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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去看花
乔克清

一

霜降到了， 先降了气温， 尤其早
晚，得加衣才行。

“去看油茶花吧！ ”文友说。
之前， 看过连片成海的桃花、樱

花、牡丹花、菊花、梨花……这些大自
然的精灵，看一次，陶醉一次，百看不
厌。这些花好看，盛开的时节也好，春、
夏、秋，看花人出行方便。 用一个词形
容它们，诸如“贤惠”“乖巧”“聪慧”中
选其一。

百花退隐， 在冬的门槛， 油茶花
开。 邀约去的一行人，有舞文弄墨者，
还有摄影爱好者， 如此声势， 去哪里
呢？ 目的地在大别山腹地———商城县

最南端长竹园乡白沙岭，赏十里茶花，
游万亩茶园。

二

对于油茶花，有丝缕印象。 二十
年前， 在浅山区一个叫虎塘的村级小
学教书，离家远，住校。清晨，在周边转
悠，近处山林，一棵乌桕树下，一棵一
人高的茶树，疑野生绿茶。 摘茶时节，
老农指点，才知是油茶。油茶和绿茶同
属山茶科，前者高大，达 4 米至 6 米，
树皮淡褐色，光滑；后者除野生茶外，
多人工栽培，因修剪抑制了纵向生长，
多灌木状，一垅一坡，易于采摘。 同开
白花，花似白绢，瓣白蕊黄，朵儿前大
后小。 时光飞逝，若那株油茶在，该独
木成林了。

离长竹园愈近，山愈高，风景愈深
山化 ，苍松翠竹 ，岩石嶙峋 ，橡树 、枫
树、柿树，枝繁叶绚果硕，如画卷展开。
车行山腰，层叠的山坳间，突然白雾缭
绕，绵延几里，如同仙境。 此是长竹园
起始的灌河， 水汽升腾弥漫， 浮于半
空，山川村落，氤氲其间。风过，云雾浮
动。 水势由南向北，如一条玉带，腾挪
逶迤，随季节水量增减，冠有“小三峡”
之殊誉。

赞叹间， 油茶花雀跃在眼前，到

了？ 到了！
三

这个到了，和车到站不同。长竹园
的油茶花，不只白沙岭有。 山山有，岭
岭有。白沙岭呢，是万花丛中一个落脚
点，一叠画卷中一笔细描，一座古桥中
一方桥墩。车子驶入长竹园乡，油茶花
随处可见。 坐车可看，走路可看，爬山
翻岭更是可看。

咋恁多油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呗。
在长竹园乡， 油茶跟五谷的稻、

黍、稷、麦、菽一样，不光养山民的胃，
还供着山民的花销。 用现在的一个流
行词，叫支柱产业。

时光逆流，三十年前，五十年前，
一百多年前，甚至更为久远，山民春分
耕耘，秋季收获，收获庄稼，还收获大
自然的馈赠 ：板栗 、猕猴桃 、山楂 、橡
子、茶籽、葛根……山民把橡子、葛根
加工成粉食用， 尤其把能榨出油的油
茶籽当作宝贝。

油茶籽成熟时， 村民个个提筐挎
篓拿竹竿带干粮上山， 起早摸黑打茶
籽。 油茶籽打回家，放地上晾晒，然后
一股脑儿装进布口袋。等下雪天，烧一
堆蔸子火， 一家人围坐一起， 拿出筛
子、木盆、箩筐，再倒出茶籽，大人小孩
齐动手，择籽掰壳。 淘气的娃妞儿，把
茶壳扔火里，看火苗腾一下旺燎燎，咧
着小嘴巴笑。茶籽送到油坊，油坊大爷
先把茶籽碾碎、蒸熟、踩饼、压榨，晶亮
亮的茶油就冒出来了。茶油卖多少、留
多少，大人心里早盘算好了。

求学的后生要缴学费， 娘从箱底
拿出一卷浸有茶油的钞票，一张一张，
数给儿子。爹吧嗒一口水烟，在鞋底磕
磕烟袋灰，撂一句：兔崽子要不好好吃
书，滚回家打茶籽！

四

打茶籽，山高路陡，摔伤胳膊腿，
年年发生。

吃一堑，长一智。山民们在平缓地

带撒几颗茶籽， 茶苗破土而出， 一生
三，三变五，五吆十，去年撒山腰，今年
撒坡地，明年干脆在地头栽苗。油茶长
得慢，山民并不着急。 有句歇后语：年
三十打兔子———有它过年， 没它也过
年。紧跟又一句：有苗不愁长。这不，一
代一代的撒种育苗，日积月累，由一聚
万，汇成了万亩茶园。

眼前，家家户户门前空地、广场、
街道，全晒着茶籽。一块块，一溜溜，一
方方，一场场，多并不乱，井井有条。

俯下身子， 将爆开的茶籽拿在掌
心，里面籽儿三粒、四粒不等。 茶籽球
状 ，大如蛋黄 ，小似樱桃 ，颗颗饱满 。
青、红、褐、黑四色，色深愈佳。

小鸡、小鸭在茶籽空隙间刨食，冷
不防， 滑了一个趔趄， 像喝醉了酒的
人，扇扇翅膀，立住了，再寻。 主人见
了，拿扫帚扬几下，“哟西哟西”地赶，
怕它们拉一地，弄脏了茶籽。

整个乡村的底色，之前着绿，此时
添了褐色。

五

抵达白沙岭，人人气喘吁吁，个个
眉飞色舞。

满岭的油茶树，满树的油茶花。树
连树，花连花，一片连一片，一直连到
山边。乍一看，天地间像下了一场纷纷
扬扬的大雪，白雪落在树枝、树杈、树
梢， 也落在树下， 那是掉落的片片花
瓣。细看，花蕊黄色，一小簇一小簇。折
一根空心的草秆，对准花蕊吸食，可尝
到花蜜的丝丝甜哩。

“油茶花儿开，天地一片白，穿蓝印
花布裙的小妹妹，油茶树下在等待……”

“瓣儿白，蕊儿黄，黄袍油茶吐芬芳；
蜂儿鸣，鸟儿唱，本草天香送安康……”

“阿哥上山采油茶， 阿妹心里在
牵挂……”

在大自然面前，一群人返璞归真，
唱啊、拍啊，流连忘返。

油茶花，一边果熟，一边花开，有

“抱子怀胎”一说。
它的果 ，壳硬 、质密 ，从开花到果

熟，共 14 个月，在植物中，极为罕见。
六

油茶花王，一棵百龄老树，在一家
屋山旁。

三间平房一个院子， 住着一对老
夫妻。 院中有井、柿子树、小鸡、小猫、
一条狗。 说起老树，老人话匣子打开：
油茶树由家父栽下，四五岁记事时，差
不多小指头粗， 跟吹火筒一般高。 人
长，树长，到娶媳妇，它长赢了，高过头
了。 松树、竹子，长高长直，它呢，长得
扭扭巴巴，枝丫弯曲交叉，挂果那个多
啊，估摸结茶籽压了枝。 果熟时，能摘
二三十斤啊。 卖茶油换钱买盐、 买火
柴，给上学的娃买本子、笔。 它是俺的
摇钱树、俺老伙计啊！

老人的子孙，长大都有出息。老大
山下买房，老二在城市安了家。他们想
接老人去享享福，都不愿去。 老人说，
和老伴在山里过惯了，看惯了油茶花，
公园的花花草草，咋比得了啊！

七

乡里组建了油茶合作社， 还举办
了“油茶花节”。

先秦古书《山海经》里载：“员木，
南方油食也。 ”“员木”即是油茶树。 油
茶树，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逐渐回
望中， 又歌吟成文。 长竹园乡的白沙
岭，还是那道岭；油茶，还是那个油茶；
乡音， 还是那个乡音……但如今的深
山，不再僻壤，不再闭塞，山乡正在变
样，修好了水泥路，完善了村村通，正
在敞开自己的青山绿水， 欢迎一辆辆
车开进来在画卷中游走， 一群群人走
进来将山水装点。

油茶花呢，素面朝天，迎接远客。
回眸山乡， 像幼时走了一趟姥姥

家，油茶林深处，隔老远，池塘老树边
的村落， 隐约可见姥姥家院中的石榴
树下，碎花被面在风中摇摆……

我我们们都都是是新新时时代代的的追追梦梦人人
蒋戈天

每当硕果飘香的时节

我们开启又一段崭新的旅程

做一颗孩子们心中最耀眼的星星

此刻

回首来路

你我在意的不是鲜花掌声

而是孩子们脸上满带阳光的笑容

此刻

盘点人生

你我无怨无悔、满怀骄傲
历经风雨

心头跃动的依然是热情的火苗

在每一个金色的秋天

面对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

我们播下明天的种子

你我都是怀揣梦想的人

把自己的梦

和孩子们的将来

系在一起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你我都是平凡的耕耘者

一间教室

作为寻梦的起航地

三尺讲台

当作追梦的责任田

用心守望和护育着每一棵青青幼苗

教育是爱

爱在点点滴滴

你我把爱分成每一堂课

分成分分秒秒

我们把分分秒秒

化作对孩子们的关注、、关心和关爱

关注他们的每一个字、、每一道题
关心他们的言与行、、笑与泪
关爱他们小小的心灵、、精神的世界

教育是爱

爱在家国情怀

教好一个孩子

就能为一个家庭点起一盏希望的灯

教好一个孩子

就能为民族复兴汇聚起一道未来之光

立德树人、、全面发展
我们定将这使命牢记心头、、扛在肩上

我们不断充电、、完善自我
把每个四十分钟当作人生的课题

我们五育并举、、教学相长
把每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

我们打造快乐校园、、书香校园
把读书声、、笑语声当作天使的声音
我们教好书、、育好人
让青春在激情的舞台闪闪发光

你我都有一个教育梦

我们要把它

写在蓝天上、、写在大地上
你我都有一个教育梦

我们要把它

交给党、、交给祖国和人民
沉静的陶家河水

与从教的誓言同在

你我誓将教书育人当作一生的理想

巍峨的崇福古塔

与坚守的初心同在

你我永远做一个新时代的追梦人

诗诗歌歌
天天地地

商商 城城
拾拾 零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