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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情注红笔尖，躬耕教坛年复年。

苦口婆心不惮劳，呕心沥血未从闲。

不图名利不慕权，乐育英才满校园。

为圆美丽中国梦，发如霜降亦陶然。

老丁抒怀

王鹤九

一场秋雨后，

暑热化为凉。

迎来秋高气爽日，

醉闻稻花香。

春华孕秋实，

丰收已在望。

辛勤耕耘收获时，

心情最舒畅。

卜算子·秋实

汪鹏

当山乡的夜来临
萤火虫拉开炊烟的帷幕
在山村里点起了一盏盏流动的灯笼
忽明忽暗的荧光
是流动的音符
弹奏在稻田夜的画布上
成群的孩子嬉闹着捕捉流萤
萤火虫的流光
点亮了村子一个个漆黑的夜晚
也把一个个童话挂上林梢
萤火虫的尾灯上
带着稻田里庄稼拔节的声响
沾满夜风里玉米瓜果的清香
蓝中透黄的萤光
是孩子眼中的蓝宝石
璀璨着孩子们单调的夜晚
牵着顽童简单快乐的时光
让捕捉流萤的孩子
用欢乐缀满梦的蚊帐
萤火虫飞过的少年
成人后再难寻找童年的那片荧光
大人们涌进都市
稻田种上旱地的庄稼
山村的萤火虫
只在梦里
才把童年的那个夜晚点亮

飞在童年的萤火虫

陈浩

那个最疼爱我的人

文成

昨天晚上接到宝贝放学，已
6

点
50

分了。 急匆匆拉着女儿的手
向停在较远处的汽车奔去。每次都
是这样的急急慌慌，想将时间尽多
地留在家里而减少在外面的停留。

走到学校甬道外临大街拐角
处的小商铺门前，我一下子放开女
儿的手停了下来。 我看见了母亲。

我
78

岁的老母亲坐在商店门前的
塑料连椅上。 不用说，她是在等待
放学回家的孙女儿。母亲没有戴手
套的双手就放在寒风中的膝盖上。

我弯下腰，一下子捉住了，紧紧地
攥在手心里。 我说：“妈妈，这么晚
了你怎么在这里？ ”母亲笑了，指着
我的女儿，“你的宝贝明天中午要
吃冻豆腐， 我到那边没有买到，累
了，歇歇，等会儿再到你门口的超
市看看能不能买到，要是实在买不
到的话，明天中午就吃别的，好吗
宝贝？ ”母亲继而转向她的孙女儿，

拉拉她的小手。女儿懂事而乖巧地
点点头，说：“可以，奶奶，吃啥都
行，您就别再去买了。 ”母亲却执拗
地坚持要到那家超市再看看。

按照学校规定，女儿是应该在
学校吃午饭的。 但是，她说学校的
饭菜不好吃，坚持要到学校对面奶
奶家吃饭。我考虑到母亲年纪大了
太辛苦而不同意，但老母亲却欣喜
地包揽下来，每天如同一个忠实的
老仆变着花样像伺候公主一般乐

此不疲地殷勤地喂养着我的女儿。

我嘱咐母亲慢点， 注意安全，

拉着女儿开车跑了。将母亲兀自放
在黑夜的寒风里。

跨进家门的一霎间，我突然毫
无征兆地一下子“惊醒”了。 哦，我
的母亲，还要在黑夜的寒风里步行
到我家门口超市，为我女儿买冻豆
腐。 我是如此得混账啊，怎么就没
想到让母亲坐车来到超市呢，怎么
就没想到自己买好直接送到母亲
家里呢？一种深深的自责，不，是罪
恶感涌上心头。

中国传统的下倾的“爱”的方
式，累垮一代又一代长辈人，而后
辈对长辈的回报却不及长辈人对
他付出之万一。 犹如今天，面对寒
风中买菜的母亲和放学归家的女
儿，我本能地拉紧女儿而抛下那个
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

我的体会愈发深刻而感到心
疼。 我想时刻提醒我自己： 爱母
亲，陪伴母亲，做好母亲的儿子，

在母亲渐行渐远的岁月里， 在与
母亲相处相伴愈来愈少的每一个
日子里……

杏

赵主明

麦子黄了，杏子也黄了。

恰好有朋友到来， 就摘一些，

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冲，颜色更显
鲜亮。说它金黄，不确切，“杏黄”更
准确些。有的果子，向阳部分，还带
着红晕。装好果盘，端进客厅，朋友
们几乎同时伸手去拿。 一掰两半，

暗黄的果肉立马散发出特有的杏
香。 咬一口，软绵酸甜。

大家兴致勃勃地品尝着杏子，

话题自然就从杏子开始。 你一言，

我一语，从农村说到城市，从过去
谈到现在，从同学谈到同事。

家乡农家爱在房前屋后栽植
杏树。我家的宅子上，也是同样。乡
亲称那品种为“麦黄杏”。 想来，他
们并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区分杏
子的品种，而是习惯从杏子成熟的
早晚来加以区别。 小麦黄了，杏子
也黄了，这就叫“麦黄杏”。

现在屋前的这一株，从时间概
念来说，可以叫做“麦黄杏”，但从
果子大小来看，比起老家栽的那种
小了许多， 似乎不是同一个品种。

老家的那两棵树，杏果大，杏仁小，

即摘即食会酸倒大牙。即使黄了再
采摘，也捂几天，熟后方可食用。

现今城里这一棵树，结的果子
不大，不多，但是不需要捂，只要成
熟，摘下来就能吃。我不清楚这是什

么品种，因为杏子品种太多了，世界
上共十种，栽培的品种好几千。这一
棵，权且也叫做“麦黄杏”吧。

它在家门口已经生长了四年。

朋友送来时，主干已有拳头粗，看样
子，至少在哪个农家生长了十来年。

一般的杏树都是自花授粉，也
有一些杏树仅靠自花授粉结果很
少，想高产，还需要栽种授粉杏树。

我家现在的这株就属于后者，花开
的非常漂亮，果子结得却不多。 猜
测，可能树龄大了。 于是动了换栽
新树的念头。最近，看了相关知识，

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杏树耐干
旱，寿命长，可活百年以上。十来年
的树龄，刚好是盛果期，何来“老”

的概念呢？

那就是上面说的客观原因。道
理是弄明白了，但却无法弥补。 由
于地方限制，不可能再栽新树以改
善授粉条件。 不过，果子结得少一
些也没关系，毕竟我们当初并没有
功利目的，只是出于美化环境愉悦
心情的考虑。 少吃果子多看花，不
也很好吗？

大家赞成我的看法，都说杏树
开花很有欣赏价值。 她开花较早，

当冬去春来，草木新芽初发，尚有
寒风料峭时， 杏花就捷足先到，含
羞带笑了。

说道杏子的营养价值，大家都
知一二。 杏肉不仅营养丰富，还具
有生津止渴，润肺化痰，清热解毒
的功效，有很好的医疗作用，主治
风寒肺病。但是，因其味酸，性热有
小毒，过食易伤及筋骨，诱发老病，

甚至会导致落眉脱发， 影响视力。

孕妇不宜吃。 一天吃多少为好呢？

有人说，五枚左右。还有人说，若把
鲜杏放在水里浸泡几次后再吃，吃
多一些也是安全的。

相对于杏肉来说，杏仁的营养
价值更高。 经过加工后的杏仁制
品，如杏仁露、杏仁糕、杏仁点心
等，都可放心大胆地吃。 炒杏仁原
汁原味，颇受欢迎。盛夏时节，还可
以自做清凉饮料“杏仁茶”。方法很
简单，将杏仁、绿豆、梗米磨浆煮
开，加白糖或者蜂蜜，待凉后饮用，

具有清热润肺的功效。

事物的利弊都是相对的，在饮
食方面，再好的东西，也不宜海吃。

比如：再好的美酒，贪杯也会醉倒。

大鱼大肉，不吃馋得慌，吃多了也
会影响健康。

大家热热闹闹，不一会一小盘
杏子全没有了。 “谁超过了五个？ ”

有人在发问， 没有一个人回答，接
着都哈哈笑了起来。 似乎，谁也没
去数，谁也没在意，谁也不在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