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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万物复苏，草木皆萌，鸟语
花香，生机勃勃，正是一年最美季。

春天的早晨，心情格外清爽。
走在美丽的洛浦公园，春风微微拂
面，柳树也发芽了，随风轻轻舞动。
春风和煦，碧水蓝天，我坐在绿树葱
茏的洛河岸边，看那一只只白鹭在
河面上翱翔，一群群麻雀在草丛间
觅食，一条条小鱼在水里面游弋，一
朵朵白云在蓝天上飘动，一缕缕柳
叶在清风中摇荡，好一个魅力无比
的春色洛浦。此刻，我想起了之前
的一首诗词习作《循春》：“初春醉入
迷，赏景踏花溪。若问香何溢？芳
菲满岸堤。”

我喜欢春天，尤喜爱春雨、春
雷、春风、春色、春芽。雨后的各种
花卉争奇斗艳、姹紫嫣红，装扮着我
们的大自然。走在城市的街道上，
玉兰花开得较早，高大的树上看不
到一点绿叶，满是白色的、粉色的
花儿，为初春的洛阳增色，欢快地
告诉人们“春天来了”。紫荆花更
是绝艳无双，枝干上尽是一簇簇紫
色花朵，密密麻麻包围了整个树
枝。还有那满街的樱花、杏花缀满

枝头，一树树的小花恰似满天繁
星，微风吹过，美丽的小花瓣飘然
落下，煞是迷人。春天，五彩缤纷；
春色，照亮生活！

跟着春天的匆匆脚步，闻着四
处飘溢的花香，2022 年第一期《小
百花》春季刊，也编辑完成印刷出
版，带着浓浓的墨香呈现在广大读
者的面前。本期《小百花》增加了

《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欣赏》《读诗随
笔》《作家书评》《神州游记》《童话
故事》等新栏目，并开设《未来小
作家及其作品鉴赏》专栏，重点推
出了洛阳一名 14 岁小作者马俪月
的多篇散文诗作品，同时编发了
我省著名作家王剑冰的散文《风
动莲花》、赵克红的散文《有温度
的书写——序马宏章散文集<奋蹄
集>》等特约名家作品，还编发有20
多位作家的诗歌、散文、小小说等
文学作品，旨在让小作者看到许多
名家的作品，树立“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的梦想。

《小百花》只是一朵开在河洛大
地百花园中的“小花”，但大地春回，
也能够开出鲜艳的奇妍花朵，为知

名作家、初学作者、未来小作家等
搭建一个展示文学艺术才华的舞
台，让大家通过《小百花》这个平
台和桥梁，以文交友，增智添慧，
陶冶情操。

春天是诱人的季节，春光是跳
跃的音符，春色是醉心的彩绘。春
天实在是太美了，洛阳最美四月天，
牡丹花开满各个公园、游园，城市的
主干道花团锦簇，到处是花的海洋、
花的世界、花的馨香。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
洛城。”唐代李白《春夜洛城闻笛》中
的这句诗耐人寻味，沁人心脾。但
愿《小百花》也能一次次吹响优美的

“笛声”，传承优雅的文学艺术，飘飞
在古都洛阳的大街小巷，摆放在寻
常百姓的案头，广泛传递出充满特
殊“磁性”的文学“笛音”！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
天的早晨，鸟语花香，绿意盎然，春
色满园。让我们迎接春天、放飞春
天、翱翔春天吧，因为春天属于阳光
的向往者，属于勤奋的耕耘者，属于
青春的开拓者，属于永远追求梦想
的文学爱好者！

放飞春天向未来
□马立

听说去看“大棚樱花”，我乐
了：樱花见过不少，大棚里的樱花还
真没见过。

到了大棚跟前一看，轻型钢构
棚架上，覆盖着浅绿色塑料，那优美
的弧形，像展翅欲飞的巨鸟。棚内
高大敞亮，规整有序，如同车间厂
房。一排排齐整的树枝上，挂满了
密密匝匝的白色花朵，清丽、润泽，
飘溢着阵阵花香。

果园主人姓牛，他说，这是车
厘子，又叫欧洲甜樱桃。

樱桃花开得肆意、饱满，不少
是一花两雌蕊。我惊叹：“双胞胎，
增产了！”园主人却伸手揪了下来，
说“双胞胎”不能留，否则个头就小
了。他指着棚外一堆堆的果枝说，
一棵树留多少枝，一根枝结多少
果，一个果直径多大、重量多少，都
要严格控制，才能保证品质。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不
下苦功花不开。与高大的普通樱
桃 树 不 同 ，这 儿 的 树 只 有 一 人
高，枝条短，一棵棵精神饱满，可
见没少下功夫。五年前刚引种
时，国内没有引种成功的先例，
牛 老 板 苦 心 钻 研 ，反 复 试 验 摸
索，终于在第三年挂了果，第四
年进入盛果期。种植成功后，他
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了乡亲
们，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带动大家
一起致富。

“玉不琢，不成器。树也一样
哦。”提及繁复的种植过程，牛老板
笑了，“不止这些，还有水、肥、温湿
度和光照等，哪样都马虎不得。”他
不管多忙，晚上一定要进园子看

看，有问题及时调整，有事外出了，
就通过手机远程智能控制系统查
看、处理。

同行的人说，这牛老板可不瓤，
他八年前弃商转农，投资百万元种
果树，亲自设计智能大棚，能够防雨
寒、防鸟啄虫害，还能电控浇水、通
风，种植矮化品种，采用水肥一体化
滴灌、生态种植技术。这一套智能
种植“组合拳”下来，车厘子成熟早、
上市早、味道甜美，一下子成了市场
上的香饽饽，果子还没影儿呢，订单
就满了。

一串悦耳的女声突然响起：
“有网友问我，你这么年轻，为啥在
乡下种果树？那是因为我热爱
呀！我现在的使命就是努力种好
大樱桃，让大家吃到口味纯正、超甜
的车厘子……”

循声望去，一位干练秀美的女
士正在直播，一聊得知，她是牛老板
的爱人小王。俩人各司其职，牛老
板把握技术、开拓市场，小王负责管
理、网络宣传。

看见两个妇女在旁边除草，我
笑言想当个志愿者，与暖阳清风为
伴，在花园里劳作。小王擦了把额
头的汗说：“做农业挺辛苦的，从发
芽开始，打岔掐顶、去叶疏果，得摸
上七八遍，摸着摸着果子就熟了。”
她望着繁茂的果林，露出的笑脸，真
像一朵樱桃花。

樱桃园在万安山下，在这里，我
深切地感受到，如今的黄土地上，不
再是粗放的农业、廉价的农产品和
大老粗的农民，新型生态农业让广
阔的农村更有奔头。

樱桃花开
致富路

□许宣知

草长莺飞四月天，朋友邀我们
去他的牡丹园踏青。

朋友的牡丹园位于孟津区白鹤
镇，我们驱车赶到时，朋友已经在村
口等候多时。

“大老板怎么跑到山里当农民
了？”大家一见面就开起了玩笑。朋
友笑着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呀！”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

想当初，朋友从部队转业以后，
本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却选择
自主创业。第一次创业失败，他赔
光了所有的积蓄。大家都劝他别再
折腾，可是他不认输，愣是把一家小
小的饭馆开成了连锁店。前年，他
又瞅准乡村振兴的时机，来山里承
包土地当起了“山大王”。

停好车，朋友带我们来到他的
牡丹园。哇！这么多的牡丹！一眼
望不到边，大家都看呆了。朋友说，
这片牡丹园大约有200亩地。

200 亩地！每年光租金就得几
十万元吧？我们不禁为他捏了一

把汗。见我们为他担心，朋友给我
们算了一笔账：这里大约有20万株
牡丹，按市场价每株 20 元卖出，毛
收入大约有 400 万元，除去租金和
用工等成本，净收益还是挺可观
的。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他还
说，这批花苗已经“名花有主”——
客商已经预付了定金。原来钱都
已经攥在手心了，大家不禁为他鼓
掌叫好。

我兴致勃勃地在牡丹园里穿
行，忽然看见一个大姐一边锄草一
边掐花骨朵，感到十分诧异：“好好
的花，为什么给掐了？”

大姐告诉我，这是去年移栽的
牡丹，根系还不发达，如果花开得太
多，会消耗养分，牡丹有舍命保花的
特性，必须掐掉它。“掐下来的花骨
朵，老板卖给工厂，做成牡丹花茶，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掐花的大姐
快人快语。

原来牡丹花还能卖钱，我兴奋
地加入了掐花的队伍，和大姐一

边掐花一边聊天。大姐告诉我，
以前她和老公都在外地打工，常
年不着家，家里的庄稼和孩子都
是老人照看。自从村里实行土地
流转政策，她就把自家的土地流
转出去，这样不但可以收租金，而
且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比以前多
不 说 ，孩 子 和 老 人 也 有 人 照 顾
了。“前年家里盖了新房，去年又
买了小汽车。”大姐说着笑着，像
朵盛开的牡丹花。

参观完牡丹园，朋友又领我们
到一片菜地挖菜。他说，这是他刚
承包的一块地，临时种了一些蔬菜，
今年他准备扩大种植规模，种植一
些石榴，明年还要种草莓，搞旅游采
摘，到时候欢迎大家再来游玩。

大家听了连声叫好，不仅仅是
约定，更是为朋友敢闯敢干的精神
喝彩。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山里的
牡丹已经盛开，我们期待朋友的明
天更加精彩。

山里牡丹正芬芳
□朱三英

故乡槐花盛开了！那一串串的
纯白如玉似雪，那一缕缕的幽香沁
人心脾，让人痴了眉眼，醉了心田。

儿时的记忆中，家家户户门前
几乎都栽种了一溜儿槐树。槐花盛
开的时节，整个乡间都弥漫着淡淡
的槐花香，使人心旷神怡。放眼望
去，满树的芬芳渲染了一个乳白色
的世界。那一个个含苞待放的花
蕾，形如米粒，色赛珍珠，粘黏成串，
缀满枝丫，一片片，一层层，如丝如

缕，如云似水。微风吹
过，满树花絮打着波浪，
仿佛要流下来一般。蜜
蜂和蝴蝶也为之动容，迫
不及待地赶来，在这片洁
白的世界中翩翩起舞。

槐花飘香时，也是
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光。
槐树底下是孩子们的乐
园。放学后，孩子们闻
着槐花香来到树下，写
作业、讲故事、做游戏。
晚饭后，劳作了一天的
乡亲们会搬个凳子，来
到槐树下聊天，一片欢
声笑语。若是谁家来了
客人，槐树下便是最好

的招待场所，摆上一张桌子、几个凳
子，炒上几个小菜，泡上一壶茶，烫
上一壶酒，边喝边聊，好不惬意。槐
花香、茶香、酒香氤氲在一起，浸染
着乡亲们甜蜜而又幸福的日子。

记忆中最高兴的事就是摘槐
花。槐树高大，摘槐花要用特制的
钩子。父亲把槐枝从树上拧下来，
我和母亲在树下摘槐花。槐花像
白花花的银子，滚落在了篮子里、
盆子里、簸箕里，馋嘴的我趁父母
不注意，偷偷把槐花放到嘴里，尝
到一股淡淡的甘甜味，爽极了。

槐花摘好后，我就缠着母亲做
槐花饼。母亲把槐花洗净，盛在盆
里，然后倒上面粉，再打几个鸡蛋，
加些清水、调料搅拌成糊状，待锅里
的油热了，用勺子舀起槐花糊，倒在
锅内摊成圆饼。很快，圆饼的边缘
就有了淡淡的焦黄色。母亲把锅端
起来，摇一摇，晃一晃，圆饼便在锅
内滴溜溜地转了起来。烙好的槐花
饼焦黄焦黄的，透着绿白相间的槐
花。我们看着色泽诱人、香气扑鼻
的槐花饼，迫不及待地拿在手里，大
快朵颐。

槐花清香甘甜，富含维生素和
多种矿物质，食用价值很高，除了能
烙饼，还可以做槐花糕、槐花蜜、槐
花饺子、槐花包子等，真是处处槐花
香、户户槐花宴。

槐花吐幽香而不张扬，展素雅
而不媚俗。槐花的质朴坚韧、平实
随和、默默无闻，多像故乡纯朴善良
的乡亲们呀！

我爱槐花，它淡淡的清香里包
含童年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又到
槐花飘香时，我的心里升起丝丝温
暖和感动。

缕缕槐香
牵乡愁

□张少刚

“一声布谷啼，春风十万里，枝
头桃花红，陌上杨柳绿……”《春风
十万里》蓬勃着春天的气息，激荡着
人们积极向上的渴望，代表春天发
出了邀约。

“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
杏桃。”春天的邀约给了春风。吹面
不寒杨柳风。这双母亲的手拂去寒
意，牵出久居在家的人们。公园里
的人多了起来，大人、小孩，就连久
居在家的老年人也三五成群，或围
坐闲聊，或自由散步，或棋盘布阵，
暖暖的春阳里，溢满安乐祥和。

“洛阳东风几时来，川波岸柳春
全回。”孕育一冬的希望，积攒数九
的激情，春风似剪，柳树枝头的绿意

已越来越浓。每每看它们在春风中
婀娜，我满眼都是千里江山的青
绿。春风奏歌，江山如画。

“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
饷开。”春天的邀约给了春雨。烟雨
朦胧中走来了老父亲，他开始翻找
闲置的锄、犁、铧、耙、梭头、响鞭，就
像一位身先士卒的将军“沙场点
兵”。精心照料了一冬的耕牛休养
得膘肥体壮，父亲用扫把一遍遍地
梳理它的毛。老牛精神抖擞，仰天

“哞——”的一声，为春耕吹响了号
角。犁铧在田地里翻耕，丰收已在锄
头上显现。一年之计在于春啊！

“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
花繁。”昨夜的春雨，今日的初阳，一

定能听到卖花女清脆的叫卖声。杏
者，幸也。既是幸运，又是幸福。
从小巷里传来的那一声，必定会叫
醒整个春天，唤醒新一年所有的幸
福吧！

春天的邀约给了春水。你看，
“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
花”。春天的邀约给了春阳。你听，

“春阳发草木，美好一同时”。春天
的邀约给了春花。你闻，“春花正开
香满路，日轮卓午山气收”。春天就
是一幅活色生香的画。

春风十万里，十万好消息。一
夜雨水，千畦成绿。朋友，甩掉过去
的疲惫与不快，带上微笑，迎着朝阳
再出发，去赴一场春天的邀约吧！

共赴春天的邀约
□王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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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满大地，万物勃发。对于奋斗者而言，春天是播种
的季节，代表着崭新的开始，象征着蓬勃的希望。河洛大
地春正美，愿每个人都能奋力奔跑，不负春光。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