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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路标

大千世界

放慢脚步
■葛鑫

花开诗旅

建筑工人
■熊聆邑

枣泥月饼
■张建明

在光影交错的时空舞台，
巨塔与云霓相拥，
水泥与钢筋的和谐交响，
编织出无形的乐章。

你们是那无声的指挥者，
指挥着钢铁的合唱，
每一击锤声，每道焊光，
都是对未来的期许与呼唤。

城市的肌理在你们手中变换，
一砖一瓦，一角一边，
不仅仅是建筑，更是心血，
是岁月的痕迹，是情感的倾诉。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你们在光影间默默穿梭，
每一滴汗水，
都闪烁着耀眼的星光。

你们是城市的艺术家，
以砖石为词，以汗水为曲，
在繁华的都市中，
留下不朽的传奇。

满架秋风扁豆花
■徐新

汪曾祺曾说过，“扁豆花是最具平
民色彩的花”。飒飒秋风中，扁豆花依
然摇曳着身姿，妩媚而夺目。一簇簇粉
粉紫紫的扁豆花犹如一只只彩蝶，在
柔韧的藤蔓上翩翩起舞。月牙般的豆
荚，或紫或白，隐身于枝叶与花朵之
间，一嘟噜一嘟噜的，让人心生怜爱。

扁豆春末播种，夏日发秧。它不择
地方，不捡肥瘠，随遇而安。母亲常在
庭院的短墙边用树枝搭架子，在架子
下种上扁豆。在春风夏雨的催生下，扁
豆恣意地攀爬在豆架上、矮墙上，不舍
不弃。

慢慢地，绿耳朵般的扁豆叶渐渐
地把灰灰的院墙遮得严严实实，如绿
毯子一般。不经意间，一串串扁豆花开
了，紫的、粉的，或白的点缀在绿叶之
上，开得生动又绚烂。

随着扁豆花且开且落，如弯月似
的豆角一串串地冒了出来，愈发繁茂
与蓬勃。这是农家小院独特而亮丽的
风景。扁豆花是一茬接一茬地开，扁豆
也是一茬接一茬地长。从夏天到深秋，
即便是在经历秋霜的袭击后，扁豆仍
不舍地开出最后的花，尽情演绎着秋
日的饱满与丰美。

记忆中，茄子、菜椒退出餐桌后，

扁豆就成了餐桌上的主角。扁豆饭是
我幼时常吃的家常饭。饭菜一锅出，简
单方便，省时省力。母亲将扁豆在热油
中煸好后，和饭一起煮熟，扁豆与米饭
融合在一起。热气腾腾的扁豆饭端上
桌，放上一勺如白玉般的猪油，米粒变
得油光透亮。猪油慢慢融化后的香气，
也足以让人沉醉。

扁豆要想做得好吃，还是要以重
油、肉汤相配味道才佳。人们将扁豆与

芋头、猪肉一起红烧，这也是家乡备受
欢迎的时令美食。扁豆吸足了肉汁，越
嚼越香，肉则香而不油。夹一块放入嘴
中，香气瞬间充盈着唇齿，让人频频举
箸，欲罢不能。

扁豆花开，微笑向暖，那是秋天美
好的馈赠。扁豆花绽放得平静、淡泊、
温暖，不知丰润了多少人间烟火，温暖
了多少凡人之心……

生活手记

半亩桑田种悠闲，
含饴弄孙常簇欢。
桃下夜饮云浮月，
意境妙处人何倦？

——赵福永

【闲】

【乡村的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来，
整个乡村便在这柔和的光线
中苏醒了。不同于城市的喧
嚣，乡村的早晨总是弥漫着
一种淡淡的烟火气和清新的
草木香。村头的老榕树下，几
位老人或坐或立，嘴里吐着
袅袅青烟。偶尔，一两只早起
的鸟儿掠过枝头，留下一串
清脆的鸣叫声，更添了几分
生动与活力。 ——黄信波

秋意渐浓，风悄然吹
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
在低声诉说。我漫步在秋
的世界里，去探寻那一片
片秋叶的静美。在一片片
秋叶中，我读懂了秋天的
深邃，也领悟了生命的真
谛。风还在吹，叶终会落
下。

——吴发奖

【秋叶】

说起家乡的金丝小枣，浓浓的思乡情怀涌
上心头。我的家乡在盐山县王长堤村，我的童年
在此度过。

老家房子院里院外都是枣树。每到枣花
飘香的季节，外地放蜂的蜂农就来到村子周
边。一个个蜂箱放在地上，小孩儿们都好奇地
远远观望。小蜜蜂在箱子的孔洞里来回进出，
忙忙碌碌。

我们都很好奇箱子里是什么情况，但始终
也未能探究清楚，只是听说里面有蜂王。小蜜
蜂负责给蜂王采花粉，枣树上落满了忙碌的小
蜜蜂。

有一次，我在枣树下玩，不知道怎么招惹上
了小蜜蜂，被它狠狠蛰了一下头，特别疼，一直
到现在我还记得。回家后，妈妈立刻用家里的大
酱抹在我被蛰的地方，但还是肿了好几天。从
此，我就再也不敢靠近蜜蜂了。

沧州人都知道“七月十五半红枣”这句话。
每到农历七月十五的时候，小枣就开始有半红
的了，我就爬到树上去摘枣吃，也练就了我现在
还能爬树的本领。

枣树上还有一个危险物种，我们老家管它
叫“耙角子”，有的地方叫它麻蛰子。它浑身长满
了毛毛，如果不小心碰上它，会让你疼得钻心。
可怕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死了，它的毛毛照样会
蜇人。所以到现在我对它都深恶痛绝，最好的办
法就是将它火烧后深埋。

即使有这么多让我头痛的事情，也挡不住
红枣对我的诱惑。我喜欢吃枣，它每个阶段的
口味都不一样，半红时脆甜、鲜，全红时更甜、
更香，等到红透了有点软的时候就更糯、更甜
香了。

看着树上的枣差不多都红的时候，家里就
开始打枣了。妈妈用长杆敲打枣树枝，我们就在
树底下拿着竹筐拾枣，噼里啪啦掉落的枣砸在
头上、身上，我也不嫌疼，反而觉得很过瘾。一筐
筐夹杂着枣树叶的红枣飘着甜香，沁人心脾、惹
人喜爱。收获的枣需要放到房顶上铺开晾晒，待
到枣干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中秋节了。

中秋节既是团圆的节日又是收获的季节。
每到这时，家里就会做枣泥馅的月饼。妈妈把晒
干的小枣煮熟，再把枣核剔除做成枣泥，加上煮
熟的红豆、芝麻，一起捣成甜香的枣泥。妈妈用
自己做的饼皮包上枣泥馅，做成一个个月饼坯。

那时，农村只有铁锅灶台，爸爸用麦秸根烧
锅，火要烧得不大不小、恰到好处。锅热后放进
月饼坯，慢慢就闻到了香味。待到饼皮有些许焦
黄，一个个巴掌大的月饼就熟了。

妈妈把晾得不烫手的月饼递给早在一边
等着的我，我高兴地拿着月饼就跑去胡同，边
和小朋友们玩，边吃着又甜又香的月饼，开心
极了。

现如今，我吃过很多种月饼，但一直觉得妈
妈亲手做的枣泥月饼最香甜。大概，这就是一种
情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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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陪父亲一起慢走。父亲
以前是一名中学体育教师，他的步
伐虽已不再矫健，却依旧稳健而坚
定。

父亲的慢走，不仅仅是一种锻炼
身体的方式，更饱含着生活的哲学。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了用
速度丈量距离，用车轮代替脚步，却
忘了慢下来，去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美
好。而今，与父亲并肩，我仿佛穿越了
时空的隧道，回到了那些简单而纯粹
的日子。

我们漫步的公园是城市中的一
片绿洲，父亲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
如指掌。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那

些或紫或黄、或缤纷或素雅的花朵，
那份热爱与熟悉让人心生敬意。我跟
随父亲的脚步，缓步前行，每一步都
走得坚实有力。

晨光透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
影，与我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林间
的鸟鸣清脆悦耳，也为这宁静的早晨
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我深呼吸，
那混合了草木清香的空气瞬间填满
了我的胸膛，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快乐与自由。

慢走的过程中，我们聊起了许多
往事。父亲的话语中充满了温情，他
讲述着那些我早已遗忘的细节，那些
关于成长、关于家庭、关于爱的故事。
我静静地聆听着，仿佛又回到了无忧
无虑的童年。

公园里的早晨是热闹的，也是宁
静的。人们以各种方式锻炼着身体，
享受着生活的乐趣。而我与父亲也融
入了这和谐的画面之中。

慢走，让我有机会停下来，去欣
赏那些平时忽略的风景。与父亲的慢
走之旅，不仅让我找到了生活的快
乐，更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了人生的真
谛。我们或许应该学会放慢脚步，去
聆听内心的声音，去感受生活的美
好。正如父亲所说：“向前走，哪怕你
不知道方向，坚持下去，总会有属于
你的万丈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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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