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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诗歌

蒿草褪去肥腴
水泊回归宁静

微黄的丘陵之上
洁白的鹭鸶轻轻越过

这如歌的季节
谁在无垠的碧空

演奏天籁
水杉一棵比一棵高耸
日子一天比一天纯粹
故乡的秋天告别喧嚣

在安宁的草木间
打坐入定
渔舟唱晚

拾掇起重重的心事
远眺苍茫

月色，开始笼罩大地

秋风吹
秋风，从云端吹来
抛下所有的顾虑
将安宁的树冠

染成微黄
秋风，从江上吹来
穿越夕阳中的桨橹
将祖父浑浊的眼睛

吹亮
秋风，从山谷吹来

它吻遍每一竿
青涩的毛竹，并将

院落里的柿子
羞成绯红

秋风，从心底吹来
看不见彷徨与忧伤
我却能感受得到

收获和希望
（作者系安徽铜陵文学爱好者）

故乡之秋
○吴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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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飞燕掠斜柳，
落日余辉洒碧波。
健步高歌沿岸转，
与时赛跑快如梭。

（作者单位：枣庄市建设银行）

东湖暮歌
○赵崇稳

国耻未雪寝难眠，
多少怨魂常哭泣，
千万英烈魂不安，
不灭日本死不甘。

（作者系济南军区驻枣庄某部队政治委员）

抗战胜利七十年
○杜永刚

□刘卫东

我出生在鲁西偏远的农村，12岁后离
家外出求学，直到后来参加工作，从此就
脱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生活，但我却
始终具有深深的土地情节，不仅因为我是
农民的儿子，还由于我是从艰苦的日子中
过来的。小时候生活的印记，影响了我品
质的形成，爱惜粮食、勤俭持家、崇尚简
朴，一直是我不变的追求。参加工作两年
后，我由原籍调入外埠工作，离老家远
了，回去的次数自然少了，接触农村、农
民的机会也就不多了。欣慰的是，我居住
的小城离附近的村庄并不太远，每逢节假
日，只要有闲暇时间，我总是骑着自行车
到近郊的田野里去游历一番，放松一下身
心，感受感受季节的变化。这不，趁着周
末休息，我骑上单车又出发了。这次我的
目的很明确，就是去收获完花生后的田地
里拾花生。

现在的时节，我们这里的秋收正在进
行中，农民们都在田地里忙着收割自己
的庄稼。放眼一望，一派热火朝天的劳
动场面，成熟农作物的特有气息顺着一
阵秋风扑面而来。漫步走在田埂上，看
着眼前的风景，禁不住哼起一首名叫

《垄上行》 的老歌来。不知不觉间，我来
到一块刚收完不久的花生地里，低着头
来回寻找着“漏网”的果实，发现目标
后，就把花生捡拾到布袋里。那一天，
我的心里感到格外充实，但也十分寂
寞，因为环视四周，好大的一块地里就
我一个捡拾花生。

像现在这种情景，在上世纪70年代是
无法想象的。那时候的农村还处在人民公
社化时期，一切土地归集体支配，再加上
农业科技落后，特别是体制机制的原因，
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非
常低，分配到手的口粮常常填不饱肚子，
副食品的供应那就更差了。花生属于经济
作物，我们老家的土壤非常适合它的生
长，是有名的花生之乡。人们都说：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可是靠着花生产区，一
般的老百姓却享受不起这种美味。那时
候，家家户户的孩子们就天天盼着花生收
完以后的日子，因为收完花生后的地里，
人们就可以随便进入了。一旦到了这个时
候，花生地里那是人山人海，犹如赶集似
的，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有年老的，
也有年少的。说句不中听的，地里落下的
花生可能都没有拾花生的人多。人们带着
各种各样的工具，想着奇奇怪怪的办法，

就跟挖宝似的，把土地翻了一遍又一遍，
唯恐有漏网的，甚至有个别人还常常因为
抢占地块而争执起来。在浩浩荡荡的拾花
生大军里，我和二姐也加入其中。我们姐
弟俩往返于各个地块之间，找寻大半天都
拾不了多少，虽饿着肚子，也不舍得吃。
拾得的花生拿回家后，总是先让我年逾80
岁的奶奶尝尝鲜，多余的就积攒起来，等
达到一定的数量，炒熟后由母亲拿到集市
上去换钱，给我们的奖励是个烧饼。像这
种事情，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就好比是
天方夜谭一般。

按说，时代变了，人的思想也要随之
改变，但我对当年拾花生的记忆却挥之不
去，久久不能忘怀。每年的这个季节，我
的心都会“蠢蠢欲动”，欲罢不能，总想到
花生地里转上一遭才算安心。不是我在乎
那点小小的收获，现在的收入买花生食用
已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花生也不再是排行
靠前的美馔珍馐，我找寻的是过去那种美
好的感觉。从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吃什么
都是香的。现在日子好过了，连肉吃到嘴
里都不觉得香了，难怪大家都说，节没节
味了，年没年味了。遇到春节等传统节日
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比较烦躁，已经没有
了过去那种特别期盼的感觉了。这一方

面，说明国家强了，人民富了；另一方
面，说明好东西多了，就不再珍贵了，连
视觉和味觉都感到疲劳了。

好怀念过去的幸福时光，但那种感觉
已经不复存在了，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
这就是现实。

正想着、想着，天突然下起了毛毛细
雨，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我不惧雨
淋，巡完了一块地，又转移到另外一块。
不知不觉间，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天渐渐
黑了下来，我也就非常不情愿地停下了脚
步。我掂了掂盛花生的布袋，意想不到的
是，居然拾到了近一袋子花生，大约有个
两三千克吧。回到家，见到妻儿，自我夸
耀了一番手里的战利品。并煞有介事地对
她们说，这些花生中的每一颗都是我向大
地母亲、向土地的主人鞠躬致谢换来的。
因为我每拣起一颗，就弯一下腰，也就相
当于鞠一下躬。

如果没有大地母亲的无私奉献和农民
的辛苦劳作，就没有今天我们餐桌上五谷
的芳香，我们应常怀感恩之心。因为就连
牙牙学语的孩童都懂得一个千古不变的道
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

（作者系山东省平阴县文学爱好者）

拾花生拾花生

□美英

初秋的早晨已透着几丝凉意，伫立在窗前看
不远处兴建中的医院大楼。当大多数人还没走出
家门，工地上已是热火朝天。吊车起重声，卷扬
机启动声，钢筋碰撞声以及工人偶尔的喊声汇成
一片。三架大型吊车有条不紊起吊混凝土，半成
型钢筋架，以及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所有工人
戴着安全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整个工地看上去
如此嘈杂又那么安静。

清一色的男人中有几个身穿彩色衣衫头戴橘
色安全帽，帽檐下又围着一层防晒围巾的女人格
外显眼。她们有的敏捷运送已截好的小块钢筋，
有的蹲着用细铁丝娴熟捆绑已铺设整齐的钢筋平
面。这些女人，不必说即使包裹的再严实，长期
户外劳动也会把肤色晒的黝黑。或许当照镜子时
她们心底会闪过淡淡伤感，但想到辛苦付出能换
得老人生活更好，孩子接受更好教育，所有怨言
伤感便也无足轻重。

工地上的女人，没有娇性只有韧性。再苦再
累的工作，只要能干一定是干的像男人般虎虎生
威。或许没来前，她们也有倩瘦的身材白皙的面

孔，也有女性的娇嗔柔弱，甚至开始也会因沉重
的劳作和思念、孤独流下泪，但当慢慢熟悉适
应，便也习以为常。劳累思念依然有，娇嗔柔弱
也还在，但她们更有的是坚韧的品质和健实的体
质！这样的女人，是最美的女人。

工地上的女人，粗实的外表下也有一颗柔软
的心。她们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性格里一点不少
女人的细腻与温情。当遇到解不开的心结，伤心
的事情，一样也会愁眉不展，百转千肠。可即便
如此，她们依然投进繁忙紧张的劳动中，质朴踏
实，勤劳负责，出最大的力做最好的工。这样的
女人，是最美的女人。

工地上的女人，也有一颗爱美的心。她们也
爱逛街购物旅游，也喜欢打扮的清爽漂亮。无
奈，有时命运的捉弄生活的艰辛，她们得从事这
份劳作才能换取家人安稳幸福的生活。也许有人
会说，她们完全可以做些轻松点的工作。是呀！
她们又怎能不想？又怎能不知建筑工的苦累甚至
超过女人身体的承受极限？可面对贫苦的家境，
当这份收益可得到改善，她们势必义无反顾。也
许还有人说，她们也可以靠脸蛋儿或“自身”去

“不劳而获”，不必非晒成碳累成驴。君不见有多
少从事“不劳而获”的女人？不缺皮不少肉甚至
一夜暴富都可能。当工地上的女人在烈阳下挥
汗，人家或许正悠哉美哉购物旅游呢！确实如
此！但我怎么还是对工地上的女人生敬佩之心
呢？同样是女人，品与行却如此天壤之别，不必
高大上的谈论所谓价值观、世界观，其实还是与
做人底线最有关。谁都有沉静反思之时，当经年
之后回想自己一生，那了无遗憾、无愧并不失自
己的女人会是哪一种呢？

工地上的女人，尽管从事着最沉重的劳作，但
灵魂是高洁的；尽管面色黝黑身形粗壮只一眼就认
出，但谁又能不说她们就是世上最美的女人呢？

（作者单位：山东省胶东调水工程昌邑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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