奔

十月的阳光
温暖的花蕾随风绽放
江山多娇
印满祖国的微笑
怀抱一抹花香
在古色的老胡同穿梭
寻找那阕伟人遗落的词韵

有一片枫叶，落进梦里
微红，或者微黄
都染上秋的色，秋的愿
与红色信仰一起

守护祖国母亲

每个有星星的夜晚
都有我写给你的长短句
在巍巍炼塔之上
可以迎风远眺
唱响每一个红色的音律
挂满云霄，植入内心

如果可以，我愿尾随风的步伐
虔诚地为祖国祷告
带来960万平方公里
风调雨顺的讯息
从你挺拔的目光中
我们与未来连接
只需要一道阳光，走过去
穿过来，幸福融合

十月告白
■ 蓝 蓓

用血与火淬染的，十月
红色的歌声豪迈嘹亮
歌声里，初心梦想奔涌心间
红色的旗帜高高飘扬
旗帜下，壮美山河安泰无恙

用中国结编织的，十月
火红的寓意灿烂辉煌
光芒里，龙的传人意气飞扬
殷红的经纬雄浑厚重
纵横间，万里碧波固若金汤

十月红，热血一般沸腾在14亿人胸膛
点燃炎黄子孙百折不屈的复兴热望

十月红
■ 孟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