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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洛阳九鼎商都房地产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拟对夏

都水岸项目新媒体营销运营服务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要求供应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持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的营业执照，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有意者请携带相关资质原件

及复印件（包括但不仅限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资质证

明等，加盖公章）一套，于 8 月 9 日至 8 月 13 日 9：30 至

11：30、15：30至18：00报名。

报名地点：洛龙区洛报融媒大厦1402室

咨询电话：0379-65233526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招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熊兴国□庄学

若有所思峥嵘岁月

不忘来时路
情到深处是吟唱

在九江参加了战友聚会，距离返程
还有半天时间，我们就自由活动。九
江，依长江、庐山，临鄱阳湖，有“江到浔
阳九派分”之说，古称浔阳、柴桑、江
州。沿江留下了琵琶亭、浔阳楼等历史
人文遗址，这些地方自然要去游览。白
居易贬居江州，送客湓浦口，闻江面传
来琵琶声，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写下

《琵琶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
落玉盘”，给九江留下了千古诗篇。而
宋江悲愤之际，醉在浔阳楼题写反诗，
也留下了《水浒传》中的一个经典桥段。

同行中，有一名战时任排长的，我
们仍旧称呼他为“钟排长”，他忽然说：

“我是第二次来九江了。”询问何故，他
说：“1998 年九江抗洪的战斗，我也参
加了。据说，在当年长江决堤封堵处，
设立了一个展陈馆，我想战地重游。”一
行人顿觉肃穆，也要去看看。时近中
午，我们顾不上吃饭，在九江战友的陪
同下，顺江西驰，直奔数公里外浔阳西
路的抗洪广场。

1998年，给人们留下诸多回忆。钟
排长在路上给我们说，那个情况真是紧
急呀，接到奔赴九江抗洪的命令，快速集
结，千里挥师南下，铁路输送机动到了九
江，很多战士连被服都没带齐。那个场
景，与当年上战场一样啊。

抗洪广场超过1万平方米，广场中
央是一块碑，高 19.98 米，四面从上到
下以镂空“98”字样修饰，纪念的寓意
不言而明。广场北侧一幢江轮驳船样
的建筑，就是九江九八抗洪展陈馆，馆
前一汪清水澄澈。长江在1998年8月
7日决堤，凶猛的洪水撕开60多米的决
口，危及了九江城区人民的生命安全，
危及京九铁路。十几台军车沉进去，瞬
间被洪水卷走……一幅幅图片、一个个
雕塑，把那些生死间的一幕幕，重现在
眼前：战士们修堤筑坝，在江水中手挽
手筑成人墙，将军泪、人民情……两名
战士背靠背依堤栖息，头顶是一片塑料
纸遮挡烈日，晒得黑黝黝的脸庞，沉静
安然。七天七夜的奋战，沉下了一条装

满石头的编号为“甲—21025”的驳船，
随后又有7条船沉于外围，战士们跳进
洪水构人墙，力挽狂澜，围堰堵坝，用血
肉之躯和坚强意志，封堵决口成功。红
军团的旗帜在大堤上高高飘扬。

记忆难以磨灭呀。在抢险的紧急
时刻，部队顾不上做饭，地方送来了做
好的盒饭。由于部队建制多、地段集
中，初期出现了饭菜供应不到位的情
况，有的连队饭剩余得多，有的连队却
不够；有人两盒都是菜，有人两盒都是
饭。无论吃好吃不好，战士们提上工具
就再上战场。后来军地对接理顺了，后
勤保障才有序起来。钟排长陈述起来，
陷于激动的情绪中。

在展厅的显眼处，大红的背景墙
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金黄
的二十四字抗洪精神让人铭记于心。
在展厅的一处，钟排长小声而深情地
吟唱起来：“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
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这首歌名为《为了谁》，在
1998年抗洪后，传唱于大街小巷，展陈
馆给了《为了谁》一个档位。20多年过
去了，钟排长的吟唱，依旧深情专注，依
旧使我们热泪盈眶，也在心里一同吟唱
起来。钟排长老了，脸上有了些许皱
褶，皮肤依然白皙。吟唱这首歌时，他
面色绯红，泪水滚动。

在留言簿的“是否参加过抗洪”一
栏，钟排长郑重地写下“是”，执笔的手，
颤颤地，同时还着力写下：二十六个春
秋，感慨万千……中国人民解放军万
岁！军人万岁！

如今的九江城，平静祥和。江水滔
滔东去，略显浑浊，这是洪峰过后的情
况。沿江还有一片拥军广场，许多市民
在此锻炼、钓鱼，红色的步道顺江蜿蜒
远方。

“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
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
不知战友何时回。”歌声萦萦绕绕，伴随
着我的千里回乡路。

昨天下午，我骑车出去转了一圈，
发现这一阵，地里的玉米长得好快呀！

年轻时曾在生产队劳动多年，后
在外几十年，如今回到家乡，看到现在
种地的速度，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每年收麦时，我爱站在路边看，金
黄色的麦浪被收割机一口口“吞掉”，
只留下泛着白光的麦茬地，像平静的
海滩。接着，播种机很快把玉米种子
和肥料播进土壤。

收完麦子没几天，白花花的麦茬
地里，长出一行行弱小娇嫩的玉米苗，
高高亮亮的麦茬，很强势地屏蔽着它
们。很快阳光、水分和肥料让它们日
渐茁壮，噌噌往上长。

玉米苗长得不太高的时候要喷洒
一次灭草剂。长长的软管连接着四轮
车上一个盛着农药的高大塑料桶。人
们只用拿着连在软管上的喷药杆，两
个人几个小时就把几十亩地打完了。
听说承包大户，用无人机喷洒农药，那
速度可想而知。

玉米成熟，仍是机器收割，采收玉
米棒的同时，玉米秆也被粉碎，撒到地
里做肥料。

我们年轻时种地，和现在真没法
儿比，那是肩挑背扛，顶着大太阳，男
女老少齐上阵。收麦时节，割麦、拉
麦、脱粒、扬场，每一道工序都要人一
下一下去完成。

割完麦子种玉米。一般是大人拿
锄头挖坑，小朋友跟着丢玉米种子。

农谚“五黄六月争回耧”，阐明了
夏天种地时间的紧迫。为了高产，后
来推广套种玉米，玉米播种的时间提
前了几天，也相应缓解了后边“焦麦头
天”各种的忙。

麦子没熟前，我们用两根长竹
坯，扎一个锐角三角形的分垄器，尖头
朝前，用以分开麦行。人站在三角形
中间，拿一根木棍，下边安个铁的半圆
形带尖头的小工具，用力把它扎进泥
土里，稍稍一别，土就松了，把玉米种
子扔进那个洞里，然后拔出工具，用脚
轻踩一下。等割麦时，玉米已经长出
来了。

收完麦子就开始锄头遍地，玉
米苗小，主要是松土，锛麦茬，然后
间苗。

锄地，不只是除草。听老人们说，
锄头有水，锄头有火。如果天旱缺水，
锄了地，可以保墒；如果雨水多，涝，锄
地可以让水分快点散发掉。

等把每块地都锄完一遍，最早锄的
地，草又长出来了，该锄第二遍了。

锄第三遍，玉米长高了，玉米叶子
又宽又长，边边像锯齿，拉你的胳膊拉
你的脸，汗水一沁，蜇得火辣辣的疼。
这时的玉米地密不透风，简直像个大
蒸笼。

收玉米时，每人挎一个篮子掰玉
米棒，装满一篮，倒到大堆上。或者挨
着的几个人，一块儿往大家的前方扔
堆，掰着掰着，走近了。扔着扔着，超
过了，大家又向后面扔。走得远了，就
再朝前扔堆。

大块田地里，有人掰玉米，有人砍
玉米秆，有人用架子车把玉米运出来。

看！同样是种庄稼，今非昔比
啊！过去“三夏”漫长且累人，如今“三
夏”好似“瞬间”便结束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耕作
方式因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必将
越来越轻松。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句话用在我公婆身上，最恰当

不过了。他们之间的爱朴实无华，贯
穿于生活的角角落落。

公婆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男女，
还不懂得什么叫恋爱，婚配全靠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当年，公公看上了娇
小玲珑的婆婆，就经常往婆婆的娘家
送米、送面，还有日常用品，农忙的时
候经常到田里帮着干农活，甚是卖
力。婆婆没读过多少书，也不知道爱
情两个字怎么写，只觉得公公高高大
大、壮壮实实、明眉俊目，浑身总有用
不完的劲儿，也就应下了这门婚事。
从此以后，两个人的命运便紧紧地连
在了一起。

公婆家地处偏僻山区。婚后，公
公一直在离家四十里的煤窑上班，家
里所有的重担，全落在了婆婆一个人
身上。婆婆是一个坚强的女人，精明
能干、吃苦耐劳，上孝敬爷爷奶奶，下
养育三个儿女，从来不说怨言不喊
累。公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次在
外面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依旧一
刻不停地干这干那，为的是让婆婆少
干一些。而婆婆则心疼公公一个人在
外干的都是重体力活，而且伙食水平
不高，就总是变着法子给公公改善伙
食，给公公打荷包蛋，公公不舍得吃，
又夹给婆婆，两个人让来让去，最后一
个人吃蛋清，一个人吃蛋黄。

婆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她对公公的牵挂总是体现在细枝末节
上。每次公公出门，她总是叮嘱一句几
乎一成不变的话：“路上一定要小心！”
然后她就会站在院门口，看着公公走
远，多少年来，几乎天天如此。

而公公对婆婆的关心，也是那么
让人感动。我们在县城住，没有跟二
老生活在一起，每次婆婆想孙子孙女
到我家来，前脚刚踏进大门，公公的电
话后脚就跟来了：“你妈到了没？”听我
说到了，他还不忘叮嘱一句：“你妈身
体不好，你要多多费心。”

每次婆婆从我家离开，公公都要
跟我交代：“你把她送上车，问一下司
机发车时间，告诉我一声，我好到刘店
街接她去。”听着公公这么说，我就跟
婆婆打趣：“你多幸福啊，有专职司机，
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婆婆却说：“我才懒得坐他的老年
三轮车呢，大冬天冲得头皮都是疼
的。我主要是担心你爹性子急，开车
毛手毛脚的，而且年岁大了，总是忘这
忘那，我才老坐在上面，为的是提醒他
别闯红灯，拐弯慢点，遇到拉货的大卡
车躲远点。”

这样的体贴、这样的关爱，真让人
羡慕。

公婆深爱着他们脚下的土地，舍
不得荒芜哪怕巴掌大一块地方。公公
总是自豪地跟我说：“咱们这里的土质
好，种啥收啥，比电视里唱的朝阳沟还
美。”婆婆撇着嘴：“看把你能耐的，你
咋不说连水浇地都没有，你往地里拉
水浇红薯把背带都拉断了，膝盖摔破
了，我给你上了一个月的药。”

这就是我的公婆，他们在柴米油
盐中、在田间劳作中，你敬我爱、互帮
互助，收获着幸福、收获着快乐。半个
世纪他们一起走过来，没有轰轰烈烈
的爱恋，没有婚纱宴席，甚至没有更多
的甜言蜜语，然而谁又能说这种“相濡
以沫”不是爱情啊！

长长的路，一直向外延伸，那是我幼时上学的路。可以说
山连山水接水，所以每天都要早早起床，然后去学校。要是哪
天起晚了，不仅早饭吃不上，还得一路奔跑。

若是晴天还好，最怕雨天，泥泞的小路，艰难得下不去
脚。其次是冬天，寒风凛冽，天还亮得晚，所以那时很多孩子
都喜欢拎个火盆，一是照亮，二是取暖。当然最糟糕的要数冬
日里的雨天了，那情况，很难用言语表达。

“知道路难走，还不好好学习？”这是父亲在网吧逮到我时
的质问。

上初中时正是叛逆的年纪，加上远离父母的管教，一切似
乎都无法无天起来。总趁着夜深人静或老师不在的时候，悄
悄翻越围墙，然后把父母的钱挥霍在网吧里，还觉得理所当
然。然而面对父亲的质问，我只好乖乖回到学校，来时的路告
诉我，再荒废下去不值得。

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高中是我求学
路上最艰难的日子。为了顺利上学，最开始的想法是去买包
子来学校门口卖，但考虑到没有本钱，又一个人，实在不好操
作，最后不得不放弃。接下来的想法是去找一份兼职，可到哪
里去找呢？

最后看中了校门口的几家餐馆，虽然他们面向大众，但主
要供应的还是学生，所以我就一家一家去问，虽然很尴尬，但
还是厚着脸皮，好在有一家答应了我。事情很简单，学生早中
晚三餐的时候，我帮忙，或端菜，或洗碗，等学生都吃完饭之后
我再吃。事情简单，报酬也就简单，简单到只管饭吃。不过说
真话，至今我都很感激他们，是他们给了我“端盘子”的机会，
才让我顺利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

“你真想感谢他们，就要靠行动，不是靠嘴！”这是进入大
学之前，面对高昂的费用，我准备退缩时母亲的原话。我知道
要靠行动，但本就欠着外债的家庭，要一下子拿出几千上万的
费用，谈何容易。想想过去的艰难，还有来时的路，我一咬牙，
又多了一笔外债。

“遇到挫折就想放弃，那曾经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什么意
义？”这是在生意受挫时媳妇跟我说的话。是啊，曾经那么艰
难的时刻都挺过来了，一时的困难说明得了什么呢？只要认
真和努力，相信困难终将过去。

还记得父亲在世时告诉我，不忘来时路，方得始终。当你
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不妨停下脚步，望望来时的路，或许坚持
坚持，便能看到柳暗花明的风景。

我爱看闲书可能源于小时候。
小学三年级时，父亲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哥哥每天中

午喜欢听《评书连播》，姐姐雷打不动要听傍晚时分的《小喇
叭》，他们怕我在一旁捣乱，便循循善诱拉着我一起听。慢慢
地，我也迷上了，甚至比他们还上瘾。刘兰芳的《大西唐演
义》《薛刚反唐》和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我几乎一集不落从头
听到尾。记得有一次亲戚家办喜事，家人都去帮忙。中午开
席时，母亲却瞅不见我。她到处找，一直找到家里，才发现我
正在屋里听评书。

初中功课紧，父母不允许听评书、看电视，我便偷偷到书
店租小说，回来后用牛皮纸包上，用黑笔在封皮上写上“语
文”。父母见我天天抱着书看，不仅心头大慰，还关爱有加，总
说我“读书下劲儿，比哥哥姐姐强”。

中考后，书店老板对我说：“小伙子，我店里的书都快叫你
看遍了，这样吧，你要是假期没事，每天下午来替我照看半天
店，书随便你看，我一个月再给你20块钱。”我大喜，终于不用
偷偷摸摸看书啦！每天吃过午饭，我骑 20 分钟自行车到书
店，一直待到下午六点半。徜徉在书海里，满脑子都是江湖侠
义、儿女情仇，全然忘却了生活压力和人生艰辛。

高中时，我开始买书，先后买了《红楼梦》《聊斋志异》《围
城》《路遥全集》等，买书的钱都是从少得可怜的生活费里省出
来的。如今，这几本书依然是我的宝贝，特别是《红楼梦》，置
于枕边，睡前随手翻看几页成了十几年如一日的习惯，也不知
为林妹妹流了多少泪、发了多少叹。

不知不觉间，看书竟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无论得意失意，一卷书在手，便可以驰骋江湖、纵横万里，
此中乐趣亦非他人可知。在乡下工作时，常执一卷书，坐山腰
巨石上，细读慢品。日暮将雨，天地间云雾蒸腾，群山隐没，四
顾茫然，不见归路。遂纵声长啸，隐隐似有人语，恍惚如闻啸
声，一时间竟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

常有人问我，看书有什么用？我思索良久也不知如何回
答。自己看了几十年闲书，弄不懂人情世故，做不得锦绣文
章，学问无长进，仕途无助益，浑浑然一书虫而已。然人生百
态，有人爱花，有人爱酒，有人爱诗，有人爱曲，此皆不过度此
漫长人生的慰藉罢了，想吾庸碌小子，与书结缘，甘之若饴，若
能安然一生，夫复何求？

□谷矿强

书香人生

读书的乐趣

□白雪献

闲话今昔说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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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翟智慧

公婆的爱情
至爱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