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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新报》 (前身 《市中通讯》)自 2007 年创刊以
来，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办报宗
旨，通过解读政策、推广典型、倡树新风，逐渐成长为
我区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

岁月流转，逝者如斯，今年新报迎来了10年华诞。
10年来，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级各部门

及广大读者关心支持下，《市中新报》作为市中区委机关
报，忠实记录并积极推动了美丽新市中建设和改革发
展，始终与区委区政府同发展齐进步，与群众同呼吸共
命运。《市中新报》始终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
新，坚持正确导向的自觉性显著增强，舆论引导的有效
性显著提高，发挥了新闻战线的主流媒体作用。

回首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为纪念创刊10周年，即日
起本报将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文，举办“我与《市中新
报》 ”有奖征文活动。如果您曾为 《市中新报》 奋斗
过，如果您曾为《市中新报》感动过，如果您曾被《市
中新报》影响过，或者您与《市中新报》有过特殊的联
系与情感，我们都期待您惠寄稿件，讲述历史，抒发感
想，表达期望……

一、主办单位
区委宣传部

《市中新报》编辑部
二、协办单位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
三、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6月30日

四、征文要求
1、征文内容主要以《市中新报》创刊以来，叙述您

与市中新报有哪些难忘的情缘；通过具体事例，畅谈办
报读报用报和为报纸撰稿的感想与收获；《市中新报》对
您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带来了哪些影响等。结合亲身经
历，要见人见事，体现真情实感。

2、征文体裁不限，诗歌除外，以千字左右为宜。要
求系个人原创，且力求真实、生动，记录难忘记忆，表
达真情实感。

3、来稿要求为电子文稿，发至 zzszxb@126.com 或
zzszxbfk@126.com，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邮箱等详细信息。

4、参赛作品同意授权本报修改、删节和刊登，文责
自负。

五、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市中新报》编辑

部联合组成评审组。从刊发在《市中新报》的稿件中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分别给予不同的
现金奖励或精美奖品。

六、奖项公布
征文结束后将在 《市中新报》 上统一公布获奖名

单。如有疑问，请致电0632-3083220。解释权归《市中
新报》编辑部所有。

《市中新报》编辑部
2017年3月15日

关于开展“我与《市中新报》”
有奖征文活动的启事

 








































□张云

在这阳光明媚，春暖花开之季，正是外出游
玩好时节。前几天打电话邀请父亲来城里转一
转，却没想到被父亲婉言拒绝：“ 院子里菜园子的
地早都整理好了，我要在家种种土豆，栽栽辣椒、茄
子等，哪有时间去你那里转转看看的啊”。

是的，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一年
到头总是忙忙碌碌，春播秋收忙得更是闲不住
脚。早就习惯了在乡村自由自在生活的父亲，总
会在不同的季节里种着不同的蔬菜，为了这些蔬
菜他老人家是哪里也不愿意去的。与其说是去城
里住不习惯，但更多的是父亲喜欢在家里收拾他
那点菜园子。这小小的菜园子能让父亲的生活忙
中有闲，闲中有乐。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
父亲就提前把院子前后的空地有效地利用起来，
整理的井井有条。

说种菜是从中取乐，但父亲总是那么认真。
你看那种菜用的铁锹、耙子、叉子、铲子等工具
准备的样样齐全，这些种菜的工具都整齐的摆放
在房檐下，随时等候父亲的使用。院子门前还为
种菜准备了一堆丰富的养料，其实就是农村晾晒
着土肥料，这都是父亲在冬天闲暇时间里提前准
备好的。这些种菜基础工作做得简直没的说。当
然，还有优越的自来水资源，再加上父亲的辛勤
劳动，这菜还会种不好。

父亲总是闲不住脚。每年过完年立春前后，
他就提前把院子前前后后的空地一块一块整理的
有模有样。还早早地选择一块优质地罩上塑料布
培育青菜小苗，一旦天气暖和起来，就把小苗从
塑料棚里面挪出来栽种。看着那不同品种的青菜

小苗在塑料棚的罩盖下正在成长，看来父亲真没
时间来城里玩了，其实在父亲眼里，去城里转悠
倒不如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转悠自在。

天气暖和起来，培育的菜苗几天就长出来
了，父亲就会把菜苗挪出来栽种在提前整好的畦
埂上。春天一般会种些菠菜、油菜、韭菜、土豆
等。栽种好之后，父亲每天都关注着它们的生
长，该浇水时浇水，该除草时除草，大约一个多
月的功夫，小油菜、菠菜、韭菜就能吃了。种菜
是一茬接一茬，到了夏天，父亲就会随着春天的
蔬菜下季后。再种上黄瓜、茄子、豆角、辣椒等
等。在他的精心的种植下，一畦畦不同的蔬菜长
势喜人，茄子坠弯了枝子，豆角挂满架子。

在院子里种菜，父亲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种
菜的地方，就连墙角旮旯也种上扁豆、丝瓜等。
到了夏天，扁豆丝瓜秧爬的满墙都是，绿油油，
开花结果。不仅让人欣赏美景，还结着吃都吃不
完的扁豆丝瓜。到那时父亲就把吃不完的扁豆摘
下，晾晒起来，等晾干之后再储存起来，到冬天
再拿出来吃，那又是一道好菜。

夏末秋初时，父亲会再种上大白菜和萝卜。
三个多月之后，到了立冬小雪之间父亲会把大白
菜、萝卜收好储存起来，这也是冬天过冬的青
菜。白菜放在屋里，萝卜埋在地窖里，冬天随吃
随拿。到了过年的时候，从地窖里挖出萝卜还能
炸萝卜丸子吃。当然父亲还要留上几个萝卜和白
菜，等到天气暖和的时候种上，让它开花接种，
留着种子明年再种。

虽说院子空地不大，但父亲每季种的蔬菜都
是吃不完的。这时，你会经常看到父亲在房前屋
后的菜地里，把采摘的青菜装上一些，送给街坊

领居。“自家种的吃不完，这些您拿去尝尝，”父
亲对着邻居们笑呵呵说。邻居们对父亲赠送的菜
一边道谢，一边称赞父亲菜种的好。后来，即使
送给街坊邻居吃，还是有剩余，就拿到离家二里
地远的集市上去卖，其实父亲也并不是为了能卖
几个钱，主要就是怕自己辛苦种的菜吃不完浪
费了。

在集市上卖菜，同样的蔬菜父亲总是比别人
卖的便宜，每次父亲都是早早地把菜卖完。其
实，父亲种菜就是图了个乐趣，菜卖的钱多钱少
并不重要，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其他人
分享分享，从而体会一下那种收获的幸福感。当
然，一年到头住在县城的哥哥每周都回老家来拿
一些新鲜蔬菜吃，说是拿蔬菜，其实哥哥主要是
回家看望父亲，陪父亲聊聊天。就像那首歌唱的
一样“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
看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父亲经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的确，父亲在农村老家小院种的菜，
自家人吃真是太方便，随时随地就可以摘着吃，
你也不用担心有农药，绝对是纯绿色蔬菜。各种
蔬菜在父亲的精心种植、浇灌和照料下，每年都
是大丰收。父亲菜种得好，不仅能让家人吃上无
公害蔬菜，还能让你看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内，
翠枝绿叶和硕果累累。

古人云：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父亲收拾
菜园子种菜，让我感到无论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
打好基础，成功总喜欢那些有准备的人；同样，
做任何事情都要勤勤恳恳，没有辛勤的劳动和付
出，心中那高远的志向也只不过是一些影子罢
了。 （作者系“中的”文学社成员）

父亲的菜园
□刘希

那些年，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相依
为命生活了十多年。为了不让他受委屈，
母亲执意不改嫁，也因此，吃了很多苦才
送他念完大学，他对母亲的感激是无法言
表的，在异乡求学和工作的日子里，他时
常给母亲写信诉说自己的计划，成绩和想
念，而且一直在信中说：“妈妈，我爱
您，我一定要让您过上幸福的生活。”

后来，他娶了一个城里媳妇，人虽然
漂亮，却对他的母亲挑三捡四。当他想接
母亲来住时，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拖脱，母
亲怕他做“夹心饼干，”干脆连去他那的
时间也少了。再后来，他的儿子也大了，
他把精力花在教育孩子上，对母亲的关心
极少，只是逢年过年，才去母亲那“报
道”。

母亲的内风湿性关炎节越来越严重
了，那次，他带着一家三口回家，看到母
亲生活艰难，连走路都困难的时候，媳妇
才同意他把母亲接来住。他给母亲安排了
向阳的房间，又买来一些老人的生活用
品，他想，终于有机会报答母亲的恩情
了。

他却因为工作总是忙，开会，出差，
连妻子都嫌他陪的时间少了。他总是说：

“男人不为了事业拼搏几年，人活着有什
么意义。再说，养家需要钱呢？”在他出
远差的日子里，一个帅气的邻居和代替了他的位置，和妻子相爱
了。母亲善意提醒，他却嫌母亲搬弄是非，直到自己亲眼撞见两
个人你恩我爱，这才明白，他的婚姻早已是名存实亡。

他毅然地离了婚，离了婚的他突然像懂事了似的，跟母亲关
系近了。他不再找各种理由把自己抛在外面，他一心想着回家，
我要回家。母亲的笑容渐渐多了，脸上也红润了许多。

那天他回家，见母亲正在读信，眉飞色舞的样子，他还以为
是哪个人写给母亲的情书。他悄悄地站在母亲身后，才发现那是
那些年他写的那些家信。信纸已经泛黄，有些已经破烂不堪了，
母亲却视若至宝，想必母亲是常拿出来读的。

他问：“妈，那些信您干嘛收着？”母亲笑了，她说：“我
儿，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都是你的信，给我活下去的勇气。”
聊及多年前的艰难时光，母亲总是感慨万千，说那些年你在外面
的日子，是我最幸福、最知足的。你时常关心我，还记得你寄给
我的围巾吗？我一直收藏着。他这才知道，在母亲心里，他远在
异乡求学的日子，那是他和他的心在一起最紧密的时候，而这些
年，他虽然把母亲接到家里住，却很少关心过母亲，母亲觉得离
他很远。

再之后，他时常牵母亲的手出去晒太阳，带母亲去买好吃
的，全心全意陪在母亲身边。他也终于明白，离母亲最遥远的距
离，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你就在她身边，你却没有好好地爱护
她。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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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高枝》 荷冰 摄

□张彦英

相对“荠菜”这个名字而言，我更愿意叫它
野菜。野，即意味着少了人为的痕迹，不浇灌，
不施肥，不喷药，甚至不理睬，任它选了地方恣
意地长去。吃过野味的人都知道，味道就是不
一般，野菜就是野味。

也有朋友们春天一到就相约去郊外挖野
菜的，朋友说野菜的吃法有好多种，可以炒，可
以蒸，也可以做汤，或剁成馅儿包饺子，随意得
很。最简单的，把荠菜择洗干净后，用开水焯
一下，撒上些姜末、蒜泥、酱油、陈醋，搅拌后再
淋几滴香油，一盘可口的凉拌野菜就做好了。
色泽嫩绿绿，闻有淡香，野味就是野味，简简单
单一凉拌，吃起来爽口、爽心。看她们文中写

到的挖、做、吃的种种感受，很是羡慕，但终是
没有亲手挖过，亲手做一做，我想一定别有一
番味道在里面。近一个月来，清晨上班，路过
几个桥头，总有郊区的妇女赶早来到，蹲在路
边，面前是几袋绿油油的“草”，只听吆喝：“荠
菜！荠菜！新鲜的荠菜！”动心想买，可是总不
能买了拎到工作的地方去吧，只好作罢，可是
到了中午再经过时，卖菜人已经空袋而归了。
遗憾日复一日。

这些天，清早来桥头卖野菜的人数明显锐
减，预感野菜快要在春天消失的时候，终于在
一天中午下班路过时不经意地瞥见一位老妇人
席地坐在角落里，吆喝着：“荠菜！荠菜！新
鲜的荠菜！”声音淹没在正午来往人群、车辆
的喧闹声里，走过去一看，大棵的野菜，虽然

个别不再鲜嫩，可是仍然喜出望外，好似赶上
末班车一般。

回家马上动手。择，洗，焯，认认真真地
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犹如喜悦、久违又清新
的感觉。少许米醋，少许碘盐，少许小磨香油，
即使没有蒜泥也不觉味道有什么缺憾，吃起来
是真真正正的津津有味。我仿佛从中吃出了
春天的味道，来自乡间的泥土的味道，这不同
于在酒桌上品过的任何味道，它更朴实、更暖
胃、更贴心。

丁酉年春天，断断续续地在读清代袁牧
《随园食单》一书，其中开篇一句“学问之道，先
知而后行，饮食亦然。”我想我不算是严重违背
先辈教导之徒吧。

（作者系河北邯郸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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