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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望

我常常仰望天空

感受太阳的温暖

领悟月亮的煌辉

我还爱看星星眨眼

和星星说话

我的心里充满感恩

我很渺小

仰望，让我俯首

让我学会

低下头来

【点评】 傅天虹：这里的仰

望，是超越，既是物质层面的又是

精神层面的， 在这个巨大的空间

里，人显得多么渺小，一个人什么

时候都不能忘记感恩，忘记俯首，

越是仰望，越是要低下头来！这首

诗的特点是简洁、明朗、富于想象。

根

肉眼看不到的

泥土下面

青铜色的

暴起的肌肉和青筋

互相纠缠着亲昵在一起

组成了庞大的根的家族

根的体系

【点评】 刘章：准确把握所

咏之物特征，无牵强附会之句，是

“根”，又不只是根，是最平凡、默

默无闻又强大无比的黎民百姓，

若说透了，便诗味大减。

倒 影

我看到了

水塘里那座楼的倒影

看到了她家的阳台

花盆里的海棠花

阳台上晾晒的她的红毛衣

以及

毛衣后藏着她娟秀的脸

【点评】 李耀扬：转换一种

视角，由远及近有了纵深感。显出

了一种层次。 设置的审美途径别

有情趣。看来，即使通常写惯的题

材，只要变换一下角度，或者换一

下手法，也是可以别开生面的。

壳

椭圆殿宇

小小天地

温暖一方

没有晨辉没有夕照

没有气象万千的花花世界

没有

只需

一啄

【点评】 刘镇：这首诗短而

精，直以这种惜墨如金，只求点到

为止，留给了读者广阔的空间，既

表现了对读者的尊重， 也包含了

对读者再创造的期待。

探望老烟囱

春节，老马去厂里给烟囱拜年

他向烟囱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马佩服

烟囱一辈子都专心干出烟这

一档子活

踏实得像脚下的黄土地

眼看一些事物倒下了

一些事物和一些人在地平线

上消失

这个圆锥体的大个子，它真棒

挺立在蓝天之下，像一根

顶天立地的柱子

烟囱也会倒下的，它知道

世上没有不倒翁

烟囱现在还没倒下

那是它在站最后一班岗

【点评】 屠岸：烟囱，一个令人

起敬的形象。这个“哨兵”把一生献给

了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

不离开它的岗位。站牌是“热”眼旁观

的智者；桥墩是承受“天降大任”的斯

人；烟囱是鞠躬尽瘁的卫士。

李清联诗选

●

樊瑞楠

/ 直抒胸臆

回味年味儿

自从有了电视，我就很少看街

头春节文艺节目会演了，可今年的

演出点就设在单位门前，下班带着

孩子从人群中穿行不由得就向人

堆里多瞄几眼，看到几只“老虎”正

在那里腾跃， 我们就停止了脚步，

孩子长这么大还没有近距离看过

这样的演出， 我想让他感受一下，

于是就带着他挤了过去。

看罢，正要拔腿走人，猛地看

到三街武术队打着横幅走了过来，

这是我娘家的， 很多人我都认识，

倍感亲切。 亲情牵绊着我的脚步，

我便无法离去。

我娘家的街村主打节目是武

术。老、中、青、童，刀、枪、棍、棒，轮

番上场。其中，有很多是我认识的，

刘片、麦根、金柱、孬蛋……他们很

多都是我的发小、同学。 我一一给

孩子介绍着：这个是你三舅，那个

是你四舅，那个你叫表叔，这个你

叫表哥。

我娘家那地方有尚武的传统。

记得小时候， 我家邻居后院有一

个很大的露天武场， 晚上好武之

人就在此练拳 ， 逐渐习武成风 。

每到农历腊月， 武场的锣鼓家伙

就早早地响了起来， 场上一根竹

竿高高地挑着一个

200

瓦的大灯

泡， 把武场照得通亮， 吃了晚饭

的练武之人就被锣鼓催着到这里

排练。 按照惯例， 农历大年初一

武术队就要上街表演， 我们这些

小孩们就跟在 “老虎”、 武术队的

后边， 敲锣打鼓游街表演， 那个

乐和劲别提多美了。

其他村街的 “老虎”、 武术队

就和我们摽着劲， 看谁的套路多、

看谁的武艺强， 切磋比试中就有

了高下强弱之分， 在明争暗斗之

中， 我们街的武术队不断地总结

经验， 精益求精， 力求佳绩。 当

时练武中有很多半大小子， 他们

正是惹是生非的年龄。 他们不但

把学到的武功用来街头表演， 还

用于实战。 有一次， 他们从外边

回来鼻青脸肿， 一问才知是和别

的街打群架打的。 据说对方伤的

更惨， 有挂花的、 流血的， 吓得

大人忙不迭地把自家的小孩教训

一顿。 这样虚战加实战， 我们街

的武术队就打出了威风、 打出了

名气。 我的堂哥樊三平就是那时

出道的， 他现在是我们街武校的

主要组织者之一。

曾有一阵子，我的大弟弟对习

武跃跃欲试，可无奈我父亲是个教

书先生，斯文儒雅，不爱扎堆。很多

小孩习武是需大人引领着去的，但

他耐不住弟弟一再磨缠，就用木头

做了一把宝剑。父亲是个心灵手巧

之人，他做的宝剑用银粉一抹几乎

以假乱真，宝剑带鞘，手柄上挂着

红缨，很是好看，我们爱不释手。宝

剑做好后，父亲到书店里买了一本

练剑术的书，然后就照着上面的套

路教我们舞剑，一招一式倒也像模

像样，我也跟着学了几招，可惜没

有坚持练下去。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

武场早已盖成了民房，但娘家人尚

武的传统没有变，我不知他们在什

么地方练武，可那些大大小小的孩

子在表演中你方下场我登场 ，扫

腿、踢脚、空中翻、使枪弄棒，功夫

一点不输当年的父辈。而他们的父

辈现在都是组织者、引领者。 最先

上场的李天水，他是现任的居委会

主任，他的哥哥李天山，生意做得

很大，眼下移居澳大利亚，但几乎

每年春节都要从国外飞回来，出人

出钱，并亲自擂着大鼓和乡亲们一

起走上街头。 他的小弟虽为副乡

长，但照样走上街头参加表演。 他

的母亲则领着一干妇女在街上烧

锅做饭， 我的母亲和弟媳也在其

中， 她们忙忙碌碌准备着饭菜，以

备演出归来的人们用餐。

在演出中我发现一个奇特的

现象，就是街委会干部都是积极的

组织者和参与者，可以说是“新老

主任齐上阵，老婆姐妹舞翩跹”，干

部点火，众人拾柴，才烧起新春这

把火红、兴旺、热烈的火焰，它给人

们带来了春天的温暖、喜庆、祥和

和希望的信息。

最后登场的是三街的“老虎”，

九只“老虎”一起出动，上下舞动、

左右腾挪、相互戏耍，妙趣横生、高

潮迭起，在笑声中它们一起扑上桌

子，身子直立成包围状，虎头和虎

尾来回舞动，舞出欢乐、舞出祥和、

舞出笑声一片……

我和孩子陶醉在新春的欢笑

声中……

作者简介：樊瑞楠，女，现为博

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作品三

百余篇（首），并多次获奖，著有诗

文集《在风中歌唱》，长篇小说《乡

镇政府》在网上发表，网名兰汀梅

子。

●

基 民

/人间真情

串亲戚

大凡说起过年，华夏儿女无不

有一种亲情从心底漾起，伴着“嘣

嘣”的心跳溢满周身，如同稚子听

人说起久违的妈妈，热切地念想浓

烈地浸润着四肢八骸，咀嚼和巴望

着与它亲近的热乎与美好！

春节过大年， 这一始于虞舜、

迄今已有四千多年历史的传统节

日，也由最初的祭拜天地、祈求丰

稔，逐步演变为与亲人团聚、亲情

融合为主题的盛大节日，成为令人

铭心刻骨的一种企盼与念想。

一年

365

天，人像撒落一地的

散豆子，各自为政地忙乎着不同的

岗位和事体，莫说一般亲友少有融

情达意的机缘，就是夫妻、兄弟、父

母、子女间也不乏因天各一方难晤

一面，亲情像被时空利剑拦腰斩断

的小蛇，惟因身首分离而愈发纠结

搅缠得心疼、太疼，以至觉睡不酣、

饭吃不香， 一副精神上的蔫头耷

脑，渴求着弥补亲情缺失的天赐良

机……过年， 便成为亲人团聚、亲

情融合的一个机会， 一种载体，一

嗓“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厚重召唤，

令无论是置身天之涯、海之角的人

们，都身不由己、自告奋勇地祈请

成为它最忠实的俘虏，哪怕只有百

分之一的可能，也要绞尽脑汁使之

变成急如星火、 如约而至的现实，

成为过年这一亲情盛宴不可或缺

的座上宾与饕餮者。

亲人团聚，亲情融合，其载体

全在“串亲”二字，即从甲地串到乙

地，从丙家串到丁家，让平日似断

还连的亲情得以穿连融合，从而氤

氲出浓郁厚重的情味。 俗话说“无

亲不靠串，无串不成亲”，可见“串

亲”对于亲情的修复、维系与发展

至关重要。

所“串”之“亲”，主要有两类。

一是亲人，即由列祖列宗绵延而成

的自家人，如父母、叔伯婶娘、祖父

母以及“五服”内的其他族人。二是

亲戚，即因缔结婚姻而衍生出的亲

缘关系，如外祖父母、舅妗姨姑及

其三代以内的亲人。 此外，还有同

乡同学、同事朋友、 邻里八舍等关

系密切者也在所 “串” 之列。

过年最庞大的 “串亲” 队伍，

由车船和飞机拉载。 天各一方的

亲人， 远在异乡的游子， 随着年

脚的逼近， 团聚情更切， 回家便

显得重大而神圣。

过年最热闹的 “串亲”， 是声

势浩大的登门拜年。

农历正月初一拜大年，全国皆

然，而尤以乡村的味道最浓，声势

最大。除夕下午，人们先到祖坟上

祭奠先人，并“请”其回家，供上牌

位。初一清晨，拜年先从自家开始。

一家人先焚香跪拜过家谱上所有

的先人后，晚辈们再按长者的辈分

从高往低向健在者一一跪拜，并问

安祈福，把长辈逗笑。然后，所有弟

兄厮跟着，率领家中能走动的子侄

们，成群结队涌出家门。一路足步

杂沓，一路神采飞扬，欢声不绝，笑

语雷动， 打狼似的浩大着声势，挨

门逐户地串遍同族“五服”内所有

长辈的家。一进门，数人同时可嗓

门呼唤着长辈的尊称， 说：“来，晚

辈给您老磕头啦！”长辈谦逊着“免

了免了”，已被人“架”到堂前，只见

“扑扑腾腾”跪下一片，鸡叼米似的

头磕得“嗵嗵”响，集体念诵似的祈

福语浑厚洪亮，入耳中听，很像是

金銮殿上山呼万岁的场景……如

潮涌动的亲情令长辈万分激动，或

随手发放压岁钱，或撒出大把的糖

果花生，以犒赏这些融聚与激活亲

情的使者……这家出来串那家。

过年持续时间最长的“串亲”，

是亲戚间的相互走动。

农历大年初二， 可谓 “全国

一盘棋， 走出家门串亲戚”。 在农

村， 串亲戚颇有讲究， 情分近者

先串， 次之者随后， 而驴尾巴吊

棒槌不串又不中的老亲戚自是搁

到最后。 初二这天， 乡间不成文

的规矩是媳妇瞧娘亲， 女婿拜丈

人。 过去， 逢到这一天， 闺女怕

女婿更怕， 因为穷， 没有能拿出

手的东西孝敬老人， 总觉得情屈

理亏， 站不到人脸前。 如今富了，

不仅贵重礼品用车驮，还常有大把

礼金硬往老人兜里塞。老人腰板也

硬了， 压岁钱由早年的论分数毛

变成了数十甚至百元大钞。 孩娃

除肚皮撑得圆鼓溜丢， 还讨得数

目可观的压岁钱， 整个一副 “外

甥是舅家狗， 吃了就走” 的得意

样。 初二以后就是七姑八姨挨家

串， 哪天串完哪天算。 有亲戚多

而四平八稳串的， 会耗上十天半

月，得持续到正月十五。有图省事

“提速”串的，车载着礼品走一家丢

一家，像是母鸡挪着窝下蛋，一天

能串十八家。串亲礼物更是与时俱

进。贫寒岁月，省吃俭用才能“挤”

几个白馍拿去串亲， 若能拿盒饼

干 ， 拎瓶罐头 ， 算是稀世珍品 。

联产承包后， 粮丰食足， “串亲”

不仅白馍随意拿， 割上几元钱的

长条礼肉也不犯思量。 现如今，再

拿白馍“串亲”已成笑话，全换了包

装精美的酒肉蛋奶等品牌产品

……同昔日比，无论是串亲者的礼

品，还是待客者的酒菜，早已“鸟枪

换炮”，不知更上几层楼了。 不过，

无论贫寒时的一个白馍还是富裕

了的成箱礼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凝结其中的亲情含量。不是说千里

送鹅毛———礼轻人意重吗？哪怕穷

得啥也不拿， 两手空空去看看老

人，那情意也值千金、重万钧！

“串亲”是融通升华亲情的重

要载体，它植根于皇天厚土，始于

心、发于情、合于礼，是人伦道德的

必然要求，是孝心、善心和爱心的

集中体现，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和极

强的衍生力。 无论历史如何演进，

只要有人类存在，亲情就是空气和

水，时刻与人相伴共生，须臾也缺

失不得。 而亲情的维系与升华，则

少不了靠“串亲”来牵针引线。 试

想，一个人如果牛屎堆封门，与谁

都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连爹娘都懒

得看一眼，尽管还披着人皮，却早

已非人也！

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它

既是家对游子的亲情召唤，又是游

子亲情回归的内心渴盼，可谓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情通理顺，天人合

一，才有这千江归海、潮涌巨澜般

亲情大串联的红火节日———过年。

家要常回，亲要常串。 让我们

都能常回家走走、串串，看看年迈

的父母，亲亲留守的儿女，瞧瞧所

有的亲人故旧，让亲情之歌能够伴

着日渐频繁的“串亲”节奏永远嘹

亮地唱响……

●

宁利平

/往事如烟

竹乡情缘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宿命

吧，虽然离开家乡已经有二十六个

年头了，但我心中那块淡淡的乡愁，

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的故乡沁阳市山王庄镇新

店村是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祖

籍，它坐落在太行山脚下的丹河西

畔，郑常公路沿着村子南边东西横

穿并由村西向北前行，这里交通便

利、土壤肥沃、人杰地灵，历史上曾

经三面被青翠、 茂密的竹林环绕，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美丽的自然景

观显示出这里是一片风景宜人的

栖息地，祖祖辈辈的村民在这里生

活、繁衍，并用独特的寄托哀思方

式将先人安葬于竹林中，村西南的

路边竹林里就曾安葬着我的祖辈。

我家院子的后边就是竹园，园内栽

满了竹子，闲暇的时候，总喜欢和

儿伴们攀上用竹子编制的竹篱，跳

进园内，踩着厚厚的竹叶，穿行在

竹林间，或摘一片竹叶，放进嘴边，

轻轻吹动，竹叶发出悠扬婉转的声

音让人如痴如醉；或是在林中采摘

野生的山药蛋蛋，回家让大人们煮

熟剥皮食用；或是出于童年的恶作

剧，双手双脚并用慢慢爬上竹竿顶

端， 将竹竿逐渐向下压弯曲至弓

形，待人脚能着地后，将手一松，竹

“啪”地一声又反弹上去，几乎毫发

无损，当时感觉很好玩，现在回想

起来， 才体会到儿时的幼稚和无

知，没有一点怜爱的观念。玩耍累

了就在竹林汲取那水质晶莹、清甜

的泉水， 让人有一种喝不够的感

觉。

我爱家乡竹子的妩媚。 竹

,

轻

盈细巧 、 四季常青

,

叶子青翠欲

滴，尽管有百般柔情，但从不哗众

取宠，更不盛气凌人，虚心劲节，朴

实 无 华 。

不管在什

么 季 节 ，

竹子都随

风 招 展 ，

虽然比不

上杨柳的

婀 娜 ，却

也清秀靓

丽， 远远

望 去 ，像

一片浓郁

的 青 纱

,

临风起舞

,

婀娜多姿。 春天来了，百

花尽显春色，万紫千红，但竹子却

依旧一身绿衣，清秀脱俗，妩而不

艳，微风吹来，轻摇枝叶，更显得万

般风情。 一阵风起，一片片优美的

竹叶发出悦耳的音韵，会让你低落

的心情突然变好；洁净、清新的空

气，会让你的心境变得透彻、善解

人意。 春风还没有融尽残冬的余

寒

,

新笋就悄悄在地上萌发了。 几

场春雨之后，站立在竹园边，会看

到尖尖的竹笋， 坚强地拱破地皮，

一日尺余地往上长。特别是到了晚

上，待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站立在

竹园边，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努力

向上破土而出的竹笋“吱吱”的生

长声音。 到了这时候，就像进入了

梦境般的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祖

先们留下的美妙音符。随着时间的

推移，那些弯弯的新竹，却又像柔

情似水的少女，轻轻抚摸着你的脸

庞。 在竹林下，你会体念到她的万

般温柔、宁静和优雅，抚平你受伤

的心灵。瞬间，转换成秀丽的风景，

让人心旷神怡。 即使到了万物萧

条、寒风凛冽的冬天，竹子却久经

冰雪不知寒， 笑迎风霜战寒冬，依

然显示着勃勃生机， 挺举着绿叶，

展示着自己春天般的美丽。

竹，虽无梅的俏姿、菊的艳丽、

兰的芳香、松的雄伟，但竹的高节

心虚、正直的性格和婆娑，惹人喜

爱，受人赞颂，这从宋代著名词人

苏轼赞美竹子 “宁可食无肉，不可

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中也可以印证竹子同人们生活的

密切关系。 时光荏苒，离开家乡已

经二十六个春秋了，虽然很多童年

的往事不曾铭记，但儿时家乡那片

片四季常青、 挺拔秀丽的竹林，时

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随着时代的变迁，村周边的竹

林一片片地被砍伐掉，取而代之的

是一排排宽敞明亮的农家二层楼

房，昔日那片片美丽的竹林风光逐

渐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尽管儿时

的活动空间———竹林不见了踪影，

但一派新农村的繁荣景象呈现在

眼前，这些或多或少也许是对我失

落心情的一点安慰。 年近知天命，

离开家乡多年，思乡的情结日益迫

切， 虽然每年曾数次回到故乡，但

有时从内心里不愿甚至害怕回到

生我养我的故乡，因为看到心中儿

时那片生机勃勃的竹林已不复存

在，每次都感到内心酸酸的，总是

很难忘却那片绿色的美丽景观和

那分铭刻在心的竹林情。

我爱我的家乡，我更爱家乡曾

经的那片竹林。 每每想起家乡，我

就会想起那片竹林；每每想起那片

竹林，我就会想起那些与竹林连在

一起的童年时光以及比竹叶还要

细碎的往事。 美好的竹林，可以让

我用一生去回亿， 太多的感受，促

使我用一世去品味它……

●

杨 帆

/深情告白

忆父母

转眼间，敬爱的父母亲已经离

开我们八年了。总想写点文章追述

对父亲母亲的怀念，一直到现在才

得以如愿。

2004

年的春天， 对于我们姊

妹来说， 注定是一个悲痛的春天，

在这个春天里，操劳了一生的父亲

母亲双双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一

年，父亲

82

岁、母亲

77

岁。

那年

2

月

5

日 （农历正月十

五）， 正是阖家团圆共度元宵佳节

的日子，而我却因公出差在省城郑

州。 在返回的途中，我接到父亲发

病的消息后匆匆赶到家中，看到的

是躺在床上昏迷的父亲。我和姐妹

们站在床前， 一声声呼唤着父亲，

却未能唤开父亲紧闭的双眼，第二

天中午， 父亲那跳动了

80

多年的

强劲的脉搏永远停止了跳动。

一个多月以后的

3

月

17

日

（农历二月廿七），我在省委党校参

加全省宣传干部培训班，紧张的学

习中手机很少开机。 那天午饭后，

我刚打开手机就接到妹妹的电话，

说母亲状况不太好。我便向省委宣

传部负责培训的同志请假赶回家

中，第二天，母亲便也永远离开了

我们，这一天是父亲去世的第四十

二天，也是父亲“六七”的忌日。

作为父母亲的唯一男孩，我本

应尽孝于父母堂前，但我却因吃着

国家的俸禄，不能尽作为儿子的责

任。年迈的父亲和因病卧床的母亲

全靠五个姐妹轮流侍奉，而我却只

能星期天回家看一眼老人便又匆

匆离去，很少能有一整天时间来陪

伴父母。 而最让我遗恨终生的是，

在父亲临终前没能让他老人家再

看我一眼。

父亲去世后， 姐姐们告诉我，

在我离开家的春节的那几天里，父

亲一直在念叨着我，他每天盼着星

期天，因为，这一天他的儿子才会

有时间回到他的身边。 可是，父亲

盼来的却是一天一天的失望。那几

天，也许父亲已在冥冥之中知道他

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可能还有许

多话要对儿子交代，也许他仅仅是

想能再最后看儿子一眼，可我却连

这一点也没能使父亲满足。 父亲，

我尊敬的老父亲，如果时间能够倒

流，我愿每天守候在您的身边。

父亲生于

1923

年，在

80

多年

的岁月里， 饱尝了人间的苦辣酸

甜。父亲淳朴仁慈，宽厚待人，光明

磊落，从来没有因生活琐事与乡邻

红过脸吵过架。父亲的一生历经磨

难，与世无争。父亲兄弟

4

人，作为

长兄，父亲从年少起就跟着爷爷为

家业奔波。上世纪

60

年代前后，父

亲和他的三个弟弟一样都在外工

作，弟兄几个的妻子、儿女都还在

一个锅里吃饭。这时，爷爷、奶奶都

已年过花甲，兄弟

4

人中必须要有

一个回到农村参加集体劳动干农

活挣工分。 作为长子，父亲毅然决

然辞掉工作， 回到农村帮助爷爷、

奶奶操持家务， 直到

1980

年他们

兄弟

4

人分家为止，当时父亲已年

近花甲。

母亲生于

1928

年， 母亲承继

了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所有优秀

品德，一生勤劳善良，和睦邻里，敬

老爱幼，相夫教子，任劳任怨，她和

她的几个妯娌相处如亲姐妹，几十

年间从来没有吵过嘴红过脸。在父

母亲半个多世纪的共同生活中，他

们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甘苦相伴，

堪称楷模。

作为父母，为了全家的生计和

养育

6

个儿女，他们面朝黄土背朝

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古稀

耄耋之年仍不愿歇息。为了儿女的

幸福成长默默奉献了一生。

作为父母的独养儿子，他们虽

对我寄予厚望， 但绝不娇惯我；他

们虽然把家业兴旺的希望全都投

注在我的身上，但绝不逼迫我按照

他们的意志成长。 我出生时，父亲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 母亲也将近

40

岁， 靠土里刨食挣得的微薄收

入， 父母供我念完小学、 初中、高

中，走上工作岗位。 父亲和母亲都

是明理的长者，当我毅然放弃高考

回到村里担任村团支部书记时，他

们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对我在

人生途中的每个选择，父母都十分

理解和支持。

追忆父母，你们没有给我留下

多少金银财产，但却给我留下了一

笔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精神财富，

我将用我的一生承继留给我的这

笔宝贵财富。

追忆父母，你们的一生没有做

过大的事业， 没有什么惊人的壮

举， 但你们用世人无可挑剔的美

德，给所有认识你们的人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和追忆。

父亲、母亲，你们虽是平凡的

人， 但在我心中永远是伟大的，是

值得我永远景仰的人！

●

董全云

/ 亲近自然

腊 梅

立过春几天了， 天气依然很

冷，却少了寒冬的刺骨。

往年的腊梅花早就笑着闹着

怒放枝头了，老远就勾人魂魄地能

嗅到幽幽花香。

许是今冬天气寒冷的缘故，单

位院子里的几株腊梅树却不见动

静，细看只见干枯的虬枝星星点点

地挂着少许的黄的花苞，就那么冷

冷地板着脸儿，仿佛一个不苟言笑

的少妇，生生地把春憋在腔内。

我从旁经过时， 随手折了几

枝， 用水瓶插好放入值班室内，谁

知屋子里的暖气竟温暖了那冰冷

的花魂，不大会儿，竞相灿然开放，

浓郁的馥香一下充盈室内。

真应了那句话，在对的时间里

遇见了对的人，心甘情愿将自己的

花儿欢喜地开在尘埃里。可是这些

花呢？仅是一个温暖的拥抱和呵护

而已，这些离了枝离了根的腊梅花

便欢喜地开得那么妖娆。鹅黄色薄

如蝉翼的花瓣四面舒展着，中间的

一层花瓣带着红色的斑点痕迹，嫩

黄的花蕊笑吟吟地立在中间，那么

知足、那么欢喜、那么迫不及待。一

下子，幽香赫然四溢，春意盎然。

晚饭后，又从腊梅树上折了几

枝用水洗净上面的灰尘，用一个白

色的大玻璃花瓶插好放在桌上，登

时就室内生香了。我就在这香氛里

选一曲音乐、拿一本书，醉在这花

这音乐里……

（本版图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

郭 强

/有话就说

食品安全保卫战任重而道远

目前，公安部用微博再次公布

“打四黑，除四害”行动举报方式，

这个积极信号说明，只要我们全民

动员，多部门联动，从严监管，我们

的食品安全形势一定会逐渐好起

来。

其实，针对人民群众关注的收

购 “地沟油 ”炼制 、销售食用油问

题，去年，公安部统一指挥浙江、山

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历时

4

个月，

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 “地沟油”制

售食用油案。据说，那是全国公安

机关首次侦破非法收购 “地沟油”

冶炼食用油，且通过粮油公司销售

给群众的案件。 从此，“地沟油”流

向餐桌的传闻得到证实，这也是去

年众多媒体纷纷转载和民间街头

议论最多的一个消息。

据了解，当时有不少听到此消

息的人说，证实“地沟油”流向餐桌

的代价太大了，有的则说这个消息

来得太迟了！笔者认为，说代价太

大不可否认，说太迟既有点站不住

脚，也太有点冤枉为此付出辛勤劳

动的警察同志。

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食品生

产质量应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负责，如果因产品质量出现差错

遇到投诉、举报等问题，应由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或工商部门来查处。如

果因食品霉烂、变质等重大问题致

人伤残或死亡，公安部门才会立案

调查。如今，本应由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质量技术监督和工商部门来完

成的事，被我们的公安民警给“拿

下”了。

事实上， 近年来的 “三聚氰

胺”、“瘦肉精”事件，掀起的食品安

全风暴已经很让人受伤。笔者想说

的是，相关执法部门应向我们的公

安民警学习，要有敢于向“地沟油”

“宣战”的精神，万万不能怕麻烦，推

诿扯皮，找理由，拿技术条件达不

到、无法检验等理由来搪塞表态。

李清联，又名马遵生，

1934

年

生于河南沁阳李家，

8

岁后长于孟

州马家，故籍贯亦沁亦孟，姓氏亦

李亦马，

1960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河南诗歌学会顾问，国际炎黄

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出版诗集

《我们沸腾的工厂 》、《绿云彩 》、

《李清联短诗选》（中英对照）、《李

清联世纪诗选》、《阳光老男孩诗

抄 》等 。在 《人民文学 》、《诗刊 》、

《星星》、《诗选刊》、《中西诗歌》、

《当代诗坛 》（香港 ）、《澳洲彩虹

鹦》（澳）、《夏威夷报》（美）发表作

品， 现任香港汉英双语诗学季刊

《当代诗坛》编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