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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

其一 秋色

山野渐斑斓，
层林次第染。
秋水涌澄碧，
长天透湛蓝。
雁归芦荻白，
霜过黄花寒。
登高心已醉，
御风正堪玩。

其二 秋韵

天远白云轻，
山幽枫叶红。
水碧荷半残，
风高雁阵鸣。
岭南正晒秋，
塞上忙驼铃。
稻黍盈仓廪，
把酒话收成。

其三 秋情

谁与转斗柄？
秋深已近冬。
落木萧然下，
残卉苦争红。
心中无寂寥，
笔端存诗情。
轮回循天律，
谈笑对枯荣。

其四 秋趣

登高就红叶，
策马踏平川。
向原采秋实，
亲水啖湖鲜。
晓看空枝瘦

暮听征鸿远。
沽酒欲何去？
晚霞动炊烟。

其五 秋风

霜晨寒星光，
日暮送夜凉。
泼彩涂燕山，，

绚烂壮太行。
月静拨林籁，
鸟喧摇修篁。
苍萃共一树，
信是尔裁装。

其六 秋水

山瘦泉漱玉，
溪宕水抚琴。
湖阔沉静影，
浪涌跃锦鳞。
河清映天色，
舟行碎淡云。
拘饮且濯缨，
涤心不染尘。

其七 秋雁

万里辞朔漠，
南征共一梦。
引姿送晓月，
倦翅梳晚风。
头雁领路远，
字阵留共鸣。
声断衡阳浦，
岂为惊天聪？

其八 秋收

雁阵惊寒时，
稼穑值三秋。
守望机声里，
血汗满粗瓯。
谁言谷轻贱，
眉头到心头。
未及话丰欠，
新耕播乡愁。

其九 秋思

西风吹我思，
直挂浮云头。
天下纷争处，
人间多悲秋。
但见木萧索，
最忆烟火稠。
对月已怅然，
何处系心舟？

深秋九章
■李绍彬

���2023 年 12 月 12 日， 黄泛区农场组团到湖北
省咸宁市考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阳湖

文化名人旧址保护、 利用情况， 我见到了被誉为
“五七干校研究第一人”的李城外先生。 城外先生
既是著名的社科研究专家，还是颇有名气的诗人，
出版有多部诗词作品。 咸宁之行不仅使我在五七
干校研究上开阔了视野， 也开启了我和城外先生
的诗词交往，加深了我对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可
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理解。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 2023 年 12 月 13 日 16 时
许，我们刚结束考察，正在从咸宁回周口的路上，
我忽然看到了城外先生在朋友圈晒出来的一首

《陪同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客人考察向阳湖》。 诗曰：
“昔年干校起波澜，何幸今朝抱一团。 央校旧闻成
演义，齐心往事付评坛。 品牌打响宜分享，文史钩
沉且克难。黄泛向阳连水脉，共镶五七坝堤宽。 ”我
们刚离开咸宁，他的诗就出来了，这速度也真够快
的，我不禁暗暗赞叹。 诗中的“央校旧闻成演义”，
指的是我所在的小镇曾经是中央党校五七干校所

在地， 现在干校旧址已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虽不懂诗，也早已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但
城外先生的诗依然深深感染了我， 让我有一种如
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于是我绞尽脑汁，努力
构思，终于完成了一首和诗，并于次日发给了城外
先生。 先生待人诚恳，他在微信中坦率地指出此诗
多处不合格律，并建议我诗稿写好后，可通过网络
上的格律诗词检测系统进行检测，然后对不合格律
之处再认真修改。 在他的热情指导下，此诗最后定
稿：“铭记当年起巨澜，研探五七解疑团。 名人往事
入青史，干校风云鉴政坛。前辈传薪焉道苦，我侪赓
续岂言难。 更欣城外高擎帜，文脉绵延路定宽。 ”此
诗虽然失之于直白，但确实表达了我愿随先生从事
五七干校史研究、献身文化传承之决心。

咸宁之行，城外先生还送我几本书，其中有一
套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城外的向阳湖》，上下两册，
约 80 多万字， 收录了他从 1994 年至 2009 年间关
于向阳湖研究的日记摘编，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向阳
湖研究中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得所
失。 细读这部融合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重价值
的著作，我对城外先生的敬意油然而生。 于是，一首
小诗《致李城外》自然涌出：“心血满倾干校史，五七
研探大旗擎。 铁鞋踏破访名士，健笔凌云写纵横。 力
作煌煌才华溢，宾朋济济桂香盈。 最欣城外好风景，
楚韵高扬万木荣。 ”为表达对城外先生的敬意，我特
地邀请著名书法家王猛仁以此诗创作书法作品，并
将其寄给了先生。 2023年 12月 20日，我收到了城
外先生的微信回复， 里面附有一首和诗：“周口钩沉
央校梦，一方旗帜赖君擎。 插针见缝名人访，资政存
真史笔横。 植树培根枝叶茂，浇园灌水果丰盈。 农场
添彩堪欣慰，五七留痕黄泛荣。 ”

2023 年年底，在城外先生精心策划下，向阳湖
文化书院编辑了一套 《中国五七干校研究参考资
料书系》（第一辑），这套书共 4 本，其中我的《中央
党校五七干校研究》也忝列其中。 同时，先生还写
下了一首 《贺翟国胜面世》 送我：“五七爬梳书党
校，何欣黄泛有知音。 退休返聘行家少，掘史专情

笔力深。 立论用功堪耀眼，访贤享乐胜淘金。 仁兄
无愧拓荒者，携手双赢慰我心。 ”尽管我长城外先
生几岁， 但我从心底里钦佩先生焚膏继晷的钻研
精神、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更感谢先生的提携之
情。 于是我满怀激情写下了一首和诗：“霜鬓蹒跚
入史林，良师擎帜听佳音。 咸宁水起风雷动，四海
肩并思悟深。 治学克难研五七，观今鉴古胜千金。
朱颜倍惜韶光短，文脉绵延献赤心。 ”

2024 年 7 月，我倾注很大心血编写的《黄泛区
历史文化读本》出版。 为得到城外先生的指点，我
第一时间将此书寄给了他。 先生很快赋诗一首《翟
国胜先生赠书有寄》：“功高劳苦写黄泛，款款深情
慰寸心。 粮食新仓随我品，花园口史任君寻。 农场
牌匾名招客，干校篇章镜鉴今。 夏日清风源自豫，
摊开读本谢知音。 ”为答谢先生，我也写下了一首
《步原玉奉和李城外兄》：“不惮才疏深句斟， 钩沉
拾遗守初心。 垦荒经历细谈访，轶事名人苦觅寻。
岂囿泛区享誉远，更期文物镜观今。 山高水长望咸
宁，声气相投聆诲音。 ”

2024 年 9 月，我的诗词选《岁月诗痕》杀青。当
城外先生从微信上得知这一消息时， 正在北方出
差途中的他很快就发过来一首 《贺翟国胜先生杀
青》：“何幸平生足迹存，仁兄处处刻诗痕。 昔年苦
旅终无悔，晚岁歌吟信有源。 情系农场填空白，笔
凝干校慰家园。 唯图心血浇黄泛， 小狗嗷嗷又一
村。 ”这里的“小狗嗷嗷”是指我在《岁月诗痕》后记
中引用了契诃夫勉励人们要大胆写作的一段名

言：“狗有大小， 可是小狗不应当因为大狗的存在
而心灰意懒。 大狗小狗都得叫，就用上帝给他们的
声音叫好了。 ”我又以一首和诗答谢：“岁月回眸踪
影存，心潮澎湃记诗痕。 常吟往昔垦荒曲，更思今
朝甘冽源。 情系乡亲尽菲薄，根深后土献家园。 黄
灾遗迹难寻觅，嬗变废墟成美村。 ”

2024 年 9 月 6 日， 城外先生于吉林省五七干
校考察返程时，绕道我所在的小镇，我俩谈近况、叙
别情，又一道参观考察了有“共产主义小社区”之称
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 先生返回咸宁后，在朋友
圈晒出了一首《南街村一瞥》：“港澳与家分两制，南
街模式亦风光。中外客品陈年谷，乌托邦为梦里乡。
指示最高多醒目，人财合伙更堂皇。 重温猫论休惊
诧，试看公私孰更强。 ”我又一次步韵相和：“莫说单
干胜集体，南街模式好风光。中西皆识成功面，老少
同欢富裕乡。理论圆方多哲意，社区共产更堂皇。甘
当傻子初心在，公有惠民风劲强。 ”

和城外先生相识不到一年， 相互竟有 6 首和
诗。 尽管古人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言，但如
此高频率，在文人交往中似乎并不多见，足见我和
先生情之深、 谊之厚。 城外先生对此也是颇感惊
喜：“略翻国胜兄新著， 无意中发现近一年与之唱
和竟达 6 首，可谓研究干校有知己，千里异乡结诗
缘矣！ ”至于先生诗中对我的谬赞，小而言之是对
我的期许，大而言之则是对文化传承事业的赞许。
对此，我还是有着清醒的头脑。

对五七干校的研究在继续， 我和城外先生的
情谊在加深，当然，我们的“诗交”也在继续。 我相
信，在城外先生的指导帮助下，我的五七干校研究
和诗词之路一定也会行稳致远、岁月成歌。

我和李城外先生的“诗交”
■翟国胜

平安人寿高质量发展成果显著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相关负责人表示，日前，中国
平安公布了 2024 年前三季度业绩。 其中，平安人寿
经营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成果显著。

据了解 ，2024 年前三季度 ， 平安人寿持续深
化 “4 渠道+3 产品 ”战略 ，全面加强渠道建设 ，提

升业务质量 ；升级 “保险+服务 ”方案 ，不断深化
健康养老领域布局 。 寿险及健康险业务新业务价
值达成 351.60 亿元 ，同比增长 34.1% ；按标准保
费计算的新业务价值率 31.0%， 同比上升 5.7 个
百分点 。

2024 年前三季度， 代理人渠道新业务价值同比
增长 31.6% ， 代理人人均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
54.7%，队伍产能有效提升。 截至 2024 年 9 月末，平
安人寿个人寿险销售代理人 36.2 万人， 新增人力中
“优+”占比同比提升 4 个百分点。 ②25 （平安）

������2022 年 10 月 11 日，在京，闲赋了本篇前 4 首
小诗（有微调）。 2024 年 10 月客京，又闲赋了本篇后
5 首小诗。 联缀一起，聊作《深秋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