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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心曲

故园漫忆

峥嵘岁月

□宋光耀

午后的阳光从大棚的塑料膜
上倾泻而入，垄上的草莓红着脸，
发着光，像是一群奔跑嬉笑的孩
子。快乐变得如此张扬，它从土地
上跃起，与流着汗水的笑脸相撞，
印记出一枚枚火红。

“我叫周社峰，天天都有好心
情。”这句招牌开场白是一位抖音
博主的，塑料大棚里的草莓也是
他的。草莓，县城周边都有。水
寨有，平等有，白沙也有，西山还
有几棚奶油味儿的。但我还是驱
车十几公里跑到了烟涧，我想见
一见这位开心的博主，想到他的
大棚里体验一下在“天天都有好
心情”的状态下种出来的草莓味
儿——那种带着质朴的勤劳，带
着向上的愉悦，混合着泥土、汗
水、阳光的味道。

如抖音里看到的一样，他浑身
都是庄稼人的打扮，皮肤黝黑，牙
很白，头发不加掩饰地随风向斜
逸，粗硬，身体健壮，双目有神，给
人一种铁板的感觉，标准的农村棒

小伙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笑，那
种昂起头、身体微微后仰的笑，爽
朗而真诚。

说他这个是采摘园有点牵强，
但确实可以进去采摘，每人25元，
还送一张游乐场的门票，外加一斤
10 元的草莓。当然，你也可以直
接购买，他们在路边和大棚的出口
都设有销售点，草莓也都是刚摘下
来的。阳光下，篮子里的草莓闪着
光，果尖处结出宝石般的红，让你
不忍心下口。草莓真甜，像是手里
捧了一捧的糖，甜味从齿尖到舌
根，再到早已湿润的咽喉。一种毫
不掩饰的热情奔涌着进入体内，像
是与农村人的质朴撞了个满怀。

与他一起打理草莓园的还有
他的妻子和母亲。说起种草莓，她
们一开始显得不很开心。她们已
经种了三年，劳累不说，前两年基
本上处于亏本状态。头一年种草
莓，连草莓苗朝里朝外的技术都不
懂，草莓就像种在了石头上一样，
植株长不大，果实更不用说，又小

又硬。周社峰笑着说，经过大师的
指点，今年的草莓终于丰收了。“三
年入行，十年称王。”这是指导他种
植草莓的大师跟他说的，也是他的
切身感受和今后奋斗的目标，他要
成为这一带的“草莓之王”！

周社峰原本在外地打工，由于
身怀制造绝技，工资相当高，用他
母亲的话来说，他在外打工的时候
家里人连地都不用种。现在好了，
他非要返乡创业，建大棚种草莓，
一家人都得围着草莓转。妻子红
着脸说，累点没啥，一家人在一起
挺好，现在种草莓的技术已经完全
掌握，还上了前两年的饥荒还有结
余。她不怕出力，她还要帮助丈夫
当上“草莓之王”呢！

来购 买 和 采 摘 的 人 络 绎 不
绝，周社峰和他的妻子在路边的
摊点和大棚之间交替忙碌，脸上
始终带着笑。我终于知道这里的
草莓为什么这么好吃了，因为它
们和养育它们的主人一样，都是
快乐的。

快乐的草莓
□赵树辉

龙门山下，伊水之旁，有一条幽
静、曲折、含碧十里的沿河公园，名叫
伊水游园。她不像洛浦公园，高高于
河面之上；也不像周山森林公园，巍
巍乎气宇轩昂。她就像恋人一样，挽
着伊水的臂膀，伸向远方。

清晨，林间，朝阳洒下的金辉落
在她的脸庞。傍晚，草堂，彩霞为她
披上一尺红光。深夜，桥边，弯月像
一只小船在夜空中启航。微风吹拂，
天幕上的星儿便轻轻地发光。

春来的时候，走在蜿蜒的公园乐
道上，到处弥漫着花儿的芬芳，置身
其中，轻轻地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
顿时让人感到神清气爽，仿佛没有
了昨日的忧伤。夏日的时候，躲在

茂密的绿荫下，夏风摇碧，荷池疏
花，缱绻柔情，时光在林间借着凉风
淙淙流淌。时而碰到垂钓的人们，
他们恬淡悠然，享受着没人打扰的
午后阳光。秋天，旖旎千娇，竹林吹
笛，更是惬意的时光，这儿是孩子们
嬉戏的天堂。坐着摇椅，滑着滑梯，
或者在绿茵茵的足球场上纵情追
逐，欢笑歌唱。也有热爱健身的人
们，在这田园般的公园跑道上，一边
尽情地挥洒汗水，一边还能欣赏四
周秀美的风光。冬天的时候，这里
也是温暖的避风港。这儿有城市书
房，衬着窗外白雪皑皑的风景，读者
能愉快地在书海徜徉。

喜欢坐在公园中的长凳上，看着

蔚蓝的天空，听着眼前潺潺的流水
声，捧着书，与清风为伴。也喜欢带
着家人，约上好友，在枫叶下，在草地
上，铺上垫子，摆满鲜肴，打开佳酿，
在觥筹交错之间谈笑风生。更喜欢，
碰上下雨时，就躲在她的长廊下，静
静地看雨落河面泛起的涟漪，轻轻地
听雨敲荷叶传来阵阵清响。

不管走过多少个地方，赏过几多
别致的风景，如澜沧江边的日出，如
松花江旁的落日，像桑科草原的清
风，像鼓浪屿上空的白云……但是似
乎只有这里，才是让我心灵最为宁静
的地方。

伊水河畔，龙门山下，美丽的伊
水游园、美丽的家乡……

独 爱 此 园
心香一瓣

□乔晓光

“斩草除根”一词，用在“茅草”这
种植物身上，是无论如何不适宜的。

它的根系密如罗网，在土层深处
盘根错节，形成手拉手、肩并肩的“万
里长城”之势。它柔韧如蒲苇，坚定
如磐石。有时候，锄头与它对阵，也
只会嘭嘭地乱跳，望而却步。

好不容易清除干净了，过不了几
日，回头一看，哎呀，它又不知从遗漏的
哪根小须子之上，沾土重生，卷土重来。

或许，白居易的诗句“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最原始的灵感，就
是来自于此吧？

茅草，有的地方叫万根草、茅根
草。在我的家乡，孩子们喊它“茅芽
根儿”。它的根，与竹子的根相似，极
具穿透力，蚯蚓似的四处蜿蜒。

茅草的根从泥土里挖出后，退去
一层柔纱似的灰白包衣，放在水盆里
反复搓洗，草根的本真就会呈现在手
心里。那种奶白色的根，柔软纤细，

像大自然特意锻打的银条。
茅芽根儿，是家乡孩子们舌尖上的

一爱。他们反复咀嚼，吮吸它的汁液。
往往是咀嚼了一大堆白色渣子，才得到
那么一丁点儿的甜。那种极少的甜，是
浅淡的，犹如在烟熏火燎的生活中提纯
的一点诗意，得之不易，弥足珍贵。

因此，茅芽根儿的甜，自然不能
与甘蔗丰饶的甜相提并论了。但是，
对孩子们来说，只要有那点儿甜，就
是微醺的，就是美滋滋的。

茅芽根儿是野生的，是大自然无
偿的馈赠。每一个孩子，在原野上遇
见它，只要肯低下头弯下腰，卖力地
去挖掘，就可以得到它的奖赏。

在读小学的几年里，每到春天，
校园里往往会出现喝茅芽根儿水的
壮观场面。

把茅芽根儿洗净了，折成段，放
在大铁锅里，添上清水，“咕嘟嘟”地
慢慢熬制，直到清水泛起淡淡的黄、

飘出淡淡的甜为止。
把熬成的水，分盛在木桶或铁桶

里，一字儿排开。孩子们排着长长的
队，一人一碗，轮番地喝，直喝到肚
圆，直喝到打嗝。据大人们说，这水
是用来预防脑膜炎的。

那时候，只知道听老师的话，认真
地喝水、认真地长大，从来没有想过或
问过：那水，是谁熬的；那水，是谁送
的。而今想来，熬水与送水的人，无非
就是那些呵护孩子健康成长的大人。

那些曾经为孩子们忙碌的大人，
也都有了一大把年纪了，如今还好
吗？光阴飞逝，当年喝茅芽根儿水的
孩子们，都已经长成大人了。

又是一年春来到，家乡的原野
上，茅芽根儿又生机勃发了吗？家乡
的孩子又开始咀嚼茅芽根儿了吗？
他们喝到茅芽根儿熬制的水了吗？
熬水的、送水的，应该是我们这一辈
的大人们吧？

茅 芽 根 儿
□怡然含笑

高中时，学习魏巍的《谁是最
可爱的人》，我被文中强烈的画面
感深深震撼。老师在讲台上声情
并茂地朗诵，同学们一个个心潮澎
湃、眼含热泪。一节课结束，“谁是
我们最可爱的人”有了清晰的答
案，并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心愿，想
拜见那些还健在的志愿军英雄，或
者缅怀志愿军先烈彪炳史册的光
辉事迹。前不久，这个愿望终于在
新安县英雄事迹展览室和新安县
英烈事迹展览室实现。这里，陈列
着新安县籍和曾在新安县战斗过
的英雄、英烈们的事迹。

来到位于黄河南岸的新安县，
群山环绕的黄河就在眼前，那涛涛
的流水声依稀可闻，此时此地，很
自然让人想起《黄河大合唱》里的

《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
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万山丛
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
游击健儿逞英豪……”

这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抗日战
歌，不断激励着中华儿女前仆后
继，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有着
不屈精神的黄河儿女，同样有一腔
爱国的热血，在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时，踊跃参军，在朝鲜战场上谱
写了一曲又一曲雄壮的战歌。

“炮神”于国斌，新安县石井镇
人，参加朝鲜十字架山战役和金城
战役等。在惨烈的战斗中，他数次
与死神擦肩而过：战友倒下了，他
继续战斗；班长牺牲了，他接替班

长；排长牺牲了，他接替排长，永不
退却，勇往直前。在朝鲜十字架山
战役中，他所在的连参加战斗 9
次，歼敌 1300 多人。他荣立集体
一等功一次，个人二等功、三等功
各一次。

“王成式的英雄”张同虎，新安
县西沃乡人，参加朝鲜十字架山战
役和金城战役等。在坚守 602.2
高地的战斗中，在打退了敌人五次
冲锋后，他所在的阵地上，只剩下
他和两名战友。在敌人第六次冲
锋时，那两名战友也牺牲了。他没
有退却，一个人利用有利地形，打
退了敌人的又一次冲锋，并一直坚
持到援兵到来。

“虎胆英雄”汪勇，新安县磁涧
镇人，参加朝鲜十字架山战役和元
宝山战役等，荣立个人二等功。一
次，敌军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汪
勇他们躲在山上的地洞里 7 天。
没有供给，他们硬是凭着顽强的意
志坚持了下来，在敌人以为山上已
没人、放松警惕时，突然把敌人打
了个措手不及，为整个战役的发展
起到了关键作用。

参加上甘岭战役的英雄刘士
龙，新安县北冶镇人。1952 年 10
月，在震惊中外的上甘岭战役中，
他所在的 45 师 135 团 3 营 7 连 2
排主攻 597.9 高地，排长孙占元牺
牲后，他火线接任排长。上甘岭
是只有 3.7 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
头，敌人曾在一天时间内投下 30
多万发炮弹，在 43 天的惨烈战斗

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有
一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一面红
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不足1米
的树干上，有 100 多个弹头和弹
片；主峰被削去 2 米……在战斗
中，刘士龙右侧肋骨被炮弹炸断
的山石碎片砸断4根，但他坚持不
下火线，继续战斗。后来，他的右
大腿又被弹片击穿，耳朵被弹片
击 伤 。 尤 其 值 得 称 颂 的 是 ，他
1954 年退伍后，60 多年从未居功
自 傲 ，从 未 向 组 织 提 过 任 何 要
求。他说，保卫祖国是应尽的义
务，和牺牲的同志们相比，自己已
经很幸运了，还要求什么？

参加抗美援朝的新安籍最可
爱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据战后统
计，新安县赴朝作战的志援军，为
国捐躯389名，积劳病故25名，战
场失踪 51 名，战后荣归 1428 名。
其中，荣立一等功 44 人次，荣立
二等功 75 人次，荣立三等功 184
人次。

我是一个喜欢写字的人，也
生长在黄河岸边，我搜肠刮肚，很
想为老英雄们写点什么，但总觉
得自己能想到的文字都是那么苍
白无力，都不能表达其一二，只能
用魏巍老师的话来表达对他们最
崇高的致敬：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
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
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
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
宽广！”

黄河岸边最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