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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齐鲁大地的忠州人，多为三峡移民和20世纪90年代末因山东省对口支援忠县而接收安置的三峡库
区大学毕业生。
故土难离，始终是千百年来积淀在中国百姓心中的情结。
然而，为了国家大计，为了民族大业，他们挥别家园，为三峡工程让路。
三峡大移民，决不是百万人口的简单重组。
它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绝不亚于三峡自然景观的沧海桑田变化。
三峡大移民，注定是一部雄浑的史诗。
而齐鲁大地的忠州人，参与谱写了这部史诗。
颤抖着双手，鞠一捧村口的泉水，告别那永生不忘的甘甜。
装一袋忠州的故土，告别那富饶的良田群山。
对着长江洒下两行清泪，三峡工程你来吧，我为你让路；齐鲁大地你等我，我为你奋进。
　　今天，他们继续谱写这样的精神，谱写这样的豪迈，谱写这样的深情。
于是他们谱写出了《忠州儿女在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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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情系忠州爷爷母爱如水，父爱如山在路上再看你一眼十月十年追忆十年回忆从前回乡偶书家园
如梦再回忠州故乡，你变了吗？
梦里蛙声一片忠州豆腐乳，来鲁安个家情系长江第二章 功建齐鲁学海无涯感受夏镇爱·快乐·青州有
理想才有成功回首已是十二年——我的充值人生认清自我，走上通往成功的路说说莱西的那两年“仰
望天空？
与“脚踏实地”是人立足社会之根本风雨人生路——我的枣庄情结祝福库区毕业生陶建平难舍齐鲁大
地情，难忘山大培养恩——记在济南的学习生活我学“胶东话”说说山东话忆学骑自行车自主创业福
鑫创业园的三峡人——访烟台希宇纸制品包装厂罗贤忠总经理风雨过后是彩虹——写给齐鲁忠州儿女
我的人生之变做，就有可能我和我的“恋渝川味美食坊”在泰山脚下快乐生活他从三峡来“情”让我
执著情在山东走近巴山情牵三峡情满齐鲁在赴齐鲁的路上我不后悔我的岛城缘库区毕业生，你还好吗
？
我来济南的日子从家乡到家乡我眼中泗水的那些人和事他乡那些事为国分忧我们和灾区的小朋友们过
端午抗震救灾工作纪实爱心接力赈灾倡议书第三章 重建家园移民自述祖国处处是我家忠县移民“立足
新家，勤劳创业”——一名外迁移民的自述异乡月明一个孩子眼里的移民生活第二故乡是齐鲁——一
位三峡移民的自述根植山东创伟业，怀揣感恩情谊深——一个来自三峡移民的自述移民礼赞我送移民
到山东“小红帽”身边的故事记录——写在三峡移民之后我听熊德国作报告三峡移民在莱州的幸福生
活三峡移民真不差，走到哪里哪开花勤劳致富——种植大棚蔬菜威海偶遇忠州人致富带头人李洪华第
四章 亲历和谐老乡见老乡胜利的呼声欣慰的一天我与移民的亲密接触关注三峡移民，构建和谐社会大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感想第五章 人在山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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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天中午，卧床很久的爷爷坚持到桌子上和我一起吃饭。
我和大叔家的弟弟搀扶着爷爷坐到桌子上，爷爷说不用扶，自己能行。
爷爷拿筷子的手不停地颤抖，但他终究坚持自己夹菜。
后来我想，爷爷只不过是想要告诉我，他还好，让我安心而已！
爷爷一生好酒，那顿饭，我给爷爷倒了小半碗啤酒予他，爸和叔都说不能喝酒，爷爷说：“喝点喝点
，春回来了高兴！
”爷爷没有喝完那点酒，他慢慢地喝两口，说：“不喝了，我吃点饭！
”爷爷已经好些天不能吃饭了，爸和叔他们都颇感欣慰！
那是爷爷在桌子上吃的最后一次饭，喝的最后一次酒1　　8月21日上午，我临走的时候，再次捧起他
老人家的手，血管经脉缕缕可辨。
爷爷说：“你能回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
我即使去世了你也不要回来了，攒点钱，自己过日子！
”爷爷说话时，不停地喘着气。
我说：“别说了，我知道，您安心养病，过年再回来看您！
”　　爷爷无力地抓着我的手，这双手，它撑起过一个家，它养活三个孩子，它也曾教我如何写好毛
笔字，那时我是多么不耐烦，而今，这双手，它无力了，却颇似千斤重，爷爷的手，它是卧床多日干
枯无力的手，它是牵挂孙子人生道路的手，它是亲情涌现言无尽的手。
　　爷爷说：“好好地工作，不要贪赃枉法，不要行贿受贿！
”我说：“好！
”　　爷爷说：“以后你幺叔家的妹大学毕业了，工作要帮着找一找！
”我说：“好！
”　　爷爷说：“谈的对象合适就结婚吧。
不要耽误了人家，早点要个孩子，你爸爸和你妈趁年轻还能帮你照看！
”我说：“好！
”　　爷爷说：“有条件的话，还是男孩女孩都要一个！
孩子们到时候也有亲戚走！
”我说：“好！
”　　爷爷说：“你爸爸和你妈也打不了多少年工了，有条件了就把他们接到青岛去！
”我说：“好！
”　　爷爷还说：⋯⋯　　我背过身去，擦掉快要掉出来的泪水。
　　我俯下身，抱着爷爷说：“我走了，过年回来看您。
”爷爷在我的手臂里说：“路上注意安全，到了打个电话！
”我说：“好！
”　　我站起身的时候，爷爷说：“对谢轰好一点，你是个男人，要大气量一些！
和和睦睦地攒钱过日子。
”我说：“好，过年回来结婚。
”　　这是爷爷对我的最后的教诲，已成永恒。
我没哭！
　　七点了，该是爷爷入土为安的时间了。
我朝着家乡的方向叩首三拜，顿时鞭炮与锣鼓齐鸣，哭声伴着肆意飞扬的纸灰随着爷爷的脚步飘向无
边的天际。
　　爷爷走了。
我不哭，他说我是个男人，男人就要坚强，就要乐观。
如他一样！
我回到房间，喝下老婆准备好的牛奶和早点，穿好衣服上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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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夜，于台灯下，我将好久没用的砚台倒腾出来，倒入墨汁。
爷爷生前曾对我说道：“我去世了你给我写碑文。
”将毛笔润透，蘸好墨一笔一画规规整整地于A4纸的正中写下“故显考陈公讳光文老大人之墓”，仅
写完这一行，泪如泉涌。
想起我小的时候，爷爷就教我如何写袱包（用烧纸折叠而成，烧给已故先人），给我讲“显考”和“
显妣”，讲“老大人”和“老孺人”，讲碑文的13字收单。
我问爷爷，为什么要在姓的下面右空一格写下一个“讳”字，爷爷说：“《孟子·尽心下》日：讳名
不讳姓！
”他说，尊者和长者的名字是不可以直呼的。
还给我讲，《公羊传·闵公辞》里的“《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里的讳字的意思。
后来，写讳字，非书面正式文体，我也习惯写成繁体的“讳”。
　　又及，彼时年幼，放学回家，我做作业的时候爷爷总会吧嗒吧嗒地吸着他的铜烟杆，装上自己切
好的自己种的烟叶，甚为陶醉，然后看着我写，同时教我认识更多的汉字。
作业写得好，还会给我讲古闻逸事。
后来，我自己读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左传》、《上下五千年》等书时，才知道爷爷当
年所讲的多为民间流传的野史趣闻罢了！
　　爷爷终究是用他独特的方法，把握带进了知识的大门，开启了我对学习的兴趣。
让我受益匪浅。
　　尊者，长者，师者，抑或其他！
　　爷爷，现在却不在了，说走就走了。
我放下毛笔，伸手在眼前画了一圈，终究什么也没抓到，爷爷可能真的是走了吧！
　　春节，回家，我结婚，宾朋颇多，宴席甚丰，颇热闹，唯独没有爷爷的参与！
也许他在保佑着我们，在祝福着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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