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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歌

幸 福 里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当我来到幸福里社区时，

深切感受到这句话的意义和其精神的深邃。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就是这句话的缩影吗？

你看，幸福里社区的群众是多么悠闲和自在。他们
或散步聊天或下棋看书，享受着奋斗出来的美好生
活，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享受着党的阳
光，过着如此幸福的生活。再看看这里的街道环
境，整洁如新、高楼林立、市场规范、经商文明，到处
呈现着和谐优美的画面，我从心里顿生出了羡慕与
留恋之情。

看着这温馨场景，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我的前
同事刘霁荣。三年前，她从我们学校调到西咸新区
空港新城，在一个叫幸福村的学校里从事教书育人
的工作，记得当时她是嫁到了这里。今天，如能碰
到她，那也算我们姐妹有缘了。我边走边想，边想
边看，街上的行人一个个似乎都给我释放出平和、
友好的表情。

幸福里社区是空港新城最大的回迁安置社区，
承担着底张街道包括孙家村在内的 19个村征迁村民
的安置任务。从 2018年 6月开始，村民们陆续搬进
幸福里社区，实现了从农村到社区，从村民到居民的
演化过程。幸福里居民们的生活变迁，得益于西咸
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不断探索。

就在社区志愿者为大家服务时，我看见了我的
前同事刘霁荣作为志愿者也在其中，心细的她正在
为带着杯子的老年人续茶倒水。我豁开人群向前走
去，想确认是不是她，好给她一个惊喜。我边走边把
杯子从包里掏出端在手上，伸出杯子准备让她给我
倒水。细心的刘霁荣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到来，抬头
看到先是一愣，随后反应过来，开口便说：“王姐，你
咋跑到这儿来了？”我看到她还是那么快人快语，一
点没有变化，就逗了她几句。“咋！兴许你在这儿安
家，不许我在这里游玩？”听了我的话后，她哈哈笑出
了声，跟另一个志愿者交代了几句话后，把我领到了
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内。

大厅内的墙壁上挂着“15分钟便民服务圈”的图

标，上面还印有具体工作以及工作制度等内容。周
围是造型独特的沙发，一次可容纳四十多人在此休
息，办公设施一应俱全。里面还有不少的工作人员，
为办事的群众服务。原来我的这位同事因要照顾多
病的婆婆，调回不久，便通过考试成为社区的工作人
员。从此，她不仅保障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醋
外，还要把社区人们的吃、穿、住、行、医挂在心上。

刘霁荣告诉我，她们这个村作为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融合区，已得到国家正式验收通过。幸福里
社区被细分成 13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有专职网格员，
为居民提供计生、民政、社保 3大类 10项“帮代办”服
务。通过智慧化、网格化平台和专职网格员上门走
访代办，社区构建了群众“零跑腿”服务体系。目前，
虽说小区内各项基础配套设施完善，但群众日常的
生产生活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

说话间一位大妈因家里突然停电来到刘霁荣跟
前，让她赶快帮忙解决问题。刘霁荣问清情况，进行
登记后，便给社区电网管理员拨通电话告知此事，让
赶快去处理。随后，她向大妈说：“陈姨，你快回去，
处理故障的电工马上就到你家。”大妈说了声谢谢
后，急忙往家赶。就在刘霁荣又准备跟我说话时，又
有一位 60多岁的大叔和两个中年妇女来到她跟前。
大叔是为老伴办理养老费的转入上传登记业务；另
外两人一个是专门来约刘霁荣，三天后替请假的老
师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上“四点半课堂”，另一个是
社区舞蹈社团的负责人，她约刘霁荣下午给大家再
辅导一下舞蹈的花样动作变化。刘霁荣不急不躁，
忙而有序地用半个小时处理完所有事。当要起身相
送这些办事群众时，她的电话响起，里面传来电管员
的声音，“你好！刘姐，陈姨家的电已修好。”刘霁荣
听后，会心地笑了！看着刘霁荣在这片天地用另一
种方式实现人生价值，我真为她高兴和骄傲。

就在她起身相送办事群众时，我看到她的笔记
本扉页上写着：鲜红的党旗在心中飘扬，民有所呼，
我有所为，我愿用我最大的努力，让幸福里的人民群
众享受到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秋叶里的春天记忆
□白来勤

飒飒秋风 步履匆匆
回眸一望再回首
黄红绿褐的秋叶
随着她的目光
由枝头向空中飘逸
由空中朝大地盘旋
翩翩 片片
交替演绎着
自然质朴的桥段
有的尽情飞舞
展现诗意妙曼
有的怅然若失
发出由衷的喟叹
如马赛克覆盖季节的脸
模糊了岁月多情的双眼

春天的日记不会说谎

她拍摄下

内心羡慕耕耘的播种者

徜徉似水年华欢悦浪漫

笑声响遏行云

气势直冲霄汉

她铭记着

踔厉奋发不懈攀登者

挥洒晶莹的汗水

滋润勇毅的容颜

春天更明白

此刻面对漫天飞舞的秋叶

有人心旷神怡五彩斑斓

即使做个梦也酣然香甜

铁塔的生命力
□陈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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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思国汉语情
□张引红

我是陕西楞娃一枚，长安赤子一个，
现旅居国外多年。但祖国神州、陕西西
安，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我一直背负着
祖国和故乡的山水在异国他乡旅行。

人离故乡越远，心离故乡越近，思
念之情更炽。怎么来纾解思国念家之
情呢？这一直是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做
不完的功课。

一个人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根子上
就是对祖国和家乡文化的认同和归属
感。说起来不禁让人泪目，我等寄居国
外者，一直都凭靠汉语言文字自赎自救，
自觉不自觉地以说家乡陕西话，化解心
头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强化自己是陕
西娃、中国人的身份感。

“嫽扎咧”“美得太太”“咥饱了没”
“碎碎个事”“那就是个大瓜怂砍头
子”……常常，我们与家乡亲朋好友电
联，一开口，总是特意撇秦腔，大嚷几句
陕西土话。我们几个旅居狮城的老乡一
见，不管应景不应景，从头到尾一直说陕
西土话。那时刻，这里就成了“陕话角”

“秦腔话剧”。陕西话一出口，大家心里
都格外舒适，有的人眼里还闪起了泪光，
觉得自己确是地道的陕西人，思乡之情
得到了极大慰藉。为此，我们几个身在
新加坡的陕籍人时常约聚，就是为了说

说陕西话，聊聊西安美食，缓释思乡情
怀。还真特管用呢！

俗语在咱们国家，就是广泛流行的
定型语句，一说起来，颇解思乡情怀。
因此，我们还十分喜欢用在中国流行
很广的段子来表明自己中国人的身
份，慰藉思国念家之情。一次，我在德
国街上遇到似是老陕的一个熟人，我俩
互相打量许久，上前拥抱对方。我高声
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辘辘腹
中肠，身上破衣裳！”她亮着嗓子和我
说：“老乡见老乡，满脸泛红光。衣美气
势壮，笑得嘎嘎响！”随后，我俩几乎是异
口同声地说：“太中国了，太有家乡味了，
解了思乡念家苦了！”

歇后语，是中华文化瑰宝，中国特有
的语言表达形式。会说歇后语的，不是
真正的中国人，就是中国通。一直以来，我
虽在异国他乡，但十分喜爱阅读华文报刊
书籍，还喜好把读到的歇后语，集录收藏在
书香宝匣中。“姓王的遇见姓汪的——差的
不是一点啊！”有一次，我跟客居马来西亚
的两个老陕朋友聚会，我撇了这一句歇
后语，把他俩逗得鼻涕花儿的，如闻最地
道的乡音，还让我把这话发给他们收
藏。还有几个身居国外的北京和西安朋
友，知道我辑录有数百条歇后语后，都要

求转发收录。大家说：“说了看了歇后
语，就像又回到了祖国，亲吻了祖国，吃
了地道的家乡菜，受用得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思想瑰
宝闪耀世界。世界上不少国家上至政要
下及普罗大众，都对中华文化爱不释手，
孔子、孟子、苏东坡等圣贤人杰语录是他
们引经据典的根本。我们这些海外游
子，也经常在说话著文中引用祖国五千
年来圣杰名言，既为自我增加话语文采，
更是为了彰显我们是中国人。“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每当我们说起古
人名句，都为伟大的祖国先贤骄傲，也仿
佛自己穿越到了几千年前的华夏，深感
我们中华儿女的根深脉长世代流芳，生
而为华夏子民的无比幸福！

抹不掉的黄皮肤，摄不去的中华魂。
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壮美山河，奇美的
三秦大地，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精神图
腾。无论我飘泊在何国他乡，我都会一
如既往，用祖国璀璨的汉语言文化瑰
宝，用激情的秦腔陕话，致敬祖国，亲近
三秦山水！

那是大地上舍我其谁的钢铁巨人，它
揽月挽云；那是苍穹下天马行空的神奇
天桥，它跨江越岭；那是田野中骄傲崛起
的壮美诗行，它颂唱光明。

如果说电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文明
的标志，那么传输高压电流的铁塔就像
工业文明写在田野上的惊叹号，让田野
别具一份豪迈与时代性。

我曾在东北的黑土地上，遇见高压铁
塔的矩阵。

那是玉米将熟的季节，我们驱车在一
人多高的玉米田里穿行。扑入眼帘的，
除了散漫的榆树、稀疏的村落，就是那密
密匝匝、无穷无尽的绿。一路的绿意赏
心悦目，但看得多了、望得久了，竟也略
感单调与沉闷。

蓦地，天际间一簇闪亮的银白让人眼
睛一亮。“看，那是什么？”稍近，眼尖者首
先呼喊：“铁塔，是铁塔！”俟更近，众人全
被震撼了。那是怎样的铁塔矩阵啊！但
见蓝天之下、玉米海边，方圆四五里范围
内，三四十座 40来米高的铁塔拔地冲天，
巍峨林立。那些梯形、菱形、三角形的铁
塔，挺腰展臂、逶迤牵绊，势若一座座钢铁
城堡，迎风揽云。城堡顶端是无数碗口粗
的电缆，纵横穿梭织成一张巨大的天网，
伸向四面八方。轻柔的云儿从塔尖缓缓
拂过，远来的风吹过电缆发出响亮的回
响，而阳光照在塔身上反射的团团光斑，
让抬头仰望的我们忍不住眯起眼睛。

天空和脚下的黑土地，因这气势磅礴
的铁塔矩阵，显得愈加广阔无垠。自然
造化与工业文明的美美与共，如一幅黑
土地的木刻版画烙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与东北的铁塔矩阵相比，更让我动心
的是家乡浙东田野上的那些铁塔。

浙东的田野与东北的田野不同，你最
多走一公里，不，或许只是走几百米，肯定
会看到蜿蜒的河流、清澈的水塘、像酒窝
一样漾动的湖泊。湿润的水气如无形的
面膜，敷在田野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

目光所及的四周，总是会有修枝摇曳的园
林、绿阴婆娑的树木、石面斑驳的小桥和
乌瓦白墙的村落。浙东的田野不应叫田
野，更是一种田园风光，一派旖旎的诗意。

以前，那田野上并没有铁塔，建铁塔
大概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事。一艘艘装
得满满的木船停在大河两边，无数银色的
钢架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被运往田野中
间。木船不断往来，田野里的钢架也在不
断升高。钢架很快到了我们需抬头仰望
的高度。一个多月后，当钢架顶端的红旗
在风中哗哗飘动时，一座“夫”字形的铁塔
终于成为这一带最引人瞩目的庞然大物。

大河两边的田野上各耸立起一座铁
塔后，那些铁塔又向远处和更远处的田野
延伸，及至伸向我们只能看见轮廓的远
山。而那些耸立在田野上的铁塔，尤其是
大河两边的那两座铁塔，给田野以及我们
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田野上的人所
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既显性又幽微。

铁塔的顶天立地，让浙东田野骤然添
了雄壮，张扬着轩昂的阳刚之气。而在我
的眼里，铁塔更是一柱擎天的桅杆，让画
舫一样停泊了几千年的田野和村落撑起
了风帆，骄傲地开动。

是啊，铁塔的耸立，赋予我们对田野
的新的审美。

高考失利那年，17岁的我一度陷于消
沉，不想与人交往。很多个清晨和黄昏，
到有铁塔的那块田野去走走、看看，成为
我重要的排解方式。因为与田野和铁塔
的近距离接触，我看过旭日从塔尖升起的
瑰玮，目睹夕阳染红塔身的奇丽；我心醉
于塔影随麦浪舞动的美妙，也聆听过雁阵
从塔上的天空北归的叫声；维修电缆的电
力工人骑在40米高处，从大河那边溜向大
河这边的勇敢，更让我惊叹失声。

很多时候，我坐在铁塔底座的台基上
独自沉思，这样的沉思有恍惚、有迷惘、
有纠结，也有领悟和开朗。如果铁塔象
征力量、昭示一种坚定和豁然进取，那么

那些从远方而来又向远方而去的电缆，
无疑也是一种传送和灌输。它传送远方
有一个更广阔而精彩的世界的认知时，
也灌输了我走向远方世界的信心和勇
气。也许正是接受了这片耸立着铁塔的
田野的暗喻与启蒙，才让我找到人生的
目标，并勇敢地迈出脚步。

这样的暗喻与启蒙，意义远不仅仅是
对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铁塔周边
村庄里的许多人率先闯荡上海、杭州等
城市，搞建筑、揽工程，修马路、做市政，
使那些村庄成为远近闻名的建筑专业
村。其实，在浙东的田野上，有两件事特
别富有意义，一是二十世纪初期萧甬铁
路的开通，二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来铁塔的建造。一纵一横，恰如工业文
明在田野上画出的经纬。而这样的经纬
给田野和村落中的我们带来物质红利的
同时，更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和
精神信仰。或许这正是文明的意义，也
是文明的生命力得以持续的必然性。

我认识一位喜欢摄影的乡村女孩，她
摄影的主要题材就是家乡的田野和田野
上的铁塔。虽然女孩生活在乡村，也没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她一直乐此不
疲。她起先用手机拍，后来有了一架单
反相机。我看过不少她拍的照片，有铁
塔耸立于油菜花海中的剪影，有塔尖含
着夕阳、塔身披着晚霞的远景，也有雪落
在电缆上、天地一片苍茫的写真。还有
几张令人震撼的特写，黑云翻滚中，闪电
在塔尖炸亮，看起来就像塔上长出一株
直刺苍穹的火树。

女孩不健谈，但看得出因拍摄而快乐
充实。有一次，她告诉我，那些铁塔自她
出生就在了，一直伴着她长大，就像树木、
河流、云彩、庄稼一样，也是鲜活的、有生
命的。一番话让我颇受感动。是啊，物
质文明的产物或标志，如果能像自然界
的树木、河流、云彩、庄稼一样，都是有生
命的，这样的文明才是珍贵而美好的。

周末清晨，阳光明媚，约好友自驾前往黄龙神道
岭，领略自然风光。上洛川塬朝东进发，视野开阔秋高
气爽。省道两旁，“红富士”藏在叶间“咯咯”笑得正甜，
吸引得我们目光贪婪，嘴里泛甜泛酸。

车子七拐八旋，不觉进入黄龙界，说笑间车子继
续翻山越岭。扬言要“偷”苹果的又怕主人放狗；思谋
着摘花椒的又怕扎了玉手……于是轮流高歌，抒发豪
情。正唱得“心口口疼、肉眼眼抖”，要死要活时，忽然

“神道岭景区”五个红色大字横在眼前：一条石雕巨
龙，张牙舞爪腾云，神气盘亘岭上；龙背上盘古赤膊抡
斧朝天砍去，气势如虹。

据载，神道岭古称梁山，《诗经·大
雅》记载“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意思是
雄伟梁山，大禹治水曾经过这里。神道
岭山高林密，是韩城、宜川、黄龙之交通
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北宋时期开辟响
道，如今被誉为“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的绿
色宝石”。“岚深雾重，不见三光，惟有乔
木，倚塔高涨”，深入林中，“长林迷极目，
草露滴征颜”。神道岭隐藏的响道是明
朝军事运粮及百姓逃避战火的通道，和
咸阳起点的秦直道并称“陕西东西两
路”。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历代墨客咏诗
讴歌，留下许多宝贵文化遗产。

此时蓝天恰似一泓湖水，就不由得
担心盘古爷这朝天一斧，若凿破天湖，人
间洪水再度泛滥，大禹能否还会如期而
至，挥铲疏导？眼前景物飞霞，色彩流
金，满眼苍茫。极目远望，峰岭叠嶂，远
山锯齿般绵延不断，有飞鸟高空悠然翱
翔，画面骤然生动，禅意幽远。近处一
丛丛、一片片芦苇妩媚生动，像菩萨手
中拂尘般飘逸，在风中婀娜摇曳。“蒹葭
苍苍，白露为霜……”诗句心底吟唱，风
中传扬。阳光如火，视野开阔，精神爽
朗，心旷神怡。

群山像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这深秋精灵，蓄积
一年能量，辉煌爆发，惊艳明丽。铺一张巨型七色地
毯，挂一匹巧手彩色织锦，泼一抹朝霞辉煌壮丽；山川
浸染浪漫，暗香风中涌动。萧萧秋风里，我注视群山，

蓦然浮现动感：披着彩衣的群山，似一群
飞龙云雾蒸腾，穿梭舞动；定睛再看，彩龙
又定格成绵延群山，和“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诗意妙和。

车子继续沿蜿蜒山路前行，遇景点即
停，和游人一起居高临下观赏、感叹、感动。

蓦然间发现火红枫叶一片，阳光下群
山变成顶着红盖头的新娘。满眼的红叶
秋风里似滚烫的血液在血管里奔流，像身
边龙吟虎啸的黄河。

沿着山路下到谷间，一条小溪玉带环
绕；一群黄牛，阳光里平卧哲人般沉思；
一只红顶山鸡，从眼前小路慌乱横着穿
过，钻进山坡草丛，倏忽消失。继续前行
发现一户人家，玉米棒爬在树身上，红辣
椒骑在院墙上，包心菜正懒洋洋晒着太
阳，女主人缝补衣裳，任时光在指尖静静
流淌。眼前田园风景，让人疑似误入“桃
花源”，流连忘返。

神道岭秋景浓淡相宜，让人心底思绪
飞扬。神道岭的秋天比春天更洁净，比夏
天更热情，比冬天更明丽。“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澄澈，“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的绚烂，和“黄龙秋韵色无涯，

枫叶满树红于花”的诗意，谁能企及？
夕阳西沉，落日壮阔。在萨克斯缠绵的《回家》旋

律中，车子行驶在返程路上。我们闭目养神满脸微
醺，沉醉夕阳中，笑意荡漾在脸上，似一片红叶飞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