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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爱亲情

屐痕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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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缕

光山属于“北方的南国，南方的北国”。
也许刚刚进入沪陕高速，也就是几十

公里吧，路边的颜色倏忽变了色，黄澄澄
的麦子地，换位于碧绿碧绿的水稻田。到
了光山，更是绿灿灿得铺天盖地。一棵
绿，两棵绿，三棵绿……一片绿，两片绿，
三片绿……这绿不是点缀，而是主角，它
们组成了一幅巨大的绿地毯，詹堂的山
野，泼河的山野，铺满了光山的山野；也如
绿色的染料，泼洒出去，染绿了地和天，染
绿了我们的视觉所到之处。

山野的绿无边无际，一层层，一波
波，熏染到了极远极远。先是浓绿，继而
翠绿，再是蓝绿，远到极处，就是苍苍茫
茫的淡绿。遇上夕阳西下，就是玫瑰般
的微绿。

光山的道路，也是绿的走廊。路两侧
的杉树高大，有年月了，还有国槐、杨树
等，编织成一条绿荫的长廊。行走在水泥
路面的县道乡道村道上，绿植任你浏览。

这些绿，光山的一个小山村——詹堂
村也有份。他们与苗木公司合作，流转土
地 5800 亩发展油茶，红花油茶 82 亩，油
牡丹 10 万株……还有 2000 多亩的元宝
枫、朴树等特色苗木花卉基地。不久的将
来，这里就是詹堂村的聚宝盆。打工，就
在家门口！

詹堂村的带头人曾在洛阳的事业风
生水起，为了詹堂村的父老脱贫，他回来
了。他的个头中等，皮肤黝黑，留下了常
年野外奔波的痕迹。关公样的红面庞，眼
睛有神。与我们交谈，仍有浓重的乡音。

村委前的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在湛
蓝的天空，仰视，呼啦啦的高大。

从空中俯瞰山村，村中的水塘犹如锃
亮的大眼睛，透射出美丽乡村的魅力。顿
时，我就喜欢上了她。居住在这里如何呢？

曾经想有片山林，一侧即有安身之
所，粉墙黛瓦，马头墙高耸。最好，屋左屋
右还有修竹为伴，屋前屋后有澄澈的湾

塘、五彩缤纷的山花，当然，也应有鸡鸣犬
吠菜畦瓜果。竹丛赋诗，小溪吟咏。劳作
之余，小院置方桌藤椅，绿茶袅袅，笑看鸡
犬踱步。

这样梦幻样的居所，不仅在詹堂村，
在光山也随处可见。

乡村的二层小楼，在朗朗的日光下，
白得耀眼，新得出奇。得天独厚，每个乡
村都有池塘，有了资金，把池塘硬化美化
一番，格桑花与民居就齐齐地倒映在蓝莹
莹的池塘，别有洞天。村道一侧，一根根
太阳能路灯伫立。

想起我的一位战友，家与光山相邻，
他名叫“保米”，父亲给起的。战友说，吃
不饱饭的阴影笼罩着他的童年。二十七
年前，我有机会去了信阳的乡村，茅屋、泥
墙、熏黑的房檐、打着补丁的蓝布衣、只放
酱油的饭、忧郁的脸……印象深刻。

而今，颠覆了之前的印象。
驱车走过万亩苗木基地，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一坡连一坡，一岭拽一岭，坡坡
岭岭树木成片，油茶成行。纵横数十公里
的漫漫丘陵，星星点点的工人们散布其
中，更衬托出了绿的宏大。夕阳西坠，这
些绿浅了淡了，蒙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面
纱，山岭苗木则披上了金色的光影，劳作
的人们也披上了金色的光影。

在信阳乡村吃饭，记住了嫩南瓜丝炒
鸡蛋，爽口，配米饭好吃。

我曾独自进到一村民家中，一男子正
在做饭，菜板上有青椒，有嫩南瓜，不知道
是不是配炒鸡蛋。我问：家有几口？答：两
个孩子，共四口。问：你这两层小楼花费几
何？答：咋着不得30万？步量了面积，一
层五间，每间约30平方米。层高，不憋屈。

光山的茶有味，花有味，禅有味，山水
有味，人亦更有味。当然，在北方的洛阳，
也有这无边的绿。

从洛阳到光山，千里迢迢，得意禅茶，
不虚此行！

拉住妈妈的手
□王艳艳

从警无悔
□杨晓君

这几天，外甥女的高考成绩出来了，
比一本线多出近一百分，在分享着姐姐
全家的激动、喜悦之际，恍惚中，我仿佛
又回到了二十七年前我拿到洛阳人民警
察学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刻，就是一种实
现梦想到达彼岸的充实和胜利！经过两
年紧张活泼、严肃有趣的警营生活洗礼之
后，我如愿以偿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

二十多年过去了，最难忘的依旧是
那段警校时光：仲春时节，那一树树彤霞
蕴藉的樱花可否还在，夏天操场上的吵
闹喧哗有没有回响？透过窗栏，是那个
让我们曾经洒满汗水和泪水的训练场，
威严的教官一点点纠正着我们的动作，
没有人停止，没有人叫苦喊累。我仿佛
又踩着熟悉的铃声走进教室，多少个白
天，我们在这里聆听老师的教诲，多少个
夜晚，我们在这里挑灯苦读……

再过一个多月上班就整整二十五年
了，近一万个日日夜夜，在这片繁华而热
闹的都市一隅，我和我的战友们坚守着对
藏青蓝的梦想，履行着保一方平安的职
责。一路走来，无论在派出所当社区
民警、治安民警，还是到机关从事政工
和宣传工作，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亲
密，从一张张每天叫着我“小杨”的长辈面
孔到如今喊着我大姐甚至阿姨的青春笑
脸，真的令人慨叹时光的飞逝如梭……然
而我从来没有疲倦过，更不曾懈怠过，纵
然时光荏苒，始终不变的依然是入警时
的铮铮誓言和肩头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人生浮云，善美光影，时间这粒种
子，埋下，萌发，生长，凋零，又重生，也不
知道经过多久，从警岁月就这么悄然更
替着，如万物的生命，无声无息间逝去，
又周而复始的复苏……而今天，虽然一
切都已过去，但依旧难忘的是那些昨日
的片段，高兴过，悲伤过，奋斗过，失去
过，难以割舍的终究还是这份从警情
怀。而明天，我和我的战友们将依然执
着地走在从警路上，坚守钢铁般的誓言，
踏着铿锵的脚步，依旧续写无悔的从警
岁月。

每次声乐课，这首歌是我一直回避的。
歌词简单，但是大实话：“想想小时

候，常拉着妈妈的手，身前身后转来转去
没有忧和愁，上学的那一天，站在校门
口，哭着喊着妈妈呦，我要跟你走……”
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人到中年，往往
能感动自己的，常常是这些简单细节吧！

记得读初中时，冬天下晚自习，我要
走七里路才能回家。每晚九点多，妈妈
提一盏马灯，在村口张望。她不停地跺
脚驱寒，一见到我，快步上前，握住我的
手，想暖和我，而她的手，比我的还冰，她
便拉我的双手放在她的腋窝下，两臂紧
紧地夹住，刺骨寒风冷箭一般穿入她的
身体，她不禁颤抖。就是这样，她温暖了

我生命里的所有冬天。
妈妈对温暖的守护是全方位的。每晚

接我之前，早早就在炉子上温好热水。回
来后，她用毛巾浸了热水，敷在我手上。红
肿的双手遇热奇痒难忍，妈妈轻轻地揉搓。
她会把旧绒衣拆了，做成手套，细密的针脚
是母爱的城墙，竭力抵御着寒冬的侵袭。

儿子四岁时，重病一场。家里的事
情一件接一件，忙得焦头烂额。母亲来医
院看儿子，她趁我到卫生间洗衣，悄悄塞
进我口袋一个纸团。我感觉出纸团里硬
硬的，料想是她包了钱，就掏出来还她。她
紧紧握着我的手。那双手早已不再温软，
瘦骨嶙峋，青筋暴起，就像皱起的鸡皮。
她看着我说：“都是你给我的，我也用不

着。都有坎儿，过去就好了。”
我的眼泪缓缓流下来。我不敢哭。

眼前浮现的都是妈妈拉住我的手的情
形：我蹒跚学步时，我幼儿园放学时，我
们一起去玩时，我为挫折哭得稀里哗啦
时，我生病时……我的生命里，一直是妈
妈在身边，拉住我的手。

忽然想到，成年后，我从没主动拉过
妈妈的手。是粗糙，还是中国人天性隐忍
含蓄？妈妈呢？她希望我拉她的手吗？
是的，她一定是希望的。多少次，她抚摸
我的头发，犹豫着伸出手来，我却没有抓住。

暮春的校园，香氛氤氲。我轻轻哼
出了这首歌，任凭泪水滑落我的脸颊。
我很想飞奔到妈妈面前，拉住妈妈的手。

七万锦鲤赠学子 万亩荷塘送清凉
——会盟银滩荷花进入最佳赏花期

它是一首老歌，低吟着夏的无尽记忆。
也许是环境温度上升的原因，更可能是空调

普及科技进步，抑或是时下降温手段多样。炎炎
夏日，以前满大街摇着扇子纳凉的人，时下鲜见
了影踪。

如今的夏夜若突然停电，马上就会有大大小
小，老老少少，陆陆续续像浮上水面张嘴透气的鱼
走到屋外。闹哄哄吆喝着这可怎么睡觉，那可如
何休息，并絮叨着热死人了，热死人了。看来人是
既定环境的产物，那些之前没有空调，缺失电风扇
的夏天，人们又何以心静自然凉度过了呢。

记忆里的夏天，逢集会就有卖扇子的，一摆一
大片，一堆一堆的，几毛钱一把。据说这东西好像
生长于南方，以前北方没见过这种树。后来随着
绿化植物种类的引进，扇子树在北方才逐渐出现，
但没见有人收割来做扇子，兴许没有规模化，可能
不是这样的树种也未知。

至今才明白这种扇子叫蒲扇，就是神仙济公
手里拿的那种，只不过他那把搞得太破烂。

记忆里的夏天，每个家庭都会有几把扇子，扇
面皱折圆圆的，看起来似个小锅盖，有些是用了很
多年的，热天它可是宝贵的消暑利器，家里屋外到
处是摇扇纳凉的人，扇得头发像墙头草随风倒，扇
得衣服飘飘逸逸。如果正扇着突然有了活计，大
人们则利索地把扇子往背后裤腰上一别，干起活
来丝毫不碍事儿。

孩子在庭院树荫凉席上香香入梦，头顶那蝉
肆无忌惮可喉咙眼叫。慈祥的老奶奶坐在旁边，
手里拿着把这样的扇子，给甜甜午睡的小孙儿轻
扇着风，时不时平行晃几下，用扇子驱赶着蚊蝇，
这一幕足以让你幸福一生。

午饭时光，乡亲们捧着海碗聚集到河沿大槐
树下，扒拉几口热汤面，豆大的汗珠即刻掉地下摔
八瓣，急忙忙抓起身旁扇子摇几下。一瓣大蒜扔
口里嚼得叽哩咔嚓，捞面条在嘴里吸溜得呼噜呼
噜，再抓起大蒲扇挥舞几把。下意识的两只手轮
番上演着吃、扇，扇、吃，碗筷唱罢扇子登场，此时
的两只手恨不能当三只用，吃的吧唧声加上扇子
此起彼伏，老少爷们儿山南海北，说学逗唱，喷得
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五马长枪，场面甚为壮观。

这种蒲扇面大风足，扇起来来劲过瘾，相对那
些竹木折扇他们用得就少。折扇用起来太雅，着
风面积小，扇起来不过瘾，于普通百姓少了实用。

有亲戚叫威震大爷，名字威武可书生气浓。
他每年夏天来我家，总随身带着把纸折扇，房前屋
后挥舞得意气风发。小屁孩的我总好奇地望着
他，威震大爷就给我扇，花花绿绿的折扇影子在我
眼前翻飞起舞，小风吹得头发支棱乱摆，小心肝里
那个叫甜，小脸上展开笑颜。每年都期盼着他来
走亲戚，梦想自己也有一把那样的折扇。

上学后，学生们流行做纸折扇玩。作业本撕
掉一页，颠来倒去叠成一个长条状，中间再对折，
拉开就是纸折扇模样，小手捏住晃悠，扇起来有那
么一点儿微风。炎夏里笑在脸上，凉在心头。

老家有句顺口溜：“扇子有风，拿在手中，要想
来借，等到秋冬。”意思是夏天扇子可是宝，轻易不
会借人，此时免开尊口。

入夜，乡村宁静清幽，人们拉片苇席往河岸一
躺，手里一把扇子不停悠悠摇晃，蛙声此起彼伏，
蝉儿嘹亮吟唱，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不知觉扇子搭
肚皮上酣然入梦乡了。

生活闲情

摇扇子的夏天

□王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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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中考、高考已经结束，莘莘学
子开始享受美好的暑期时光。为了给考
生们送祝福，孟津会盟银滩景区精心准
备了 7 万条锦鲤送考生，连送 7 天，另外
还有7个游乐项目半价优惠。加之会盟
银滩正值盛花期，万亩荷塘，凉风阵阵，
正是游玩的好去处。

七万锦鲤 连送七天
锦鲤在中国素来有“鲤鱼跃龙门”的

传说，有高中之意。为了给考生送祝福，
会盟银滩景区精心准备了7万条锦鲤，分成
1万份，每份7条，装在精美的鱼缸内，送
给考生，祝福考生都能考上理想的学校。

自 7 月 12 日（本周五）——18 日（下
周四）7 天的时间内，凡购买会盟银滩景
区正价票的考生，凭中考、高考准考证，
均可获赠价值 10 元的 7 条装锦鲤 1 份。
为了方便游园赏荷，考生可以选择在离
开园区时，在景区门口领取锦鲤。

除了万份锦鲤送考生，会盟银滩景
区还有7大游乐项目，对考生实施半价优
惠。7 月 12 日——18 日，景区内的水上
乐园、七彩滑道、网红桥、欢乐摸鱼、体能
乐园、碰碰车、大型玩具7个游乐项目，中
考、高考考生均可凭准考证半价体验。

荷花盛放 乐在“仙境”
近日，会盟银滩荷花进入盛花期，放

眼望去，万亩荷塘上，或红、或白、或黄的
荷花，点缀在碧绿的荷叶间，一望无际，
蔚为壮观。

这两天，洛阳的天气以清凉为主，其
间还穿插着小雨，正是游园赏荷的好时
候。游客行走在荷塘中央的木栈道上，
雾森系统喷出的水雾，萦绕在身边，仿佛
置身仙境。

在荷叶上，花瓣间，或大或小的晶莹
雨珠，宛若水晶镶嵌其中，使得荷花看上
去无比娇羞，众多游客纷纷拍照留念。

为了给游客送去清凉，会盟银滩景
区可谓大费脑筋。除了宽广的水域与低
垂的杨柳，景区还设置了湿身长廊、水上
乐园、乘船赏荷等亲水项目。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乘船赏荷
了。撑一叶扁舟，渐入藕花深
处，这样的意境，在银滩
轻松就能实现。在
景区的东湖观
赏区，码头
上停靠

着花花绿绿的游船，游客划着船，穿行在
荷花间，还可以与荷花有个亲密接触。

林治坤 文/图

荷花盛开荷花盛开
水上乐园水上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