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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小学、中学时期，家乡人很喜欢种
葵花。邻里百舍不知其学名向日葵，通常都习
惯说种葵花、收葵花、吃葵花（或说嗑葵花）

等。我们村子的二十几户人家，都处于群山环
抱之中，勤劳与互助的风气很浓。谁家种葵花
一时缺了种子，立马会有人送来。这样，你家
种，我家种，家家都种。葵花不择土壤的贫瘠，

不挑水肥的多少，只要适时撒进土里，就会很
快成苗，昂然生长。山坎，岗边，坡上，地头，葵
花都可以立足， 不几时便呈现出蓬勃向上的
姿容。

到了葵花开放时节， 只见远洼近坡的那
一片片葵花海洋， 像是天边欢呼雀跃中的集
会少年的天真笑脸，让你遐想无限。一棵棵粗
壮的葵干笔挺地站立着， 以其圆圆的花盘迎
接着阳光的亲吻。 金黄色的花瓣让艳阳照得
透亮，散发出纯金般的光泽，一如无数迎风招
展的小小黄旗， 将其近空辉映出徐徐升腾的
金色光晕。一处处黄灿灿的葵花，分布在村子
的各个山冲、山洼及田野的广袤世界里，衬着
蓝天白云与绿色田园，在清朗的晴空下，是那
样璨然，那样炽烈，那样浓丽鲜艳。我曾经这
么想过，也许只有在我的家乡，才可见到这种
葵花绽放的别样风景。

特别是每当晌午放学归来时，我远远地望
见村前的葵花，沐着丽日的光辉，仿佛正轻轻松
松地翘首顾盼着，那么欣欣向荣、快快活活的样
子， 顿时给我的心头注入了旺盛的热情和向上
的力量。我走到跟前，小心翼翼地抚摸葵花盘上

那新鲜活泼的花瓣，如丝绢般光滑柔润；再轻轻地摇晃一下它毛绒绒
青绿色的枝干，我似乎感觉到葵花的质朴、真诚、执着、沉稳等品性。

我母亲是个特别勤劳的人，因自幼裹了小脚，不能干水田活，

而旱地的庄稼活几乎全靠她扛着。那时，母亲年年种葵花，哪怕是
零零星星的小块空隙地，一经她精心伺弄，即能点土成金，收获喜
人。一次，母亲指着成熟了的葵花，对我说：“你看，葵花籽粒饱满
了，自然微微地低着头。做人嘛，也该是这个样子，懂得厚道和谦
虚！”母亲没有一点儿文化，可她脑子里的道理、知识却不少。母亲
告诉我，葵花一身都是宝：它的茎髓益于消暑利便；花盘以水煎服，

能治哮喘；叶与花瓣可作苦味健胃剂；果盘（花托）有降血压的功
效；葵花籽既是待客的好果品，又可榨成上等的食用油。记得那时
候， 母亲每年种的葵花都会收上几箩筐。 她总是把葵花籽晒了又
晒，筛了又筛，待除净瘪子杂质后，给装入口袋，让我上学时分两次
把它扛到丰集街上，一直都卖给那户做小本生意的许姓人家。许家
主人一向很和气，接过口袋，看也不看，一边过秤，一边微笑着说：

“你家的葵花籽，又干净，又饱满。往年是你爸送过来，这会儿是你
带来卖，都是老主顾了，俺放心哪！”我拿上人家付给的葵花籽钱，

便也不点不数，揣进兜里就走了，心里一阵一阵地自喜着。

这卖得的五六块或七八块钱，除了适时贴补家用外，父母亲也
从中抠出一点儿给我买上两个写作业的本子或一两瓶墨汁、 墨水
什么的，以作为对我学习上的奖励。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而我心田上那片金灿灿的葵花，已渐渐固
化为家乡独特美景的意象之一；尤其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关爱、激
励过我的各位乡亲所特有的葵花质地般的淳美品性， 早已深深地
融入我的血脉及心灵。 所以， 我喜欢这么一段诗句：“扎根这片土
壤，迎着这片阳光，顶住贫瘠或干旱，执着地追求梦想，一如既往。

花落无声，籽实飘香……”

用“心 ” 做 菜

社会有分工，家庭也一样。我在家
里的分工是担任大厨， 每每家里来客，

都夸我“菜”做得好，就连经常吃我做饭
菜的妻子和女儿也总是这样说，于是我
家里分工就太明确了，妻子负责打扫卫
生、洗衣服和接送孩子上学，我的专职
就是家里的“大厨”。 每每女儿放学归
来，香嘭嘭的饭菜也就端上了桌。女儿
今年正读高中二年级，勤学好问，每每
吃完可口的饭菜， 不时都要问上一句，

“爸， 这菜你是咋做的， 为啥这么好吃
啊，在很多酒店吃的菜还赶不上我爸做
的味呢？！” 我的回答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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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用
‘心’做菜。”

这颗心，就是爱心，一种对家人无
私地、全身心、发自内心且充满深情地
爱。好吃的菜养嘴，营养的菜养生，充满

爱的菜养心。把对家人的爱心倾注到一
道菜中，做出的菜就会被自己的好情绪
感染，味道也会别具一格。因为有了对
家人的爱，才会在做菜过程中，充满责
任心，才会喜爱做菜，进而把做菜当成
人生的兴趣爱好。因为爱，才会每天在
做完上顿饭的时候，就在考虑下顿饭吃
什么，哪怕是夜晚也要准备第二天早上
吃什么， 需要提前在菜市场买什么，既
要考虑妻子、女儿爱吃什么，还要考虑
营养均衡，不偏食，不重复，再好地饭菜
连吃几天都会吃厌、 都会大跌胃口。因
为爱，才会放弃手头忙碌的事务，放弃
与朋友许许多多团聚娱乐的机会，专心
做厨房里的“宅男”，全身心当好家里的
“大厨”。因为爱，才会在一天又一天的
重复做饭菜中不至于烦躁，不至于不耐
烦，从而耐得住“寂寞”，保持暖烘烘、乐
滋滋、忙得不亦乐乎的心情。因为爱，才

会不怕厨房油烟熏、辣味炝。因为爱，才
会在做菜过程中，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在做菜的每个环节细而又细， 精凿细
雕。

这颗心，就是精心，善始善终做到
精心备料、精心烹饪、精心调配，充满精
益求精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做菜精
心精致，色香味俱全，营养搭配完美，把
每道菜都做成一种境界、 一道风景、一
份真情。精心备料是做菜之前的必备程
序，做什么菜都需要针对这道菜提前备
好相关配料，比如做鱼，就要备好醋、姜
片（丝）、料酒、葱、辣椒、蒜头等等。精心
烹饪，方法有很多种，炒是最基本的烹
调技术。通常要放油若干，加入佐料，再
将菜品放入锅中，用中旺火在较短时间
内加热成熟， 中间用锅铲不断翻动，直
到菜被炒熟！ 翻动的目的是使菜品受
热、佐料以及各种菜品在炒制过程中溢

出的汁水在整锅菜中均匀分布。最后还
要精心调配，菜快做成时，一定要加以
适当调配，适时辅以各种作料，达到锦
上添花的目的。比如调配糖醋汁，想要
糖醋汁色泽红亮， 可以加点番茄酱，如
果想要酱色，那就用生抽加老抽，陈醋
来调就行了。

这颗心，就是细心，细节决定成败，

控制火候要细心，菜与盐、与各种作料
搭配的比例要细心，油、盐、菜及各作佐
料放入锅中的先后顺序要细心，烹、炒、

炖、腌的时间长短要细心。有时眼看着
就要成功了，得意、骄傲充斥着你的头
脑，没看住火候，菜糊了，或者加盐多
了，太咸了，一个小小的疏忽让一盘子
美食无法下咽。比如，做红烧肉就要有
细心、有耐心，需要小火慢慢炖，做出来
的红烧肉才能色、香、味俱全。不是所有
的菜都是一股脑的放调料的，放的时间

也不同， 比如炖东西的盐就要先放，才
能煮出香味。炒菜的盐要晚点放，用于
提鲜。其他一般的调料大多是炒的时候
放。但是像鸡精、味精等提鲜类的要在
盛出来之前放， 糖是在菜快好的时候
放，酱油、醋、料酒大多是炒的时候放，

大蒜、辣椒一般是炒一会儿后放。生姜、

花椒是油烧热后放。香葱是盛的时候放。

调料不可多放、乱放，放多了反而会掩盖
菜的原味，特别是卤料，炒菜大部分都不
能放。各种菜的做法都各有不同，必须处
处留心，细细观察，在酒店应酬，遇到好
吃的菜，要细心观察配料，细心研究做
法。在电视上有做菜的节目，在书本里有
做菜的学问，与人闲聊，也有做菜的介
绍，重要的是不断学习，不断观察，不断
积累，把每一个简单的做菜环节做好，你
就不简单；把每一个平常的做菜细节注
意到，做出的菜就不平常。

做菜如此， 人生也何尝不是如此。

不管干什么事都要拿出你的爱心、精
心、细心，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和做菜一
样，认真细致地把它做好，用在写作上，

你会激情四溢，笔下生花；用在学习上，

你会悟出真谛，收获累累；用在工作上，

你会干劲十足，成绩斐然；用在经商上，

你会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种 梦

（组诗）

涂彪
我们共振

我们一起共振
共振情感
共振友谊
共振梦想

共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共振
才会有力量
我们共振

才会发出巨大声响
在中国梦的舞台上
久久地回荡……

让思想像一群骏马
思想的禁锢
可以让人颓废

使聪明人变成愚顿的人
所以

要解出束缚
让思想像一群骏马
驰骋在———

辽阔的青葱蓬勃的草原……

种梦
种梦

让山坡长满鲜花
种梦

让田野麦穗飘香
种梦

让江河出现一张张风帆
种梦

让湖泊泛起粼粼碧波

有梦欢喜才多
让它化作一杯杯美酒

一饮而尽
醉倒在风尘中

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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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说 党 内 称 同 志

这是一个老话题。

说其老：一是词汇起源古老，钩稽
史籍，“同志”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

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后来的文献
如《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
心则同志” 的表述；《后汉书·刘陶传》

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以此算来，

“同志”一词已有
2000

多年历史。这里的
“同志”是志向和情趣相同的意思。而古
典文学名著《红楼梦》 第

120

回中亦有
“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

同消寂寞”的话，其意大抵与上相近。二
是将“同志”之义古为今用，引伸为政党
成员之间的称呼，至今也有近百年之久
了。据史料记载，早在

1920

年，毛泽东和
罗学赞的通信中，即用了“同志”一词。中
共一大的党纲规定：“凡接受我党的纲领
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
过一名党员介绍， 均可成为我们的同
志。”这一规定既有传统文化背景，也是
效法苏共的做法。而孙中山早在成立同

盟会之初，所制章程里就规定会员之间
以同志相称。后来国民党与中共一样，党
员之间互称同志。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北
平无战事》，其中国民党人之间互称同志
被一些观众表示质疑，是因为他们对那
段历史不大熟悉而已。

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之所以在
党章里规定其成员之间以同志相称，无
非强调的是这个党的每个成员须有共
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奋斗目
标，同时，也包含了彼此平等、互相尊敬
的意义。自然，人们也可以从中不难看
出：同志，这是一个很圣洁的名词。

新中国成立后，有鉴于党内官僚风
气日盛、党内“同志”之称淡化的现象，

毛泽东于
1959

年
8

月
3

日专门给刘少奇、

周恩来及中央办公厅同志写信，要求党
内一律称同志。

1965

年和
1978

年中共中
央曾两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强调党内互
称同志。同时，关于这个话题，数十年
间，已有不少先知同人发表过很多真知
灼见。今天，笔者再以此题做文章，确属
老调重弹。

不过， 这似乎又是一个新话题。说
其新，是因为最近以来，这个话题备受
关注， 一些地方党委纷纷拿其说事，如
上海、哈尔滨、济南等市委就专题发文，

强调“党内称同志”。

一个老话题为什么会几番引发热
议，使得中央和不少地方党委再三发文
强调？这当然源于社会上和党内生活中
不断出现的一些怪现象。近年来，在不
少人心中，党内称同志好像已经时过境
迁，不合时宜了，以至于

93

年前在上海
望志路

106

号那间斗室里，

13

个民族精
英代表全国

57

位中共党员第一次彼此
以同志相称时那神圣的、最终改变了整
个中华民族命运的铿锵之声，在今天拥
有

8600

多万党员的广袤国土上却鲜有
听闻了。打开网络，“同志”一词竟被同
性恋之类病态的东西所替代，丝毫觅不
出党内同志的本色含义！这种现象既是
对“同志”一词圣洁内涵的玷污，更是党
人的悲哀。

记得数年前曾读到一则报道，说如
今一些领导，可能只记得有两种情况被

称为同志： 一是在自己的任职文件上，

二是自己犯错误受处分的决定中。这听
起来似乎有点黑色幽默味道的案例，折
射的是党性观念在此类人身上极度淡
化甚至畸形裂变的现实。

“同志” 一词无论从其本源意义抑
或从引伸意义上理解，都包含了志同道
合、为一个理想共同奋斗的意义，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那些用特殊材料作
成的人群之间纯洁而神圣的称呼。革命
战争年代，白色恐怖里，一声“同志”，既
是“亲人”的代名词，更是温暖、希望、信
心和力量甚至是生存的象征。那时候在
党内， 只要姓名后面缀有同志二字，就
意味着是组织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可
以生死相依的战友。然而，这些年，同志
一词已在不少人心目中渐行渐远，成为
落伍、不时尚甚至有损于“身份”的过时
东西，而彼此之间代之以老板、老总、兄
弟、哥们相称，自己曾举起拳头立誓终
身为之奋斗、永不背叛的信念则早已抛
在九霄云外了。这样的人，也许直到有
一天， 因为作奸犯科被送进牢狱之中，

才能亲身感悟到，曾经被自己不屑一听
的“同志”一词，也会成为他从此无缘享
受的奢侈品。其实，一个党员领导干部，

如果有一天，他们姓名后面没有了“同
志”二字，那么，他的政治生命意味着什
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毋庸讳言，一个时期，“同志”的称
呼有些不够严肃。无论党内党外，无论
三教九流，见面都以同志相称，这种全
民皆同志的现象的确太滥，背离了党章
规定的范畴。但矫枉不能过正，更不能
本末倒置，荣辱不分，成为违反党章规
定、以同志之称为耻的托辞。

党内称同志，之所以被淡化，有政
治、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但究其根
本，还是党性不强，宗旨意识淡薄、理想
信念动摇所致，更具体一点，是封建思
想和拜金主义、惟上惟尊的庸俗的世界
观、价值观在作祟，是典型的官本位意
识的又一种表现。

党内称同志，不仅是一种民主的象
征，更是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

体现了共产党人无论职务大小、都是人
民公仆的为民情怀和宗旨，更是秉持共
同理想信念，为一个目标齐心奋斗的标
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
显著成效的今天，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愿“同志”这一
亲切而严肃的称呼永不变味，永不褪色，

而绝不能仅只作为两个普通的汉字，出
现在党员干部职务任免的那张纸上，或
者在遗体告别时的生平简介之中。

美丽乡村行

熊涛
西河湾

观音菩萨的净水瓶摔破
泼成这偌大杯绿茶

还未靠近
就闻到清香
岸边的水柳
纷纷垂下枝条
甜蜜地与她亲吻
湾里的小猫小狗
不再相互仇视

头对头地在岸边打滚
湾里的美少女
对此不屑一顾
不知为何

却时常轻轻地到来
梳理那无需梳理的秀发

古村丁李湾
每一块砖

都记录着沧桑
每一片瓦
都叙说着厚重
每一扇门

就是一部敞开的诗书
千年的历史

与现实直接对话
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
显得多余
站在这里
已经足够

戴湾新村
看到这里的草坪

我就想起蒙古包的大草原
看到这里的池塘
我就想起水乡乌镇
倘若在天空挂轮明月
那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

一阵微风吹过
几朵小花向我含笑招手
我尘封已久的爱情
开始燃烧———

注
:

西河湾、丁李湾、戴湾新村均位
于新县。

母亲的土地

王刚
母亲的土地

那是母亲广袤的作坊
天蒙蒙亮时出去
星星点灯后回来
不停搅动着
春夏的绿
秋冬的黄

弯腰画着一幅
永远没有结局的图画

母亲的土地
就是那道地平线
默默存在于天宇中
安静匍匐在脚底下
在静默中孕育着
小草探头
大树微笑

不停地创造着
高于自己的高度

走 进 表 叔 家

奶奶的娘家有
3

个侄子， 我称他们为
“表叔”；

表叔家住罗山县灵山脚下同心村，与
“灵山风景名胜区”一河之隔；

表叔姓杨，他们杨家在当地户数、人口
较多，在村里算是大家族。

因为血缘形成的亲戚关系， 儿时我听
从父母之命， 常在年初按当时农村习俗带
着糖果、 点心步行二十多里沙土路去给表
叔的父母———舅爷、舅奶家拜年。表叔的自
家人和本组群众淳朴善良， 非常受到他们
的呵护和欢迎。 刚落脚他们便拿出山区人
仅有的埋藏在土墙角下， 用沙或土木灰压
着防止生虫用于保鲜的土特产板栗给我们
这些小客人品尝， 并得到他们争先恐后排
着队式的请吃、请住，让我倍感山区亲人们
的热情。

几十年来，走进表叔家，我已记不清有
多少回了。 特让我记忆犹新并敬重的三表
叔，于

1969

年到黑龙江省某部队服役，后任

汽车连排长，在部队生活长达
16

年，头戴五
角星，身穿绿军装，曾让我崇拜不已。

七十年代，天气异样，遇冬季鹅毛大雪
纷纷扬扬， 每逢年末部队探亲时节我的三
表叔必路过我家住上一晚，来看望他的姑
父、姑母（我的爷爷、奶奶）后返回灵山老
家。 其英俊威武的军人形象深深影响了
我。

1981

年我响应国家召唤应征入伍去西
安圆了军人梦。直到后来，我从部队转到
当地工作并调回家乡后，多次走进已退役
且自愿放弃分配在外省工作回到罗山县
农村的表叔家，看到他正在为日常生活辛
勤的忙碌，干着下田种地、自购车辆进行
县城至灵山寺线路客运、担任村干部等事
务。 繁重的劳动使三表叔身患疾病，于
2009

年不幸离世。对于不得而知和不谙世
事的我，对正直、厚道、口碑极好的表叔过
早地离去， 心中有着难以言喻的痛楚。至
于农村有些地方流传的“表叔表叔，扯尾
巴逗逗，逗逗打打，变个喇叭，喇叭吹吹，

变个乌龟”其实是对所有“表叔们”玩笑似
的戏骂，但我却不以为然，感到表叔们都

是可亲可敬、值得爱戴的。

2011

年
4

月，趁从县城下乡途中，我又
专门去过三表叔家， 在三表婶的陪同下来
到三表叔、 三表婶曾经居住多年的老房屋
前， 看着三表叔生前亲自动手建造的大大
小小六间土墙瓦面房屋， 经过多年风吹雨
打依然挺立着，我随后进入院落，已感人去
楼空，倍觉凄凉，只有静坐一会儿，以表示
对三表叔的思念。 同时为三表婶作为一个
普通的农村妇女， 能够坚强的撑起一个破
碎的家，且精神状态尚好而感到欣慰。

2014

年
7

月， 当我再次走进奶奶的娘
家———灵山镇同心村， 见到两位健在但年
事已高的大表叔与二表叔， 与他们聊起现
在的生活情况时， 他们在感慨社会发展进
步了，生活条件富裕了的同时，辛酸地说：

老来难、老来难，人生哪能净少年，日月如
梭催人老，如今轮到我面前的“教儿经”，让
我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的确，岁月匆匆，劝世人孝为本，黄金
难买父母恩。让我们珍惜人生，守护亲情，

多一份关爱，坚强的去面对生活。

赵
雪
峰
摄

□

熊林高

□

王西亮

□

曾庆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