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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消防救援队员
我向您致敬

□李永刚

火是您的仇人
您是火的克星
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处处都有您平凡而高大的
蓝色身影
火场就是战场
烈火中，您一次次出生入死
铸就了蔚蓝色的忠诚
您就是和平时期最可爱的人
您就是烈火中
高高矗立的英雄

英雄的消防救援队员
我向您致敬
是您，守护着祖国灯火璀璨的夜晚
是您，守护着祖国繁星点点的黎明
是您，守护着人间烟火里绽放的笑容
是您，守护着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祖国的每一片沸腾和宁静
您时刻保持着战斗的姿态
您随时听从出征的命令
您的使命就是面对火场，不惧战斗
您的天职就是向着烈火，英勇出征

英雄的消防救援队员
我向您致敬
我听到了
南国的椰林用沙沙的响声告诉我
是英雄的消防救援队员
给了我们海风的惬意，椰林的笔挺
给了我们榕树的繁茂，樟树的香气萦绕
给了我们翠竹青青，杜鹃花红
我听到了
北国高高的兴安岭苍茫的林海告诉我
是英雄的消防救援队员
给了我们林的茂盛，山的安宁
给了我们白桦的挺拔
给了我们松柏的常青

英雄的消防救援队员
我向您致敬
忘不了，熊熊烈火中
是您顶着高温
关上正在泄露的阀门
忘不了，火光冲天中
是您冒着危险
抢出将要爆炸的罐桶
忘不了，在争分夺秒的救援中
是您不惧死亡的威胁
一次又一次冲进火场
背出一个个年迈的老人
抱出一个个哭喊的孩童
忘不了啊
为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多少消防救援队员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英雄的消防救援队员
我向您致敬
您的青春是在烈火中燃烧
您的年华是在消防救援战斗中辉映
有品德，有本事
有灵魂，有血性
这就是您烈火铸成的特质
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纪律
铁一般的担当，铁一般的作风
这就是您在战斗中锻造的忠诚
蓝衣服的您啊，用生命守护着
祖国辽阔大地上的安宁
烈火中，您伟岸的身影
已凝固成蔚蓝色的永恒
英雄的消防救援队员
我向您致敬，向您致敬

春 的 畅 想

在辋川看山看水
□刘章建

三 门 峡 之 旅
□冯兆龙

周末，朋友邀约去三门峡看天鹅，我说三
门峡怎么会有天鹅呢？朋友笑我孤陋寡闻，说
三门峡是天鹅之城。虽与秦地接壤，我却从未
踏上过三门峡这片土地，偶尔开车或坐高铁经
过，也是匆匆一瞥。

风和日丽，我们携妻带女，一路驰骋在广
袤的大地上，其实仔细想来，每个城市都是一
本可读的书。

三门峡地处秦地之东，在历史上一直被称
为陕州，它是随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而
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陕州就是世传为周、召
二公“分陕而治”之地。如今，也许还有许多人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古时的秦地称为陕西？有
人说是因为在河南陕县以西，那为什么陕县以
东不称为陕东呢？

陕县就是今天三门峡市的陕州区，陕州在
西周时叫陕塬，秦时置陕县。公元前 1046年，
周王朝为了维护政权，以陕塬为界，划分为东
西两大行政区，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
西者召公主之。据传，周公和召公还在塬上立
了“分陕石”。这块石就珍藏在现在的三门峡
市文物陈列馆里。实际上从那时起，也就有了
陕西、陕东之分。而周公所治之地就是陕东，
也就是今天山西南部及河南大部。春秋战国
时期，陕西成为秦的根据地，而当时秦国习惯
把陕州崤山以东六国统称山东六国。到了北
宋时期，地方管理实行路制，那时把陕州以西
叫陕西路，而陕州以东因为范围过于广阔而无
法设立陕东路，只能被细分为京东路、京西路

等，这是“陕西”首次作为行政名出现。元朝实
行行省制后，在设立的 10个行省中，有陕西而
无陕东。从此，陕西一名延续至今。

两个半小时就到了三门峡。在朋友的建议
下我们先去陕州地坑院。

初听地坑院，我以为是葬埋人的地方，朋
友说是人们居住的一个场所，也就是地坑院
村庄，就像福建的土楼，只不过土楼在地上，
而坑院在地下。我满脸疑惑，人怎么能在地
下居住呢？

当我走进地坑院，就被先人们的智慧深深
折服，没想到在这贫瘠的黄土地上还隐藏着这
么一个独特的建筑，它依旁大地，深隐地下，随
物赋形，“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入户不见
门，闻声不见人”，它是在平整的黄土地上挖下
的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深坑，从里到外，除
了俯首即是的黄土，没有一丝奢华。走入坑
底，发现它就像一个四合院，四周分布着数口
窑洞，每孔窑洞都是圆拱形，但作用各不相
同。有的住人，分为主窑和客窑；有的储物，当
作储藏室；有的作厨房；还有的拴牲口以及茅
厕等，所有窑洞的主体结构都没用一砖一瓦。

正值午后，我坐在主窑门前，阳光照在头
顶，暖意洋洋，一缕阳光打在脸上，晃得我双眼
迷离。院中有一棵碗口粗的大树，树冠已高出
地面，露出树顶。我突然觉得，与地上树木成
林相比，这孤独的树木未必就内心寂寞，光枝
秃干立寒天，也是一种风景。站在坑院中，望
着这四壁一口连着一口的窑洞，我疑虑重重，

在这足有六七米深的地坑里，人们怎么出行、
怎么排水、怎么生活？坑底四通八达，我穿梭
其中，只见其中一孔窑洞内有一条斜坡通道，
拐个弧形直角就通向了地面，讲解员说这是人
们的出行门洞。门洞旁有一口深水井，是供人
们饮用取水的生活井。院子中间还有一口旱
井，是专门用来聚集渗进坑内雨水的。我原以
为这些地坑院是文物古迹，没想到我所伫立的
罗家坑院的主人 2012年才从此坑院中迁出，他
们在此已居住了 111年。讲解员说这些地坑院
是三门峡市近年来精心打造的文旅项目，目前
已对 100多座地坑院进行修复性建设，成为一
个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点。

地坑院是我国黄土高原地带形成的最古
老、最独特的居民样式之一，据传约有四千年
历史。陕州独特的黄土层为建造地坑院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今在陕州，仍有数万个
地坑院存在在近百个村落中，他们世代在此生
活，从肉体到灵魂都已融入大地。

余晖渐消，暮色渐暗，看来只能明天观赏
天鹅了。

第二天赶早，我们就出发去天鹅湖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此公园就在黄河边上，是一个以
黄河湿地为依托的自然山水景区，西边就是沿
黄观光路。进入园区，沿着栈道前行，熹微的
晨光里，没有喧嚣，没有纷扰，只有微风掠过湖
面。芦苇在风中摇曳，空气中透出丝丝寒意，
岸边的景观大道上，游人们或散步或闲坐，恣
意享受生活的美好与惬意，呼呼的寒风萦绕在

耳旁，我却感觉不出一丝寒意。此时，阳光渐
渐晕开，公园被朝阳轻纱笼罩，水鸟飞翔，湖波
荡漾，湿地景色在朝霞中美丽动人。湖中的天
鹅优雅从容，自在嬉戏，时而追逐游弋，时而展
翅盘旋，偌大的湖面上洁白一片，给这静谧的
世界增添了几许生趣。女儿很喜欢这仙境般
的景色，手中的相机不停地“咔嚓，咔嚓”，似乎
要把所有美景都装进相机。我沉浸在这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中，感叹三门峡人对天鹅
独有的情感，让这寒冷的冬天显得格外温情。

三门峡天鹅湖是在黄河一级支流青龙涧
河、苍龙涧河河道治理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天
然水面。绕湖东去的黄河，穿湖而过的青龙涧
河、苍龙涧河为天鹅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
环境。特别是沿黄生态廊道建成后，游客在体
验母亲河、观赏白天鹅的同时也能感受淳美诗
意的黄河文化。天鹅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也
是一种冬候鸟，喜欢群栖在湖泊和沼泽地带，
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由于三门峡黄河库区
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
的白天鹅从西伯利亚迁徙到此栖息越冬，这里
成为白天鹅的理想之地，三门峡市也因此被誉
为“天鹅之城”，并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
予“中国大天鹅之乡”荣誉称号。

三门峡的变化，得益于黄河的治理，白天
鹅能不远万里栖息这里，就是对三门峡生态环
境最好的诠释。两日的行程，给了我太多惊喜
与迷恋，就要离开了，挥一挥手，却有那么多的
眷恋和不舍。

□孟朋林

趁着假期，我悄悄地踏上了
北去的列车。北国的冬韵美如
画，意正浓，车窗上依旧挂满冰
霜，寒风迎面吹在滚烫的脸庞
上，心中的温暖在默默流淌。这
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
间烟火。

大雪纷飞而至，满目银装素
裹，经过了数个小时的行程，映
入眼帘的除了笔直刺空的白杨
树，还有一片像帐篷支撑起的小
村庄，橙色的门框和窗檐，淡黄
色的外墙。屋顶的烟囱像三根
钢管扎在一起似的，村落周围有
一圈整齐的篱笆，连垃圾桶都如
两个大树桩一样，整齐地排列在
篱笆外。

这个冬天，冰雪旅游成为文
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北上看雪”
成为出行的热门选择，从元旦开
始，人们到“冰天雪地”里打卡的
热情日渐高涨。情侣们裹着厚
厚的外衣，共赴这场冰雪之约，
看皑皑白雪与苍莽林海相映成
画，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尽情撒
欢儿，与冰雪撞个满怀，也颠覆
了我对冬季旅游的认知，让一个
原本想在冬天“逃离”的地方，迎
来“泼天流量”。

坠落的雪花漏了一地白光，
暖暖的阳光慢慢浮现在空中，那
些薄如蝉翼的雪花，此时也凝结
在苍茫的雪地上。林间小路结
了一层厚厚的冰块。此时，东北
人开始上演特技——滑冰，只见
他们双脚一蹭，就如同自由的小
鸟一样，在冰面滑行，看到他们
滑得如此轻松，我也想拥有这项
技能，可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只
得无奈放弃……

漫漫长路，沿途的风景除了
白茫茫的雪地和矗立的白杨树，
还有一片蔚蓝色的天空，身处此
地，我仿佛觉得自己遨游在大海
中，又好像站在群山之巅，好似
一伸手就能触碰到天空。

时钟滴滴答答碾过雪地，不
知不觉又到了傍晚，热情好客的
东北人怎么会让你饿着肚子回去
呢。东北的特色铁锅炖必须安排
上，酒足饭饱，依然意犹未尽。

北方的夜，寒冷刺骨，路上
少有行人，没有城市灯火通明
的喧嚣，目光所及一片安静。
慢节奏的生活让人释放了所有
的压力，抬头望去，黑色的天幕
上群星闪烁，实在分不清哪颗
是北极星，因为每一颗星星都
亮得耀眼。

夜晚，我把揉碎了的月光藏
进胸怀，静静享受北国月色的
美，借着群星璀璨的光，感受冰
天雪地的静美和厚重。突然，我
想念起三月的风，盼它早点吹来
黑土地的芳草香，吹来春天的赞
歌，吹来自由的梦想，吹来希望
的气息。

诗在远方，路在远方，梦也
在远方。北国的列车还在缓缓
前行，窗台依旧挂满冰霜。而我
依然向往远方，迎着自由的风，
披着清晨的光。掬一捧春色，拥
一缕春光，不惧风雪，迎着太阳
升起的方向，勇毅前行！

对于春天的畅想，往往始于农历新年之前
大雪飘落之时。这雪既是给年准备的，也是给
春准备的，当它在空中飞舞时，似乎带着祥音
吉语：“我们来啦，瑞雪兆丰年啦！”雪来了，年
到了，春的气息就有了，人们喜气洋洋，把新年
也叫新春，准备着迎春接福，户纳千祥。

春节不等于春天的开始，尽管写春联、放
鞭炮、点花灯、耍社火等等，这一切都是祈盼
春天到来而准备的浓厚气息。尽管绿色代表
春天，但此时人们眼里的渴望无不是春天的
阳光，用以表达的是鲜艳的中国红。本是大
自然的三原色之一，此时的红色代表了中国，
代表了吉祥，代表了温暖。中国红，红到大洋
彼岸，红到全世界，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
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
国假日，与我中华人民共同祝福吉祥安康。

人们思春盼春，当节气“春分”到来，即所
谓的春天进入一半时，我们才似乎感觉到春
天由远及近——真正的春回大地了。此时我
们的关中，紫气东来，惠风和畅，草木萌芽，大
地泛绿。登高望远，灞桥的绿柳间已有燕子
翩翩起舞，城市的天空中已有白鸽鸣哨飞翔，
渭河两岸边散步的人们已是卸去了寒冬的负
担。大地现出生机，春光无限美好。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恰如对春天的
期盼，而人生不可能都是风和日丽、一帆风
顺，恰如一年四季不可能都是春天。但不经
过残酷的寒冬，怎能见到温暖的阳春。人生
哪能多如意，不经风雨，怎见彩虹。

□王耀征

从我记事起，我就偏爱吃元宵，每年元宵节前妈
妈都会把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
仁、枣泥等均匀混合在一起，做成元宵馅，将其放在
有糯米粉簸箕里来回摇动滚成圆形，再淋些水，多次
滚动，力道的把握尤为关键，力气大了容易碎，力气
小了沾不上糯米粉，反反复复，最终成了圆滚滚、白
胖胖的样子，甚是可爱。

我和弟弟会围到灶台旁，抵不住舌尖上的诱惑，
任妈妈怎么驱赶，我们都不出去。看着元宵由小变
大，在锅中漂起，不免让人联想到天上明月，这时妈
妈就会对我们说：“愿望都在元宵里，谁的愿望最好，
谁一会儿吃到的元宵就最甜，赶紧许个愿吧。”

元宵代表了妈妈阖家团圆的心愿，也许这就是
我为什么喜欢吃元宵的原因。现在父母年纪大了，
家里就不做元宵了。想吃的时候，带着家人到街边
小吃摊上来一碗或买生元宵回家煮。如今的元宵口

味多样、颜色各异，有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口味
有水果味、肉味、蔬菜味……比比皆是，吃在嘴里也
是甜甜咸咸。我不禁感慨，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
拥有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域，
让简单变神奇，却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正月十五吃元宵的习俗源于何时何地，民间说
法不一。说春秋末期，楚昭王复国归途中经过长江，
见有物浮在江面，色白而微黄，内有红如胭脂的瓤，
味道甜美。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者主复兴之
兆。”因为这日正是正月十五日，以后每逢此日，楚昭
王就命手下人用面仿制此果而食之；宋代盛行元宵
夜吃元宵，象征过年团圆、圆满。元宵节有一个生动
的场景，就是孩童们打着灯笼游玩。

我踏出校门参加工作已有18年了。元宵节和家
人一起过是美事一桩，但当元宵节遇到了工作日，也
是满满的回忆。记得在矿区的第一个元宵节，一大

早单位的女工家属协管员们就早早来到井口，为即
将下井和刚刚升井的过往职工，送上一碗香喷喷、热
腾腾的汤圆，在赠送节日祝福的同时，叮嘱他们牢记
亲人嘱托，按章作业，紧绷安全弦。晚上，职工手工
制作的花灯，挂上富有企业色彩的谜面，有企业文化
的、安全生产的、生活小常识方面的，可以说内容丰
富、五花八门，猜到谜底的都可以领到奖品，每个人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这还没完，猜完灯谜还有演出
和抽奖活动，此时红红火火的闹元宵才达到了高
潮。虽然没有舞狮子、没有踩高跷，但我们有企业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大家庭带来
的温暖和快乐。

如今的元宵节，中国节日的传统与现代生活不
是脱节的，恰恰如流水一样连续。不仅有一份人们
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传承，更包含着人们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祈愿。

又是一年上元节
□王小敏

冬至刚过两日，正是西安最冷的时候了。
一出门，手冻得生冷，我们要沿着辋峪河的堤岸

走一走，看一看。
早上八点的辋峪河畔，晨曦薄雾，河水潺潺。踩

着脚下尚未融化的积雪，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
河水裹挟着冰凌，迎着面，流过去，偶尔与水面

上嬉戏的水鸭打个招呼，碰撞一下，旋一个圈，又溜
走了……看着流水，看着水鸭，看着一幢幢高楼向身
后挪动，我突然发现，水流的方向打破了我这个陕南
客的基本认知——水流是从秦岭余脉、从太阳冉冉
升起的方向，从东向西流过眼前……

我们汉中地处秦岭南麓，素来看惯了“一江春水
向东流”的场景，也是习惯了水流自西向东流淌走势，
从骨子里就固守的认知。可是这水流，却反向了……
我一下被水流的走向搞懵了，忍不住惊呼起来。

随行的严天池先生笑了，说：“这辋峪河也是灞
河的支流，一路从秦岭出来，沿着秦岭北麓山势，由
东向西流过来，自上往下，再向下淌，拐几个弯，汇入
灞河，也就归顺了河水东流的走向，最后汇入黄河流

域了。而你们汉江水却是汇入长江的啊……”哦，我
顿时明白了。巍峨秦岭，这个中央水塔的存在意义，
不仅仅是黄河和长江水资源的分水岭，更是浸染和
润泽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和文化的聚宝盆。

沿着河流继续走，望着太阳染红了更广阔的天
际，我们就像朝圣的行僧，顶礼膜拜着神奇的地理产
生的视觉差，再一次沉浸在远古的故事中……

严天池先生是本地人，继续给我们分享辋峪河
畔的故事。

天宝九载（750年）年初，王维离朝屏居辋川，直到
天宝十一载（752年）春。他在辋川，成就了自身山水
诗歌最高境界和园林艺术的最佳构筑。王维是写山
水的大师，又是画山水的巨匠，酷爱山水自然，又醉心
于园林艺术，就是在这段漫长又悠闲的日子里，他从
容地经营着“桃花源”，于是有了辋川二十景。

王维在辋川居住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
品。《辋川集》二十首是王维辋川山水诗的集成。《鹿
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
青苔上。”鹿柴（zhài寨），是辋川的地名。这首大家

耳熟能详的五言绝句，语言清新自然，运用以动衬
静、以局部衬全局的手法，把禅意渗透于自然景色的
生动描绘之中，创造了一个空寂幽深的境界。

而王维的另一首《竹里馆》却充溢着回到大自然
的喜悦：“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
月来相照。”诗中所表现的不只是雅兴，更有一种逸
兴。在这里，他远离了京城的喧嚣嘈杂、朝堂的波诡
云谲、公务的案牍劳形，还有俗世生活中纠缠不休的
琐事和应酬，他尽情释放自己，无拘无束。他抚琴弹
奏，又引吭长啸，好不惬意自适。

听着严天池先生意犹未尽的讲解，仿佛把我带
入那个盛唐华章、风光旖旎的远古时代，让我们凭栏
远眺大秦岭，俯身近亲辋峪河，更增添了拍照的尝试
和赏景的愉悦。

我们就这样走走看看，看山看水，看秦岭巍峨，
看灞河激荡；谝盛唐文章，谝时代发展，谝闲谝忙，谝
虚谝实，一直谝到我们住的国际康养中心白鹿溪谷。

康养中心就在秦岭北麓、辋峪河畔，正是得山望
水、康养民生、愉悦身心、健康生活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