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花】

春光里，一定要去赶赴一
场花儿的约会。当小小的迎春
花开罢，各种花儿就开始次第
到访。优雅的玉兰，呈现出高贵
的洁白，宛若仙子般超凡脱俗，
开得满枝满树；粉嫩的桃花，花
瓣吹弹可破；梨花开得洒脱，在
我眼中最有灵性，仿佛一个个
都是春姑娘的化身。这些花儿
你方唱罢我登场，把春天演绎
得热热闹闹，精彩纷呈。

——王南海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奔波
了一天回到家时，看到为自己
留着的那盏灯，闻到厨房里飘
出的饭香，就会发现，原来家
人团圆、灯火可亲，便是眼下
的十全十美。在每个人的心
中，家都是温暖的地方。今天
无论多忙，也记得早些回家团
聚；不管离得多远，别忘了给
家人打个电话问候。

——晴晴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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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年味里的敬仰
■杜吏仓

正月的阳光斜斜地洒在沧州古
运河上，河水泛着粼粼波光，像一匹
绵延的绸缎。运河两岸的树虽然落尽
了叶子，却依然挺立，像忠诚的卫士
守护着这条流淌千年的血脉。

35年前，我带着8岁的女儿和5
岁的儿子来到这座城市。那时的我
们，像3粒飘零的蒲公英种子，在这
陌生的土地上寻找落脚的地方。在老
家行医多年，我们却在这里举步维
艰。直到那天，赵立泰大伯抱着咳嗽
不止的孙女走进我的诊所，我用祖传
的中药外敷法治好了孩子的病，却没
想到会因此改变我的命运。

大伯在报纸上写了稿，字里行间
满是温情。那些铅字仿佛有生命，将
我的故事传遍大街小巷。怕打针的孩
子、心疼孩子的父母，纷纷寻来。诊室
里的药香渐渐浓郁，我们也在这座城
市扎下了根。

每年春节，我都会去给大伯拜年。

记得第一次磕头时，大伯连连摆手：
“不用，不用。”可我执意要磕，因为在
我心里，这是对长辈的敬意。大伯在报
社工作，他的文字里有人间烟火，有世
间温情，更有知识分子的风骨。

今年的拜年迟了些。我感冒初愈，
怕传染给年事已高的大伯。正月十六，
午后的阳光正好，运河里的水由南方
流向北方。这水啊，一路静静地滋养着
所过之地，就像大伯当年对我的庇护，
让我如干渴的小草渐渐长出新绿。

推开大伯家的门，他正坐在沙发
上，银发泛着柔和的光。93岁的大伯
脸上有淡淡的红润，气色很好。我双
膝跪地，大声道：“祝大伯天天健康，
年年长寿！”70岁的我声音有些颤抖，
却格外清晰。大伯伸出手，我握住，那
手掌依然有力。

我们相对而坐，茶香袅袅。大伯
说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报纸上的字
了，耳朵也聋了，腰也直不起来了，现

在“三缺一，就等脑袋傻了”。说完，他
自己先笑出了声。那笑声里，有岁月
的沧桑，也有豁达的智慧。他谈起往
事，谈起那些他采访过的人和事，字
里行间都是对这座城市的深情。

我起身作别时，大伯起身，身形
像极了运河边那些护堤的老树，虽经
风霜，依然挺立着。我知道，这不仅是
一位老人，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我
向大伯躬身，也是向沧州文人致敬。

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将我的影
子投在运河岸的路上，与35年前那
个踽踽独行的身影重叠。我知道，在
这座城市里，我不再是飘零的蒲公
英，而是扎根的树。而这份扎根的力
量，正是源于像赵立泰大伯这样的文
化守望者。

暮色渐浓。我的感恩之情，如这
被运河之水滋养的土地，安安静静，
却生生不息。

滑鸡盖浇饭
■翟长付

走在老宅里，我仿佛回
到了旧时光。我侧耳倾听时
间的足音，如漏沙轻响。那斑
驳墙壁，刻着往昔模样，笑
声、泪水都在缝隙躲藏，像褪
色的信件写满青涩时光。钟
摆不倦地摇晃，敲打着回忆
的门窗。倾听中，时间不再匆
忙，记忆的花静静绽放，在心
底酿出温柔的芬芳。

——黄信波

【倾听】

花开诗旅

初春的礼赞
■刘承港

轻柔的风，吹过冬日的门槛

春的脚步，悄然踏遍山川

冰雪消融，溪流潺潺细语

嫩绿的芽尖，破土探望

花儿含苞，似少女羞涩的脸

阳光透过薄雾，洒下金色光芒

田野里正生长着未来与希望

孩子奔跑时的笑声

和欢快的鸟儿一起

点缀着初春的画卷

初春仿佛是大自然的诗篇

每一句，每一段

都在描写温暖、生机与期盼

如愿
■王红心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走到哪
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我们一路高歌……

重走长征路一直是我的心愿，2024年立冬前我
终于如愿以偿。我打算用3年时间完成这一重大活
动，每年走一段，2024年要走的一段是从江西瑞金
到贵州遵义。

2024年11月3日早晨7点，我们一行6人集合
出发。我们四男两女，都是红心志愿者。其中，年龄最
大的是我，56岁；年龄最小的是于富伟，32岁。一路
上，我们有说有笑，大家怀着对长征精神的崇敬之
情，目光里皆是向往。

于富伟提供的是一部油电混合车，车的配置很
高，有投影仪可以升降观影，有点歌台可以听音乐。
每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到高速服务区停一下，中午、
晚上就在服务区餐厅就餐。平时忙碌、紧张惯了，如
此地放松、轻闲，让我们觉得十分美好。

晚上将近12点时，我们到达江西瑞金。按照预
定计划，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沙洲坝和叶坪，看到
了小时候课本里的那口红井。“吃水不忘挖井人”，这
句耳熟能详的话，时刻提醒我们要懂得感恩。

当天下午，在瑞金红色体育产业基地，我们和当
地的志愿者共同举行了“爱心助学万里行”捐助仪
式。红心志愿服务协会自2014年开始，每年都走出
沧州，组织开展“爱心助学万里行”活动。这一次，我
们给瑞金的10名困难儿童带去了资助金。

和孩子们交流时，他们有的说未来想当足球运
动员，有的说要当医生，还有的想当老师。有一个男
孩说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孩子们太棒了，大
家一起为他们鼓掌喝彩。困境没有压垮他们，梦想的
种子正在他们的心里种下。

第三天吃过早饭后，我们就出发前往“湘江战役
纪念馆”。纪念馆分三层，通过大量珍贵的图片和实
物，全景式展现了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
绝的光辉历程，生动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通过采
用现代声光电技术、3D数码技术、场景复原，结合历
史图片、文物实物等动静结合，再现了湘江战役的
艰苦卓绝。面对一张张历史图片，听着工作人员的讲
解，我不禁潸然泪下。

从纪念馆出来，我们坐上电瓶车前去凭吊湘江
战役纪念园广场上的《红军魂》雕塑。站在大型雕塑
前，我和杨凤利、吴立斌一起举起右拳，神情庄重地
重温了入党誓词。在前往贵州遵义的路上，我们的心
情有些沉重，许久没有说话。一座座青翠的山峰飞快
地向后退去，而当年红军就是靠双脚，一步步跋涉前
行，风雨兼程，越来越接近成功。

到达遵义会议会址时已是华灯初上，这是我第
二次到这里参观。那幢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成
了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标志性建筑。参观结束，当晚
我们赶到了习水县，那里有“四渡赤水纪念馆”。走出
纪念馆，漫步在这狭长错落的街市上，粗糙的石板
路，木制的门楣，条形或方形的窗棂，似乎仍在诉说
着九十年前那段峥嵘岁月。

至此，第一阶段“重走长征路”活动已完成预定
计划，我们开始返程。一路上我们依然与歌相伴，祖
国的山川大河、平原丘陵，万丈高楼、阑珊灯火，我们
都看到了。

此时，歌曲《如愿》响在我的耳边。11月7日晚
上，我们回到了家乡沧州。五天往返五千多公里，时间
虽短，感触却深。长征精神已扎根在我们心里，它将带
领我们勇往直前，去实现革命前辈未了的心愿。

新年过完了，我告别春寒料峭的苏
北老家，回到了广东。原以为岭南的温
暖能驱散从北方带来的凉意，怎料这几
日温度陡降。爱人不慎感冒，晚间懒得
下厨做饭，我便提议：“出去吃吧。”

小区里依旧挂满了红灯笼，年的
余韵还浓浓地弥漫着。楼下的商业
街，有的店铺仍大门紧闭。

走进一家名为“知好味”的小饭
店，店内仅有夫妻俩在忙碌，老板掌勺
炒菜，老板娘负责上菜盛饭。我们点了
两个炒菜，外加一份番茄鸡蛋汤。

等待上菜的间隙，一位瘦瘦高高
的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进。他说点一
碗白饭，饭店老板说：“单点白饭不
卖，最少要炒个菜，饭随便吃。”老板
娘瞧着老人犹豫不决的神情说道：

“白饭可以卖，一碗两元。”
老爷爷又问店里大锅里的稀饭

是否免费，老板娘应道：“是的。”于
是，老爷爷盛了一碗稀饭，老板娘送
上一碗白饭。老人就这么吃一口白
饭，喝一口稀饭。

“叮铃铃……”老人口袋里传来
手机铃声，他掏出一只老年手机接
听。电话的声音很响，我能够听到电
话里是个女孩子的声音。

老人：“喂，孙女儿啊。”
女孩：“爷爷，您吃晚饭了吗？”
老人：“正在吃呢，孙女儿，吃得

挺好，有肉有汤。”老人脸上洋溢着欣
慰的笑容，眼中满是慈爱。

女孩：“爷爷，您别骗我，您是不
是又随便对付了？”

老人：“真没骗你，孙女儿，你别
担心我，我好着呢。”老人连忙摆摆
手，神色认真而急切。

女孩：“爷爷，您一个人在家要照
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老人：“知道知道，孙女儿，你在
外面也要好好吃饭，不要惦记我。”老
人的眼神中透着关切和牵挂。

爱人此时也正打开手机里的监控
软件，监控画面中，老岳母独自坐在餐桌
前，一碗白饭、一碗菜，低着头默默吃着。

望着吃着白饭的老人，看着监控
里一个人在家吃饭的老岳母，我的心
里五味杂陈。为了生活远离家乡，不
能在老人身边尽孝，我的心中满是愧
疚与无奈。

我走进饭店后厨，对正在炒菜的
老板说：“来一碗滑鸡盖浇饭给外面
的老人，别说是我送的，就说是新年
店里有优惠，免费送给老人吃。”

老板娘端着热气腾腾的滑鸡盖
浇饭走到老人桌前，微笑着说：“大
爷，新年我们店里有活动，免费给老
人送一份滑鸡盖浇饭，您尝尝。”老人
有些惊讶，连忙摆手说：“这怎么好意
思，姑娘，我已经有饭了。”老板娘亲
切地说：“大爷，您就别客气，这是我
们的一点心意，您趁热吃。”老人感激
地接过饭，连声道谢。

吃完了滑鸡盖浇饭，老人轻轻地
放下碗筷，用手抹了抹嘴，缓缓地站
起身来，眼神中充满了感激，朝着老
板娘和后厨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随后，他拄起拐杖，慢慢地向店门外
走去，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孤单，
但又带着一丝温暖和力量。

在这陌生的城市里，一份滑鸡盖浇
饭也许能在这料峭春寒中，给老人带去
一丝温暖，也让我这颗因远离家乡、牵挂
亲人而有些落寞的心，得到些许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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