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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清明，跪在奶奶坟头，献上一束鲜花，祈
祷奶奶在天堂幸福，希望奶奶也保佑她的一群子
孙后代健康美满。与奶奶说说心里话，重温奶奶
留给其他子孙的善语言行，让我一生受用。

奶奶挂在嘴角的话是“吃亏是福”。那个岁
月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奶奶没有名字，没有生日
（我懂事时奶奶过生日是父亲让人推算的），没有
文化（一天学也没有上），9岁要饭从兖州来到这
里，每说起往事，奶奶的眼圈总是红红的，我记忆
最深的是每当有要饭人经过我家时，不管是蓬头
污面，还是衣着单薄，奶奶总是让讨饭人吃饱后
再带上些上路，由于自家也不宽裕，爷爷为此同
奶奶没少吵架，痛苦的少年经历，让没有文化的
奶奶明白一些道理：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吃
亏是福。

奶奶虽然个头不高但是却精力充沛，记忆中
奶奶总是早上5点起床做家务，父母在生产队挣
工分，奶奶在家养蚕、羊、猪、鸡等家禽贴补不富
裕的家庭，一件衣服兄弟几人轮流穿，破了奶奶
就打上补丁，有补丁的衣服从来是干干净净的，
因为奶奶中午不午睡，大多数时间为我们洗衣
服。家中虽不富裕，桌椅板凳摆放有序，土坯床
铺干净整洁，院内枣树、葡萄树、香椿树等在奶奶
的精心培育下彰显勃勃生机。

奶奶非常疼爱自己的子女，对子女更是教育
有方。父母的孝在当地有名，主要表现在不让老
人生气，更为直观的是饭菜不一样。那时我们家
7口人，只有奶奶吃细粮，其他人都吃粗粮，当着
父亲的面奶奶叫我吃白馍，我不敢吃，奶奶就对
着父亲说，叫孩子吃吧，吃了好长个子。

有时父亲出差捎回些好吃的来，奶奶总是舍
不得吃而是给我们，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奶奶，想
的最多的是这个家和她的子女。

跪在奶奶的坟头，感到欣慰的是奶奶的晚年
非常幸福，国家的体制发生了变化，改革春风沐
浴了每一个家庭，小家富裕了，国家强大了，五世
同堂的奶奶整天笑的合不拢嘴。

现如今奶奶离开我们已经23年了，想起奶奶
好像她并没有离开我们，也仿佛就像在昨天一
样。

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来奶奶坟头同奶奶说
说话…… 作者单位：人民银行济阳支行

怀念祖母
◎刘辉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
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每当吟诵起这首耳熟能
详的唐代古诗《清明》时，我们不禁会想起清明节。
在我们家乡，清明节是较隆重的节日，乡亲们都称之
为“过寒食”。其实，清明节与寒食节是两个不同的
节日，俗话说的“先寒食后清明”也足见其差异。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
等，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
日。清明节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
气点，也是传统节日，是唯一一个与节气重合的节
日。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当北斗七星斗柄指
向“乙位”时，太阳到达黄经15°，便为清明。故《淮
南子》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

《岁时百问》中解释：“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
净。故谓之清明。”清明节在仲春与暮春相交之时，
一般在公历4月4日至6日之间变动，并不固定在某
一天，但以4月5日最常见。

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源自早期人类
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
2500多年的历史。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
的两大礼俗主题，这两大传统礼俗主题在中国自古
传承，至今不辍。

寒食节是中国重要传统节日之一，在清明节前
一二日，是日初为节时，禁烟火，只吃冷食，所以叫

“寒食节”。寒食节一般设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所
以又称为“百五节”或“一百五”。如宋代苏辙的《新
火》：“昨日一百五，老樨俱寒食。”宋代梅尧臣的《依
韵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一百五日风雨急，斜
飘细湿春郊衣。”在后世的发展中，寒食节逐渐增加
了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寒食
节前后绵延两千余年，曾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祭
日。寒食节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
命名的节日。

目前，对于寒食节的起源，在史学家和民俗学
家的研究中主要有三种学说：周代禁火说、古代改
火说和纪念介子推说。前两种说法主要是史学家
基于史料研究提出，后者则主要由民俗学者基于民
间感性的理解。无论是禁火，还是改火，这段无火
时间，人们必须准备足够熟食以冷食度日，即为“寒
食”，相沿成俗，便形成了后来的故名“寒食节”。

子推说则是民间流传最广、接受度最高的寒食
节来历传说。据史籍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
耳为躲避祸乱而流亡他国长达19年，大臣介子推始
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甚至“割股啖君”。重耳励
精图治，成为一代名君“晋文公”。但介子推不求利

禄，与母亲归隐绵山，晋文公为了迫其出山相见而
下令放火烧山，介子推坚决不出山，最终被火焚而
死。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志，将其葬于绵山，修祠立
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
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以此推算，春秋至今，寒
食节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故事发生地中国山西将
寒食节定为清明前一天，这一天吃冷食、祭祀、踏青
等习俗也一直流传下来并为全国所接受。

历史上，寒食清明两节时间相近，清初汤若望历
法改革以前，清明节定在寒食节两日之后；汤氏改革
后，寒食节定在清明节之前一日。现代二十四节气
的定法沿袭汤氏，因此寒食节就在清明节前一日。

由于民众越来越倾向于在可以用火且与寒食
时间相近的清明上坟祭祖，焚烧纸钱，清明便与寒食
有了最初的交融。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寒食节习俗
逐渐过渡给清明节，也渐渐走向衰退。到清代，寒食
节已经完全融入了清明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寒食节经历了由无到有、由盛转衰的过程，是传统节
日中随民俗变化融合消失的典型。虽然如此，在某
些地区百姓仍把清明节通俗地叫成“过寒食”。

无论是日渐消亡的寒食节，还是如今盛行的清
明节，这两个节日，都是传统的重大春祭节日，都要
扫墓祭祀、缅怀祖先，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
优良传统，不仅有利于弘扬孝道亲情、唤醒家族共
同记忆，还可促进家族成员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认
同感。现如今，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将传统节日习
俗与现代生活接轨，保护和传承好传统文化，发展
文化自信，增加国际影响力，这对提高民族凝聚力
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澄波湖学校

岁在癸卯，正月十七日，家母无疾而卒于祖
宅，享年八十八。家母生于农历一九三六年三月
十七日，年十八适于家父，于今七十年。家母一
生农耕纺织，勤俭持家，老实忠厚，与人为善，和
睦邻里，交口称赞。春节令辰，后辈相期议定，于
家母生日之时，欢庆米寿。呜呼哀哉！不成想
者，尚有两月，却致儿孙遗憾矣！然家母未受病

痛，音貌慈祥，安然离世，寿终内寝，实是积善行
德之回报！母逝儿悲，欲哭无泪。今赴九泉，母
子连心。亲情无隔，忘川奈何！忘川奈何！

未得米寿宴，得道成了仙。
本是贫家女，品貌均可范。
玉成儿五人，英姿非当年。
吃过千种苦，受尽百般难。
有孙男四人，学业皆肯干。
孙女又五人，含饴多陪伴。
曾孙惟四男，学龄在天南。
歌哭已无泪，内寝享天年。
风行天下者，百善孝为先。
今日别慈颜，他年化鹤仙！

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后来就变成了触摸不到的梦想。
在模糊的记忆里，
梦想早已飘远。
在短暂的童年里，
我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在时光机的运转中，
曾为那些鸡毛蒜皮的点滴小事而忘记前进的脚步。
终于，
在时光无休止的刺激下，
我醒悟。
生活告诉我，
你要寻找丢失的梦想。
于是，
我和妈妈一起畅谈，
我在这个环境里找寻自己，
我寻寻觅觅，
仿佛看到远处有一束光向我招手，
在我看来，
那就是通向梦想的路。
那是我通向梦想的必经之路。
只是这条路曲曲折折，
但是生活说，
没有挫折，便没有勇气。
值得开心的是，
我努力的追寻，
只想向前一步再前进一步，
最终，
我终于感觉它离我并没有那么遥远。
在我迷茫无助的时候，
总有一个人站在我的身后安慰我，
告诉我，
要努力，要加油，
要寻找自己的梦想，
告诉我告诉我，，
阳光总在风雨后阳光总在风雨后，，
只要选择了只要选择了，，
便要风雨兼程便要风雨兼程。。

作者系实验小学学生作者系实验小学学生

那时，若说它是条街道，其实很勉强。
那时，你若见到了它，你一定会说，它

不过只比田间地头的小路稍微宽些罢了，
只不过比那些泥泞的小路多铺了一层沥
青而已。

那时，是二十年前，济北开发区刚成
立不长时间，山东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才刚
刚规划建厂。那时，你也许能想象这条路
在未来会变宽变长，但你肯定想象不到它
会冠以“旺旺”的名号，更不可能想到它会
见证如此辉煌的历史。

有时在想，道路也是有灵性的。路面
是它的躯体，柏油沙石是它的血脉，而路
旁种植的绿化树则是它见证历史
的五官。二十年的阳光露水以及
雨雪风霜，融进绿化树的年轮里，
让这条街道对山东旺旺的历史无
时或忘。随时思之则恍若昨日，
随时说出皆历历在目。

它见证了旺旺人的拼搏与成
长的历程。

建厂伊始的盛夏，行政办公
室里蚊虫飞舞、酷热难耐。没有
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来得及安
装。几个主管便提来水桶，把腿
脚泡在里面，用土办法来防暑，来
躲避蚊虫的叮咬。车间要按计划
投入生产，有些机器设备还没有
安装，等待外部单位的协助显然
来不及，车间同仁们便喊着口号，
手抬肩扛，把设备安装到位，保证
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建厂伊始的
一线员工，大多都是年轻人。那
些刚毕业的小伙子小姑娘，带着对未来的
憧憬，扎根工厂，潜心研究技术，努力学习
知识，如今很多都已成长为管理层的主
管。他们有的在工厂里结成了“旺情侣”，
组成幸福的家庭并有了“旺二代”。他们
每天往复穿梭于这条熟悉的道路，用勤劳
的汗水建设着公司和自己的未来。

它见证了旺旺集团对山东济阳这片
热土的投资热情和投资偏爱。

自2002年投资建设以来，集团已连续
追加15次投资建设新项目。先后设立山
东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大旺食品有限
公司和山东真旺包材有限公司等三家独
资企业。目前旺旺在济阳的投资总额达
1.94亿美元，注册资本7285万美元，厂区
总占地面积 554 亩，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
米，员工总数2000余人，已成为旺旺集团
在大陆投资最大的示范性生产基地。它
对这些数据如数家珍，因为它知道：这些
数据并不空洞，每一次的追加投资都意味
着济阳的宜商环境越来越好，每一次的扩
大生产都意味着它这条街道要承担更大
的重量和更多的责任。

它见证了济阳政府对山东旺旺的关
爱和帮助。

它不会忘记，自建厂以来，政府对公
司一系列优惠税收减免政策；当工厂电压
不稳时就赠送变压器；当生产水质不良时
就帮助租用罐车拉运达标水。它不会忘

记，工厂出现招工困难，济北开发区的多
位领导莅临山东旺旺厂区，定策略、抓落
实，与人资主管深入探讨解决对策，多次
冒着炎炎烈日，协助牵线联系学校，开展
范围广阔的校企合作。并利用先进媒体
为山东旺旺扩大宣传。他们的支持，极大
地缓解了山东旺旺用工困难的现状。它
更不会忘记，对口公务人员身上那雷厉风
行的做事风格以及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
常舍弃个人时间为工厂解决难题。其给
予工厂的温暖，可谓雪中送炭，也代表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典范。

它还见证了山东旺旺的企业责任和
社会担当。

汶川地震发生后，旺旺第一
时间慷慨捐赠资金物品五千万
元，帮助无数家庭渡过了难关，而
报纸上刊登的小女孩喝旺仔牛奶
的照片则温暖着每一个关注灾区
人的心。新冠疫情袭来时，旺旺
的工厂更是进行了总动员，克服
交通管制的种种困难，全面开仓
捐赠产品及水神消毒液，援助社
会各界共同抗疫。这其中，所捐
物资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山东旺旺
的这条路经过的。

二十年的时间，它见证了太
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天下正事，大多源起于感恩，
而形成于有缘相聚携手共进之
时。当运送物资的车轮经过这条
路，当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的旺旺
人走过这条路，当集团总部主管

或政府公务人员莅临这条路，无需多说，
我们也会明白，山东旺旺门前的这条路已
经成为山东旺旺发展壮大的缩影，成为了
济北食品工业园一张闪亮的名片。

二十年的时间，弹指一瞬间。如今的
济阳已进入“携河发展”的新时代，对接济
南市北跨，准备扬帆起航。

这条路也早在2010年被命名为“旺旺
街”。三年前，它的路面更换了最先进最
环保的“透气衣裳”，实现了雨水的循环利
用，两旁的绿化树挺拔茁壮，一切都显得
那么高大上，与之前土气的形象不可同日
而语。

当然，旺旺街所见证的辉煌离不开强
大的政企合力。

总厂关爱员工、培养人才，开展各项
文化赛事，日以继夜创造社会价值。政府
人员热情厚意，恪守职责，用各项优惠政
策温暖着企业的心。有了这样的政企合
力，旺旺街会成为文化沉淀的百年老街，
会见证更多的辉煌。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

走在旺旺街上，立足于崭新的起点，
每个山东总厂的员工都会对这两句话产
生更深的理解。

作者单位：山东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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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新时代、讴歌新济阳征文选登★

清明寒食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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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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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区机关工委退休干部

（4.3—4.9）省、市级专家出诊早知道 济阳区中医医院特邀省、市级专家来院坐诊、手术
坐诊时间

每周一

周四上午

周四上午

周五上午

每周五全天

周五全天

周五上午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日上午

周日全天

周日全天

周日上午

周日上午

专 业

泌尿男科

脊柱外科

胸外专家

肝胆外科

脑血管病及神经外科

疼痛专业

乳腺甲状腺外科

心内科

肿瘤介入科

关节外科

内镜诊疗科

小儿外科

内分泌科

眼 科

专家姓名

刘庆申 主任医师

郭华专家 团队成员

藏琦 主任医师

安伟 副主任医师

熊 晖 主任医师

刘方铭教授 团队成员

杨青 副主任医师

张世亮 主任医师

刘斌 副主任医师

卢群山 副主任医师

赵国良 副主任医师

胡元军 主任医师

王荣欣 主任中医师

陈美荣 副主任医师

专家单位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济南市儿童医院）

济南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

坐诊地点

门诊楼三楼 名中医门诊

门诊一楼 脑外科门诊

门诊一楼 外科专家门诊

门诊一楼 外科专家门诊

门诊一楼 神经外科门诊

综合楼西二楼 针灸推拿科门诊

辅助检查楼三楼 两腺外科门诊

门诊二楼 心内专家门诊

门诊一楼 外科专家门诊

门诊一楼 神经外科门诊

辅助检查楼四楼 胃镜室

门诊一楼 外科专家门诊

门诊二楼 糖尿病门诊

门诊一楼 眼科门诊

预约咨询电话

0531—84221500

18678773186王云峰

15866626096齐志军 15063342377 牛 敏

13646409960 王 娟 15866601230 刘玉超

15339965999 赵建营

18764101878 杨松成

18754184956 陆明燕 13583188457 魏 芳

13176005256崔树健 15105414246 刘 娟

13954102168 王兆峰

13869150501李 坤 13905410387张乃华

18866883122高 放

15964517502 李庆民

13255684376平金秀 15966309667杨晓静

15908089268路斌

（注意事项：专家门诊预告每周一进行更新，如有临时变动，以各科室咨询电话预约为准，最好是提前预约一下，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