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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讴歌共和国70年来的光辉
历程，展现凤台县70年发展成果和辉煌成就，赞美新时代，歌唱新
生活，加快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凤台步伐，本报编辑部与县作
家协会联合举办庆祝建国7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从本期开始，本报
文艺副刊将根据来稿情况，不定期择优刊发征文。

960万平方公里
是你巍峨挺拔的身躯
长江，黄河
是你永远流动的血液
泰山是你高昂的头颅
万里长城是你伸开的巨臂
香港、澳门
是挂在你胸前的两颗珍珠
台湾，是你日思夜想
要收回的宝贝

五千年文明
打造了你的不败金身
虽曾伤痕累累
穿过腥风血雨后
新中国已是一只睡醒的雄狮
从东方傲然站起

改革开放的春风细雨
让你的一片片沃土由黄转绿
复兴的强国梦
让各大州朋友把拇指竖起
世界的舞台有你
和平鸽飞遍全球
橄榄枝更绿
敞开国门的你

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美

十三亿炎黄子孙
同乘你这条70年铸造的
共和国巨轮
在习总书记的掌舵下
以超强的速度
正劈波远航
向一张绘好的伟大蓝图拉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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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的光辉历程
艰苦卓绝 波澜壮阔 气贯长

虹
经济 科技 军事
交通 航天 人居环境等
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从一穷二白
步入到世界强国之列
伟大业绩 光耀寰宇

祖国，母亲！
中华儿女
携手迈步新时代
用满腔沸腾的
热血和赤诚
挥笔描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壮美的画卷

登上山巅
我看到、听到
五岳千山 花儿烂漫 松涛吟

唱
江海湖泊 拍掌击节 浪翻似

雪
飞出欢乐的歌

祖国，母亲！
因为有你
我们才能
自豪、骄傲
我掬一捧淮河水
放在胸前 遥望东方
肺腑透彻地祝福你
——祖国，母亲！

从学校变化看发展
□胡焕亮

我的小学阶段，是在大山公社 （今凤台经济开发区）
“拐子集小学”就读的，一至四年级都是在土坯房里上的
课。一块水泥预制板架起来就是课桌，就这样的课桌，还
是从附近的阜专水泥厂协调来的。凳子都是大家自带的，
样式、大小、高低各不相同。

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和同学们踏着漫过脚面的积雪，
从四面八方来上学。可平时离老远就能看到的“教室”，
怎么也不见了踪影。原来，那摇摇欲坠的秫秸糊上泥的
墙，再也禁不住一夜风雪的摧残，坍塌了。我和同学们，
犹如被掀翻了巢穴的鸟儿，瞪大了惊恐的双眼，久久回不
过神来。

就是这样的学校，全公社境内也就只有三所——拐子
集小学、山金小学、王岗小学（现在的李冲回族乡当时还
隶属大山乡）。山金中学是唯一的初级中学。小升初的学
子如果没考取县中或山金中学，就可能被录取到几十里开
外的普通中学就读。学子们的艰辛可想而知。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上个世纪后
期，乘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这里的学校也搭上了时代
的快车。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校也像其他地区一
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变化。

先是学校数量上的变化：随着乡镇区划的变动，每个
乡镇都有了自己的初级中学，每个大队即现在的社区或者
行政村，都有了自己的小学（后来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撤
并了部分学校）。再是教师队伍的变化：以前的学校公立
教师数最多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不到，大多数是民办教师或
临时代课老师；教师学历最高的就是“中等师范”，多数

是高中毕业生甚至初中毕业生。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
展，原先的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都通过进修和文化考
试，转变为国家正式教师。现在老一代的教师逐渐退出教
学岗位，新任教师的平均学历更高了，全是专科学校毕
业、大学专科以上甚至更高学历，有的还是本科双学历。
接下来看学校的课程开设和硬软件建设：以前的学校基本
上就是两至三门主科反复上，现在全是按照国家教育部门
颁布的教学大纲开全课程。国家对各类学校加大了投入，
每所学校都按规定配备了图书阅览室、实验室、少先队活
动室、电化教学室、音乐室、家长学校等等。按规定，每
校都建成标准体育活动场地，配齐体育器材和专职教师。

我曾就读过的拐子集小学现在是经开区中心小学，先
是在原校址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逸夫楼，紧
跟着，在上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又一座多功能的教学楼
代替了原先那座破旧的校舍。崭新的教学楼集多媒体教
室、图书室、阅览室、资料室、实验室、青少年活动室、
家长学校、留守儿童活动室、体育器材室、文体活动室等
于一体。以前只能在电视里见到的电教设备一应俱全。

为了整合教育教学资源，经开区辖区内原先的八所小
学、两所初中整合为三所小学、一所初中。这样，使有限
的教育教学资源更加集中，显示出了更大的优势。经过努
力，几所学校电教设备、体育器材、教育教学硬软件都一
应俱全，均先后通过了国家达标验收。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现在的在职教师享受的待遇大为
改善，不仅每年享受一次免费体检，而且工资能够按时足
额发放，应享受的福利也逐项得到落实。就拿住房公积金

来说吧，已经由原来的只按工资总额的前四项计算，提高
到按工资总额计算，教师工资逐年增长。这些重大举措，
大大稳定了教师队伍，激发了广大教师为教育事业奉献终
身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真正使教师职业成为社会上令人羡
慕的岗位。

我们都在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我相信，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已经不是一句空
话，而且已经成为现实。不仅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在逐
步得到显著的改善，而且学生与家长也明显得到了实惠。
国家划拨了专项资金，免除了农村中小学在校学生的学费
和书本费，对贫困学生还有救助，使所有学龄儿童都能有
条件入学享受教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是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由我们经济开发区的校园变
化，我能想象得到全国的校园形势，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
心。俗话说“高楼万丈平地起”。我们祖国海洋的神圣维
权，航母正式投入使用，“神舟十号”的顺利飞天，国际
威望日益提升，工业、农业、科技等等一切的突飞猛进，
都离不开基础教育。教育兴，则国兴。教育上去了，现代
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就都上去了，自然，整个国民
素质也才有可能上去。教育上去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梦，就不难实现！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做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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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在英语中被称为“China”，
与中国瓷器文化在世界产生既广且深的影响息
息相关。作为世界认识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瓷器是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商
品，其流传之久远，使用之广泛，真正做到了
中国智慧全球共享。日前，两场瓷器展览同时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揭幕，展出的源自中国、
德国、日本三个国家七家博物馆近两百件瓷器
精品，生动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互鉴和经贸交流。

欧洲人曾认为中国瓷器具有魔力，
放置有毒的东西就会崩碎

自隋唐以来，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日臻进
步成熟，中国瓷器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
地销往世界各地。欧洲人认为这种灵动的物质
具有魔力，有毒的东西放置其中，青花瓷便会
崩裂碎掉。因而，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王室追捧的对象。
其中，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萨克森选侯、波兰国王奥古
斯都二世以骑兵换瓷器的故事。奥古斯都二世是个狂热
的瓷器收藏者，1717年他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
做了一笔交易，用 600名萨克森龙骑兵换了 151件康熙
时期的青花瓷。这些瓷罐器型硕大，最高的高达 1.32
米，配宝珠钮盖，从此被世人称作“龙骑兵瓶”或“近
卫花瓶”。被波兰王卖到他国的骑兵，被编入普鲁士
（即日后的日耳曼） 陆军，组成萨克森九十四步兵师，
绰号“瓷器兵团”。这批价值连城的康熙青花罐，至今
仍陈列在德国茨温格宫的瓷器走廊。

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影响不仅仅在艺术和工艺方面，
它的输入，使当地统治者意识到大规模手工业生产和产
品外销的重要性。16世纪初，欧洲便开始尝试用贝壳、
蛋壳、蛋白、鱼肉等多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材料制造瓷
器。18世纪初，德国的炼金术师伯特格尔破解了制瓷秘
方，他称瓷器是新的“白金”。1710 年梅森瓷器厂设
立，梅森小镇也因此发展成为欧洲的瓷都。

中西瓷器的交流，带来两种文明的互相借鉴、彼此欣赏
有意思的是，从此次展览展出的梅森瓷器可以看

出，它们模仿的不少是想象中的“中国风”，与实际有
出入。

以此次展出的一件1750年生产的塑像为例，一对中
国夫妇亲密地坐在一起，男子服装上有丰富的花卉装
饰，可能代表这是珍贵的丝绸面料。虽然人物的服饰极
力模仿中国样式，凉亭和椅子却完全是欧式风格。再比
如，欧洲的画家们将中国瓷器上的桃子和石榴绘成欧洲
人熟悉的洋葱图案，蓝色洋葱后来成为梅森瓷器最有名
的系列之一。

明清起，中国不仅输出景德镇瓷器，德化窑生产的
白瓷和青花瓷也是较为重要的外销器物。作为民窑瓷塑
的杰出代表，德化瓷器的创作并不受官窑的羁绊，取材
广泛，创作手法自由洒脱。从同期展出的《玲珑神致·
冰玉匠心——明清德化瓷器精品展》可以看出，梅森的
陶艺家曾经烧制出了许多塑像类白瓷产品，质地优良，
形体健硕美观，从而逐步开始创造属于其自己的辉煌历
史。由此可见，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中国瓷器对西方
早期陶瓷业都有深远的影响，双方在瓷艺方面的交流融
会可谓源远流长。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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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秦始皇陵铜车马仿制品匠人：

盼揭秘千年前“黑科技”
出土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最早、体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马车，

它们对研究中国秦代冶炼与青铜制造技术、车辆结构等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秦始皇陵铜车马仿制匠人王振
平而言，仿制铜车马是一项技术活，同时也是一个“情怀”活，通过各种技术，在实践中揭秘千年前的

“黑科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帝陵出土了两乘青铜马车，均为古代单辕双轮车，并按秦代真人车马二分

之一比例制作。铜车马整体用青铜铸造，由3500余个零部件用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等多种工艺
组装而成，被誉为“青铜之冠”。

从事多年秦始皇陵铜车马仿制工艺的王振平告诉记者，自己与铜车马打了一辈子交道，通过查阅资
料、实地观摩，他对铜车马仿制有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如此，他现在仍不敢说能完美复制一台铜车马。

“在做铜车马过程中，发现马头上的子母扣，每一个扣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小，现在我们可以用激光
切割等技术完成，但在古代要手工做出来是非常难的。”王振平称，他有时候也很困惑，古代究竟是用什么
方法，能做出来这么细致的东西。

在王振平的办公室里摆满了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各种资料，靠着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他所制作的铜车马
仿制品在细节方面与原件极为相似。记者看到，现场的一台铜车马二号车仿制品两侧设有窗户，开窗时，
窗板便被推入厢体后侧的空腹中。马的缰绳则用数百个几厘米长的小铜节组成，很多都是工匠手工制作、
组装的。

40 岁的工匠王长水是一个有 20 多年从业经验的
“老人”，他告诉记者，“复制”铜车马要经过失蜡铸
造、手工锻铜、铜鎏金银、化学做旧等十几道复杂的
工序。由于铜车马中几乎都是铸造件，所以先要做手
工雕塑造型，主要的大件有青铜马、御手俑、车厢及
承载系统，还有弩、盾、铜矢、佩剑等小部件。五六
个工匠耗时一年，才能完成一辆造型完整、工艺考究
的铜车马仿制品。

由于做工精细、仿制度高，近年来，王振平他们
制作的铜车马仿制品开始被一些博物馆、展览馆收
藏。王振平称，他希望自己的铜车马仿制品能被更多
人熟知，有一天能走出“国门”，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在
外传播。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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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作家协会

《凤凰台》报编辑部 合办

多少次回眸
从春到夏的斑斓
多少次凝望
由秋入冬的云烟
我站在七月的肩头
揽九天明月
阅沧海桑田

走进七月
让尘封的记忆舒展
穿越千古历史
我看见下蔡夜市的壮观
硖山口百舸争流
慰农亭淮水安澜
更有
季和封疆
吕公用贤

走进七月
我看见白塘庙燃起的革命烈焰
那是
一只火炬
一面旗子
一方家园
我看见板张集烈士冢衣上血迹斑斑
那是
一颗五星
一座丰碑
一朵红莲

走进七月
捧起一串串跌落的日子

或平淡或暗然或绚烂
有黑色的七八九
也有红色的信笺
有挥毫泼墨的激越
也有永远无法完成的答卷
把父辈的心愿揣在怀里
在成长的路上
不时地翻看

走进七月
徜徉于凤凰涅

槃后的州来画苑
长虹卧波
二桥飞架
千里平畴镶明

珠
纵横七十年
人道是换了人

间
更有
高楼入云端
清新农家院
煮酒放歌新时

代
日子比蜜甜

七月
是梦想开花的

地方
与激情相拥
同青春相伴
我踏着七月浪

尖
以山为鼓
化林为弦
高歌大风
细数落英
让潋滟淮水在月光下蹁跹
激流勇进
只争朝夕
用如椽巨笔奋书民族复兴的壮丽诗篇

七月七月的的记 忆记 忆
□阳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