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6月 9日 星期三
副 刊副 刊3

电 话 ：总 编 办 ：2182810 新 闻 部 ：2182867 专 刊 副 刊 部 ：2182835 记 者 部 ：2182120、2182806 摄 影 美 术 部 ：2182833、2182825 网 络 部 ：2182130、2182131 群 工 发 行 部 ：2182830
法 律 顾 问 ：马 小 广 告 中 心 ：2175666 15755009999 办 公 室 ：3025757 校 对 出 版 部 ：2182138 新 闻 研 究 室 ：2182819 广 告 许 可 证 ：皖 滁 工 商 广 字 002 号 马 鞍 山 钢 晨 印 务 公 司 印 刷

本报地址：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 政 编 码 ： 239000

因为要查找资料，这个周末，我翻出压
在箱子里多年没有动过的报刊杂志。

一个厚实的右下角印着“滁州日报社”
红色字样的牛皮纸信件，让我的思绪一下子
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这是当年滁州日报社
群工部沈之华老师寄来的样刊，里面装着四
份1995年8月16日的《滁州日报》，八开四版
的报纸被折成四折，历经岁月的淘洗已然泛
黄。在最上面一份报纸的第三版“通讯员园
地”栏内，沈老师用粗粗的红笔把《南谯办事
处认真为菜农服务》的简讯圈划出来——这
是我在《滁州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新闻稿，
而在此前，喜欢阅读的我只在滁州广播电
台、校刊上发过几篇诗歌散文。

1994年12月初，正式到乡政府上班的我
成为单位里唯一的科班大专毕业生，加上又
是女同志，有些人便私下里议论或当面说：

“你是来‘镀金的’，不会在这里呆多长时间。”
闻之笑而不辩。“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早在
年少时，一生躬耕陇亩，从未上过学的父亲就
曾多次告诫我，要少说话，多做事。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乡里安装有线
电视的电缆设备等材料刚好采购进来，便让
我负责保管材料收发。我自行绘制表格，逐
一清点登记，结果发现有一两种材料的实物
数量与订单上的数量不一致。思前想后不
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便趁着乡长前来询问安
装进度的机会说到此事。乡长一边看着收

发登记表，一边夸赞工作细致认真，之后再
未提及。

到了第二年初夏，有线电视安装全部结
束了。有一天，我看到《滁州日报》上刊登的
关于通讯员培训班的招生启事。没有一点
新闻写作基础的我不想错过，便找到乡党委
书记。书记笑着说：“好事啊，费用给你全
报，但是参加培训回来后，乡里的通讯报道
你得写！”

“没问题，可以写的！”我毫不犹豫地应
承了下来。通讯员培训班是在学校放暑假
后正式开班的，为期半个月，培训地点在市
中心一所中学里，也是我高三补习的地方。
住宿安排在附近的碧云山庄。

那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过的与写作有
关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培训班，也让我受益
终生。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来自全市各地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三十多名学员坐在教室
里，老式的吊扇在头顶上吱吱嘎嘎地转动不
停。学员们不时地用手中的书本扇着汗水
直冒的脸庞，在新闻报界辛勤耕耘多年的老
师们则口若悬河，不时地用粉笔在黑板上板
书划重点，后背上被汗水浸透的衣衫格外显
眼。即便课间休息，他们还不停地为学员答
疑解惑。在教室外面的梧桐树上，数只知了
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敞开或高或低的歌喉，肆
意地抒情吟唱。

在那段时光里，既有新闻通讯理论的学
习，也有现场的采访实践，还有老师学员之
间热烈的交流互动。我如饥似渴地聆听，认
真地记笔记，翻阅新闻书刊。

在那段时光里，行走在熟悉的校园，常
常想起四年前在校读书时难忘的一幕。

有次数学考试，我因为粗心没考好。试
卷发下来后，老师在班上进行了不点名批
评。我把对老师的承诺作为鞭策自己努力
学习的动力。那年高考，我的数学成绩没有
让老师，也没有让自己失望。那年高考，虽
然没能考进理想的大学，但也算实现了“鲤
鱼跳农门”，逃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也看到了绽放在父母亲脸上的开心笑容。

在培训结束前一天，老师带着我们到南
谯办事处等地进行实地采访，要求每位学员
至少交一篇采访稿件，将择优在《滁州日报》

“通讯员园地”版块刊登。采访结束后，我梳
理并选取自认为合适的切入点写了篇500字
以内的简讯。沈老师寄来的样刊一共刊登
了3篇通讯员稿件，这让我非常开心，也让我
切身感受到了报社对于基层通讯员的关心
与扶持。自那以后，乡里的通讯报道多由我
来采写，我也写一些散文，沈老师帮着推荐
给刘德俊、王贵武、张国富等编辑老师。一
篇篇新闻稿件和散文的发表，也让乡领导和
同事们对我刮目相看。计生、治安、组织、武
装等各办（部）需要撰写的材料，只要他们开

口，也一概来者不拒，帮衬着整好。因为我
始终相信，多做些事并不吃亏，人只有在积
累的经历中才能更好地锻炼提升自我，也只
有多学多做，涉猎广泛，才能成为多面手。
因为我始终相信，在基层工作，只要用心尽
责，只要勇于担当，没有什么不可跨越的困
难和挫折。

1996年，乡里先后购买了一台松下9000
摄像机和一台海鸥照相机，除仔细研读琢磨
说明书外，我还特地跑到县电视台请教如何
录制影像。1997 年春末，一场冰雹突然而
至，我拎起摄像机就跑出去，录制下了冰雹
灾后现场的第一手影像资料，后来多次被市
县电视台采用。

从 1995 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开始，我便
和《滁州日报》和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
历时八年，辗转三个乡镇后，我终于调回了
城里，结束一家三口分居三地的生活，再后
来工作又多次被调整，新闻稿件写得越来越
少，文学创作也中断多年，但那种不舍的情
结和感动始终驻扎在心里，无论是有意还是
无意，一直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扎根在那里。

那些被温暖过的时光，也始终闪烁在生
命的最深处，时隐时现，如夏夜原野里自由
飞翔的点点萤火，虽然光芒有限，却足以让
人铭记，心存悲悯与感恩，在逝去的年华与
过往中，那微弱的光芒一直在温暖着，照亮
着前行的道路。

那些被温暖过的时光
□王道琼

●让泉诗韵●

早上心情有点郁闷，中午懒得做饭，楼下
吃了份兰州刀削面，本来想着驾车去小区旁
边的皇庆湖转转，赶上绕湖公路维修，临时决
定从湖边拐到滁河大堤上兜风。

整条滁河保护得特别好，两岸高高的堤
上铺着崭新的柏油路，堤坡绿草如茵，古木苍
翠，堤下是红色健身跑道和休闲花园。我以
前曾经开着车跑过两次，因为河堤太长，个把
小时就返回来了，今天索性跑个彻底，去看看
滁河注入长江的尽头。

车在堤上，看看时间12点正，艳阳天，日
头正旺，有点初夏的辣味，拖去了外衣，额上
还沁了一抹汗丝。

风景好人也放松，不用操心扣分的问题，
只需前行，路较窄，错车需要些技术，这个也
不用担心，车少得放尽视线也难见到一辆，偶
尔迎面而来的也是极佳的高手，你只需放慢
车速，他就会巧妙地从你的车旁绕过去。

鸟语花香在这里是不相宜的，花都是野
草里的碎碎闲花，成片的是远处农田里的油
菜花，油油的颜色让你的心跟着一悠一悠
的。鸟很多，一群群伏在草丛中，车经过时惊
起腾飞，像是在放电影似的车动鸟起，一波接
一波，也有个别的鸟在路上等着你的车来，到
了跟前才跳舞似的炫耀着假装从容地飘去，
还有几个鸟不知道猫在草地的什么地方，车
走过去了才偷偷地叫上一两声，像个看门
狗。这些大鸟小鸟都叫不出名字，我所知道
和喜欢的是白鹭，他们只在河里高傲地飞翔
和休憩，不屑与车和人交往。

一点钟来到了滁河渡口歇息，看着渡船
把两岸的车辆渡到对岸，生意还不错，轿车电
动车穿梭于渡口两岸，远远观察着人们没有

付钱的动作，路旁原来收费的牌子也不见了，
因此怀疑渡船是免费的。草地上有几个农妇
在寻找一种叫解菜的能食用的野菜，太阳的
光芒更烫人了，不由的想睡个午觉，把车安全
停好，四个车门大开着，美美地睡了，醒来看
看时间，下午三点，吸支烟，继续前行。

堤上路面慢慢地变宽了，滁河水面流量
也大了起来，路面停放的车辆也可以见到几
个，是来滁河休闲的，一两个放风筝的，三两
个飞直升机的，堤坡有群羊没有人管，一只小
狗在羊群里跑来跑去的，路旁有几只鸡也没
人管，试了试并不怕人，如果愿意抱走一只也
似乎无妨。路越走越远，心里也有了点不踏
实，毕竟家的概念是固化的，离得远了总有点
不得劲。

走到了滁河高速大桥，感觉南京近在咫
尺，岔路口也多起来，照着直行的方向走起，
跟着感觉走，轻轻地挥洒着自由，童年的纸飞
机现在又飞回我手里。

前进与飞翔，得意时发现路面变窄了，旁
边滁河水也有一点没一点的，见到一个行人
停车问一问，接连问了两遍，我惊讶极了，我
来到的竟是乌衣镇的一个村子，我可是从乌
衣出发的啊，辛苦跑了几个小时，怎么又回到
了启程的原点，再用导航测了一下，确实就是
乌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了，咋会有这么
神奇的事情？迷茫之中机械地按着导航回到
家里，看看时间 4 点 30。到了家，冲壶茶，半
天没有醒过味，四个半小时轰轰烈烈的旅行，
竟是这样草草的收场。

其实人生不也就是这样吗？转了一圈，
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和汗水，最终还是要回到
原点。

滁河日当午 驾车堤上游
□徐立强

□张春生

花瓣落成往事
杏子黄熟，盐蛋流油
布谷鸟倾诉衷肠
田野晃动着绸缎的光芒

季风吹送，麦子饱满
一些以农事为天的人
趁着火热的天气忙碌
丰收，金黄而辽阔

收割机代替镰刀
奔走在阳光里
在农民的胸膛里
有朴素的月光盈照心门

季节扒光了土地
褪去华服，播种的时机来临
种子入土。雨神心情豪放
痛饮三杯好酒
化繁为简。昔日荷锄人
正匆匆为无边的油绿而转身

芒种诗意

退休之前戴会计是一家公司的现金会
计，别看经常有大笔的钱经过手里，却都是
与自己没半毛钱关系的公款。所嫁老公是
同一家企业职工，所以工资也不会高到哪里
去。两人加起来的微薄工资却是一家五口
人的全部生活来源，所以戴会计的精打细算
就被充分运用到过日子上，恨不能一分钱掰
成两半用。

每天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她忙得像陀螺，
下班后的主要精力是想着如何把清贫的生
活安排好。年轻时的戴会计全家住在县城
下面的乡镇，因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房
前屋后的零碎土地可以被充分利用，虽然日
子很清苦，却是幸福感满满。要吃蔬菜自己
种，想吃小鸡自己养，孩子的鞋子自己做，家
里的枕套、床单扯点布找裁缝做好，看着有
些单调？没关系，聪明的她找来花样让老公
描上去自己绣。

她绣花的技术虽说不上精湛，却在家中
被派上大用场：盖书桌的布、盖茶具的布、孩

子们的衣服，只要她认为此处应当有点缀，
便开始行动。老公负责描绘花样，她负责刺
绣。但这个刺绣的时间只能放在一天的家
务活忙完，家人全部上床后。乐在其中的
她，此刻针线里绣的不仅仅是花鸟鱼虫，更
有未来和希望……

每听孩子放学后告诉她，今天哪个同学
妈妈看到自己衣服上的花绣得好看，要求帮
忙找花样时，成就感会让戴会计开心好几
天。另一种让她高兴的日子便是蔬菜成熟
的季节，从播种、打理、施肥直至收藏，她付
出的时间和汗水随着果实的成熟，总会带给
家人以惊喜。从菜地里每摘回一样菜，她便
会念叨几天。她会自豪地说自己种的西红
柿和黄瓜多么甜脆，四季豆和青菜多么好
吃，还有丰收的土豆多么充足，可以有几种
吃法……尤其是饭桌，更是她的主场。在当
时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相对贫乏的年代，这些
既调整了一家人的饮食也给家庭节省了开
支，姑且算做是她在那个年代被逼出来的一

项特殊“爱好”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大的子女纷纷离开

了家庭，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退休后的戴会计终于从繁杂的家务活中
彻底解脱出来。刚开始还很开心，她经常白
天收拾家务，晚上去跳广场舞。慢慢地，年
纪越来越大，再加上几年前曾遭遇过车祸，
腿脚不便，除了上个老年大学，时间便显得
太过富裕了。

闲不住的戴会计为了打发时间，便把心
思都放在了小院里。从院子里所种植物涉
及种类之广可以看出，她将年轻时节俭的习
惯和对生活的热爱一并保留了下来，就种植
的连器皿也是物尽其用，有裂纹的砂锅、废
弃的钢精锅、一次性塑料饭盒和水杯，就连
泡沫水果箱也不放过。

在她的精心打理下，小院四季常青。除
了有各种花，还有蔬菜。蔬菜是青椒、黄
瓜、小葱、大蒜之类常用菜，而花则大都是
不用花钱买的。老年大学花卉班学习的知

识除了让她在院子里得以付诸实践外，同
学间也常把花带到班里进行交换。在她的
悉心照顾下，小院四季分明，春天有迎春
花，夏天有睡莲，冬天有腊梅，秋天有菊花，
还有诸如绿萝、吊兰、文竹、仙人类等四季
常青的绿植，最名贵的应该是几盆君子兰
和香水百合，而最有意义的莫过于那株有
二十年历史的铁树了，是她在送外孙女上
学的途中偶遇，2 块钱买下的。每每提及，
她都忍不住要再说一次，言语间充满了自
豪和回味。

戴会计充满花香的小院永远生机盎
然，她常说，生活中，没有谁会一帆风顺，无
论是个人还是家庭。但只要用心尽力，照
样可以在恶劣的境遇下发现生活的美好。
生活只会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只要
拥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什么是扛不过去
的，所以我们尽力要把生活过得像花儿一
样美好。这就是戴会计——我老妈的朴素
哲理。

戴会计和她的四季小院
□忽 艳

●菱溪物语●

●灵湫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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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漫谈●

□林福江

（一）

我们这一代，
指点过江山，
服务过社会。
养育了儿女，
培养了后代。
对镜望，
鬓已白，纹正长。
青春随着流水去，
韶华伴着苍颜来。
想当年，
农工商贸争先进，
科教文卫各逞强；
不忘初心跟党走，
壮志豪情满胸膛。

（二）

我们这一代，
带着复兴梦，
迈入第二春。
健康是贡献，
快乐是追求。
向前看，
歌嘹亮，舞正忙。
退休不退报国志，
告老未老赤子心。
看今朝，
运动健身到广场，
诗词书画进课堂。
练就一身好体魄，
赢来天地日月长。

（凤阳县老体协集体创作，林福江执笔）

老年体协之歌

□马从春

一只布谷鸟
从古老的农历中飞出
扑棱棱的翅膀
穿越金黄的麦地
驮起丰收熟稔的故乡

这是六月的大地
母亲戴着草帽
透过阳光炽热的眼神
青青秧苗
在水田里仰望天空

栀子花的芬芳
一如曾经的初恋
风中奔跑的往事
跌落在夏日黄昏里
翅膀轻轻划过月色乡愁

翅膀划过乡愁

彩云之南·屯 李连志/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