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雨孺子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风雨孺子牛>>

13位ISBN编号：9787502945299

10位ISBN编号：7502945296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气象出版社

作者：李德善

页数：1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雨孺子牛>>

前言

　　宣传先进典型弘扬气象人精神　　在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催
人奋进的先进典型，成为弘扬正气、激发斗志、引领方向的标志性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气象局先后表彰了金龙浩（1981）、雷雨顺（1983）、覃国振（1986）、陈素华
（1991）、陈金水（1996）、董立清（2002）。
2007年9月，中国气象局授予辽宁省阜新市气象局局长崔广同志“模范气象工作者”称号，并隆重召开
了表彰和先进事迹报告会，郑国光局长发表了重要讲话。
之后，全国气象部门广泛开展了学习崔广、当好人民公仆活动。
　　气象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
在全国气象部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今天，深入开展向崔广同志学习活动，形成学习先进
、崇尚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弘扬崔广同志那种甘当公仆、无私奉献、好学不倦、勇于创新，
求真务实、扎实苦干、勤政廉政、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和高尚精神，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
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用新时期气象人精
神激励职工，用社会主义荣辱观规范职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造一支理想
坚定、业务精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廉洁高效的气象队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
品。
”用文化作品宣传先进典型，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责任。
作好这项工作，首先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把宣传先进典型作为自己的职责，全身心投入，追求不止。
要以基层为重点，大力选树各种先进典型，认真总结典型经验，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弘扬先进典型精
神，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鼓舞和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干劲。
二要充满激情。
宣传先进典型，自己先要被感动。
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是胸怀理想、充满激情的。
要对基层倾注自己的感情，要有强烈的冲动和愿望，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追求目标。
感情所系，就能够发现典型，发现经验。
三要追求个性。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语言要有文采，文章要有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风格。
要采用独特而形象的语言，将主人公的先进事迹、精神面貌、人格魅力、人生境界给以全面地反映。
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使作品独树一帜，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德善同志近年来在宣传先进典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在宣传崔广同志过程中，他六赴辽宁，三赴阜新，带着深厚的感情采访，深入挖掘崔广同志的动人故
事和感人细节，先后采访30余人，三易其稿，写成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风雨孺子牛》。
本书语言清新，情节生动，抒情味浓，成功地塑造了崔广这一新世纪模范气象工作者的形象，较全面
地反映了他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写得可亲可敬，可信可学。
　　我向大家推介此书，意在把学习崔广活动不断引向深入，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弘扬当代气象人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立足本职，建功立业，为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许小峰　　200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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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雨孺子牛：记模范气象工作者崔广》以报告文学体裁，较为全面地讲述了模范气象工作者崔
广同志为气象事业努力奋斗的事迹，他那为工作浑然忘我、勇于创新的精神是模范气象工作者最生动
的诠释，成为对全国广大气象工作者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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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迷雾　　然而，形势的发展给了崔广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理想似乎很难实现了。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市所有的中学都“停课闹革命”。
学校瘫痪了，老师不能教，学生没法学。
在那些日子里，崔广唯一能坚持的爱好就是学习毛泽东诗词，读鲁迅杂文，从中学习文化知识，感受
伟人的胸怀。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席卷了辽西大地，每个人的言行无不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当年的同学有的造了反，成了一时的红人；有的因言语不慎而招祸。
1968年8月，工宣队、贫宣队开始进驻崔广所在的学校。
不久，全市初高中毕业生开始上山下乡。
崔广上大学的梦被彻底击碎，带着遗憾回到了家乡。
　　回到干旱贫穷的家乡，崔广没有等待、观望。
他一下子扎进农民堆里，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了年龄尚小，俨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和乡亲们一起摸爬滚打。
虽然一天只挣几个工分，虽然一个工分只值几分钱，他却干得十分来劲。
饿了，啃几口红薯；渴了，舀一瓢井水，一仰脖，咕嘟咕嘟灌进肚里。
一抹嘴，再干。
困了，爬上宽宽的土炕倒头便睡。
　　农活虽苦，脑子却不闲着，崔广仍有闲空想自己的心事：世道总不能这样乱吧？
再革命的人，也得吃饭呀；都不种地，地里能自己长出粮食来？
　　崔广有一个信念：“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他还要去上学。
可“文化大革命”好像并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高于一浪。
　　好在农民并没有乱。
虽然大喇叭里天天广播着“文化大革命”的道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庄稼人仍然耐心细致地
侍弄那一片片土地。
深奥的道理不顶饭吃，勤勤劳劳、踏踏实实，再逢上风调雨顺，大家就能吃上饱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好年景。
这一年，辽西大地一片丰收。
崔广和乡亲们一起在丰收的土地上忙碌着，享受着劳动的喜悦。
　　秋风吹起了，送来了金灿灿的粮食，也带去了人们对土地的感激之情。
傍晚，人们怀着喜悦、拖着劳累陆续回村了。
崔广独自站在河堤上，望着那片辽远的、成熟的土地，静听天籟。
　　他的身后是一片连绵的群山，山脊上有一棵老榆树。
老榆树古朴而安详，一付阅尽沧桑的老者神态。
群山之后，是幽深湛蓝的天空，空中飘浮着几堆被夕阳染红的晚霞。
　　天地沉寂，玉米叶子在秋风中索索作响，空气中飘荡着阵阵玉米的清香。
一天的劳动，让人疲惫而快乐。
那一堆堆的玉米，一堆堆的高粱穗子，正是农民一年的企盼。
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落地摔八辦，不就是为了这秋后的收获吗？
能吃上饭，能吃饱饭，农民们再无他求了。
　　父亲是村里的干部，公事多，家里的许多杂事落在崔广肩上。
他这些年上学，为家里贡献不多，而家里舍弃一切供他上学，原本是希望他有所出息的，谁成想上大
学成了难以实现的梦。
想到此，他的身上便生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他只有拼命地干活，希望以此解脱心中的负疚感。
　　几年的劳动，让崔广的身体强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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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面庞被阳光晒成了古铜色，臂膀锻炼得结实而有力，腰板像山上的老榆树一样刚健而执著。
他的劳动技术似乎并没有特意的学习，也没有固定的师傅教他，就像是祖辈娴熟的本领化作血液在他
的身体里流淌遗传。
在玉米地里，他一辦辦地掰下那粗大的玉米，将它们堆成堆。
土地是公家的，粮食是集体的，劳动是一起干，很热闹。
看着最后一辆满载的大车摇摇晃晃地往村里走，望着乡亲们渐去渐远的背影，崔广站在河堤上，发出
他人生第一回长啸。
　　崔广的目光掠过玉米地上方，投向远处的村庄，表情沉毅。
他忽然为自己夏天的彷徨、忧虑而惭愧，那种失落感，那种上不扒天下不着地的感觉，一下子全都在
这片丰收的土地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落日的余晖照耀着辽西肥沃的土地，落在崔广的身上，照在他的脸上。
秋风带着些许凉意来吹拂他，来唤醒他沉睡的思想。
　　玉米啊，你从春长到夏，从夏长到秋，历经了春天的干风，夏天的伏旱，躲过了冰雹，终于长得
肥肥大大。
你费尽艰难使自己长得如此丰满可人，难道就是为了等待人们“咔嚓”一声把你掰下来吗？
为了这一声“咔嚓”，人们一年中为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想到此，他非常珍惜这与玉米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他知道，用不了几天，玉米收了，高粱收了，拉完了黍秸净了坡，这土地就会脱尽自己美丽的衣裳，
袒胸露怀地躺在这里，无人过问，无人照料；狂野的寒风就会在她身上恣意地肆虐、施暴，然后又是
一个干旱的春天。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
早在一个月前，他就看见，几位村上的老者，都是他的爷爷辈了，一个个步履蹒跚，提着马扎子，在
这田地上慢慢地走，细细地看。
他们都是一辈子在这块土地上刨食吃的人，眼见得已是风烛残年，却一次又一次地来看望这块养育了
他们的土地。
这块土地，寄托了他们一辈子的希望，承载着他们的痛苦和快乐，也耗尽了他们一生的心血。
　　土地是一条河，流淌着农人的生命。
　　而自己呢？
也和他们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劳碌一生吗？
那么，自己该为这土地做点儿什么？
　　听雨　　这年晚秋，趁着农闲，崔广搭一辆供销社的大卡车，从福兴地咆到了县城。
在市里的中学读书时，他就听说过气象站，只是没有来过。
站长见到他，忙问他有什么事？
他说，他就是想来看看，看旨气象站什么样，气象站怎样工作。
站长就让一位观测员带他在见测场里看看。
　　观测员笑了，带着他走进了那神秘的气象王国。
于是，一幅神奇的影像出现在崔广面前：　　高高矗立的测风仪，洁白如雪的百叶箱，圆圆的雨量筒
，斜躺在地里的地温表，还有雨量计、气压表。
站里静静的，看不到其他工作人员。
室内很简陋，工作人员都在埋头工作，厚厚的记录簿，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
好几年了，崔广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规整的阿拉伯数字，甚至在学校里，老师们也写不了这么标准，
这么漂亮！
　　通过他们的工作，就能知道未来的天气，这工作太重要了！
这里需要深奥的学问，需要细致的工作。
农民们何时播种，何时收获，都得听从他们的号令。
了不起，真了不起！
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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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员问了问他的情况，叹了口气，说：“可惜，大学都不办了。
要不，你可以去考气象学院，毕业后回来搞气象。
”　　然而，那时候，上大学只能是青年人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那个横云断岭、迷雾锁溪的年代，“红色”的潮流把崔广送进了国防施工的行列。
　　施工地址在阜蒙县他本扎兰公社，离福兴地40多公里，离县城10多公里。
施工队伍是四个团，除一个工兵团是正规部队外，还有三个民兵团，崔广就在其中的一个民兵团中。
　　从1969年8月到1971年4月，崔广在那里干了一年零八个月。
先在连部当文书，后调到营部当书记，又到团部当组织干事兼宣传干事。
这是个笔头子活，天天写。
他了解工程进度，采访好人好事，宣传当时的形势和最高最新指示。
稿子写好后，通过大喇叭进行广播宣传，鼓舞士气。
　　那是一个林木密集的山区。
下雨了，不能干活。
工友们都聚在一起说笑。
有的人掏出小扑克来，开始玩扑克。
崔广没有兴趣，就躲在一边，静静地躺着，听雨。
　　听雨是古人很崇尚的雅事之一。
唐代司空图在《诗品》中说：“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郭绍虞先生说：“赏雨茅屋，幽居自得，见其雅”。
中国文人有喜雨的雅好，这是情感表现的需要，也是一种雅致人生意境的追求。
　　但崔广与古人不同。
他知道，这雨对于家乡人民来说是多么宝贵！
在农民眼里，春雨就是喜雨，尤其是在干旱少雨的阜新。
由于雨对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直接关系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的生产，不知博得了多少诗
人的赞颂。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让人仿佛看到了诗人杜甫当年为那滋润万物的春雨而欢欣鼓舞的样子。
　　慢慢地听雨，慢慢地思想，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美丽的句子：“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
却无”；“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春路雨
添花，花动一山春色”；“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有了这雨，有了这些诗，心境就大不相同了，所有的疲劳都随雨而去，心境也为之明朗。
　　雨，下得飘飘扬扬，缠缠绵绵。
从山洞里望出去，只觉得山谷飞珠，林树生烟，极美，极妙。
雨声淅淅沥沥，哗哗啦啦。
时紧时松，时急时缓，时如笙笛争响，时如锣鼓齐鸣。
崔广躺在山洞中，枕石听雨，心随雨飞。
　　雨小了。
他爬起来，看雨似停未停，青山染翠；听空谷传声，连那鸟儿的叫声都仿佛唱歌一般。
雨后的山间云雾缭绕，仿佛整个世界都处在虚无缥缈之中，极富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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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雨孺子牛：记模范气象工作者崔广》语言清新，情节生动，抒情味浓，成功地塑造了崔广这
一新世纪模范气象工作者的形象，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写得可亲可敬，可信可
学。
在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催人奋进的先进典型，成为弘扬正气、激
发斗志、引领方向的标志性人物。
2007年9月，中国气象局授予辽宁省阜新市气象局局长崔广同志“模范气象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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