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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形声）

小篆芽：从艸、牙声，本义作“萌芽”解，

（见说文许箸）乃草木初生之幼苗，故从艸。

又以牙即门齿，乃在口中初长出者；芽亦为

草木之初生，故从牙声。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一丛丛嫩

芽，携带着无限生机，或从坚硬的地底下破

土而出，或从石缝中探出头来，或如星点翠

绿傲立枝头， 跃然挥洒出春辉大地最鲜明

的色彩！

芽儿不但是可爱的小生命， 更具有顽

强坚韧的上进心， 每每看到从石缝中拼命

挤出来的小小嫩芽， 总给人带来莫大的惊

喜。 看它如此柔弱， 却又充满着无穷的力

量，无论是扎根泥土还是枯木逢春，总能饱

含着生命蓬勃的律动， 勇敢地把身上的压

力转化成生命向上的能量， 一次次突破成

长的挑战，绽放出生命动人的风姿。

反观人们自身的行为， 各种纷飞起伏

的思绪，正如同那萌动的芽儿一般，待条件

成熟时，不仅迅速迸出而且茁壮成长。因此

面对于脑海中不断浮起的芽儿， 需要我们

以智慧来守护。 古语云“君子之学，贵乎慎

始”。一颗好的芽儿要悉心浇灌，耐心呵护。

一如我们从小就要打好做人的基础，“不知

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

言，无以知人也。”这些闪光的智语，诚为祖

祖辈辈播撒在我们心田的金种子， 只要我

们认真浇灌，用心呵护，便能迸发出强大的

能量，将仁德的善根，深深植入我们生命的

大地，长成苍翠挺拔的智慧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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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气少开窗

很多人习惯开窗通风。 可

如果雾霾一整天不散， 是该开

窗通风还是紧闭门窗呢？ 专家

指出，雾霾天气里，不主张早晚

开窗通风， 最好等太阳出来再

开窗通风。

外出戴口罩

如果外出可以戴上口罩，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粉尘颗粒进

入体内。口罩以棉质口罩最好，

因为一些人对无纺布过敏，而

棉质口罩一般人都不过敏，而

且易清洗。外出归来，应立即清

洗面部及裸露的肌肤。

适量补充维生素 D

这个季节雾多、日照少，由

于紫外线照射不足， 人体内维

生素

D

生成不足，有些人还会

产生精神懒散、 情绪低落等现

象，必要时可补充一些维生素

D

。

饮食清淡多喝水

雾天的饮食宜选择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

生素的食物，多饮水，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这样不仅可补充各种维生素和无机盐， 还能

起到润肺除燥、祛痰止咳、健脾补肾的作用。

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吃些梨、枇杷、橙子、橘子

等清肺化痰食品。

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雾霾天气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 “健康杀

手”，尤其是有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老

人，雾天最好不出门，更不宜晨练，否则可能

诱发病情，甚至心脏病发作，引起生命危险。

专家指出， 之所以说雾天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的“危险天”，是因为起雾时气压低，空气中的

含氧量有所下降，人们很容易感到胸闷，早晨

潮湿寒冷的雾气还会造成冷刺激， 很容易导

致血管痉挛、血压波动、心脏负荷加重等。 同

时，雾中的一些病原体会导致头痛，甚至诱发

高血压、脑溢血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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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

□王德义

你 ，我 ，他 ，一定有如此强烈的感

受。 从出生的那天起，我们的亲人对我

们最大的牵挂，用一个最恰当、最简短

的字表达，就是———怕！

生下来 ，怕 ；出家门 ，怕 ；长大了 ，

怕；有工作了，怕；不在身边了，怕……

这种怕，这种牵肠挂肚，让我们最真切

体会到，一个人活着，还有一份如此厚

重的责任！

有一个真实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

身边，很想讲出来和大家分享。

这件事

,

发生在一个寡母和一个大

学生儿子身上。

这个母亲， 年轻时长得很漂亮，追

求者门庭若市。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

她有了家庭， 生下孩子不到

2

岁时，突

然祸从天降：丈夫意外被一场无情的车

祸，夺去了生命！

或许在外人看来，这起车祸的受害

者，只是一个男人而已，但对于这个温

馨的小家，丈夫就是天，父亲就是爱，现

在，这方天塌了，对这个年轻的母亲和

小小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你懂的。

那时候，依照母亲的条件，外在的，

还是内在的，或则年龄上，无论哪一点，

都依然占据很大优势。 如果，只是说如

果，再改嫁一个条件优越的男人，一点

也不成为问题。 事实也确实如此，丈夫

去世还没过百日，各方提亲的，说媒的，

络绎不绝。 在那样的诱惑面前，哪个风

雨中飘摇的女人，不想再寻找一个温馨

的港湾，不急切再寻找一个遮风挡雨的

大树？ 但是，母亲再三权衡，为了心爱的

儿子，决定终身不嫁！

以后的岁月，母亲生命的全部心血

和牵念，全部倾注在儿子身上！

母亲为了抚养儿子上好学校，做好

男人，有好前程，放下身段，给建筑队做

过饭，到铅厂当过临时工，跑过保险，做

过安利，推销过葡萄酒，为有钱人家做

过钟点工，还开过洗衣房，经营过理发

店……

其实，那个时候的母亲，生活经历

中的诱惑实在太多， 思想稍微 “灵活”

点，家庭景况会好的不得了，就会得到

梦寐以求的房子、车子、票子等，但都她

严辞拒绝。 母亲很不屑地回敬：“谁稀罕

你们这些，我儿子长大出息了，我们什

么都有的！ ”

风华是一指流沙， 苍老是一段年

华。

孩子，一天天在长大，母亲，一天天

在变老。

聪明伶俐的儿子果然不负期望。 上

小学，上中学，上高中，都在同学中是佼

佼者。 那年，被广州一所大学录取，从来

滴酒不沾的母亲， 晚上喝得酩酊大醉，

手舞足蹈。

自从儿子上了大学，母亲整天乐呵

呵的，精气神更充足，全身上下，总有使

不完的劲，母亲满眼看到的世界，都是

让人兴奋快乐的色彩。 她为儿子骄傲，

她觉得一辈子这样辛苦辛酸，值了。

突然，有这么一天，母亲听到一个

特别恐怖的消息， 儿子在学校杀人啦！

母亲一下昏死了过去。

原来，儿子在校期间，和同寝室一

同学，因为上下铺摩擦，发生一些口角，

于是，觉得对方不给自己面子，自己受

到了不公，心怀怨恨，最后拿剪子，朝这

位同学身上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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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因为案件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儿

子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可以想

象，儿子的死，对母亲是怎样毁灭性的

打击！ 假如父亲的死，对母亲来说，是天

塌了，那儿子的死，对于母亲来说，简直

就是生命的毁灭！

可怜的母亲抱着儿子的骨灰，哭得

死去活来。 甚至，把一只眼睛都哭瞎了。

儿子的老家，在河南焦作的太行山

区，母亲执意把他的骨灰，埋在离老家

宅院

200

多米远的山坡。

母亲年龄不到半百，模样原来是那

么俊俏，而无情的打击，彻底摧毁了她

精神的支柱，眼哭瞎了，头发全变白了。

每天，很少吃饭睡觉，一直坐在家门口，

望着不远处的孤坟，嘴里一直在嘟哝着

什么……

可以说， 儿子从小出生在单亲家

庭 ，但一点也不缺少爱 ，不管吃 ，还是

穿，都不比身边同学差。 有一个细节，很

让人感慨。 儿子最喜欢啃猪蹄，每当他

放假回家，不舍吃不舍穿的母亲，都要

乐颠颠跑到卤肉店，给儿子买上几个猪

蹄，坐在他的对面，看着他大口大口地

吃，大嘴大嘴地啃。 有时候，儿子也让让

母亲，可母亲总推说，猪蹄子太腻，不喜

欢吃。 时间长了，儿子自己痛快口福时，

连让也不再让，吃不完了，就让母亲存

放起来。

儿子到死，恐怕也没有想到，母亲

在当闺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猪蹄！ 他

在和同学斤斤计较时，想过家中含辛茹

苦的母亲吗？ 他总感觉自己受到不公平

对待，那他知道母亲为了他，遭遇过的

女人的坎坷和屈辱吗？ 他激奋，他愤怒，

他心血来潮，他失去理智杀了人，无非

以死谢罪 ，一了百了 ，但是 ，这样的悲

剧，给一生牵挂他的母亲，留下的又是

什么？！ 儿子若地下有知，灵魂也永远不

会安宁！

时常，我陷入深思：教育的根本究

竟为了什么？ 缺乏了做人的道德和责

任，没有了对法律的敬畏，我们所学何

用？！ 一个没有了爱的人，没有了担当的

人，即便再有知识，即便再有能耐，能让

亲人放心吗？ 能给社会带来益处吗？

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很多青少年

犯罪的案例。 分析造成青少年犯罪的深

层原因，的确有社会的、家庭的、教育的

等等诸多问题， 尤其是在时下社会，在

我们面前，五彩缤纷，眼花缭乱。 理想与

现实，矛盾突出，有时很难辨别人生的

方向。 但是，即便这样，也不是我们放任

自己的理由。

青少年朋友， 我要善意地警告你，

别堕落，你我都没有资格！

我们生来，就在普通的人家，我们

生来，最起码背负着家庭、生活的重担，

不能去怨天，也不要去尤人，别把时间

浪费在埋怨、牢骚、不满上，生活没有承

诺我们必须公平， 也没有人对不起我

们，我们能够给自己的优势，就是好好

做人，踏踏实实活着。 假如我们一味颓

废、消沉，一切无所谓，就连这最后的机

会，都会丧失！

要知道， 不是生活决定何种人格，

而是人格决定何种人生。 做人真正的格

局，只生长在恬淡的心境中。 就像一棵

树长在旷野，风婉约地吹，云含情地过，

花香偷眼，流水迷离，但它依旧是一棵

树，坚守在旷野中，让岁月把自己变成

一种值得尊敬的风景！

作为青少年， 理想固然需要远大，

但做人必须实在，无论梦有多美，需要

一步一个脚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一切有志青少年学生应该知晓，你现在

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你

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

便是什么。 你有光明，中国便有希望。

柿

子

炒

面

□

张

正

义

柿子是太行山 、

黄土高原部分地区的

特产。 柿子富含多种

氨基酸，色泽鲜艳，口

感又好， 被列为水果

中的上品。

河南沁阳的神农

山及南太行山前坡

地，气候温和，日照充

足， 非常适宜柿树的

生长。以前，这里柿树

成园成片，产量又高，

是当地农果产品中的

主导产品。

由于柿树生命力

强，一般不占用耕地；

柿子品质好，产量高，

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对柿子的依赖程度也比

较强。当年，许多村子都有“一季柿子半年粮”的

说法。 柿子当粮吃，除了把柿子晒成柿饼、柿瓣

等干果之外，最主要的，当数柿子炒面了。

柿子炒面食用方便，但制作比较麻烦。首先

要把准备掺和的小米、 玉米或黄豆之类的粮食

炒熟，碾成瓣状，然后把焢透洗净的柿子弄烂，

和炒熟碾过的粮食拌在一起，风干或晒干，再经

过磨、箩，就成炒面了。

柿子炒面可以随时食用， 干吃或用水拌着

吃都可以，所以，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出门

远行甚至行军打仗（当年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有

许多行军打仗中吃的都是炒面），炒面都成为最

方便的干粮之一。

用柿子做炒面，还有秋粮冬储的作用。普通

柿子不能长期存放，时间久了，容易变酸变馊，

而制成炒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变质的。柿子炒

面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特别好。上等

的柿子炒面，吃起来又香又甜，余味无穷。 “香

甜”一词用在柿子炒面上，也许算是最恰当了。

柿子炒面历史悠久， 最早可追溯到五千年

前的神农时代。据传，神农氏族在今神农山一代

活动期间，满山大小沟谷，到处是野生的柿树。

到了秋天，鲜红的柿子挂满了枝头。 当时，人们

还不知道柿子能不能吃。 后来看到猴子在树上

摘焢柿子吃，有人试着一尝，味道挺好，也没有

不良反应。慢慢的，人们在柿子成熟时开始大量

采摘焢了的柿子吃。 但是， 柿子成熟期比较集

中，而焢透的柿子存放期又很短，人们采摘大量

的柿子，短期内食用不了，眼看着变质扔掉，让

人心疼不已。炎帝神农看到这种情况，就在心里

琢磨：怎样才能把柿子像粮食一样存放起来，供

人们长期食用呢？起初，神农试着把柿子和谷类

拌在一起晒干磨面， 但吃着味道不好。 神农又

想，柿子是直接食用的，和谷类相拌，应该也能

直接食用才好。 于是就把豆黍炒熟、碾碎，再拌

上柿子晒干、磨面。 用这种方法磨出来的面，既

保留了炒豆黍的清香，还保持了柿子的绵甜，同

时还具备直接食用和长期存放的便利， 这就是

最早的柿子炒面，后人称之为神农柿子炒面。

柿子炒面最负盛名的时期， 当数唐朝的太

宗年代。相传隋朝末年，唐王李世民由太原出兵

征讨据守洛阳的王世充， 结果兵败退守太行山

的仙神河谷。 千万兵马，被困于高山峡谷之中，

十余日无法进退，眼看着已到粮草断绝、走投无

路的境地。 正在危难之际，在此潜心修炼、得道

成仙的道教上清派鼻祖二仙奶奶魏华存显圣，

为义军送来柿子炒面，使之化险为夷。待与援兵

汇合，终又南下西进，取得最后胜利。 李世民在

长安登基之后， 不忘仙神河谷二仙奶奶救助之

恩，遂下诏敕封柿子炒面为御用贡品。柿子炒面

受到皇帝御封，自然身价飙升。 当年，河南的怀

庆府、山西的晋州一带，争相为京城皇室进贡柿

子炒面。 柿子炒面作为贡品， 已经远远超出了

“干粮”的身份。人们在制作时，除了挑选上乘的

柿子、黍米、黄豆之外，还把素有“怀参”之称的

怀山药经过精心炮制掺和其中， 这使得柿子炒

面不仅保持了香甜的美味， 而且增添了养颜保

健功能，使之成为风味食品中的上上品。

柿子炒面在灾荒年间被老百姓称为救命食

品。 民国三十二年（

1943

年）河南一带遭灾荒，

黄河泛滥，蝗虫漫天，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饿殍

遍地。 据说，当时能吃的野菜挖完了，能吃的树

皮剥光了，许多人就拿玉米芯、谷糠磨面吃。 那

些本来只能喂猪喂牲口的东西， 让人吃实在太

难下咽了。有人就想到了柿子炒面。他们跑到山

上、坡地捡回地上的烂柿子，把树皮、谷糠、玉米

芯之类的东西炒一炒，多少掺一点点粮食，然后

拌上烂柿子，晒干磨碎，就制成了最廉价的柿子

炒面。 这种炒面确实难吃，但比起单纯的树皮、

谷糠、玉米芯，多了一点柿子的绵甜，口感要好

上许多。

柿子炒面在以前是当主食来用的。 在温饱

问题基本解决、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今天，人们

已经很少能吃到柿子炒面了。究其主要原因，是

柿子炒面全靠手工制作， 除了磨面可以机械代

替，其他许多程序大多都靠手工。再加上采摘柿

子非常辛苦，危险系数又很高，所以，地道的柿

子炒面很少能见到。 在神农山景区的周边或北

方一些山区旅游景点， 偶尔有当地山民出售柿

子炒面。 那炒面在配料或制作上保持了传统风

格，吃起来还真让人回味无穷呢。

柿子炒面可以算得上方便食品的老祖宗。

在当今方便食品花样繁多的时代， 柿子炒面却

逐步退出方便食品的舞

台。制作的人少了，能够品

尝到的人更少， 柿子炒面

在现代社会只能算作一些

人生活中的 “调味品”，对

许多曾经吃过柿子炒面的

人来说， 也许成了一种永

远的回味。

抓 集

□都屏君

小时候， 常听母

亲说抓集的故事。

抓集， 是在饿死

人的年代集市上饥民

抢夺食物的现象。

母亲告诉我们 ：

她小的时候，由于连年自然灾害，日本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再加上政府对民生的

漠视， 使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 那时我们这一带家家饿死人， 千里无炊

烟。 树皮被剥光，草根被挖尽。 饥饿的人们就

吃雁屎、吃石头粉充饥。 为了活命，在惨淡的

集市上、街道旁、胡同里，到处有衣衫褴褛、食

不果腹的抓集人（当时人们叫抓集贼）。 集市

上卖馒头的、卖花生的、卖柿饼的……只要东

西离了秤盘，立马被饥民们抢抓吃掉。当你在

街上吃窝头时，突然从旁边冲出抓集人，抢起

你的窝头就跑。等你明白过来追上他，那窝头

已经塞进抓集人的嘴里，三下两下就往下咽，

往往噎得他伸脖子瞪眼珠。 有时抓集人来不

及吃就被逮住，他便往食物上唾口水，让你恶

心，从而放弃夺回的念头。抓集人被大家摁在

地上痛打， 他们边挨打边将抓来的食物往嘴

里塞，吃不了的就抱在胸前蜷在地下。你打你

的，我吃我的，死也不松手。他们认为，打死总

比饿死强。 母亲就亲眼看见过集市上一个抓

集的人被活活打死。直到死，他的嘴里还有一

堆未嚼碎的馍渣。 打死就算了，见怪不怪，无

人管的。人们为了躲避抓集，饭时把自个关在

家里偷偷地吃， 生怕一不留神碗里的手中的

被人抓去。

我的母亲曾经被饿怕过， 她对饥饿心有

余悸， 所以对粮食十

分珍惜， 对浪费深恶

痛绝。 例如她每磕一

个鸡蛋都要用指头将

壳中残留的一点点蛋

清刮干舔净； 着香油

总是筷头蘸一下滴几滴， 把筷头和瓶嘴抿了

再抿；苹果皮能削得像纸一样的薄；为了节省

煤球，除了过年那几天烧煤以外平时拾柴烧，

锅一开立即灭火，生怕浪费柴禾；她都快八十

岁了，麦收时节，等大型收割机过后，趴在麦

茬地里， 顶着骄阳一粒一粒地捡麦粒儿……

每每看到这些，我对母亲的“小气”嫌丢人，悻

悻地数落母亲：“妈，现在日子好过了，哪还在

乎那一点点的浪费。 ”她并不生气，总是慢慢

地说：“粮食是不死药，没有挨过饿的人，不知

道肚饥的难受。 ”小时候妈妈唠叨这一类话，

我们仅仅是听听而已，向来没有往心里去过。

直到几天前看了电影《一九四二》，再回想起

妈妈说过的话，我突然感到异常震惊！原来饥

饿离我们那样的接近，就像昨天一样！

现在的年轻人认为抓集那个年代离我们

实在是太遥远了， 重新提起简直就像在讲神

话。 我们经常看到学生餐厅到处有扔掉的馒

头和饭菜；在某大城市做事的朋友告诉我，一

桌几千上万元的大餐没动一筷就被倒掉的现

象非常普遍； 我亲眼目睹过一栋刚盖成不久

的大厦顷刻间被爆破拆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忘掉过去就等于背

叛。抓集的年月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们

能不能从过去的饥馑中读懂点什么， 抑或是

有些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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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棵 开 满 鲜 花 的 树

□薛凯敏

虽然早已进入春天，但天气仍

旧没有回暖的迹象，乍暖还寒的感

觉让人还不敢完全褪下冬装。而真

正让我感到春天来临的，不是迟迟

不愿意播撒满腔热情的暖暖春日，

而是工房前那棵叫不上名字来的

花树，在不经意间的突然绽放。

也就是它那突然间的绽放，才

让我注意到它———每天从它身边

匆匆走过却从未留意过它能开出

那样热烈奔放的花朵。先是一个一

个的花蕾在枝条上次第而上，继而

是一簇簇花朵有序开放，在你还未

来得及欣赏它那娇艳欲滴的姿态

时，它便一下子把自己整个展示给

你，让你有点措手不及。

看着这棵浓郁的花树和那热

烈奔放的花朵，让你不相信春天来

临都不行。 一簇簇花朵，有的几朵

连缀在枝上相互抢占着属于自己

的空间，有的不声不响依偎在树杈

或低低的根部，有的干脆摆出与世

无争的态势爬上树梢。 只要是枝

条， 哪怕最瘦弱最细小的那枝，都

会寻找到花的踪迹。那花的色彩似

焰如火， 那花的神情似娇若憨，那

花的热烈若狂若癫。我曾问过几个

人关于树的名字，他们也都说不出

来。我想，有名无名并不重要，关键

是能够开花、能够装点春天就行。

一个人同行说，我在这里工作

两年多了，目睹过这棵树由盛而衰

的整个过程，每到春暖花开，这棵

树总是先花后叶，而后枝繁叶茂和

其他树种并无二样，你若不是看到

它开花，还以为它就是一棵普普通

通的树呢。 此君的话的确如此，这

棵貌不惊人的小树如果不是鲜花

开满枝头， 也不是因此而鹤立鸡

群，还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呢。

“苗而不秀者有亦，秀而不实

者有亦。”这棵树也是如此。在毫无

保留地把自己的真诚热烈地坦露

一番之后，除了一地落英，枝头看

不到任何要挂果的迹象。那凄凄艾

艾的花瓣或孤单着或相伴着随风

飘落， 让人既怜悯又倍觉惆怅，情

不自禁生出许多感慨来。

然而这种感慨随即就淹没在

工地上的一片喧嚣声中。这是去年

冬天就苏醒的一片土地，伴随着土

建工程的开工，往日“夜半风随月，

清晨鸟惊窗”的这片土地也热闹了

起来，大批建设者的蜂拥而入使这

一片土地充满了生机，各个角落都

能看到劳动者挥汗如雨的身影 ，

———他们开掘的不是一片默无声

息的土地，而是在播种一个希望。

夜幕降临时，我看到老杨又开

始他的夜间巡逻了。看场的老杨是

建筑队的一名农民工，每次遇到工

程时，他都要先考察一遍工地周遍

的环境，为预防物资流失做些防范

工作。 老杨说，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的都是些本乡本土的人，白天来晚

上走。 这一回可不行了，晚上下班

后还要学习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去，

为啥， 这次承包的项目大标准高，

上亿元的工程不像家里盖的房舍

那样简单。 几百号人，不让他们学

点知识懂点技术往后咋出外干活

呢，搞建筑里面的道道多着呢。

六十多岁的老杨话越说越多：

家里种了二三亩地，粮食是足够吃

的，孩子们也都大了，我就出来一

月挣个四五百的，不出来挣点钱咋

供养在郑州上学的孩子呢？他学的

也是工程建筑，这年月搞建筑的很

吃香。 说完，披着旧棉衣的老杨手

里拿着手电筒，向工地黑暗的深处

走去。

突然间我又想到那棵开满鲜

花的树。如果说那盛开的鲜花是现

在的土建工程，那么即将上马的主

体工程就是一个企业绽放的绿叶，

而像老杨一样的那些农民工们就

是那为鲜花和绿叶输送着养分的

枝干。这一片片拓展着空间的绿叶

不仅在装扮企业的春天，而且那些

枝干还是支撑起民族绿色天空的

钢筋铁骨。

我这样想着，不禁对那棵树的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棵树达到开

花的年龄是要经过数十年的生长

才能孕育出鲜花， 成长的过程中，

要经过岁月的洗礼、时间的历炼才

能不断长出新枝，每一枝的健壮粗

大都要经过风霜雪雨的层层剥蚀

才会枝繁叶茂。这是一个培育信念

和考验意志的过程，在任何时候唯

有心中对春天充满向望，对追求充

满信心，不因挫折而退缩，不因坎

坷而止步，不因失败而沮丧，才能

达到愈挫愈强的思想境界。

早晨的阳光透过工地的上空

映照在树上，尽管它矮矮的弱不经

风， 但它的枝条分明已经柔情似

水，温柔中显示出挺拔向上的倔强

品格，孤独中隐隐透出不甘寂寞的

博大情怀。

沐浴在充满花香的空气中，遥

望岭上那一抹纱巾一样舞动的绿，

让你觉得在这春风荡漾之中，自己

又何尝不是那朵点缀春天的花呢。

有错

必改

本报

2

月

21

日四版

中，《沁阳春节民俗拾趣》

一文中“正月二十九添仓

节”，以及“正月二十九是

‘添仓节’”两处“正月二

十九”有误，应为“正月十

九”。 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