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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梦无处不在
——对“中国梦”宣传教育的浅思 □ 王筱文

莫名小巷 □ 黄琼

实在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年代也着实

有些久远了，第一次去，竟然在它门前

徘徊了好久，也未找到入口，虽然地处霸都闹

市，黄金地段，但它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早已被时代所抛弃！既没有现代化小区那些

或雄伟、或抽象，或现代、或古典等风格迥异的

大门，也没有景观专家精心设计的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像一位未出过远门的村姑，自卑的

缩于一隅，两边高大的楼房，流光溢彩的各类

烘焙房、火锅店将它挤占得只剩下一条狭窄的

通道，似乎连一辆车也难以通过，只在巷口左

侧的墙面上用白油漆刷了几个不太醒目的字：

某某路某某号……

巷子里静悄悄的，是的，静悄悄的。幽深

与寂寥并不足以概括它，这两个词略显高冷，

缺乏烟火气息，唯有安静的静，才更接近它的

气质，时间如水里的泥沙在这里缓慢沉淀……

巷子里仅有三四栋老式楼房，听娃的钢琴

老师讲，这里曾是某艺术单位的家属大院。水

泥路面年久失修，由于常年的踩踏已经发白、

破损。由于地势低凹，在一楼的墙根处，缀满

了斑驳的暗绿色的苔藓，院墙上铺陈着密密麻

麻的、绿油油的爬山虎的藤蔓。莫名地就让我

联想起了一部年代久远的小说，张弦的《被爱情

遗忘的角落》。这貌似也是一个孤独的被遗忘

的角落，估计应该是80年代的产物了！乍看上

去，真是再也找不到一点与艺术沾边的东西了，

有的只是与大都市的格格不入，陈旧而落伍！

偶尔会从某扇窗户里飘出一段婉转的乐音，才

让人感到还有那么一丝丝艺术的气息。

这里住户很少，近两年内我几乎每周去一

次，碰到的人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数是一些耄

耋老人，和一些脚步匆匆，背着乐器来学习的

翩翩少年。我猜测可能是时尚的年轻人嫌这

里条件差，连一辆豪车也停不了，哪能留得住

他们的芳心呢，迫不及待地逃离，奔高枝去

了！剩下的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退休多年的

老人，曾经的高知。也许是从事艺术的原因，

他们虽已年过花甲，可衣着讲究，气宇轩昂，有

的穿着雪白的中式衬衫，上面装饰着精致的盘

扣，有穿着大花长裙的，披着艳丽的披肩……

个个面带微笑，和善可亲，温文尔雅。在颐养

天年之际，他们依旧热情地发挥余热，将自己

的才艺毫无保留地往下传承，“莫道桑榆晚，为

霞尚满天。"

在如此狭小的院落里，只在楼前用砖块围

有两溜绿地，无任何造型可言，但里面却被他

们见缝扎针地种满了各类果树，有五月榴花红

似火的石榴树，也有四季常青的柑橘，既有常

见的柿树、枣树、梨树，也有鲜见的花椒树，栗

子树……真让人由衷佩服这群老人的诗意情

怀！在二楼的平台上，他们又收集了一些废弃

的泡沫箱，里面栽上了可爱的秋葵，吹着黄色

的喇叭，五彩的小辣椒，像一个个小铃铛。铁

栅栏上爬满了可爱的苦瓜，绿油油的丝瓜，还

有沁人心脾的金银花、蔷薇花……悠然自得，

悦了自己的心，养了别人的眼，且美化了小区，

一举多得。真是一群美的使者。

走在小巷里，固然碰不着“一个丁香一样

的姑娘”，有点遗憾，也没有江南水乡青石板铺

就的小巷，那般的古雅韵味……但咧开嘴的石

榴，一嘟噜一嘟噜的柿子，青翠的柑橘，一把把

繁密的花椒籽，都会让人眼前一亮，顿生别样

的惊喜！好一派城里的田园风光。

每每带着儿子走进小巷，看到像火焰一样

喷薄红艳的石榴花，“昨夜榴花初着雨，千朵万

朵娇欲语。但愿天涯解花人,莫负柔情千万

缕。”就会脱口而出；看见枝繁叶茂的柑橘树，

我又忍不住让儿子背诵起张九龄的《感遇其

七》“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

自有岁寒心。………”日复一日枯燥辛苦的学

琴生涯也因此多了一分生趣。

这

华五千年历史中，从追求天下一统、国

泰民安，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追求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再到追求四化

建设，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梦，中华民族的梦。在

过去的时光中，我们只是没有用这么一个明确

的词汇去定义它们。所以，“中国梦”既是历史

的总结，也是实践的发展；既是文化现象，也是

国家理念；既是政治理论，也是个人追求。

习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

个中国人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

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这个梦与每个人

息息相关，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让这个“梦体

系”逐步成熟、完善、与时俱进，并深入到国民

集体性格和个人思想中，这个过程不仅是需要

国家层面，更需要各个社会组织多角度、全方

位的宣传工作。与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中国

发展史和革命史相对应，全国各地遍布着无数

遗址、古迹和历史建筑，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和

教育基地，总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类

型的追求、奋斗与发展。这些都以实实在在的

形式直观地为“中国梦”的演变作了生动的脚

注，是宣传教育中必不可少的。

同样，过去在民众眼中各类政府设施是

“官衙门”，一向有着遥不可及的神秘而敬畏。

如果可以通过免费开放的形式供民众参观其

中的部分，帮助民众深刻认识政治制度和政府

机构的运作方式，从而加强民族、国家自豪感

和信赖感，将无疑是一大突破。

在信息时代，自然会重视利用各种媒体进

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工作，尤以电视、报纸、

电影为甚。对于“中国梦”，在图书、报刊的宣

传之外，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不容小

觑。同时，在传统媒体发展成熟的今天，新兴

媒体的开发与运用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基

于网络和移动传播的各类“微”形式和“快”形

式，以“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

思想和认识。充分利用好媒体的力量，是“中

国梦”宣传、推广、走出去的必然之选。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于追梦的描绘和传

播就从未间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嫦娥奔

月、愚公移山，无数瑰丽而奇幻的神话传说记

载了一个个生动的追梦形象。在今天，上九天

揽月、下五洋捉鳖，梦的翅膀越展越广；以劳动

创造美好，用付出换来回报，实现安居、健康、

成功、体面、自由，梦的触角延伸到生活的每个

细节。“中国梦”是全体中华民族的梦，是长期

追求和信仰，对青少年的教育首先要从家庭这

个最小的社会单元开始。毫无疑问，青少年接

受教育的最佳地点是学校。所以学校的“中国

梦”教育首先要注重使用生动、活泼的历史故

事来树立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其次注重通过带

领学生实地参观各类纪念设施、教育基地，以

强化其国家、民族意识。

“中国梦”的宣传教育离不开鼓励青少

年参加各类社会实践。在实践中，青少年不

断体会生活、感知社会、思考人生，从而深刻

理解“中国梦”的内涵与意义，坚定个人信仰

与理想。

中

一次到淮南，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上午。中饭由

一位朋友做东。跟着朋友走进小饭馆，直奔餐桌

旁边小方桌，各霸一方，抓紧开战。那时候，还不作兴掼

蛋，各地都在打升级，也叫打“拖拉机”。一边在热火朝天

打扑克，一边是东道主精挑细选在点菜。

估计菜点得差不多了，服务生问，主食点什么？朋友

反问，有什么主食？服务生说，有米有面。朋友不假思索

说，好，有米有面，咱淮南人就喜欢有里有面。打牌走神

了。被朋友与服务生对话打岔，开起了小差。想起淮南

地理来，它位于淮河南岸，典型的不南不北，是南方的北

方，也是北方的南方。淮南产水稻，更多产小麦。此地饮

食习惯，可谓南北兼顾。能满足客人不同的饮食要求。

一顿饭，点了两样主食，量少样多也不至于浪费，宾主多

了选择，皆大欢喜。真正让人走神的还不是“有里有面”

这四个字，是“面鱼”那两个字。有里有面，一听了然，它

来自“有米有面”的谐音。“面鱼”二字，则有些费解，难道

饭食中“有面有鱼”？曾经吃过油炸的面粉裹鱼，竟是它？

因为面鱼，小差一开，心难收拢。牌打的心不在焉

了，心里老想，那面鱼到底是什么样儿，什么时候才能上

桌，一睹尊容。凡事就该认真，打牌也不例外。因为那两

个让人走神的字：面鱼，牌打得不认真，那顿饭吃得也不

认真。你急，面鱼不急。米饭到了，面鱼还没到。千呼万

唤，大团圆时刻到了，所有饭菜上齐，面鱼最后登场，句号

终于画圆。见到面鱼时，眼睛也瞪圆了。天啊，哪是有面

有鱼，不就是一盆面疙瘩嘛！

东道主过来盛米饭。某人说，别，还是自己来。某人

南人北相，爱吃面食。用小勺子在汤盆里舀了几勺子面

鱼，装进碗里。一勺子里面有两三个指甲盖般大小的面疙

瘩，放到碗里，面疙瘩不见了，小鱼一样，在汤水下面潜伏。

放下勺子，无由头地笑了。笑自己孤陋寡闻。听说

面鱼，便想到有面有鱼，怎不想到有面如鱼呢！同时，也

笑这面鱼之名，叫得多好啊，形象，灵动，让一种普通的吃

食，品位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试想一下，如果它不叫

面鱼，就直呼面疙瘩，那多无趣。恐怕，吃起来，也只是面

疙瘩的味道，不是面鱼的味道。

后来才知道，在淮南，关于面疙瘩，有叫面鱼的，还有

叫鱼籽面的。面疙瘩稍大，是面鱼。面疙瘩细小，就叫鱼

籽面了。

有面有鱼 □ 王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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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度的安徽省 2018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如

期举行，这几日骄阳当空高照，天气高温炎热，考

录公务员办、工作人员、考生等沉着应对，一丝不苟，紧张

有序，烈日炎炎似火烧,激情满满如热血，我们在紧张忙碌

的工作中度过，深深体会到，一职难求，求一职不易。

等考生面试结束出考场后，考生的表情如一张张多

姿多彩的云霞，有的考生满面春风、洋洋得意，有的考生

满面愁云、一脸无奈，有的考生一脸严肃、不言不语，有的

考生如释重负，急切问我们其他考生考得如何…….我们

听后笑而不语，提醒适时查看相关网站，并及时引导考生

乘坐电梯下一楼离开考场。

一位工作人员与我闲聊，她说：“多年前，她参加公务

员面试，抽签也是靠后，中午吃午餐，真是食不甘味。当

身边的考生一个个离去的时候，刹那间，我的心情真是心

急如焚呀！”我在想，焦虑等待也是人生一种滋味吧！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18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预计820万人，再创近10年毕业生人数新高值，创业就业

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求一职难，求一好职更难。公

务员工作任务重，压力大，但相对稳定，有的毕业生冲关

成功，进入面试环节后，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职场大

门，他们将面临着挑战的动力及如影相随的精神压力。

党委政府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应

提供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社会应给予高校

毕业生“先就业，后择业”的充分理解，多一份包容和信

赖；学校、家庭应结合高校毕业生专业特长、兴趣爱好、性

格特点等，科学指导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毕业生应舍弃

天之骄子的优越感，在基层工作岗位上摸爬滚打，不断积

累和历练，再选择更高岗位。九牛爬坡,个个出力，让一职

难求不再难。只要个个献计献策,人人效力流汗,高校毕

业生就一定能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

社会保障，获得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职难求不再难 □ 江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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