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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抗洪回眸

刘宝军

（一）

洪水宣泄着大自然的淫威

警示着不可征服的规律

穷凶极恶地 想要撞开

沉睡的大堤

虎视眈眈地 意欲鲸吞

中国八月的大地

决口 溃堤 管涌

千钧一发的瞬间

漫漶无边的险情

悬空的“灭顶之灾”

狰狞地俯瞰 中国的

苍生

太多的英勇无畏

太多的自我牺牲

在旋窝激流里

辉映出夺目的光茫

抗洪英雄胡继成

累成重病 坚持抗洪

当他搬着土袋仆倒在堤时

献出了他 23岁的人生

他在最后的时刻

继继续续地和妻子说：

“我打完了针还要上堤

堤上生病的 不只我一个”

当大庆南大门

剩下最后一道防线

为保卫油田 农民含泪

挖开坚守了两个月的堤垸

把滔滔洪水 引向村庄

引向绿油油的农田

甘心冲毁了

140万亩家园……

在武汉 共产党员潘良永

第一个献身抗洪

在岳阳 市委常委罗典苏

因过度劳累 晕倒大堤上

在安乡 共产党员李建国

猝死在 坚守了 35 昼夜的

抗洪现场……

一个共产党员

一面鲜红旗帜

800多个临时支部

上万名共产党员

在长江干堤上

呐喊宣誓

当飓风卷着恶浪扑向堤岸

支书振臂一喊：
“共产党员 跟我上！”

共产党员 应声冲锋向前

所有抗洪者

一个个跳进狂涛

手拉手 心贴心

以血肉之躯

抵挡巨澜

这种英雄群雕

绵延几十里 几百里

不是几分钟 而是几小时
定格在惊涛骇浪

定格于历史长卷

守荆江大堤 堵九江溃口

战武汉三镇 保大庆油田

阻漫哈尔滨 决战佳木斯

子弟兵无不冲锋在前

力挽狂澜

每一艘冲锋舟

都是一角温暖的家园

军人抢救灾民的手臂

像是种在家园

结满生命之果

浪打不倒的树啊

延伸着血脉的根须

环拥成保护老人孩子的

翠绿山庄

（二）

八月的中国 悲壮的抗洪

从共和国领导到孤儿院儿童

以身份不同方式

汇成了

骨肉的群雕 神州的长城

每一只募捐箱

像是一艘方舟 载满民族情

从我们的血管之河

驰进三江巨洪

35亿元捐款 每一笔

是一叶风帆 鼓满中国风

从城镇 农村 海外 港澳

驶入灾民的心中

唐山那位退休老职工

将一生积蓄全部支清

向灾区捐款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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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执意不留姓名

纤弱农妇 王月平

一颗心 两瓣情

哭丈夫几次昏厥

却从无极赶到石 家庄

把用胸怀温热的

万元抚恤金

捐到义演现场……

（三）

站在中国’98的洪峰

遥想历 史

从公元前 206年

到公元 1949年

2155年间

有 1029 次水灾记载

中国 饱受水患的土地上

平均 10年一次的大洪灾

惨剧频仍：

江河改道 洪水毁堤

哀鸿遍野 饿殍千里

回眸往昔

反动派们只顾搜刮民财

不顾人民死活

1931年长江水患

西起沙市东至上海

一片泽国满目汪洋

多少灾民横尸江面

多少灾民流离失所

1935年 汉江遥堤

轰然溃决 一夜之间

淹死八万余人……

九八水患 猛烈频繁

域贯南北 时跨夏秋

洪水滔滔 历史罕见

大灾没有造成饥饿

大灾没有造成大难

大灾没有造成疫病流行

大灾没有造成社会慌乱

这是一个奇迹！
山河为之动容

历史为之沉思……

中国共产党人的骨骼

是你不朽的历史堤防

人民子弟兵的热血

是你真正的警戒水位

56 个民族的爱心

是你容纳万川的大海

（作者单位：河北唐山滦南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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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乡

偶 得

王小青

秋天的农村，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蔚

蓝的天空和金 色的稻谷相交辉映，格外

耀眼，让人心旷神怡。如果平时没事能

够在田 间漫步信游，或许会觉得这里美

丽无比，富有情趣、充满诗意。但今天却

不同了，不是休闲郊游，而是到乡下向欠

税农户催交税款。我穿着高跟鞋在田 间

小路上，急匆匆地迈着艰难的步子，跟着

大家往农户 家赶，无心去欣赏这美丽的

田 园风光。这里的欠税户住得既分散又

偏远。所里的同志告诉我：“现在虽然加

大了税收 宣传力度，工作好做 多了，大部

分农户都能主动交税，但还有小部分农

户强调各种理由，就是不 交税，或是一拖

再拖。所以 ，我们只 好上门去收。”好不

容易来到了一家欠税户，家里走出 了一

位大嫂，当她得知是来收税时，说：“我现

在实在拿不出钱，小孩爸长期在外做 工 ，

既 不寄钱回 来，也不管家，现在他爸病倒

在床上，我都没办法。如 果有钱我自己

会来交税，让你们老跑我也不好意思。”

这时，我们进了房间，看见床上躺着一位

老人。我想，这户是白跑了，正在这时，

只见财政所长从自 己口 袋里掏出 40 元

递给 了这位 大嫂，说：“你先拿这点钱去

请医生给老人看病。但税款是一定要交

的，你赶紧通知你丈夫回 来，抗税是违法

的。父亲有病也不 回 来，更是情理 不

容。”这位 大嫂满 面是泪，点头应声道：

“谢谢你，等他回 来，我一定会来交税”。
我们又翻山越岭来到了另一欠税户

家。不管我们怎么 劝说，他依 然口 口 声

声地说：“我没钱，现在没办法，你下次再

来。”他老婆也跑过来破口 大骂。我们只

好耐心 地向他们夫妻宣传税法。功夫不

负有心 人，一个多小时候后，欠税户终于

想通了，心 服口 服地交了税。我第一次

感到收税还这么难。
紧接着我们前往另一位农户家。还

未到他 家，正巧看见他们在田 里割禾，我

们向这位农民说明来意，他却说：“我没

钱，你们以 后再来吧。”于是继 续割他的

禾。看样子，要叫他回 去拿钱交税可能

是办不到了。只见财政所长说：“我们来

帮你割禾。”于是大家卷起衣袖，走进了

田 间，割禾的割禾、打谷的打谷、扎稻草

的扎稻草，我们一直干到 12点多钟。看

到这么晚了，农户很不好意思地说：“谢

谢你们了，中午都到我家吃饭”我们回 答

说：“中饭就不吃了，但税你一定要交。”

看到我们这样。他领我们回 家，将税款

如数交清了。
回 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平时我们

坐在办公 室里，不晓得下 乡催税“苦”滋

味，所长的言谈举止和农家欠税人的心

态变化，不由得使我陷入了沉思……

（作者单位：江西井冈山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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