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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附表：申请人、房屋坐落（详见下表）：

序号 申请人 坐 落

1 满贵花 解放区解放中路76号辉龙花园2号楼2单元204号

2 都新联 解放区解放中路76号辉龙花园2号楼4单元108号

3 韩路锁 山阳区山阳路凤凰小区11号楼2单元304号

4 王元珍 山阳区山阳路凤凰小区17号楼2单元503号

5 庞先键 山阳区站前路亚细亚小区5号楼2单元603号

6 李建设 解放区和平西街辉龙小区5号楼1单元3号

7 李建军 解放区和平西街辉龙小区10号楼1单元5号

8 田松林 山阳区山阳路凤凰小区9号楼2单元404号

9 刘桂荣 解放区解放中路焦作商业街A座A南111号

10 冯金香 解放区和平西街辉龙小区7号楼2单元3号

11 朱保星 解放区新华中街解放开发2号楼4单元9号

序号 申请人 坐 落

12 赵连祥 解放区英雄街解放开发5号楼北单元7层中户

13 任红军 山阳区解放东路群英新村13号楼1单元503号

14 毋法国 解放区解放中路76号辉龙花园2号楼3单元105号

15 王敬芳 解放区和平西街辉龙小区12号楼1单元7号

16 靳继海 解放区塔南路亚细亚小区5号楼2单元1号

17 冯继忠 解放区民主中路福利巷民开1号楼2单元202号

18 冯继才 解放区民主中路福利巷民开1号楼1单元108号

19 刘高炉 解放区建设西路卫校西街128号楼1单元404号

20 周殿勋 解放区建设西路卫校西街128号楼1单元102号

21 范新春 解放区和平西街辉龙小区10号楼3单元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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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梦想
我们选择飞翔
前进的路
满是荆棘

不论怎样
相信希望就在远方
辽阔大地
让生命在原野上怒放

不论怎样
我们一直在路上
那些风雨
算得了什么
那些伤痛
让我们渐渐成长

把青春融入大地
麦田闪烁希望的光芒
曾经徘徊迷茫
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曾想努力做一些事
却总是事与愿违
享受寂寞
总是为自己制造不必要的伤
一切都靠自己
谁也别指望
要学会慢慢坚强
不能遗忘
肩上的使命
不能忘记
那些沟沟坎坎
不能忘记
那些满含希望的笑脸
你有什么理由
选择放弃
不甘心过平凡的生活
就注定命运坎坷
因为你已不属于你自己

在路上
脚步不停息
那些经历
让我们都珍惜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意义

在路上
——写给奋斗在和曾经奋斗

在一线的大学生村干部

□李小立
有的事情，过去的时间并不长，却会忘

得干干净净；而有的事情，过去的时间越久
则记的越清楚。十多年前我曾经住过的孟州
市赵和镇青龙沟村就是这样的令人难忘——
淳朴的民风、淳厚的农民、浓郁的乡情，真
的是历久弥新。

“青龙沟，沟坎儿多，地无三尺平，出
门就爬坡，十年九旱土生烟，吐口唾沫就着
火。”这是当年我刚到青龙沟村驻队时，听
到的顺口溜。

这段顺口溜真实地描绘出了青龙沟的
特点。这个村位于孟州市西北方向的丘陵
深处，整个村子就三条南北走向的街道，
中间一条沟是村里主街道，东西两侧各有
一条辅街。沟深岭高水源奇缺，全村有三
分之二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望天收”。那时
候，村子里比较贫穷，全村没有一盏路灯，
街道全是黄土路面，学校里孩子们使用的桌
凳破烂不堪。但是，这里的人很好，非常
朴实诚恳，待人热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里能有这样的人群人品，着实难能可贵。我
们几个来这里驻村的，当天就下定决心要
努力为村子里办上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既
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又能让这里的老百姓
得到实惠。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我们基本掌
握了村里的主要情况。在与村两委会班子多
次研究后，形成了调查研究材料。我代表驻
村工作队，向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郭安
民和副主任张树萍当面进行了汇报。两位领
导非常重视。于是，青龙沟村的一些事情开
始陆陆续续地得以解决，有关部门和单位或
企业有物出物、有钱出钱，帮助学校打机井
建水塔，学生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用上了自来
水；全村三条街道全部安装了路灯；村里的
大街小巷硬化了路面；学校里所有学生全部
用上了崭新的桌凳；为每个村民小组打了一
眼水井……本来这些都是正常的事，但是，
村子里的老百姓非要给市人大常委会送锦旗
表示感谢不可。那个时候，青龙沟通往焦作
市的公路还没有修好，走一趟非常不容易，
需要好几个小时，我劝他们不要送锦旗。他
们看我态度坚决，就表示不送了。后来我才
明白，这是他们精明和智慧的表现。

2002年10月28日晚，我在市里接到村

干部的电话，要我在市里等他们，第二天村
两委会班子全体成员要按照我和他们原来研
究好的方案，去考察修武县的优质大枣苗圃
和马村区沿太行山万亩经济林，正好顺路
接上我。想一想他们说的也在理儿——青
龙沟干旱少雨，适合发展经济林。可是多
数老百姓的传统种植观念要想转变过来，
尚需时日。因此，我就和村两委会成员商
议，到经济林搞得好的地方多看看，开开
眼界，长长见识。我们商定的基本原则
是，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在此之前，我
与他们已经顶着盛夏火红的太阳去槐树乡龙
台村考察过优质大枣和桃树情况；又曾冒着
濛濛细雨跑到位于黄河滩的化工镇贺庄村参
观那里的千亩优质林果苗基地。已经决定考
察修武县和马村区的经济林，只是具体日期
没有定下来。今天他们这样说，言之有理。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这些看上去非常憨厚的
村领导，竟然敲锣打鼓给市人大常委会送来
了锦旗。之后，在我们一块儿考察经济林的
路上，几个村干部不停地向我解释他们为什
么这样做。我又能再说什么呢？这些不一般
的村干部啊！

青龙沟人的淳朴厚道几乎处处都可以体
现出来。2002 年的冬天，雪特别多。12 月
下旬的一天早上，我和村干部们一起挤在一
辆小面包车上，去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实地
考察梨枣与核桃苗。由于雾大，路面冰雪
多，等我们赶到运城市时，天已经快要黑
了。而这里距离临猗县还有好几十公里，只
好在这儿住一夜了。

为了尽量少花钱，我们找到了一家正在
装修的旅馆。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说好住宿
费是每人10元。我当时看见两名村干部在
与旅馆老板嘀嘀咕咕的，也没怎么想，只是
觉得他们出来一次不容易，还要和老板砍
价，实在难为他们了。谁知在具体安排房间
时，竟然没有我的床位。旅馆老板一副诚恳
的样子向我说明实在没有床了，两名村干部
则一个劲儿地劝我到几十米之外的宾馆去
住。看他们一唱一和的样子，我茅塞顿开，
忽然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原来是他们串通好
不想让我住这装修中的廉价房间。于是，我
便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也是农家子弟，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和大家不一样的，只

不过是我考上大学走出了农门而已，但我的
血管里流淌的还是农民的血。大家能够住的
地方，我一样能够住。最后，他们只好给我
在两名村干部的房间里安排了床位。

夜深了，他俩还在翻来覆去地不睡觉。
我劝他俩说：“明天到了临猗县买不买那2.7
万多颗树苗，还要指望你俩拿主意。不抓紧
休息，买不到货真价实的果树苗，看你俩怎
么向村里老百姓交代？”

“已经没法交代了。”他俩好像挺委屈
似地说，“昨天夜里村里好几个人找到俺
俩，说你是城里来的，给俺村办了那么多的
事。这大雪天的为俺们又跑这么远的路，让
俺们一定照顾好你。没想到不仅没有照顾好
你，还挨你一顿日呱 （意为批评）。回村
后，家里的老少爷儿们还不定咋日呱俺俩
哩！”

听了他们的话，我久久难以入眠。朴实
厚道的村民就是这样，哪怕你为他们办了一
点点儿小事儿，他们都会时时惦记着你，处
处想着回报你。其实，我并没有为村里办什
么事，决定办事的是领导，出钱出物的是有
关部门和企业。至于我，顶多就是跑跑腿而
已，而村民们竟然这样关心我。

可亲可敬的青龙沟村民啊！
在青龙沟村的一年时间里，工作是既艰

苦又紧张的。但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习惯我仍
在坚守。我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一些驻村工
作和在村里的生活片段，刊发于我省一家国
家一级刊物上。兄弟市的朋友看到了，有的
打电话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还有的跑来
村子里看望，友人之间的关心之情溢于言
表。我还结合当地实际工作写了一篇通讯，
发表后获得省级一等奖，同时获得国家级三
等奖。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吧。

岁月悠悠情悠悠，千情万情青龙沟。青
龙沟，我人生中的一个驿站，尽管我在那里
工作生活的时间不长，却令我魂牵梦绕，难
舍难忘。曾经的一首小诗，略加改动后更能
表达出我的情感：

焦作青龙十余年，两地茫茫情相牵。
记得当年岭上行，千沟万壑任指点。
朝踢晨露惊飞鸟，暮归窑洞群星寒。
民风淳朴人亦厚，浓郁乡情情愈坚。
且喜今日东风劲，笑看青龙舞蹁跹。

难忘的青龙沟
□王新四

那天翻看台历，“父亲节”映入眼帘，
忽然想起应该为父亲写点文字了。

父亲很清瘦，但长得很俊朗。见过他的
人都说，父亲像教书先生，其实他是一个出
生在农村、没有多少文化的煤矿工人。

父亲没有伟岸的身躯，但他用勤劳和坚
强抚育了我们。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家里姊
妹8个，在当时的农村，生活相当困苦。为
养家糊口，父亲在一个煤矿下井。听奶奶
说，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就病逝了。为了
生计，他15岁就开始下井挣钱。直到现在
他都驼着腰。我曾想象，父亲是如何背负着
那一筐筐沉重，在那灰暗的井道里执着前行
啊。

因为生活艰苦，我自小学一年级开始，
使用的铅笔，全是父亲事先用小刀刻上标
记，直用到手拿不住的时候，父亲还会用废
旧的笔筒将铅笔装进去，以便继续使用。小
学三年级时，一根没有刻度的铅笔，在我的
童年中刻下了永久的记忆。那是快要考试的
时候，我的铅笔即便包装也几乎不能再用
了。可那时父亲因干活伤了腰，住进了医
院。等我随母亲走进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
不能挪动身躯而又脸颊发白的父亲时，心里
一阵难过，想要铅笔的话语又咽回去了。

“对（我的乳名），你的铅笔也该用完了。这
是托人捎来的，拿去用吧……”我不知道怎
么随着母亲回到了家，但这根没有标记的铅

笔，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父亲对我那
分厚厚的希望。

直到现在，我当了老师，看到学生丢掉
的半截或大半截铅笔的时候，仍会不自觉地
捡拾起来。对铅笔情有独钟，这分深藏在内
心深处的那分父爱，纵然流水年华，也流不
走这分隽永的记忆。

父亲不善言辞，但他给了我们满满的
爱。

尽管姊妹8个中有6个女孩，父亲却从
来没有嫌弃哪一个，即便生活困苦，父亲也
舍不得把任何一个送给别人。因为我和姐姐
是双胞胎，家中一下子又添了两个孩子，听母
亲说，我和姐姐饿的时候，只能用些许白面糊
糊给我们充饥。姑姑曾想抱走我们其中的一
个，但被父亲坚定地拒绝了。在我小时候的
记忆中，父亲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他那顶陈
旧的草帽、他匆匆来匆匆去的身影，在我的
脑海中挥之不去。

记不得是多大的时候，我肚子疼、呕
吐，难受得想哭。母亲让我喝点热水，扶我
躺在床上。那个时候，心中最想看到的就是
父亲，等啊等，看到下班的父亲，我眼泪一
下子涌出来。顾不上吃饭的父亲将我从床上
抱起来，背着我去看医生……

人们都说母亲的怀抱很温暖，可父亲的
脊背又何尝不是我们爱的脊梁呢？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但用他的心智和品
德影响和教育了我们。

在父亲眼里，让我们读书识字便是家
中的大事。当时的农村以工分多少分粮
食。为此，很多家庭都让孩子们过早辍学
下地劳动了。可我家除了残疾的大哥跟着
奶奶在家外，其他姊妹7个没有一个因为生
活困难而辍学，也成为当时村里人眼中不可
理解的事。曾有一个本家，见我已上高中的
二姐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好心地劝父亲
说，恁大的闺女，还让她上学，不如早点让她
下地干活。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立马给本
家急了眼：“俺家的事不用你管，也不会问你
家借一口粮，我就是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

多少年后，当我们姊妹们享受知识带给
我们喜悦、幸福和力量的时候，我想，当初
的执拗便是父亲最伟大也是最朴素的心智所
在啊。

父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为人做事
的品行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和做事。在单
位，父亲口碑很好，他勤劳、好学，从煤矿
下井，到后来在地面上做机电工，没有文化
的父亲硬是靠着勤劳的双手和爱动脑子，在
机电班干得一手漂亮活。记忆中，父亲几乎
每年都要抱回来一个玻璃奖状：“劳动模
范”“生产标兵”“革新能手”等。母亲会把
父亲的荣誉很认真地一个个钉到墙上，成为
家里的荣誉墙。过年扫房的时候，我们会小
心地将父亲的奖牌取下来，擦干净，整整齐
齐重新挂上。父亲成为我们心中的榜样，成
为我们心中不断滋生的正能量。我们姊妹们
也不断从小学、初中、高中把各种奖状拿回
家来。

父亲的爱，质朴而无私；父亲的爱，伟
大而平凡。现在每逢周末回家，能与已 84
岁的老父亲坐在一起围着桌子吃饭，帮他夹
个菜，我便觉着十分幸福。我爱我的父亲，
我深深地爱我的老父亲。

父 爱 无 边
□靳新玲

街道的拐角处，是一个广场。广场
上有游人，也有游乐场。每天天刚一放
亮，老张就推着他那辆加长的三轮车，
到广场上卖花。老张原来在林业局上
班，退休后在家闲不住，就钻研起了花
草，家里整得跟个百花园似的，卖花也
成了他退休后的职业。老张把花从车上
卸下，广场边上顿时就摆满了鲜花，什
么杜鹃、茉莉、桅子、仙人球……琳琅
满目，花香四溢。

老张的花摊刚摆开，就围满了人。
有赏花的，有买花的，还有一些是专门
来跟老张唠嗑的，问他怎么养的花？一
枝枝，一朵朵，水灵得都跟个十七八岁
的大姑娘似的。怎么那些花到了自己手
里，养不了几天就蔫了呢？老张有些得
意地嘿嘿一笑说，花都有灵性，想养好花
就得顺着花性。娇贵的，你就得多照看，
勤浇水，多施肥；皮实的，你就别老罩着
它，隔个十天半月浇一次、看一次，它就满
足了。你摸清了花的性格，它才给你开得

好、开得艳，让你赏心悦目……
老张的话让人忍俊不禁，在笑声

中，你一盆、我两盆，就卖掉了好多
花。买花的人，来了一茬又一茬，走了
一拨又一拨，一晃就到了中午。

学校放学了，成群的学生看到鲜花，
一下就围了过来。一边看，一边叽叽喳喳
地议论着这枝花鲜、那朵花好看，还不时
地伸出小手，去抚弄那些花枝儿。

别动！别动！只能看，不能动！
老张急了，大叫起来。孩子们就嬉

笑着、蹦跳着逃开。但有一个小男孩，
依旧一动不动，蹲在那株正怒放的茉莉
花旁，贪婪地看着，并扭头问老张：

“爷爷，这是茉莉花？”
“是。”
“多少钱一盆？”
“十元。”
小孩子胖胖的、黑黑的，一副结实

的样子。老张呵呵笑着，挺有耐心地解
释着。小男孩伸出手，似乎想去抚摸一
下那些含苞待放的花蕾，但看到紧紧盯
着他的老张，就乖乖地缩回了手，然后
问老张：

“爷爷，这花便宜些卖吗？”老张笑起
来，说：“你男孩子买花呀？”男孩脸一红：

“说，我妈妈明天生日，我想送妈妈一盆鲜
花。我妈妈最喜欢的就是茉莉花。”

“真有孝心！”老张夸着男孩，对他

说，“这花不能再便宜了，爷爷给你说的
就是最便宜的价格！”

男孩子的神情窘迫起来，显得非常
不好意思。老张有些不忍心，于是就问
他带了多少钱？男孩说三元。三元，是
太少了点。老张就对男孩说：“下午来买
吧，这花，爷爷给你留着，回家跟你爸
妈要了钱，下午再买。”

旁边的一个小男孩顿时呵呵叫起
来：“他没有爸爸，他爸爸不要他们了，
他只有妈妈……”男孩顿时羞得满脸通
红，花也不看了，站起身就跑。

下午放学的时候，老张又看到了那
男孩。男孩的脚步又慢了下来，眼睛又
落在那盆洁白的茉莉花上。老张呵呵笑
起来，对男孩说：“孩子，这花，爷爷给你
留着呢！只要你付三元钱。剩下的，你给
爷爷打会儿工，行不？”老张派给男孩的活
很简单，就是帮那些买花的人，把花送
到他们的车上，然后把地上的落叶和垃
圾清扫起来。半个小时后，老张把那盆
茉莉花放在男孩手上，对他说：“拿回去
吧，祝你妈妈生日快乐！”抱着那盆盛开
的茉莉，男孩欣喜地离开了。

老张也开始收摊，把剩下的鲜花装
上车，然后哼着小曲、蹬着车，离开了
广场。

夕阳西下，暮色四起，空气中依旧
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街头卖花人街头卖花人
（小小说）

□关小凤

游览了红色教育基地林州红
旗渠后，情绪久久不能自已，总
想写点什么，虽心思泉涌，可每
次伏案着墨，仍是半路辍笔，许
是因为有些亢奋，亦或是因为有
些压力，怕写不清、写不透、写
不真。可接触得越久，了解得愈
多，收益日渐丰厚，至今陡有感
念万千，油然而生属文之意愿，
虽不成宏章立论，但亦愿与众分
享红色教育之正能量。

尽管在出发之前通过多个渠
道、多种媒体几尽全方位地了解
了有关红旗渠的信息，但当我们
怀揣敬仰，身临其境，穿亭榭过
栈道，一步步走进现代化的红旗
渠纪念馆时，还是被回廊里展放
的铁锤、铁铲、钢钎等一件件实
物和声光电聚焦出来的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所震撼、所折服。忘
不了1960年春天，那是红旗渠渠
首拦河坝工程就要合拢之时，95
米长的坝体只剩下10米宽的龙口
尚未合拢，河水奔腾咆哮，500
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跳进冰
雪未消、寒气逼人的激流中，排
起 3 道人墙，臂挽臂、手挽手，
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挡住了汹
涌的河水……看着一幕幕感人肺
腑的画面，聆听着导游委婉深情
的讲解，只能用内心的悸动和眼
框里的热泪尽情倾泻当年林州人
民不畏艰险、战天斗地和大自然
奋力抗争的冲天豪情；透过一幅
幅泛黄的定格历史的照片和一帧
帧残缺的镌刻记忆的报纸，我们
多想用那详细的数字去注解他们
手上的老茧和脸上沾灰的汗水。
我们又怎能简单地用高昂的旁白
及闪现的灵感去探究和对话林州
人民那刻骨铭心的十年和十年里
他们无私的付出、无畏的牺牲。
虽非亲身经历，但此时此刻，荡
尽铅华，洞开心扉，走进历史，
触摸丰碑，所有人的情感已被濡
染，所有人的热血已经沸腾。那
是怎样的一个激昂澎湃的年代啊！
走出展馆，仰望蓝天远观高山，
摇摇头伸伸手，平抚了内心的激
动，又一路驱车，翻山越壑，到
达红旗渠景点。随移身曲步，乘

兴以进，拾级而上。台阶或宽或
窄，或陡或缓，两旁绿树掩映，
翠柏簇拥，阴翳蔽日，微风袭
来，不胜惬意。沿着盘绕在太行
山腰悬挂于绝壁之上的红旗渠蜿
蜒前行，就像牵手饱经沧桑吃苦
耐劳而又端庄秀丽的母亲，越是
靠近她的胸怀，越能感悟到当年
糠不饱腹、衣不避寒、住不挡风
的生活条件所养成的林州人民艰
苦朴素、勤劳忠厚、纯真淳朴的
优良品质。听着一渠奔腾的水
声，看着崖壁上残留的老炮眼和
极度夸张的山体人面像，耳畔依
稀回荡着英雄们十年鏖战，手推
肩扛，腰系揽绳，劈山修渠的号
子声，眼前仿佛浮现出了英雄们
仨俩一组，手扶钢钎双臂抡锤，
愚公般凿山不止的动人场景。站
在高 5 米、宽 6.2 米的青年洞旁，
看着源源不断地从隧洞里汩汩涌
动的漳河水，就像看到了那方热
土上一袭彩带凌空漫舞，就像看
到了那方人民汗水里滋长着的饱
满的希望。郭沫若亲笔题写的石
碑，雕塑般屹立在一旁静静地诉
说着一个撼天地泣鬼神的真实故
事：在那个食不裹腹的年代，300
多名青年突击队员，上山挖野
菜，下漳河捞草充饥，因此很多
人得了浮肿病，可他们仍然坚持
战斗在工地，以“宁愿苦战，不
愿苦熬”为原动力，不分昼夜一
点一点向太行山深处掘进。17个
月啊，他们用鲜血甚至牺牲，在
太行山腰坚硬的岩层中凿通了
616 米的隧洞，保证了红旗渠总
干渠的顺利畅通。

人工天河——红旗渠是人类
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史无前例的
天工杰作，是林州人民勤劳与智
慧的结晶，它已不仅仅是一项横
亘于林州大地的水利工程，而是
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更是一笔
跨越时空、薪火相传的精神财
富。在此工程中，林州人民体现
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
美德和感人精神，得到了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也
受到了世人的称赞而广为传颂。

情醉红旗渠
□薛东红

前段时间和同事老李结伴去
广东，经历了几件囧事。

上班时多次因公出差，退休
后经常外出旅游，可我就是没有
坐过轻轨，也没有坐过地铁。这
次去南方第一次坐轻轨和地铁，
我就出了洋相，闹出了笑话。

从广东省中山市坐轻轨去广
州，进站检票时，我好像看到前
边的旅客拿着车票在自动检票机
的横口插插，又在上边的竖口插
插，那入口自动闸门就打开放人
通行。我也依样拿着车票，在横
口插插、在竖口插插，可连插三
遍，那闸门就是不开。走进站已
十多米的老李见我没有跟过去，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又返回来接
我。身后的旅客也纷纷探头看
我，有人轻轻地问：“怎么回事
啊？”

我一惊慌，手一哆嗦，车票
被检票机吞进去了。就在我错愕
的一瞬间，车票在竖口弹了出
来。我这才明白了自动检票的程
序。赶紧拿起车票，在众人疑惑
不解和催促的目光中，大步向站
台走去。

在广州坐地铁时，我们买到
的车票是一元钱硬币大小的塑料
牌。这次进站时我从容得很，麻
利地把车票送进检票机的横口
后，那自动闸门就打开了。可我
的脚步没有动，还在等检票机把
我的车票吐出来。我身后的小伙
子轻声地说：“大叔，这车票是回
收的。”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感
到热血涌头，脸面热辣辣的，低
着头，慌忙跑离了检票口。

晚饭后，我们俩在酒店附近
转了一会儿就往回返。我们住的
是二楼，老李掏出房卡去开门。
可他无论怎么插，指示灯就是没
有反应。“咦，没有磁了？”老李
自言自语地说。

“我再去电梯里试试。”说着，
老李就走向电梯。这电梯也得用
房卡，你不刷卡电梯就不运行。他
到电梯里一试，电梯也不动。

“没磁了!你等着，我去服务
台加磁去。”说着，老李就向楼下
走去。想想没事，我也向一楼慢
慢走去。还没有等我下到一楼，
就听服务台里的服务生对老李
说：“先生，您这是车票。”

南行囧事
□崔清礼

当花瓣
吹落四月的雨水
就听见了，立夏的声音
在时光的轮回里
东风暗自转南
而我也将目光投向
黄河之南的那个小村

杨花榆荚无才思
而榆荚之后
槐花开得正好
散学的孩童
爬到高高的树上
无邪的笑脸
洁白过花朵的清香

田野辛勤事总知
阡陌交错相连
碧绿一片
在越发炽热的阳光里
慢慢变得金黄
这金黄
能醉倒整个村庄

水连芳草月连云
鱼影清且浅
清风拂面
揉碎村边的小河
洒落一地光辉
闪烁的
像天上私语的星辰

孟夏
□杜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