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童年是在黄河岸边度过的，在它的旁边
渠水纵横，均匀分布在故乡的沃土上。渠水清澈
见底，时而荡漾着层层波纹，跳跃着流向四面八
方，灌溉着万亩良田。清风抚过田垄，送来淡淡麦
苗的青香，香气似乎也是淡绿色，伴着鸟儿的欢
歌，激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火热的夏日，条条渠水便成了我和小伙伴们
抓鱼摸虾，嬉戏玩耍的去处。天然美景让人感到
喜悦和温馨，仿佛听到元代诗人吴镇吟诗的声音：

“识得人间仙迹在，一双芒屩好寻真。”
六十多年前，我把一棵棵小树苗移栽在院前

的空地上，每天放学后给小树苗施肥、浇水、松
土、修理枝叶，让它更加感到这片土
地的温暖。小树苗日日夜夜随
风飘荡，穿过酷暑严冬，历
尽千辛，慢慢地成长大。

儿 时 的 记 忆 中 ：
“乡书何处达，归雁
洛阳边。”故乡对
我来说不仅是幸
福的家园，更是
我人生路上最
能 依 靠 的 港
湾。我出生在
这片热土上，对
故乡有种浓浓
的 眷 恋 。 如 初
始读书写字，学
会了尊重师长，学
会了做人做事。我
在这片土地上摔倒
过，在这片土地上哭过、
笑过，在一次次摔倒中，
一次次从地上爬起来，在这片
土地上变得更加坚强、成熟。跟
那已逝去的亲人有一段尘封的情感，他
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和慈爱之情，又一次次浮现在
我的眼前，而我一次次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若是故乡的情，故乡还真是可爱上几分，尤其
是街头巷尾看到卖豆腐脑的小摊，不免勾起馋
虫。要说豆腐脑，又称“老豆腐”，久负盛名，有着
二百多年的历史，豆腐脑洁白明亮，嫩而不松，卤
清而不淡，油香而不腻，有肉味而不腥，有辣味而
不呛。外地来客或途经此地，必食之已饱口福，更
是一种特别的享受，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覆盖着的
是难以忘记的味道。正是人到老年才明白了：“美
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

这时我能够真切地体会到落叶挣脱枝头的毅
然，是家的力量，是根的力量呀。每个生灵都有着
它的根，都有着牵引着它的根丝，流淌着人间最真
诚的感情。当日月星斗转过多少春秋，她依然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移不动，舍不
开。按捺不住的依恋，犹如《在希望的田野上》的
美妙旋律，一股令人销魂的青春回荡，蒸腾着脉脉
乡情，不可磨灭，天长地久。

悠悠岁月，是一场遗失的回望，犹患重来意
长，只是今生虚无。故乡，始终是无法割舍的脉
搏。

如今已住进城里的高楼大厦，繁华的闹市区
金碧辉煌，街道社区灯火通明。可是，我仍旧最爱
我的故乡。在那片熟悉的热土上，街坊邻居朝夕
相处，心心相印。他们没有心机，不会见到老人摔
倒先犹豫是否给自己惹上麻烦，不会恨人隔阂而
记恨于心，不再来往。他们没有郑重的承诺，只会
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留余力地帮助你，而不
求任何感谢和回报。故乡，犹如一汪清水一般，淳

朴、清澈。
我留恋故乡，更加难以忘记故乡的过去。记

得在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家家户户揭
不开锅，食不果腹，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乡亲们
只能依赖大自然的馈赠，用野菜充饥，维持着生命
的延续。街坊邻居如果知道哪片地里有野菜能
吃，就相互转告，结伴去挖，从不单独行动或独吞
果实。青青菜，又称“刺儿菜”，叶肥鲜嫩，满身带
刺，挖菜时不小心手指会被刺儿扎伤流血，奇怪的
是还要用青青菜的枝叶汁止血止痛，疗效很好，听
说还能入药。吃之前，为了避免刺儿扎嘴，可用热
水煮熟，将水分攥干食用，可以拌凉菜，可以蒸菜

团团，可以做菜糊糊。但吃多了会出
现腹胀、腹泻、腹痛，皮肤红肿，

瘙痒等症状。我曾因过多
食用青青菜而深受其害，

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母
亲急得团团转，到处

打听治疗的方子。
后来听说母亲跑
十几里路，从一
位老中医家寻回
解药，才算保住
了我的小命。

我想，生命
中 有 很 多 的 记
忆，并不是浓墨

重 彩 描 绘 而 成
的，它往往只是一

个淡淡的印迹。对
故乡的爱和对故乡的

情是隐隐约约的，但又
能感受到乡情是真真切切

的。古色古香的农家宅院修
建的越来越整洁了，过去的尘土小

道变成了水泥大道，过去的独木桥变成
了高架桥，过去的盐碱涝洼地变成了温产高产的
水稻田，过去风华正茂的少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但
过去那份乡情不曾改变过，爱的香气仍弥漫诱人
沁肺，见证着故乡人心中愈窥愈烈的乡情之火，永
远不灭。

翻开蕴藏在心头对故乡的挚爱，淅淅沥沥的
雨打湿怅然已久的心情。只因那一声故乡熟悉而
一生难忘的呼唤，令人多么惊喜、激动、满足、陶
醉。只因这一句乡情去拥抱了乡亲，又从乡亲身
上读到故乡的讯息，触摸到亲人的笑容和期待，感
觉到母亲的忧伤、父亲的叮咛。我便会觉得自己
始终生活在故乡的热土上，身上就会充满了力量。

乡情，我总觉得有一种幽古幽情，或者是我的
一个“噩梦”，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一直弄不明白
是什么？直到我长大后才认识到：乡情，那是我远
梦开始的地方，是一生无法割舍的依恋，是母亲守
候的港湾，是心中交织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
不断的情，是一本写不完的书，是人们灵魂的归宿
和答案。

乡情，是一支清远的笛，悠扬而深远；乡情是
一个古老的童话，美丽而动人；乡情是一坛陈年老
酒，清香而醇厚。

一抹耀眼的晚霞在西方的天空停住，夕阳为
古槐树刻下一排影子，又落在水面上，给湖水染上
一层绯红，一边的老枣树上停着几只小鸟，叽叽喳
喳站成一列说悄悄话……

太美了，这就是我熟悉的故乡，一个美丽的
“古村落”，一份放不下的深厚情感，默默陪伴我成
长，变老，永远不能忘记……
作者系山东诗词学会副会长，济阳籍著名书法家

济阳，一朵青梅飞翔在春天里

如果，一定要用一朵花儿为你命名
济阳，我想你是最早站上枝头的那朵青梅

想起“祖国”，你就展开了翅膀
想起“春天”，你就不再迟疑

与时代同歌
济阳，
这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肌肤都是你
与春风为伍
济阳，这奔向前方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你

一朵青梅
足以点亮一整个春天
济阳，你用每一次的呼吸和心跳
义无反顾地飞翔
引领春潮的舞步

祖国盛大的花海里
济阳，你以一朵青梅的坚定
认领蓬勃的自己

黄河岸边，与一朵荠菜花相遇

一朵荠菜花

怀揣着细微的芬芳
奔波在大地上

没有人知道，她布衣素服的内心里
有着多少憧憬、破碎和远方

人世辽阔 岁月绵长
在一条大河身旁
我和一朵荠菜花相遇
执手 相望 相见恨晚 私定终身
一起听河水流成泪水
看春风把时间吹成时光

放眼望呵
这一川向阳而歌的人间草木
没有一棵皇亲贵胄
没有一粒八旗子弟

再次写到玉兰

这一次我们不说亏欠，不说救赎

只说鸟雀安眠，靠星光续命
只说风雨乍起，人们各自提着灯盏取暖
只说你阳光里的舞蹈
像极了我已逝的童年
只说你刚刚捕获的一朵云
是我喜欢的样子
只说你沿季节涉水而来
浅笑一朵，像我双手合十的皈依
像初见

说吧
趁山河未旧 春天将尽未尽
说吧
你一开口
我便原谅这个世界

在衲田花海

那么多飞舞的精灵
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
那么多怒放的生命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颜色
那么多的奔赴
不需要任何理由
那么多温暖的光线
抚慰了褶皱的人间

有些东西
总是先于春天到达
比如微风始于青萍之末
飓风来源于蝴蝶的一次振翅
比如一朵花决心走向另一朵花
比如，爱

在一朵从容的海棠前，返回自己

让刀剑回到钢铁，回到矿石
让殿宇回到树木，回到幼苗，回到种子
让尘埃落定的结局
回到拥有一切可能的高潮
回到故事尚未发生的最初

让我在一朵从容的海棠花脚下
放下生而为人的羞耻
以一颗草木之心
返回自己

花儿摇头，是拒绝体内所有的蛊与毒

花儿点头，是接纳人间必然的艰辛与美好

一朵花就要开了

准备好阳光、露水和足够广阔的原野
准备好干净的脸庞、干净的鞋子
和虔诚凝望的眼睛

一朵花，就要不顾一切地
从心里捧出温暖、明亮、纯粹、喜悦
一个人，就要用尽所有的勇气
从时光的背后
走到生活的前台

作者单位：区住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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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上旬，疫情开始严重，微信朋友
圈不时爆出一些扎心的信息，许多同事和朋友

“阳”了，他们正经受一场非同寻常的病痛之苦：
高烧不退，浑身酸痛，食欲不振等。刀片嗓，水泥
鼻等不断出现。到12月中旬，微信群或朋友圈
更是被“阳”症信息刷屏了，大家不是晒自测抗
原，就是晒各种症状，不是求布洛芬，就是求体温
计……给住县城的几个亲戚朋友打电话，得到的
答复也都是家家正在经历病毒的折磨。

那段时间，我脆弱的心灵被这些消息冲击
着，纠缠着，心乱如麻。因为奥密克戎对一些有
基础病者更不友好，而我正属于此类人。我不敢
去散步，不敢乘电梯，更不敢逛超市，只能独自一
人焦虑不安地躲藏于家中。到后来，家中的蔬菜
等食材也仅能维持两三天了。

12月20日中午，我正为买菜一事发愁，突然
想到了前两天上门取件的快递员陈为俐。疫情如
此严重，小陈既然能上门取件，我何不问问她是否
愿帮忙代购一些蔬菜。我硬着头皮试着拨通了小
陈的电话，我特意把自己不敢出门采购的原因向
她陈述了一遍，以求得她的理解与帮助。没想到

小陈很爽快地答应可免费代购，并说：“哥，你列个
菜单吧，明天我去超市买菜，买好了放你家门口，
你也不用出来接着。”听到这里，我是又惊又喜，仿
佛云开雾散，心中顿时感觉通畅了许多。

我赶忙跑到厨房，查看了一下家里的存货，
然后简单地罗列了几项菜品，通过微信发给了小
陈。小陈回复说明天上午 10 点左右去超市买
菜，让我在家等着即可。看到这简短的话语，我
的心里暖暖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但我又担心
起来，疫情这么严重，我与她又不熟，仅仅有两三
次让她上门快递取过件，小陈能给我送菜吗？我
的内心又忐忑起来。

12月21日上午9点多，我早早地就坐到客厅
沙发上，细心聆听房门外的动静。此时我的心情

有些复杂，既有强烈的期盼，也有于心不忍，更有
焦虑与担心。

10点半左右，突然间我听到门外有些杂乱的
声音，声音虽不大，但我却听得真真切切。我赶
忙把N95口罩戴上，又从书橱里拿出酒精喷壶，
然后急切地打开了防盗门，顿时我被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只见门口堆满了大大小小装满物品的方
便袋、纸箱子等。所有的焦虑和担心在此刻都烟
消云散，强烈的感动涌上了心头，空气中似乎也
弥漫着一种暖暖的温情。

快递员小陈恰巧正准备乘坐电梯下楼。她
见我出门来接，也有点惊讶，赶忙说：“哥，菜买来
了，你自己拿屋里去吧。”我连声道谢，一低头看
到了走廊里的几袋垃圾，又连忙招呼她：“把这些

垃圾一块捎下去！”因为心急，我那腔调略微带有
命令的口吻。小陈并未责怪，转回身麻利地弯腰
捡起那几袋垃圾，随后乘坐电梯下楼了。她走
后，我却自责起来：唉，我这是咋了，请人帮忙怎
么能用这样的强调和语气和她说话呢？

一大堆袋装蔬菜等摆满了门口，我用酒精喷
壶简单地喷了一遍，再一袋袋地往家里搬运起
来。一袋鸡蛋，一箱牛奶，一兜馒头，还有分别装
袋的香蕉、脆梨、生姜、大葱、土豆、洋葱、黄瓜、菠
菜、西葫芦、油麦菜等。小陈为我想得很周到，蛋
奶菜果都买全了，也够我吃个十天半月了。一兜
兜、一袋袋，我搬运了多趟，才终于把这些东西搬
进家。也不知当初小陈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大
劲，手被勒出多少道血印，才把这么多的菜品送
到我家门口。

收拾完这些菜品，我看到购物单上，共13项
菜品，花费174元。望着这长长的购物单，我的
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疫情肆虐的高峰时刻，在
人人都怕被感染的大环境下，小陈不求回报地帮
助一个并不熟悉的客户，这是何等的胆量与热
心，何等的无私与崇高啊。

后来，我发微信表达对小陈的感激之情，她
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小事一桩”。在她看来这
好像是一件小事，然而在疫情爆发的大环境下，
对一个有基础病怕感染的人来说，这非同寻常的
代购，是何等的暖心，小事不小啊！细节见人品，
落难识人心，疫情不仅测出了阴性阳性，也间接
测出了人性。我不知该如何回报小陈的那份真
情厚谊，只能在内心衷心地祝福她，好人一生平
安。 作者单位：澄波湖学校

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故宫安检的门口，一位身形佝
偻手持保温杯的老人询问如何才能进到故宫，得知需要预约才能进入
后，老人很是沮丧，因为没有智能机没法预约。跟他说可以预约改天再
来，老人却摆摆手说，不来了，没时间了。后来有人跟故宫工作人员咨
询，得到的回复是可以到综合服务窗口办理，但也需要预约。看到这个
故事，心情有些沉重。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家里的老人。我们是坐在他
们肩上看世界的，小时候是他们扛着我们，给我们讲故事，开阔我们的眼
界。如今，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一个温暖的怀抱接纳他们。

一位老人站在医院的大厅里，手里握着老年机，面对着自助缴费
机，手足无措。回头望向坐在轮椅里的老伴，他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儿子很是着急，轮椅里的老伴埋怨老人，儿子这么忙还麻
烦他。又自责自己，真是老了，一点儿用也没有了。上海一位老人因
使用老年机无法购买电影票，最终失望而归。因为第一次坐公交车不

会刷卡，一位进城的老人在落座后偷偷摸眼泪。
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却有一群人在后面以

龟速追赶。并不是他们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生长于文字阅读时
代的他们，无法住进“互联网网民”的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
能的下降，对于一些新鲜事物，他们的接受能力逐渐弱化。数字化、信
息化的现代，他们甚至不愿出门，不想购物，不肯与外面的世界接触。

可是历史的车轮是怎样前进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投入
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当我们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的时候，他们穿梭
在工厂的车间里。他们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积极参
与到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为祖国的建设增砖添瓦。老一辈人艰苦奋
斗，不计得失，任劳任怨，不辞辛苦。他们明明赶上了这个时代，却跟
不上这个时代。

在一个敬老爱幼、弘扬孝道的礼仪之邦，老年人应该得到更多的关
怀和关爱。以人为本、多元包容的和谐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
助。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老年人也该有老年人的活法，也该有自己
的“慢”。比如餐厅保留纸质点菜单、自动售卖机保留现金支付功能，景
点保留余票给无法预约的老人，像老年人越来越离不开的医院，可以保
留一个老年人窗口，让老年人感受面对面的温情，感受到智能时代对他
们的温度。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需要为老年人留下一条“慢车道”。

帮助老年人跨域数字鸿沟，融入数字经济时代，享受智慧生活。
我们不仅要在主观上重视老年人，在情感上鼓励他们，更应该在行动
上耐心引导帮助。在新技术普及时，宣传过程中对老年人反复强调，
声音稍微洪亮一些，语速稍微慢一些。在新技术使用时，对老年人有
更多耐心，手把手教他们，甚至可以画些简单的示意图提示他们。我
们靠运气坐上了时代的船，却不能抛下造船的人。让每一个掉队的老
年人，都能感受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感受一座城市给予的温度。

作者系城区居民

楼的北边是小区的广场。半圆形的小广场用大块的石板砖铺成，
用厚的条石嵌边，厚重、美观、整洁，人走在上面还不打滑。与小广场
接连的是一片草坪，草坪却是高洼不平，有意建造的那种自然状。草
坪上有冬青，有垂柳，还有几样小花木。

这天的上午，我在厨房用电饭锅炖排骨，撇了沫，加了调料，盖锅，
只管炖了，我手按厨柜，从窗口往下看，竟看得出神。吸引我的不是小
广场，也不是草坪，是小广场上的三个年轻妈妈。

春暖花开。星期天，风和日丽，年轻妈妈带着孩子出来游玩。三
个妈妈年龄差不多，都三十多岁。三个孩子岁数也差不多，都十岁左
右。

母与子。小广场上做游戏。做的什么游戏？我不会，也没看懂。
母子二人对面站着，身子稍稍往前倾着，头低着，自己的两腿交替着迈
出收回，收回迈出的同时，两眼盯着对方的动作，或是嘴里还说着什
么。游戏有胜有负，胜者照着负者的前额弹三个嘎嘣。母子俩旗鼓相
当，胜负概率差不多。比赛貌似公平，却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公平。妈
妈个头高，弹儿子的嘎嘣时，手指往下弹，好用力，妈妈指力大，弹得
疼；儿子个头矮，弹妈妈的嘎嘣时，手指往上弹，不好用力，儿子指力也
小，弹不疼。玩着玩着儿子不干了，又输了，却是围着妈妈打转转，就
是不让妈妈弹嘎嘣。接下来，母子俩进行了一番交涉，妈妈做了个深
度弯腰和轻弹的动作。比赛得以继续。妈妈输了，轮到儿子弹嘎嘣
了，妈妈弯下腰，低下头，儿子从妈妈的一侧绕后转到另一侧，拍打着
妈妈的脊背，让妈妈的腰弯得低一点，再低一点。我看着看着禁不住
笑出了声。儿子那个高大神气、妈妈那个卑微温顺，看了不乐都难。
哈哈，妈妈也不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母与女。小广场上做投球游戏，一个投，一个拦。游戏双方能力
明显不对等，女儿哪能是妈妈的对手。然而，游戏始终是热热闹闹地
进行着。女儿笑声不断。妈妈投球时，左右佯攻，试图乘女儿不备将
球投出，球却常常被女儿截获；女儿投球时，妈妈左移右挪，戒备森严，
却是常常让女儿乘虚而投。

也是母与女。妈妈小广场上站着，面向着草坪，低头玩手机。女
儿草坪上玩，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一会儿看看这棵小树，一会儿瞅瞅
那簇草芽。女儿自个玩了一阵子，跑到妈妈跟前，抱着妈妈的腿，头歪
着，看着小广场上的同龄人，分明是在央求妈妈陪她玩。妈妈站着一
动不动，两眼盯着手机，手指在机屏上不停地滑动。一只蝴蝶飞过，女
儿追了去，追到草坪边的一棵小树旁。妈妈小广场上走动了一下，走
到便于监控女儿的地方，不能让女儿窜出草坪，妈妈仍是不错眼珠地
盯着手机。女儿蹑手蹑脚，逮花朵上的蝴蝶，没逮着，蝴蝶飞了，女儿
一屁股坐在草坪上。女儿又来到妈妈跟前，转动着身子，用两条小胳
膊抡打妈妈，头歪着，看着小广场上的同龄人。女儿有求于妈妈。妈
妈仍旧无动于衷，两眼盯着手机。女儿赌气去了草坪，草地上趴着，一
动不动。妈妈看手机，小广场上站着，一动不动。

我的排骨炖熟了。
嘎嘣妈妈牵着儿子的手，母子俩胳膊一悠一悠地回家了。
投球妈妈把球放入车筐，将女儿扶上电动车，倏，楼群里不知所

踪。
小广场上只剩下手机妈妈。女儿草坪上爬起来，来到妈妈身边，拉

动妈妈的衣襟，分明是让妈妈带她回家。妈妈两眼盯着手机，一动不
动。女儿气呼呼地朝路边的一辆电动车走去，一脚将电动车踹翻。妈
妈过来了，一边看着手机一边走了过来，来到电动车旁照着女儿的脊背
就是一巴掌。妈妈恋恋不舍地将手机插进裤兜，扶起电动车，骑上。女
儿后边迈腿上车，没上去，趔趄着后退了两步，差点儿跌倒。一辆轿车
驶来，司机缓行避让。妈妈一把扯过女儿，指了指后边的轿车，看车呀！

我的眼里含了泪。同一场景中，看到的是不同的家庭环境。家庭
环境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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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给老年人一些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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