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后。清晨。急急走在清新的
空气中，有点潮湿，有点汗腻。忽然
一阵异香，格外沁人心脾，驻足四
望，才发现小巷深处桐花满地。它
盛开的时候没有这么香，也没有这
么夺目，随雨凋零的最后时刻，它肆
放了芬芳和生命的灿烂。

如果说迎春让人欣喜，杏桃让人
留恋，海棠让人惊艳，那么桐花让人
敬佩。它没有牡丹的花开富贵，没有
玫瑰的妖娆多姿，没有榆钱的食之有
味，就是那么默默地开放，远远地摇曳，
不惊人不攀比。但它的与众不同，不能
不让人敬佩。紫色的一串串花铃，仿佛
警钟长鸣，自省自警迷惘，不要迷失于
纷繁嘈杂，做最好的自己。

清晨。古寺。烟雨朦胧。不等
寺院里的晨钟敲响，僧侣们就被老
方丈的呼唤声喊醒了。不过，老方
丈呼唤的却不是寺院里僧侣们的名
字，而是他自己的名字。多少年了，
老方丈总是在晨钟敲响的前十分钟
左右，率先起床，站到寺院附近的山
坡上，对着山谷大声呼唤自己的名
字。有一个小和尚曾经问过老方
丈：“您怎么天天呼唤自己呢？这样
做有什么玄机吗？”

老方丈笑笑说：“我天天晚上在
梦中出走，甚至云游四海，腾空万
里，根本无法约束自己。醒来后当
然要呼唤自己了，把自己及时唤回
来呀。不然的话，就有可能把自己

走失了，再也找不到自己了……”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

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
方丈为防迷失于梦，晨唤自己回
归，这不是一则笑话，也不是天方
夜谭。其实，我们常常走失自己
的，岂之老方丈，又岂之是在梦
里?现实里的许多人，在经意和不
经意间，就走失了自己，迷失了自
我。未成年时，有父母老师的引
导还好些，成家立业后，自己的路
就全靠自己走了，那就要意识到
自己的存在和自身的价值，而经
常呼唤自己就显得很重要了，使
自己在自然里呼唤自己，使自己
尽情忘情于自然山水，使我们的

那颗游动的心永远留存本身。
每个人都有呼唤自己的方式和

渠道，都有千百种、千百样。但是
读书，应该是最好呼唤自己的方
式。因为读书与每个人的工作密切
相关，要为自己减负，首先就要自己
不断输入，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断更
新的智慧仓库。一切都是那么水到
渠成，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读书，内照观察自己。从而查缺
补漏，找到自己最需要的，而后知不
足而奋有余，达到良性循环。

读书要读活书，不要读死书；
读书要读大书，不要读小书；读书
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真正的
读书人或读书的性情中人，或多

或少都明白，无论眼睛和眼镜的
质量如何，读书更重要的还必须
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那就是读
书者拥有的心灵的眼睛，或者说
读书人具备的灵气和悟性。静下
心来遨游在书中，就是与自己的
心灵对话，让灵魂回归身体，能够
在纷繁的世间，自由游走。不至于
迷失自我，失去生命的本质。

桐花盛放的时候，摇铃警醒自
己，不要迷失不要骄傲，要低头向
下，以微笑看众生；桐花凋零的时
候，尽力散播芳香，留下生命最后的
璀璨，而后随雨成尘，消逝而去。树
犹如此，人何以堪！生生皆是先生，
应学应做应效仿。

◎布汝奎

春暮桐花香满地春暮桐花香满地

◎◎常增常增文文

滨州滨州，，在春天在春天
是千万条花头巾，在抖，在飘，在颤

栗？
你，一挥手，便展开大平原。
三千里骚动的温柔。簇拥而至的幼

芽、秧苗、鸟鸣，顷刻掀起滚涌的波涛。
沿着春风开辟的道路，所向披靡，无

可抵挡地占领，占领。
滨州的春天，
冲破冬的栅栏，很坚定很雄壮很辽阔

地走来！
而我却听见一支谣曲：“嗨哟，嗨——

哟！”在时光深处，隐隐约约。那是：
唏嘘的耕牛，载不动远天一弯牛角刀

般冷亮的残月；
踽踽而行的木轮车，走过遥远的鼓声

和唢呐，走过累累血痕；白肌肤的少女轻
轻抹去腮边泪水；黄昏,瘦骨嶙峋的影子，

一点点去远……
而今，你以梦为马。让一粒粒生命的

种子，打开信息的密钥。
然后，噼啪裂变，
裂变为根的脉络，思想的惊雷，绿色

的旗帜！
一路逶迤，喷涌，
恣肆，喧腾：在中海，在秦皇河，在树

林，在天空，在城镇，在村落，在经济开发
区，在黄河两岸，在希望的田野！红日升
起，挟着光的轮子旋转，旋转，瞬间照亮大
地。我看见，踏青的老人和孩子，十八岁、
十九岁少男少女，全都心怀向往，绽放出
歌声和花香。

哦，滨州之春，在大平原狂欢！
于是，古老的季节，被你重新剪裁、编

织、雕塑，被你装扮一新：
笑盈盈，站在路口，隆重迎接
——盛夏和金秋！

◎王忠磊

应急人应急人
个个正能量个个正能量

都知道应急责任大
都知道应急人忙又忙

“亚历山大”白加黑
节假日不休很平常
夯基础，控风险
严监管，善处置
关口前移重预防
重心下移谱新章

执法证、记录仪，
出发前件件不能忘
约上随行的第三方
风风火火奔现场
外人眼里很风光
其实酸甜苦辣肚里装
辖区工业体量大
点多面广线又长
企业高层欠重视
安全管理很粗放
员工素质有差别
现场管理缺规章
较大险情要提防
无情事故把人伤
如履薄冰的应急人
最怕夜半手机响

怎能忘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万人空巷欲断肠
应急战友张成朋
化星天际耀八方
一人感动一座城
一曲壮歌一曲殇
雄关漫道真如铁
应急铁军保安康

义务劳动进社区
宣传创城进商场
心有大爱应急人
个个充满正能量

斗转星移匆匆过
执法归来踏斜阳
当天工作不过夜
整理案卷来归档
且待明朝日高起
彩霞满天庆吉祥

给母亲打电话，说起过春节的
一些事。忽然想起香香的长命饺
子，告诉母亲，我好久没吃到长命饺
子了，真馋啊！母亲说：“好办，我晒
一些长命菜，过年给你包饺子吃。”

打过电话，我就不再想这事。
因为母亲老了，身体不好，记忆也退
化，常常说过的话，回头就忘。

放暑假了，我决定回家看母亲。
走的那天，天很热！回到家，已经

是上午十点。太阳更热了，像一面巨大
的火镜，把每一条光都聚焦在母亲的
小院里，似乎要把这个小院晒化。

进得家门，看见母亲正弓着身
子在忙着什么。脸上，脖子上，胳膊
上，手上，汗水直流。花白的头发湿
漉漉地贴在头上，白色蓝碎花的背
心，全让汗水浸湿了，紧紧地粘在身
上，裹着母亲臃肿肥胖的身体。地
上堆着一堆马扎菜。

看到我进来，母亲放下手里的

马扎菜，接过我的包，又赶紧让我进
屋，端出凉好的绿豆汤……一路上，
还真把我渴坏了。似乎毒毒的日头
不仅烤熟了我的皮肤，也烤干了我
身上的水分。喝了清凉的绿豆汤，
出了一身透汗，舒服多了！

母亲看我喝完绿豆汤，让我歇
着，自己又到太阳下挑菜……原来，
健忘的母亲没有忘记给我包长命菜
饺子的事。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潮湿
了。

搬个板凳，坐在墙根，边和母亲
择菜，边听母亲絮絮地说怎样晒长命
菜。

原来，晒马扎菜的最好时候就
是夏季，天越热，马扎菜长得越快，
也越大，越肥嫩。找一个太阳毒辣
的日子，采来马扎菜，在开水里浅浅
地煮一个滚，再在太阳底下晒两三
天就行了。然后收在透气的袋子

里，放到冬天。晒好的马扎菜，就叫
长命菜，到时用水泡开，炒着吃，拌
着吃，包水饺吃，都美味无比。

我们每年都吃的长命菜，原来就
是这样来的。可我一直不知道长命菜
就是晒好的马扎菜，也不知道，母亲为
了晒这长命菜忍受了多少炎炎烈日的
暴晒，经历了怎样的汗水洗礼。

正说着，锅里的水开了，母亲急
急地把一大堆马扎菜摁进热气腾腾
的锅里。我看见，母亲的汗立刻下
雨般流下来。

我想替母亲，母亲不让，说太热。
她总是认为，她皮糙肉厚的，耐冷也耐
热。像我，只能在阴凉的屋里呆着。

母亲一直在炉子旁守着，一会
儿搅一下锅里的马扎菜（恐怕煮得
不均匀）。她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
捞出来，衣服已经没有干的地方。
躲在阴凉的墙根，我能感受到母亲
身上散发出的灼人热气。

菜煮好了，母亲捞出来，用勺子
和筷子挑着一撮一撮地放在院里的
水泥板上。母亲马上被白茫茫的热
气包围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身影。

院子很快晒满了，母亲让我帮
她往墙头上晒。接过母亲递过来的
煮熟的马扎菜，差点掉落。因为经
了母亲手的马扎菜依然烫手。母亲
赶紧递过一双筷子，让我挑着往墙
头上晒。看我热得满头满脸都是
汗，母亲心疼地拿毛巾替我擦拭，似
乎热着我是她的罪过。

我感到很惭愧。当我在享受着
长命菜的美味时，从没有想到烈日
下晒菜的母亲，在我吃着长命菜馅
的饺子，接受着母亲的祝福时，也没
有想母亲为了晒马扎菜流下的汗
水。

能无怨无悔地为儿女辛劳付出
的，世上恐怕只有一人，那就是——
母亲。

◎盖建红

长命菜长命菜

每到暮色来临，母亲晚饭后收
拾了碗筷，便与邻居婶子相约去跳
广场舞。小区一侧的广场上，早已
音乐飞扬，伴着她们说笑的声音，一
起迎接即将到来的夜色。

母亲的观念是时尚的。她晚年
开始学跳广场舞，学拼音，学打字，
用电脑，用微信。母亲在我的印象
里一直是年轻而青春的，似乎永远
不老，连皱纹都是她太爱笑笑出来
的，而不是年纪渐长或岁月的纹
理。其实，她今年冬天不能去跳舞
了，膝关节做了手术，虽然熬过了疼
痛，走路却不那么自如。我竭力不
愿想到这些，犹如不愿听见母亲沉
闷而无奈的唠叨。

母亲老了吗？不，我心里还是
她三四十岁的样子：整齐的短发，微
笑的面庞，每天在地里家里忙碌。
我对母亲的记忆总是与繁重的农活
相连，从没想过她六十多岁的时候
可以在广场上蹦蹦跳跳——这个词
儿多好！形容孩子的成语用来形容

母亲，让我觉得开心。
母亲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从网

上下载了几百首广场舞的视频，空
闲时就学着跳。她爱唱，学会了许
多歌曲，大多是从广场上听来的。
城市文明了，生活富足了，母亲就像
眼前这座城市一样，越来越年轻
了。每每看到她与左邻右舍说唱着
走向广场，我都有一个冲动，想跑上
去给她一个拥抱，为我没能给与她
安闲舒适的生活，而这座城市弥补
了。

每次出门，母亲都爱拿一张小
纸条，一支笔，以备记下歌名好下
载。母亲不会用电脑的时候也是有
办法的，她提着笔记本到计算机专
卖店，请人帮忙。她说看我上班挺
忙就没找我，还说人家给下载这几
百首歌曲一共才收了10块钱……
每每听母亲这么说，我就无语。母
亲，这个不辞辛苦生养抚育我的人
——她却不舍得给我增加一点儿负
担……

从小时候起，母亲就叮咛我要
穿衣整洁，家里的桌椅要擦拭干
净。这个习惯一直陪伴我长大。即
便如此，母亲的关怀依然不止，在我
成立家庭后仍时常来帮我打扫卫
生：看到厨房的炉灶锃亮时，我知道
母亲来过了；看到阳台晾晒的衣服
比洗衣机洗得还干净时，我知道母
亲来过了；看到我零散的便笺、纸条
齐备入盒时，我知道母亲来过了
……母亲用劳动和爱护，掩盖了她
的年纪，让我几乎忽略了她白发渐
多的样子。

我常常到暮色中散步，看人工
湖面的微波，看湖畔的垂柳飘。
邹平市城区的夜色是另外一种安
宁，裹挟其中时，脚步里是走向文
明的坚定。我思索着未来的人生
和在这座城市里的成长，总是信
心百倍。时而，我又会想起小时
候的情景，像一幅幅画面，印在生命
里……

我心里还是母亲三四十岁的样

子：冬天，她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衣
裳，她的手，不知道为什么会裂出一
道道口子；大年初一，她把新衣服叠
在炕头，我一睁眼就能看见；夏天麦
收，母亲就是家里的壮劳力，像男人
一样劳作在田间……繁重的农活压
垮了母亲的腿，膝盖疼了好多年，看
了好多地方，直到动手术做了置换，
却因年龄大了恢复得慢，她已经好
久不能去跳广场舞了。

我不愿想到这些。广场上歌曲
悠扬，我只愿母亲还在那里边唱边
跳，伴着这个城市的节奏。

春寒微冷，风里飘过一首让我
落泪的旋律：

从没想过你会老
为何白发眼前飘
蓦然回首间
我的心儿疼坏了
亲亲的喊一声娘
泪珠儿往下掉
在梦里你怎么还把那摇篮摇啊摇
……

◎范红霞

从没想过你会老从没想过你会老

◎刘树明

农家五行农家五行（组诗）

金
铁桶提水
铁锅造饭
锹、镢、锄、镰深入土地刨食
钢条嵌进肩膀
被岁月紧紧拉住
踉跄前行

然后，是锈蚀
暗红的粉末跌进土里
铁的宿命就是农人的宿命

木
房前屋后种榆树、槐树
沟沟坎坎种柳树、杨树
三年可做锨把、锄把
十年可做立柱、檩条
二十年可做大梁
三十年可解板做家具
百年之上就成为神
福荫子孙

世先有木
然后有刀、斧、锯、锛
风声雨声嵌进木纹
随历史一同腐烂

水
向往低处
更向往高处
最终还是跌落
你的跌落就是升迁
一口古井
万顷良田

清晨做露，打湿衣裳
中午为汗，打湿衣裳
夜里是泪，打湿衣裳
湿漉漉的日子，湿漉漉的村庄
雨水充沛就是好年景
龙王在东
龙王在西
龙王在南
龙王在北
龙王在上

火
要烧掉那些扔到地头的杂草
它们遗落的种子会少一些
要烧掉那成垛的秸秆
这样庄稼才真正完成使命
要把土炕烧热
要把全家人的心头烧热
但不要上火，更不要失火
穷家薄业折腾不起

村庄之上
那一列列昂首的炊烟
是游子心头
挥之不去的乡愁

土
我的那些乡亲
面朝黄土
自己也是土
土得掉渣
掉渣的土才是好土
它长庄稼
也长杂草
还长参天大树

它也掩埋卑微
掩埋虚妄
掩埋疲惫的轮回
最终掩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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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寒冬的一个早晨，小车一路
在宽阔的大道上飞驰。驶进韩店镇
西韦村，赵立贵早已站在村口等候。

“老哥哥，上我的车，咱们先去
麦田看看”，赵立贵吩咐外甥曲鹏
说：“土路，开慢点。”

车子驶上田间路，缓缓北行，我
坐在司机曲鹏的后面，没走多远，后
面“呼呼”地开来一辆红色翻斗车。
给翻斗车让了路，看见上面拉的是
农家肥。

“这是我租的车，装满能拉六至
十吨土家肥，这样的翻斗车装载方
便，我租了十多辆”。

我和立贵拉着呱，不知不觉进
入他承包的623亩麦田中。

迎面有一大堆牛粪，高有两米，
长三十多米，足有几千方。立贵说：

“不瞒您，老哥哥，我从小就和土坷
垃打交道，我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
情。多年来，这些土地净施化肥、农
药，地不仅板结，且土质污染。自从
我承包了这片土地，在农业部门领
导和农业专家的指导下，主要用的
是有机农家肥。牛粪是夏季时我花
六十元一方买的，拉回来后，堆成圆

形，盖上薄膜，高温杀菌。我拜访过
数十名农业专家，牛粪要用塑料薄
膜覆盖后，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高温
沤制，目的是培养粪中的有益菌，以
提高农家肥的肥效。长期使用农家
肥，土壤的团粒结构就改变了，土壤
松软了，粮食单产比施化肥、农药要
提高二三成，更重要的是产出的粮
食全是无污染的绿色粮食。这些粮
食在我配套的面粉厂内加工成面
粉、面条、玉米面，做出饭来是另一个
味，这就自然回归到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麦香味道。乡亲们争先抢购，我
以薄利销给大家，人们都吃恣儿了。”

麦田内有三十多个青壮年，正
挥锹撒粪。赵立贵指着他们说：“他
们多是我的乡亲，在我这里干，钱不
少挣，一日三餐回家吃热乎饭，守着
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过得不比在
城里差。”

顺路，立贵领我参观了他的木
器厂、面粉厂、面条厂、养殖场和他
投巨资购买的大型农业机械，有电
动机磨、电动石磨、玉米糁机、面条
机等，正在车间轰鸣。而今，政策顺
民心，党和政府关注民生，农村中不

少能人“杀”了出来，搏战商海，铸就
辉煌事业。赵立贵让大学毕业的女
儿女婿和侄子也到农场工作，献身土
壤改良，增收绿色粮食。立贵从小家
贫，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挫折，乡亲
们没少帮扶他。立贵仁义，知恩图
报，让乡亲们吃上无污染的绿色“回
归”食品，就是他多年的心愿。

“姥爷，抱抱！”刚要迈进立贵家
的大门，从四合院内飞出了一个耀眼
的花蝴蝶。苹果似的圆脸儿，弯眉俊
目，两个撅撅的小辫子，身着一身花
衣服，这是立贵的宝贝外孙女。她伸
出双臂扑进姥爷的怀里：“姥爷，你咋
这么磨蹭呀，有人在等你了。”

进屋，一位农业专家在坐等。
聊到沤制农家肥，专家提议除了收
购牛粪，还可以多收购猪粪、羊粪、
鸡粪等，以扩大肥源，各种粪便掺成
堆一块沤制更好，沤制粪便的过程
中要注意定期测温，掌握好沤制的
时间，这种农家肥施到地里肥田提
松，庄稼根系发达，必然增产增收。

在立贵家吃罢午饭，我溜达着
出了大门，仔细观察了立贵家的门
楼：大漆的门呈古铜色，门楣上雕刻

着腾飞、华美的龙凤。立贵家的玉
米棒槌垛很显眼，此垛是用铁丝编
制的，防潮、通风、透光，一个垛能装
下十五亩地的棒槌，这样的垛立贵
家有三十多个。立贵心灵手巧，此
垛就是他亲自设计的。

在村北头，我碰上了一位白发
老人，从他嘴里知晓，西韦村二百多
户八百多口人。平直的柏油路四通
八达，铺设到每家门前。整个村庄
都在绿树掩映中。创建新村，绘图
纸，搞设计，环境美化，皆离不开立
贵之手。为美化乡村，他投了资、操
了心、动了脑筋。他十分重视尊老
爱老，村中八十岁以上老人有三十
多位，逢年过节，他都送上一份礼
物。今年春节前，给每位老人送去
精麦粉二十斤、面条十斤。

恰逢盛世，农村经济蓬勃发展，
像立贵这样的农民企业家纷纷脱颖
而出。我1987年在人民日报社学
习时，聆听艾丰老师讲课，他曾有一
句名言：“机遇加拼搏等于成功”。
我深深感到，现在的乡村也是能成
就大业的广阔舞台呢！

（作者为滨州日报原副总编辑）

◎蔡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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