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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揽月 张雨琨 摄

老家槐树满头银发弥漫着香甜
枝头上摇晃着一串串银色的风铃
将花的芬芳撒向四方
妈妈采下一串串槐花
指尖轻轻地拂过
洁白的花瓣轻柔而清香
她做成了槐花麦饭
那香气袭来，让我垂涎欲滴
仿佛品尝到夏天的蜜甜
几十年来那滋味至今回味

今年又到槐花飘香时
望着满树银色的花瓣
老槐树唤醒我久远的记忆
银色风铃依然闪着亮光
树上不时散发出诱人的花香
没了妈妈的手艺
槐花麦饭的幽香还在心中激荡
愿这朵朵槐花伴随着银色风铃
散发着难忘的清香
永远陪伴魂牵梦绕的家乡
再闻一闻空中飘来的槐香
感受夏日里生命的芬芳
（单位：西安京西双鹤药业有限公司）

又闻槐花飘香
□白卫民

适逢周末，我沿着以往的路
线——春临四路，跑步晨练。绕过
社区公园南墙边上的一个栅栏拐
角时，“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
工人有力量……”这亢奋的旋律灌
入我的耳朵。只见远处，一位老人
家正在练太极拳，令我惊奇的是，

“配乐”竟是这首歌。驻足，仔细端
详，才发现老人家打着拳，嘴里还
在忘情地哼唱着。

“大爷，您很喜欢这首歌吗？”
我走过去问道。

“是啊，我太喜欢它了。”大爷
看到我诧异的样子，笑了笑，接着
说道，“每当听到它，我就想起了
我们曾经付出心血和汗水的那个
年代。”闲谝中，得知老人家是渭
南一位退休工人。他是亲眼见证
渭南发展的，从最早的航运楼到今
天的凤凰大厦，从昔日的老城到今
天的老街，再到西部高新开发区；
从当初的手摇式电话到今天的无
线网络……老人打开了话匣子，讲
述起了自身经历和感受。听着老
人家记忆中的故事，回味着那每一
句铿锵有力的歌词，我也顿时沉浸
在了遐想之中。

小时候，曾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火火的年代》《创
业》……那奋斗的时代，那创业的时代，必然会有些创业
的歌、奋斗的歌。遥想《咱们工人有力量》诞生的那个年
代，是多么令人怀念。伴着嘹亮的歌声，年轻的地质队
员在深山幽谷搭起了帐篷；伴着豪迈的旋律，石油工人
在千里荒原燃起了熊熊篝火；和着雄壮粗犷的劳动号
子，建设者们在荒芜的废墟上打下了一根根木桩……他
们用创业的热情，谱写下了一首首豪情满怀的歌曲。

那个时代已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那创业的精神、创
业的歌，着实不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而更应该成为
新时代创业者的“激情”和为之奋斗的一条逐梦之路。虽
然当年只有几顶帐篷的“共青城”已经高耸起一座座现代
化的高楼大厦，虽然素有华夏之根、文化之源、三圣故里、将
相之乡美誉的渭南小县城已从只有当年一条老街，发展为现
如今一座具有规模的、文化特色浓郁的新型城市，但是我
们不能就此卷起艰苦奋斗的旗帜，熄灭拓荒创业的篝火。

有人说，创业是一条“不归路”。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劳
动者，就更要深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不忘初心勤耕耘，在
这条“不归路”上毫不吝啬地用兴趣去激发创业热情、用
责任心诠释工匠精神，诠释职业担当，全力展示出新时代
劳动者的风采。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过好每一天，做好每一件事，在新的赶考路上，交出一份
硕果累累的成绩单。

“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劳
动者之歌，将经久不衰地在我们心中传唱下去。

（单位：轮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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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
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这是
我的家乡——秦岭南麓镇安的真实写照。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优
美的风景名胜，塔云山的奇、险、绝之美，木
王国家森林公园的林秀俊美。无论哪一处
的风景，都与郁郁葱葱的林木结缘，更是那
些爱林人、守林人的一片丹心。

初次去木王国家森林公园，还是我毕
业后回到家乡被抽做林业普查队员时，也
是那次去木王镇普查，有幸认识了老林。
木王国家森林公园原来叫木王林场，管护
面积 3616公顷。老林是林场的老技术员，
看起来憨厚不善言语，但说起木王林场的
一草一木，便如同他的孩子一样。

秦岭冷杉树干耸立，直冲云霄，连香树
雌雄异株、结实较少、可以入药，水青树叶
片卵状心形、花穗状花序……听了他的介
绍，我们才知道木王山生长着 30余种珍贵
树木，难怪这里每天吸引着如此多的游客，
或欣赏森林原始之美或享受“天然氧吧”的
舒畅或科考“西北植物世界”的珍奇。

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去了天蓝、树绿、
水美的四海坪，登上了充斥着鸟语花香的
原始森林——牛背梁，见到了生长于东北
特有的白桦树。当我们不禁发出：“景色好

美呀！”的由衷赞美时，老林也感叹道：“多
亏我省出台《国有林场经营管理办法》及
时，我们认真贯彻‘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
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林业
建设方针，林场人放下斧头，护林造林。年
复一年的辛勤培育，近十多年的工夫，才有
了这满眼的翠绿。”这正如孟子说的：“斧斤
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几年后，我调整了工作岗位，从事森林
防火工作。每年 10月进入防火期后，人们
看见暖阳，只觉喜笑颜开，享受晒着太阳
的惬意之感，而我和同事们，无论节假日
还是平常时间，都要 24 小时值班，组织所
有护林员每天巡林并报告情况，采取严格
措施防控、杜绝火源。尤其像塔云山、木
王国家森林公园这类森林覆盖率在 93%以
上的风景区或山林，要连续保持三十年以
上不发生森林火灾，更需要付出劳苦艰辛
和精心守护。

曾记得有一次参加秦东护林防火联防
检查，陪同检查组又一次到木王国家森林
公园，恰巧碰到了老林接待。他边安排边
说：“明年即将退休，这几年公园也招了一
些人，枯燥、无聊、长年与大山为伴的生活，
没有几个年轻人肯留下来。”

过了一会儿，一名年轻人来到我们跟

前，老林介绍道：“小林，今天秦东联防检查
组到我们公园检查工作，我腿疼，陪同不
了，这次你来陪同，去杨泗、栗扎坪等 4个工
区检查，你要把我们公园爱林护林的做法
好好向领导们做个介绍。”

小林说：“一定完成任务！”我们检查组
一行在小林的引导下，边走边看，远观近看
都是青翠遮天的绿。一片片保存完好的阔
叶林或针叶林，犹如一颗颗绿宝石，生机盎
然地镶嵌在这片土地上。

休息时，我忍不住问小林：“你和老林
都姓林，是亲戚吗？”小林腼腆地说道：“是
亲戚，他是我叔，我父亲身体不好，我一直
由我叔抚养并上学。我叔和我婶婶四十年
来以林场为家，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
冬，没有周末和休息日，一直在林场巡林
和生活。尤其在防火期，更不能有一点懈
怠，每天 10 余小时都在巡山，从这一面山
爬到那一面山，见人就盘查，杜绝火源被带
进山中。我叔因为长期上山下山，膝盖半
月板磨损严重，现在已经走不了山路了
……我职业学院毕业后，看到森林公园招
人就回来了。开始很不习惯这儿的生活，
远离城镇，单调也无聊，但我叔对我生活上
有照顾，对我的工作也有指导，现在渐渐有
点儿喜欢这里了，也理解了生活在群山里

的人跟生活在草原上和大海边的人一样，
只是工作地点和内容不同，只要看见叔仰
起头来看青山和树木喜悦的神情，自己每
天也能看见苍翠欲滴的景色，就感觉护林
工作也不是那样的枯燥了，树木山水也有
灵性。”我们一组人为小林能较快地适应林
业工作而感到欣慰。

这一次护林防火联防检查，我尤其感
觉到，检查的不仅仅是茂密的树林及护林
工作，而是发现一群人对林业的热爱、坚守
和责任。一代代护林人将光荣的使命传承
下来，用青春、担当和奉献，守护着这片绿
色家园，将汗水与泪水洒播在一片片森林
之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几代人的
坚守，才有了今天享誉全国的 AAAA 级木
王国家森林公园。

近三十年的林业工作弹指一挥间，我
现在虽然不再做相关工作了，但看见林业
人和护林员依然很亲切，遇见他们总会问
候、攀谈几句。每当我看见枝繁叶茂的山
林，黄莺、画眉和啄木鸟在林间飞来飞去，
唱着婉转迷人的歌时，脑海里常常浮现出
林业人艰苦跋涉、令山岭吐翠生辉的身影，
他们在汗水和泪水中收获着成片的绿海，
也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无价的绿色宝藏。

（单位：镇安县人大）

一片丹心守护绿色
□陆金凤

五月到来想妈妈，我又一次想起牵着妈
妈的手，走十里路去上会的事。

妈妈年岁大了，走不了十里路，几年
了，也再没能上街走一走。五月，三要街道
逢古会热闹，我一心想让妈妈上街再看看
近年来街道的繁华，也想趁此机会，让她吃
些喝些爱吃爱喝的东西，买些她喜欢的东
西。妈妈什么车也不敢坐，我便陪她走走
歇歇，用一天的时间来走十里路。妈妈害
怕走路，但又为我陪她上街而高兴。

好在那十里路如今都修成了能通大车
的公路，路面宽畅平坦。两面高山上树木
葱郁，栲树、槲树叶嫩枝绿，一条小河随山
移路转而蜿蜒向前。天上鸟儿飞，水中鱼
儿游，漫山遍野的山花点点，这些熟悉的话
题，让我和妈妈有说不完的话。一路而来，
竟也不觉得远，我们只歇过五次，半天就走
完了十里路程。

拐过一个山嘴，刚能看到三要街的时
候，妈妈就傻眼了，以为走错了地方。“这是
啥地方呀？”三要街因为是陕西、河南两省
交界处的边贸重镇，近年在商洛地区率先
完成了小城镇建设。这里商铺林立，加之

铺设了妈妈从来没见过的柏油路，车来车
往，繁华热闹。站在街口，我给妈妈指点
着，介绍着。

穿过路上的斑马线，从东新街入口进入
正街。妈妈看着那来往不停的车辆，脚步
迟疑，不敢挪步。我突然想起，我该牵着妈
妈的手走了，就像当年妈妈牵着我的手学
走路一样。妈妈害怕，她也就不禁伸手靠
向我。我的心猛然一颤，牵着妈妈满是皱
褶的手，眼睛慢慢地湿润了。

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牵过妈妈的手
了？记得小时候上学，要过一条小河，妈妈
总是向我伸出手来，把我的小手紧紧攥在
掌心，一步步挪过河上木桥。又记得第一
次随妈妈上街给我从货摊上买一件棉袄
时，也是妈妈牵着我的手，从东街挤到西

街，又从西街挤到南街，货比三家，硬是省
出了两角钱来，让我有一个烧饼和一个粽
子吃……那时，牵着妈妈的手，便觉得整个
世界都是安全的。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小手已成了一双
大手。现在她步履蹒跚，需要孩子牵着她
的手走路了。而这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
双光滑、圆润、结实的手了，它是那样干枯、
粗糙和瘦小，几乎可以包在我的手掌心
里。有车来时，她紧张地攥紧我的手，像孩
子一般寻找着依靠……可是，身为儿子的
我，为什么总是没有注意到呢？一阵酸楚
在心底浸染开来……

牵着妈妈的手，我分明看到妈妈的眼角
有亮晶晶的东西闪了一闪。原本想来，今
年，明年，后年，我还要牵着妈妈的手慢慢

走，走过 99，走过 100，可是，这只能是五月
的回忆了。

春暖花开的时候，她走了，她笑着对我
说：“活了 98，够了。”我知道她说的“够”的
意思，就是值了。但我怎样也不愿让妈妈
走啊，可我再也牵不到她的手了。

（单位：洛南县三要中学）
□韩景波

五 月 的 思 念

在杜鹃鸟一声声“算黄算割”的啼叫中，
郊外那一垄垄茁壮的麦子渐渐黄了。此情
此景，让我不禁忆起了小时候的夏收。

深秋里播下种子，发芽出苗；冬天里生
根分蘖，迎风成长；春天里起身拔节，扬花
结籽；到了夏天，麦子黄了——穗大粒饱，
满地飘香。

看着一片片金灿灿的麦浪，抚摸着一支
支鼓胀胀的麦穗，浓烈的喜气爬上了农人的
眉梢。麦子黄了，一种奇异的气氛在村庄里
氤氲、弥散、发酵。大人小孩的脸上都透着
喜悦，透着兴奋，透着无尽的希冀与期盼。
麦子黄了，该开镰了，要收获了。

闲置了一年的镰刀、木锨、木叉、木耙、
推板，被从阁楼上取下来，该维修的维修，该
擦拭的擦拭。把镰刃拆下来，搁在磨刀石上
仔细地磨，呲啦呲啦，淋上水，试一试刀锋，
直到满意为止。再去集市上买几顶新草
帽、一个新簸箕，添置几样顺手的新农具。
一切就绪，就等着麦子黄透了。

天刚麻麻亮，人们拎起镰刀，戴上草
帽，再提一瓶水，就匆匆下地了。站在地
头，瞭望着那密匝匝的麦穗，身上便有使不

完的劲儿。
俯下身子，左手扶着麦秆，右手舞动镰

刀，一撮麦子便被割了下来。将手里的麦
秆一分为二，在麦穗一头打一个结，就变成
了一股腰绳。把腰绳放在地上，将割下的
麦子横放在上面，差不多一搂的时候捆扎
起来，一个麦捆就成了。随着麦捆数量增
多，挺立着的麦子越来越少，地里豁然开朗
了起来。直起身喝一口水，聊两句，品一品
丰收的景象，心里无比惬意。

如果碰到一只蚂蚱，就逮起来，用麦秆
编一个笼子带回家，放在屋檐下听它唱歌。
如果发现一棵桃树或者杏树的幼苗，就挖起
来，栽到自家房前屋后，几年后就能结出一
树果子。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收获的不仅
仅是麦穗。

割麦时要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子，不能穿
凉鞋，不然皮肤会被麦叶、麦芒擦伤，脚也会
被麦茬扎伤。麦茬要割得低一些，以免影响
秋播出苗。大人在前边割麦，小孩跟在后边
捡拾麦穗，人人都不能闲着。到了中午，太
阳晒得厉害，一片地也割得差不多了，该回
家休息了。这一天的饭食要隆重一些，少不
了鸡蛋油饼，这既是对辛勤劳作的慰劳，也
寄托了一份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等到日头稍稍偏西，便又该下地了。
把剩下的麦子割完，再把麦捆装上架子车，
拉到打麦场上。麦穗朝里，麦秆朝外，围成
一个圈，一层层往上码，直到垒成一座宝
塔。夏收时节，最怕的是下雨。摞起的麦
捆，只需把顶上苫好，就算是来一场大暴雨
也不怕。

碾场那天，再把麦垛拆开，把麦捆解散
摊平。仍然是麦穗朝里、麦秆朝外，在场上
摊成一大圈，在上面再重叠一圈，直到麦捆
全部摊完。摊好的麦场像一个圆饼，碾场的
老农，吆着黄牛，拉着碌碡，开始碾场。等麦
穗差不多碾散了，麦秆软了，翻一下场再
碾。等到起场时，众人上手把麦粒和麦草分
开堆放。接下来就要扬场。

扬场是个技术活。老把式拿一把木锨，
铲一锨麦粒往空中一扬试试风向，人站在上
风头一招一式开始扬场。麦粒在空中飞舞，
等落下来，金灿灿的麦粒就会和白花花的麦
壳分开。这时，主家就要拿来口袋、拿来斗，
把麦粒装起来。这样的麦粒还不能入仓，尚
需在阳光下曝晒三天才能贮存。

如今，家乡的夏收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
化，乡亲们无需再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地收
麦了。但是，夏收依然是乡亲们心目中的一
件大事。夏收期间，村庄里依然充溢着节日
的气氛。

夏收的同时，农人们又会种上玉米等秋
粮作物，开始了新一轮的耕耘和期盼。

（单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引信研究院）

麦 子 黄 了
□张志兴

今年的春天，可谓是一个漫长而摇摆的季节。
四季在短短几个月内频繁更替，一会儿是风和日丽

的春天，一会儿是艳阳高照的夏天，一会儿是阴雨绵
绵的秋天，一会儿又是寒风刺骨的冬天。甚至一天经
历四个季节，几乎天天在街头都可以看到不同厚度的衣
着打扮。

进入五月也有一段时间了，近两天才看到火红的太
阳。是季节扰乱了人心，抑或是天气迷惑了人的身体？衣
服薄了、厚了，长了、短了，早上都要看着手机上的天气预
报，再穿衣出门。可即便面对天气预报，人也有失算之时，
或许诸葛在世，也不能掐指算得清清楚楚，可谓是：“人算不
如天算。”面对今年的春天，的确如此。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笔下的景
色，一下子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偶有的一个晴暖之日，
仿佛遇见了久违的老友一般，人们也格外神清气爽，似乎卸
掉了千斤重担，走路都带着一股风和一股劲。

只是“好景不长”，这个春天更多的是被阴雨所裹挟。
没有了杜甫笔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那般美好、那般“春雨贵如油”，更多的是孟浩
然笔下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
多少。”一场场大雨，拉长了春天的脚步。

街道两旁花开正艳、姹紫嫣红，硕大的月季花被大雨浇
得失魂落魄，犹如突遭摧残的娘子，花容失色。小区旁那些
枝叶茂盛的链子豆树，花开正旺、芳香四溢，一场雨后，细碎
的紫粉色花瓣便悄无声息地落满一地，令人想起“春风桃李
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的凄凉之景。甚至于几天前，从
白鹿原采摘回来的芍药花，也在一个晚上萎靡不振，凋零花
落，令人痛惜。

这个春天太过曲折，颠覆了人们认为“西安没有春天，
直奔夏天”的感知。往年的一切今非昔比，而更多的是“落
叶惊残梦，闲步芳尘数落红。”当周末的清晨被窗外叮叮当
当的雨声惊扰睡梦之时，那该是怎样一番懊恼的心情？再
看到精心打理扦插的花朵，花瓣撒落一地，竟有些“落花无
情，人有情”的怜惜之感。春天本该是草木旺盛，花开鲜艳
的季节，可一场倒春寒，给植物一个突然袭击，让那些正欲
蓬勃生长的植物饱受摧残，生命甚至也戛然而止。生命力
的旺盛，不以植物的特性为转移，最怕遭受突然一击，不是
趴地不起，就是信念顿失。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
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的这首词，映照出多少此时此
刻的心情。走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感觉不到它的珍
贵，只是从心灵深处涌动出对它的反感，以及对往常美
好春色的回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已成为往年
的景象，面对铺满一地的落花，不由得心生哀叹和惋
惜。“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催。愿教青帝常为
主，莫遣纷纷点翠苔。”也真正地理解宋朝诗人朱淑真，
面对眼前落花时，心中的这份感慨。

生活不止是文人骚客笔下的落花，更多的是阳光明
媚、万紫千红的美丽春天。春天，毕竟是万物生发的季节，
是一年一度希望的开始。春种夏收，春华秋实。万物生长
靠太阳，没有春雨的浇灌，何来夏天的丰收景象？何来秋天
的累累硕果？金秋的丰收是春天滋润的结果。谚语道：“春
雨贵如油。”当一阵春雨过后，田野里的庄稼喝足了水分，吸
收了充足的营养，朝气蓬勃，茁壮生长。春雨，净化了空气，
涤荡了美丽的城市和乡村。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红终有一落，
这是自然规律，也是回馈大地母亲、回馈自己的母体，最好
的表现形式。 （单位：西安市未央区作协）

雨
□孙蕊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