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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艳君

日子数着过

日子数着过， 这是怎样一种
心态？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当
年轻时，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所以
不珍惜， 今天没做完的事还有明
天呢！当人到中年，觉得自己还有
本钱，对时间依然不那么在乎，反
正人生后面的路还长着啊！ 及至
到了六十岁退休年龄， 才猛然觉
醒，觉得人生短暂，时日不多，于
是特别珍惜每一天， 日子几乎是
数着过， 那种过一天少一天的心
境旁人是难于理解的，有珍惜，有
不舍，有后悔，也有无奈。

是啊， 人生的岁月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如果不珍惜，浑浑噩噩
地过， 那么到老时一定会悔之晚
矣。 我见过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他的身体一直很好，看得出来是那
种没有什么压力的人，总是显得很
快乐。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见他
一个人独坐房中，情绪低落，这与
我平时所见判若两人， 我忙问缘
由，老人叹了口气说，别看我无病
无灾的很快乐，但我内心真的很难
过，很后悔！老人随后对我讲了他
年轻时的一件事，在他二十多岁的
时候， 单位有一个派出机构在北
京，要他过去负责，他高兴地去了，

但由于生性贪玩，当日的工作总是

不能完成，喜欢拖，而且总是出差
错，领导交办的事情总是不能按时
完成， 最后领导将他换了回来。回
单位后他没有吸取教训，依然我行
我素，结果他当年很多同事都事业
有成，他却越混越差，同事不待见，

领导不喜欢， 到了退休的时候，才
感觉自己空耗了时光，一事无成。

我问老人， 当年是怎样一种
心态？老人说，还不是认为自己年
轻，有的是机会与时间，结果时间
和机会渐渐地从我身边溜走了。

其实， 生活中有类似想法的
人很多， 对时间的不珍惜在年轻
时是常态。 可人的生命毕竟是有
限的，是由每一天累积起来的。年
轻时你不把时间当回事， 时间也
会怠慢你，让你一事无成。所以，

我们还是要从年轻时就懂得珍惜
人生的每一天，数着日子过，有一
些压力与坚守。

春来野菜香

野外踏青， 忽见地里的野菜
都无忧无虑地长了出来， 最多的
是荠菜，于是就摘了一些带回去。

荠菜饮足了春日的阳光，鲜
嫩嫩，翠莹莹，长得很是惹眼。我
指着篮子里的荠菜， 说包荠菜水
饺吧，弟弟偏说做三鲜荠菜汤。母
亲心灵手巧， 平时做菜既好看又
好吃，还是依了弟弟。

母亲将鲜猪肉切成丝， 鲜虾
仁洗净，挑去沙线。锅放油，用葱、

姜丝炝锅，放入肉丝、虾仁煸炒至
熟。然后倒入适量水，沸后打入鸡
蛋
1

个。再将洗净切碎的鲜荠菜放
入，加少许盐、味精调味，淋几滴
香油，倒入汤盆上桌，三鲜荠菜汤
就做好了。此汤味道鲜美，汤色黄
中带绿，鲜鲜亮亮，吃得弟弟满头
是汗，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笑个不
停，其乐融融。

春天来了，田野里，我们钟情
的野菜有蕨菜、苦菜、马齿菜、岌
岌菜、珍珠菜、萋萋菜、灰灰菜、婆
婆丁、水芹、芦蒿、红薯藤、蒲公
英、香椿、苜蓿、鱼腥草、沙葱、槐
花、榆钱等，多得几乎数不过来。

这些天然的野菜，新鲜、油绿、脆
嫩，像是要流出水珠儿来，还有很
高的营养和药效，谁不喜欢呢。在
这里就说说我们最常见的荠菜、

蕨菜、苦菜和香椿吧。

荠菜是一种人们喜爱的可食
用野菜。其营养价值很高，食用方
法多种多样， 还具有很高的药用
价值，具有健脾利水、止血解毒、

降压明目等功效。

荠菜吃法很多， 除包荠菜水
饺，做三鲜荠菜汤，还可做荠菜馅
馄饨、炒荠菜肉丝、炒荠菜香干，

做荠菜蜜枣汤、荠菜苦瓜瘦肉粥、

荠菜鸡丸汤等，真是不错的佳肴。

蕨菜，又叫龙头菜、如意菜、

拳头菜，质地软嫩，清香味浓，富
含氨基酸、 多种维生素、 微量元
素，还含有蕨素、蕨甙等特有的营
养成分，被称为“山菜之王”，具有
清热、健胃、滑肠、降气、驱风、化
痰等功效。

蕨菜有很多吃法， 可做凉拌
蕨菜、香辣蕨菜、蕨菜炒鸡丝、炸
蕨菜鱼、冬菇蕨菜、虾仁蕨菜、蕨
菜排骨汤等，还可做蕨菜炒腊肉，

别有一番风味。

苦菜是一种药用兼食用的菊
科野生植物，具有清凉解毒、消炎
利尿、排脓去淤消肿等功效。苦菜
味苦而开胃，可做凉拌苦菜、苦菜
什锦、苦菜炒鸡丝、苦菜烧肉片、

苦菜炖大肠、苦菜酸辣汤等。

谷雨前的香椿，叶薄芽嫩，绿
叶红边，香味浓郁，可做成各种菜
肴，营养之丰富远高于其他蔬菜，

为宴宾之名贵佳肴。

春季正是野外的野菜茂盛生
长的季节， 这些色香味俱佳的野
菜， 就连大都市一些知名的餐馆，

也把它们作原料，做成花样丰富的
品牌野菜宴， 引来不少食客品味。

野菜真是大自然给人类的赏赐。

一日一芬芳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又是一
年。岁月里最惬意的事，莫过于看
孩子一天天长大、懂事，陪着他从
懵懂无知变成有自己的见地。越发
觉得，有童心滋养的日子，是人生
的一段恩惠，圆满而知足。

一日三餐里，我的婆婆总惦记
着孙子的口味，变着花样地翻新菜
谱。所谓的烟火人间，说的可否就
是餐桌上夹红带绿，秀色可餐的一
蔬一饭。我家儿子属马，可偏偏这
只小马不吃“草”，不仅无肉不欢，

而且吃起东西来毫不顾人，专门挑
自己喜欢的先吃。他爸看出苗头不
对，就讲述自己小时候节衣缩食的
苦日子， 以及为父母分担家务，站
在板凳上烧大灶、洗碗筷，还在田
埂边放小鹅的往事，听得儿子难以
置信。几番言传身教，儿子不仅学
会在用餐时礼让别人，还慢慢懂得
了节制。现在，儿子上桌的第一件
事，就是将餐盘里最眼馋的肉拣到
奶奶碗里。奶奶总是半哄劝半训斥
他：“你自己吃， 奶奶上年纪了，不
敢多吃。” 儿子年纪虽小， 行事刁
蛮，筷子挡住碗沿，不许她往回退。

爷爷则在一旁笑眯了眼，嚼着奶奶
吃不下的肉，轻轻感叹着：“什么是
幸福，这就是幸福啊。”

平日，儿子人小鬼大，算计所
有需要祝福和庆祝的日子，给大家
准备礼物。在他心里，日子必得像
糖葫芦一样，红火火地串着，一口
接一口地甜。而他的礼物啊，无非
投我们所好， 拿出亲手制作的手

工：卡片上的图画，矿泉水瓶盖和
线串粘，涂色的毛毛虫，纸叠的手
枪、戒指，每每顺带一张字条，有的
写“祝爸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有的是工整的铅笔字“我爱妈妈”

甚至还有针对生活细节产生的规
劝，“妈妈，请你休息吧，不要做那
么多家务事了。”

前两天
,

我们在超市买了两斤
核桃，不知又动了他哪根弦，在袋
子里翻来覆去地挑拣。第二天见到
爷爷，儿子激动地说，有礼物给他。

好不容易从一只盒子里打开了孙
子的神秘大礼———两只齐整圆润
的核桃，说是让爷爷练手用，还说
可以健脑强身。 真亏他想得出。虽
然他的作品很拙劣，画上的妈妈就
像一只长着长耳朵的兔子，手工的
模具七扭八歪， 看着叫人可笑，可
他这份绵绵不绝的心思真的让我
们感动。

日子就像儿子眼里的节日，

诗意芬芳地开着。不论阴晴，还是
冷热，伴着第一缕晨光醒来，就有
儿子鸟鸣一样欢快的声音。“下雨
了， 又可以在操场玩划小船”；

“哇，下雪喽，太美了，我要爷爷给
我堆一只大雪人”；“天晴真好，我
的被子又可以晒得软绵绵、 香喷
喷的……”每一天，都有让儿子开
心的理由。在他的生命里，十二生
肖还未轮番演绎，他的眼里有看不
尽的新鲜，尝不够的馨香。而我也
从儿子晶莹剔透的童心里读出了
别样的滋味，年年岁岁，只需将心
一日一芬芳地绽放，日子就是一场
又一场意犹未尽的花期。

拉萨的晴空

这么纯这么净
这么高这么深
这久违了的邃密
这梦般的蓝极净极
这一尘不染的意境

几缕白云充满灵性
在有中无在实里虚
轻盈盈飘逸
这么娴静这么恬淡

以广袤无垠作背景
给蓝天以智者的明睿
以及素朴的博大高深

明净浩远的晴空下
岂有尘埃污浊与阴霾沉重
如洗的满目里
缘源高空的风气透明

这么纯，这么净
天清大地敞亮
万类和美共生

流 动 的 小 城

城市本身并不会流动， 因为有了人，注
入了生活气息，因此有了生命。有了生命便
会生出各种情感， 呈现出形形色色的现象。

恬静安逸、典雅婉约；奋发向上、轻松愉悦；

勤劳朴实、深沉理智；肤浅浮躁、虚假成风等
等。当这个城市的主导群体的行为成为一种
习惯，各层次的市民便会纷纷效仿，踊跃成
主流，最终给这个城市定格。

有一句老话，叫着“德不配位，必有灾
殃”，这是讲做人要有厚度。而德行的修为是
需要时间的。同理，一个城市的发展和提升，

同样需要时间夯实过程。速度换取政绩的结
果，是一夜之间农民变成市民，市民变为流
民。一座缺乏厚重底蕴的城市很容易让人联
想到暴发户。于是，小城流动起来。土地被征
的农民不再有田地可种，他们只能和原来的
市民争夺仅有的资源， 充斥到工矿企业、公
司商铺，而原有的部分市民被迫改变生活方
式。下岗取代了上岗、依靠取代了付出、等待
取代了劳动、享受取代了汗水。大街小巷，逛
着的年轻人，站着的中年人，临街扎堆斗地
主、打麻将的男男女女，大呼小叫地喊着、说
着，悠闲地打发着时间，无论经济还是生命
都表现得十分富有。好像人民币可以从天而

降，生命可以从头再来。

城区里商铺一家挨着一家， 酒店、餐
馆、大排档星罗棋布，夜场布满每一条路。

夜色降临时，小城异常流动起来，流光溢彩
的霓虹灯， 倾家出动的男男女女、 老老少
少，在马路散步、广场跳舞；驴友骑行，商贩
叫卖；出租车穿梭不停，如同热带群鱼。沿
河的排档，无论多少，都座无虚席。男人们
袒胸露肚，喝得汗如水洗。排档的炒锅“爆
发”的油火烟雾弥漫在小城的上空，感受着
小城居民的万丈豪情，久久都不肯散去。真
正让人感受疯狂的是夜场。 男人身边都带
着女人，大都是别家的。从酒店、餐馆、排档

汇聚到夜总会、

KTV

，继续着假酒和异性的
享用， 释放着内心的狂躁和压抑， 女人嚣
张，男人疯狂，持续到午夜前后散场。

和其他城市一样， 主导这个城市的永
远是不张扬的那个群体。他们组成一个个圈
子，每个圈子都不大，但是圈子与圈子相交，

重重叠叠，盘根错节。整合着小城的资源，主
宰着小城的发展，规划着小城的远景，指点
着小城的江山，神圣而神气。他们的思想和
行为被人追随，并被顶礼膜拜成“明星”，他
们成为操控小城流动最重要的角色。这是小
城与其他城市相比最大的区别。

在这一切流动的背后， 有另外一部分
人，他们默默地耕耘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辛
勤的汗水讲述着小城的发展， 用平静的心
态感受着平凡的生活， 用自己的行为昭示
着流动过后的回归。 不卑不亢地活在天地
间，活得有滋有味有尊严。他们，构成了小
城的脊梁！

咏车云雪毫
陈程
一

盛唐贡茶何处寻，车云佛塔入青云。

雪毫清香甚君意，帝王建塔励茶人。

二
品茗雪毫明月夜，清香唤来几人家，

睦邻相聚寻常事，难得车云顶上茶。

河区
举办第九届新春书画暨民间艺术展

本报讯（记者肖东）为
了促进河区文化繁荣和发
展， 丰富新春佳节期间广大干
部群众的文化生活，

2

月
5

日至
7

日， 河区举办第九届新春书
画暨民间艺术展。 此次展览由
河区委宣传部、区文联主办，

区书协、区美协、区民协承办，

区文化馆协办。 这次展出的百
余幅书画及剪纸、 根雕等民间

艺术作品既有书画家的墨宝，

又有机关干部、职工的佳作，可
谓是春光四溢、惠风拂面、意境
洒脱， 展现出书画及民间艺术
精妙绝伦的经典之美， 反映了
河区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体现了党的十七大以来全面构
建和谐社会的精神风貌， 让市
民们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信阳作家晏子的作品《走山人》

入选北京国际电影季展映影片

本报讯（同洲）信阳革命历
史题材电影、河南省“五个一”工
程获奖片《杜鹃花飞》的作者、信
阳本土作家晏子日前收到北京
国际电影季组委会通知，其担任
编剧的另一部环保题材电影《走
山人》 入选今年

4

月第二届北京
国际电影季展映影片。在去年同
期举办的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
季， 共有

４３

个国家和地区
２３０

部

影片入选参展，

３０００

多名中外电
影界重量级人士出席。这届展映
期间将举办全球性电影高层论
坛，及国际间电影产业合作与交
流活动。

闲话“年终考评”之怪现象
年终岁末，各项考核、检查、考

评等工作接踵而至。以测评的方式
体察民意，倾听群众意见，举措本
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近年来发
生在“年终考评”过程中的种种怪
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

与几位外地朋友闲聊，说在历
年考评来临时， 他们单位领导的
“工作”紧锣密鼓，不能疏忽的重要
环节之一就是首先开始给下属打
招呼，力争给领导或“领导班子”打
高分。打“高分”的诸多好处，既可
给领导们和单位树形象，显示治下
一片“祥和”，又能为多拿年终奖金
添一些筹码，辛苦了一年，奖金的
等次由考核的等级确定。要不要切
身利益的实惠自己去意会，看你怎
么打分。

这一来，就考出了“怪异”：有
的单位问题成堆，只要“招呼”得到
位，考核等次就高，大家的年终奖
也高。实实在在干活而又不会“招
呼”下属或手下人不听“招呼”的，

考评等次自然就低，年终奖低一截
不说，单位形象也差。这等事说起
来搞笑，但机关工薪阶层都心知肚
明，不言而喻。

笔者不想对如此鉴定为官者
政绩的真实性、 准确性妄加评说，

也不愿以此臧否人物， 只是说说，

如此“招呼”有障眼的偏颇，搞乱了
“考评”本身的意义。也许这种做法
在某些领导干部心里不算什么，不
过是权力之术，而单位职工掂量左
右， 为了票子不得不违心的麻木。

人说“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最有分量的“政绩”评价是来自群
众，最准确的“政声”是来自民意。

想一想， 当年的好干部焦裕禄、孔

祥熙、 郑为民肯定不会如此“作
为”，他们若活着，也定会为与这些
干部为伍而感到脸红！ 追溯起来，

屈原、韩愈、包拯、海瑞等官吏流芳
百世，被奉为古今官员的楷模的历
史人物，他们那些“政绩”“政声”肯
定不会是靠“招呼”得来的。相形之
下，时下有的为官者在位时权倾所
辖，呼风唤雨；急功近利，弄虚作
假；惺惺作态，沽名钓誉，上吹下
哄，愚弄群众，似乎“政绩显赫”，挣
得了“好官”名声，可一旦离任，则
“屁股一抬，问题出来”，甚至有的
干部离任或被“双规”后，老百姓敲
锣打鼓、喜放鞭炮，以吐心中郁闷，

庆祝终于送走瘟神。所幸这类官员
为数不多，倘若多了，则我党危也，

民族危也，国家祸也。

为官者想得到一些肯定的评
价并不过分，但关键在于，这样的
评价要大多数人真正认同，要经得
起历史的检验。为此，笔者曾作小
诗一首送给“公仆”朋友：“为人宜
修诚与善，做官当思民之苦。屈原
忧国赋离骚， 板桥既卧犹听竹。百
姓安乐看吏治， 宇内和顺在民福。

问今我辈众官吏
,

执政道义可知
否？”。为谁当官、为什么当官？为谁
做事，怎样做事？身体力行者，反映
的是为官者的德行。

笔者以为，如果优秀的“政绩”

是干出来的，不是“招呼”出来的，是
本单位干部职工发自内心的肯定
和认同，那既是一个单位的幸事，更
是我们党的事业发展之大幸！

元宵节的烟火

不知从哪年开始，小城渐渐有
了一个风俗， 每年的正月十五，也
就是元宵节这天，很多人会跑到空
旷的地方放烟火。大家往往扶老携
幼，一起出动，看着、说着、笑着，十
分热闹。

每次去看烟火，我总会想起多
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我在小镇上
中学，春节过后，学校早早开了课。

元宵节那天，坐在我前排的小敏，悄
悄跟我说：“今天跟我回家吧！ 我们
村里放烟火呢，可好看了！”

禁不住诱惑，我们想办法开了
张病假条，向班主任请了假，然后
骑上自行车， 匆匆地离开了学校。

记忆里，小敏的村子好大呀，黄昏
时，各条主要街道上，人们都在忙
碌着布置放烟火的事情，很多鞭炮
堆在地上， 有的地方还用竹子、木
头扎起了高高的架子，空中飘着一
条条鲜艳的布条，整个村子里洋溢
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夜幕刚刚降临，村里人就迫不
及待跑出家门， 我和小敏手拉手，

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烟火先从一条
街道开始放，当一朵又一朵绚丽的
烟花在空中绽放，我们随着大家一
起欢呼、跳跃、鼓掌……

烟火燃放的过程固然精彩，我
更难忘记的， 却是看完烟火归来，

已经夜半时分，小敏的家里灯火通

明，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刚炸出
锅的芝麻球、热腾腾的饺子、香喷
喷的大锅菜，全都摆好了，从外村
来看烟火的亲友围满了桌子，或许
是真的饿了，那夜的饭菜，我吃得
特别香。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亲友
们分成两拨，男的去西厢房，女的
全挤在北屋，床上、地上、沙发上，

全都睡着人。而我和小敏缩挤在床
的一角， 暖暖和和地睡了一大觉。

第二天日上三竿才爬起来，慌里慌
张赶回学校上课。

有了这次共同看烟火的经历，

我和小敏的关系一下子亲近起来，

她还悄悄地跟我约定，以后我们年
年一起看烟火。可惜的是，这个约
定第二年的春节就没能实现，小敏
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总是头疼，四
处求医，却没有丝毫的效果。万不
得已， 父母让她办了休学手续。到
我毕业离开小镇时，小敏依然没有
回来上课，让我惆怅不已。

多年后的一天， 我到医院看
病， 忽然发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似乎很熟悉，仔细一看：这不就是
小敏吗？她也认出了我，像小孩子
一样高兴。 原来她后来上了医专，

毕业后成了一名医生。

今年的元宵节，我约了小敏一
起看烟火。生活，原来也可以如此
美好，只要你努力过，就不必后悔。

不信， 你看那尽情燃烧的烟
火，短暂，却无比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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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圆·元宝·元宵节

正月十五闹元宵，说的那是城里人们的
事。在我山里老家那个人户稀少且散居的村
落，没有那个条件，是没法“闹”起来的。或许
正是因为如此，“元宵” 这个特定的节庆食
品，在新的一年到来之时，也就先于城里的
“元宵”，早早地就来到了家乡那些庄户人家
的饮食生活之中。

“元宵”，那是北方人的叫法，对于我们
南方则更多地是称之为“汤圆”。“三十的火，

十五的灯”。 除夕围着熊熊大火守了大半宿
的年夜，初一的早上自然是起得晚。起晚了，

做顿早饭又吃不下，做中饭又嫌早，不弄点
东西填肚子又怕待会饿，于是“汤圆”就在家

庭主妇的巧手抚摩之中“闪亮登场”了。

不过，大年初一的“汤圆”不能叫“汤
圆”，得叫“元宝”。虽然大伙平时都叫那东西
为“汤圆”，然而初一这天，大人小孩都得称
它为“元宝”。吃“汤圆”也不能叫着“吃汤
圆”，得叫“得元宝”。因为在家乡的土话中，

常常将闯了祸称之为“闯了‘汤圆’子”。为图
个来年吉祥，大年初一，大人小孩都必须要
禁禁口。

说到禁口，这里还有个故事。说的是有
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患口吃的小孩，大年
初一围着灶台帮母亲端“汤圆”，按照长幼辈
分一边端来一边高兴地唠叨：“爷爷吃了，爹
吃；爹吃了，妈吃；妈吃了，我吃。”不想这孩
子口吃，“吃” 的音一发出来全都发成了

“死”， 气得爷爷和爹娘把碗都摔成了八块。

小孩一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无可
奈何地说了一句“这好！大家都‘死’（吃）不
成了。” 才将一家老小重拉回节日的喜庆之
中。足见家乡父老对新年的忌讳之重。

家乡的父老乡亲待客的礼仪特多。正月
里，不论什么人，只要是新年第一次上门，就
非得留下吃过饭后再走。 实在是吃过不饿，

也会留下让你“过个中”后再走。而用于“过
中”的食品又莫过于“汤圆”了。家道殷实的
人家，会在“汤圆”中包上砂糖、果仁、芝麻、

花生之类做的馅，待煮熟后再在其中打上几
个鸡蛋，给你端上来。即便是家道再不殷实，

也会将“汤圆”整成指头大的精致小团，和着
一碗酽酽的米酒端给你。 面对团团圆圆的

“汤圆”，即便吃不下，只是端一端，周身便立
刻涌起一种无法言表的暖意。

“汤圆” 在家乡是一种新年的吉祥和祝
福，并不在意是否一定要吃在元宵节的那一
天。到了元宵节，无论电费有多贵，灯是一定
要多点的。无法“闹”起来的山村元宵节，自
然有着山村人的过法。“腊月二十四是小年，

三十除夕是大年，正月十五是把儿年”。家乡
的父老乡亲是把元宵节当年过的。

长辈老人们呆在家里，让晚辈小字辈们
拜了半月的年，也呆腻了。长辈老人们趁着
过把儿年到孩子们家去走走，也不至于闹出
长辈给晚辈“拜年”的笑话。过了正月十五把
儿年，家乡的年也就算过完了。于是元宵节
那天，就有姑娘、女婿早早地寻上门来，接了
老丈人和丈母娘；隔得远的儿子、媳妇接了
老父老母，回到家中热热闹闹地又过起了把
儿年。自然，招待中少不了奉上一碗吉祥的
“汤圆”。

陪父母过大年，接老丈人、丈母娘过把
儿年。家乡的“汤圆”从大年初一，一直圆到
了十五！

□

董国宾

□

张军霞

□

魈鸣

□

阿龙

□

潘姝苗

□

耿纪家

□

梅香生

节日的山庄 肖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