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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

漂泊他乡多年，心中始终在思念着家乡。村东的翠屏
山，村西的大堰河，儿时玩过的地方至今难忘。多少年过
去了，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所变化，唯独老家的“碓窝
子”依然在大门口蹲坐着，似乎还是那个老样子。

“碓窝子” 就是老早用石头做成的舂米或其它谷类粮
食的用具，形状粗壮朴拙，在鲁南老家一般是青石凿成，
四四方方的一块石头经过加工之后，中间凿进去一个深圆
的窝儿，用来盛需要舂的粮食。看上去像个巨型的酒杯，
外观是上大下小的倒台形，一般高为六十厘米左右，上口
外经为五十厘米作用，内径为三十厘米作用。

用来在“碓窝子”舂粮食的是半个球体状的石头，我
们那里都叫它“碓头”，“ 碓头”平面的中间有一个直径
四厘米左右的眼，找来一个粗细长短正好的木棍装上去当
木把。使用起来很简单，就是将粮食放进碓窝里面，提着
装有木把的“ 碓头”不停地舂粮食，直至将粮食的皮壳舂掉为止。粮食
的外壳叫做糠，舂完之后，大人们用簸箕将糠簸出去，这就算简单经过加
工的粮食。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小时候春节前“碓窝子”使用率最高，村里为数
不多几户有“碓窝子”的人家，经常有人排队等着舂粮食，我知道那时候
我们家就有个“碓窝子”。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它依然还存在，虽然堪称
不上家中的宝贝，但是现在看来绝对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我经常看到母亲在门口的“碓窝子”中舂粮食，当母亲累的时候，我
也上前抱起“碓头” 舂起来，但总是舂上几个来回，小胳膊就疼痛的受
不了。其实，用“碓窝子”舂粮食是个很累的活。一个人提着十多斤的石
头一上一下地舂，这个体力活小孩子真是承受不了。

记得那时村里谁家要有个“碓窝子”，都习惯地放在自家的大门口，
其实并不是院中无处放置。而是方便自己使用的时候，也能方便街坊邻居
使用，表现了他们淳朴善良，为别人着想的心态。我常常看到左邻右舍家
的大娘婶子来我家门口使用“碓窝子”舂粮食，无论我家有人无人都无需
打招呼，直接使用即可，母亲没事的时候，还会到门面与她们聊聊天。看
到大娘婶子在舂粮食时热得满头大汗，喘着粗气时，母亲就会给帮帮忙。
当时打面机、碾米机还没有出现在乡村里，舂粮虽然很累，但农村人为了
生活，只有这样辛苦地劳作着。

当我家门口“碓窝子”没人使用的时候，就成了我与小伙伴们的玩
具。特别是在下雨后，“碓窝子”槽里聚满了水，我们就铲来土在里面和
泥摔泥巴玩，把“碓窝子”抹得是个污浊不堪。经常受到母亲的责骂，因
为母亲再使用它舂粮食的时候，总要一遍又一遍的刷洗。后来，母亲就在
下雨前用雨布遮住“碓窝子”，说的是为“碓窝子”遮雨，其实母亲是怕
我们在里面玩泥巴。

随着时代的发展，打面机、碾米机的出现以及今天各种各样成品食粮
的精制作，人们虽然没有忘记“碓窝子”，但对它的使用却日渐稀少。老
家门口的“碓窝子”一直还蹲在那里，有时母亲还会使用它舂舂豆扁子，
用来炒菜或是做糊糊喝，主要是来换换口味。当我再次听到那“腾腾”的
舂碓声时，感觉依然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依然让我回忆起舂粮之
后，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过来，围在碓窝旁边用小小的嘴在地上啄溅出的小
米粒，那独特的风景还在脑海里回荡。

多少年以来，“碓窝子”在乡村老百姓的生活中一直默默无闻地扮演
重要的角色，它平淡如水，它默默无闻，它将一生承受的锤炼，都悄无声
息地熔进了那个深深的圆窝。无论乡村里发生什么事情好像都与它无缘，
它那朴拙的身影始终盘踞在乡村的历史中，透出沧桑，蕴着艰辛和自强不
息的精神。

（作者系“中的”文学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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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村北郊行吟

春风来已醉，信手著芳华。
织却人间锦，铺成世外霞。
人人迎丽日，色色染飞花。
坐赏千山秀，何方是我家？

二

行永安南山道上

初来旷野人心悦，骀荡春回动客情。
万里晴光浮岭际，千枝粉蕊笑风中。
田间麦浪接苍宇，云外康衢绕重城。
最爱寻山明暗处，一峰过后又一峰。

（作者单位：齐村镇政府)

春日偶题两首
○侯铭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镇（街）

龙山路街道

龙山路街道

龙山路街道

龙山路街道

龙山路街道

龙山路街道

中心街街道

中心街街道

中心街街道

中心街街道

中心街街道

中心街街道

中心街街道

村（居）

前岭社区

前岭社区

老车站社区

公胜街社区

公胜街社区

辛庄社区

马宅子社区

马宅子社区

公园社区

公园社区

大观园社区

薛庄社区

中兴社区

申请人姓名

周生启

鹿惠芳

孙 波

栾振富

韩 宏

任 霞

陈 睿

李 静

马金慧

陈 瑞

吕 振

李福萍

苏刘庆

家庭人口

4

1

3

1

3

1

1

3

2

2

3

3

3

家庭年总收入
（元）

34800

1200

28000

1200

34800

12600

4680

39000

15072

24000

26567

13320

34800

为做好申请廉租住房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现将申请家庭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监督电话：322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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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镇（街）

矿区街道

齐村镇

各塔埠街道

各塔埠街道

各塔埠街道

文化路街道

文化路街道

文化路街道

文化路街道

文化路街道

文化路街道

文化路街道

光明路街道

光明路街道

村（居）

远大社区

殷村

光兴里社区

光兴里社区

杨河社区

龙头社区

龙头社区

龙头社区

龙头社区

北龙头社区

北龙头社区

市委里社区

前石碑社区

岳楼村

申请人姓名

章慎国

李二奇

金殿杰

秦素臻

邵孔氏

王 丽

赵忠伟

陈 强

周升苓

杜冉冉

马成兰

岳东文

王向坤

张园园

家庭人口

1

1

3

2

2

2

4

4

2

1

1

3

3

2

家庭年总收入
（元）

4800

6960

34800

25200

7992

17400

34800

34800

8400

5040

1800

34800

34800

17400

□谭玉峰

今年是《市中新报》创刊十周年，同时也
将迎来出版发行1000期的大喜日子。伴随她成
长的脚步，我一直和她相互携手，有这样一个
知心朋友，快活！同《市中新报》结缘10年，
有许多的故事，有许多的收获和感慨，一直萦
绕于我的心头，她让我感到温暖，不断给我走
向文学成功的动力。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九十年代，当时从事
武装工作的的我，业余时间经常写一些新闻报
道。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刚刚学会了操作电
脑，但是还不会使用电子邮件。因此向新闻媒
体投送的稿件多数还停留在原始的爬格子阶
段。就是对每一篇稿子，先打草稿再修改，直
到满意后再用方格纸工工整整的誊写出来，一
来能对文章结构和语句作进一步修饰，二来是
方便编辑老师阅读和审查，三来能不断的提高
自己的写作能力。所以一篇文章要经过多次修
改才能提高投出稿件的命中率。天天寄出稿
件，天天渴望音讯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
的。那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幸福的期待。于
是就很盼望身边能不能有一份报纸，近距离的
和编辑们交流，和报纸做个知音。直到2007年
的春天，《市中通讯》（<市中新报>的前身）的
横空出世，终于圆了我多年的梦想。看到第一
期报纸，我像结识了一位新朋友似的，把当天
报纸的每个版面都打量了一遍，并萌发了为她
写稿的念头。然而，在最初的日子，我对她只
是单相思的“放电”，并没有激起碰撞的火
花，写了不少稿子都鲜于见报。直到2008年参
加国家级重点工程——周村水库除险加固安保
执勤任务以后，我的执着才赢得了她的“芳
心”。

位于我区东北部的周村水库属省列重点中
型水库，1959年11月兴建，1960年6月蓄水，
控制流域面积121平方公里，总库容8404万立
方米，兴利库容4442万立方米,死库容658万立
方米。经多年投资建设，已建成为具有防洪、

灌溉、城市供水、发电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工
程。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评审，2007年运行了近
50年的周村水库启动了除险加固工程。主要包
括大坝加固、溢洪道加固和放水洞拆除重建、
金属结构和电气工程、观测管理设施建设等内
容。当时由于东湖拆迁任务繁重，市中区主动
请缨组建民兵应急分队进驻库区，维持工程秩
序。由于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所以面临着许
多挑战。在远离市区的野外组织民兵执勤，也
是破天荒的创新。在2008年7月1日，天气十
分炎热，中午大雨如注，但是，在万亩库区里
执行集中清理养鱼设施的民兵却士气高涨，我
与官兵一起扛包穿梭在人流中，干得热火朝
天。目睹官兵们舍弃个人安危、忘我投入战斗
的桩桩感人事迹，在指挥所微弱的灯光下，我
一气写完《Y字迷彩写风流》新闻特写。稿件
写好后，我想到的第一家投稿对象就是《市中
通讯》。让我没有想到是稿件很快在三版突出
位置刊登出来了。当执勤的官兵们看到自己也
登上了报纸，争相传阅，无不受到莫大的鼓舞
和鞭策。

打这以后，我把《市中通讯》当作知心的
报纸，我更加勤奋地给写稿，不时有文章见诸
报端。开始我都是写新闻稿，写得多了，生活
的积淀丰富了，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于是，我就试着写文学稿件。在东湖拆迁建设
的现场，面对建设中的新区，有人怀疑，有人
观望，有人说三道四，更有人投来了讥笑的目
光。由于我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也十分了

解新的规划。于是我就写了一篇《东湖春早听
蛙鸣》的散文，报纸很快在四版头条刊登了出
来。文章刊登不久，熟悉的见到我都十分认真
的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东湖哪个位置能听到
青蛙的叫声。是否真的能听到青蛙的叫声，在
哪里能听到青蛙的叫声，我觉得都没有争执的
必要了，在此后东湖公园圆满竣工后的那份华
丽都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此后的几年，《市中通讯》 改成了 《市中
新报》，她名副其实的成了我的知心之报，知
音之报。我的观点鲜明的辞赋《忠诚赋》、《三
严三实赋》、《两学一做赋》、《时代楷模朱彦夫
赋》等等都陆续在新报显著的位置刊登出来，
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也为我赢得许多素不
相识的粉丝。

悠悠岁月悠悠情，一转眼，《市中新报》
已走过10年历程。在这并不算短暂的日子里，
我以新报为师，长期阅读，从没中断，每一天
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捧着一杯香茗，仔细读着
各个版面的文章，从中了解信息，汲取营养，
丰富和提高自己；我与新报为友，坚持为新报
写稿并荣幸的成为了她的特邀撰稿人，更激励
我在笔耕这条路上不断向前走着、走着。哲人
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是的，时间已经改变
了我身边许多的人和事，唯有我对新报倾注心
血的向往和爱恋没有改变。心中有这块芳草
地，就是我的快乐之源，就是我情感的寄托，
就是我永远不变的追求。

（作者单位：永安镇政府）

市中新报，知心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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