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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元

乡村七月，它不仅热情似火、豪情万丈，而且它更翠绿
葱茏、多彩多姿。

乡村七月，既没有春天的青涩，也没有秋天的自满，更
没有冬天的冷清，而是嬗变成热情泼辣的夏小伙，它骄阳似
火，酷暑正酣，无不展现出亢奋的激情活力，为大地万物无
私地奉献着巨大能量。

乡村七月的雨，它放弃了春雨的飘逸，摈弃了秋雨的缠
绵，舍弃了冬雨的寂寥，还原本真面目，它电闪雷鸣，风雨
交加；它大雨磅礴，酣畅淋漓，无不以摧枯拉朽之气、以横
扫千军如卷席之势荡涤着世间的污泥浊水。

乡村七月的河流、水塘是一道道靓丽的风景，条条河流
如同大地母亲的乳腺，蜿蜒曲折地流向远方，河水汩汩，昼
夜不息；湾湾水塘如同少女的碧眼，镶嵌在广袤的乡村间，
塘水清澈，碧波涟涟。河流边，芦苇青纱繁茂翠绿，两岸花
海飘香四溢；水塘里，荷花亭亭玉立，鱼儿欢快穿梭。如果
你流连于乡村的塘边、河岸，不但能欣赏到美丽的风景，还
可听到蛙儿、鸟儿的天籁之音，让你倍感赏心悦目，大饱
耳福。

七月的乡村是小生灵的天堂。在树林上、田野间，沟河
边，不但随处可见到她们玲珑的身影，而且还可欣赏到知了
的鸣叫，蟋蟀的吟唱；在夜晚，还可看到一只只飞舞着的萤
火虫，如同一颗颗流星，形成一道道美丽明亮的弧线，与天
上繁星遥相辉映，构成一幅如梦如幻的夜色画卷，让人惊叹
不已。

七月的乡村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七月乡村，随处可见孩子们奔跑
的身影，随时可闻孩子们爽朗的笑声。他们捉知了龟、粘知了、套蜻蜓、掏
麻雀……，玩得妙趣横生；他们洗澡、摸鱼、捉迷藏、摘野果……耍得乐此
不疲。七月乡村陪伴孩子们度过了快乐有趣的童年，成了孩子们铭记一生的
记忆。

七月乡村，最让人们羡慕的还是出现在街旁道里的温馨场景：每当夕阳
西下，人们成群地围坐在一起纳凉，他们头顶着满天繁星，身吹着习习的凉
风，他们中有人闭目养神，有人摇着蒲扇，有人侃着大山，孩子们不知疲倦
地穿梭在大人间，他们尽情地享受这惬意的夏夜时光，幸福无不在他们的脸
上展现。

七月的乡村，无不呈现出绿意盎然的勃勃生机，山染黛，水披绿，树木
青翠欲滴，大地葱碧葳蕤，生命之色主宰了山川田野，万物生灵都被浓浓绿
色浸淫。

田野是七月乡村最美的风景。乡村大地一碧千里，无不昭示着一个即将
成熟季节的到来。无际的玉米青纱随风弹奏出美妙的音符，无垠的地瓜秧苗
随风勾勒出绿波荡漾的图画；谷穗含笑低首，高粱羞红脸庞；果实缀满枝
头，瓜果满地飘香；田野里舞动着农民们劳作的身影，田野里飘荡着农民们
欢快的歌声。

因了玉米，因了高粱，因了许许多多在这个季节生长的作物，乡村七
月，以最简单、最火热的形式，展示农人劳作与收割的段落和情节，速写生
活真谛，描绘劳动本色，谱一曲乡土乐章。

七月乡村最让人赞美的还是农民，因为有了农民的辛勤耕耘，才有了大
地的丰收，才有了人们的丰衣足食，才有了国家的繁荣富强。

乡村七月是永记心头的乡愁，让人陶醉心里、让人回味永远。
(作者系滕州市文学爱好者）

乡
村
七
月

□□肖怀中肖怀中

我国是桃的故乡，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种
植历史，两千多年前沿丝绸之路传到了波斯
（今伊朗），11世纪传到了阿拉伯国家，13世
纪传入英国，16 世纪传人墨西哥，1565 年前
后传到美国。而现在，中国的桃则是“香飘五
大洲”了。

对桃这个味美可口的水果，历代文人墨客
都注入了深情，并写下了令人叫绝的诗篇。晋
代陶渊明就写有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忽
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
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
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
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着实把
人们带入一个理想的生活境界。唐代诗人高蟾
在《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一诗中写道：“天
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
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短短四句，不仅反
映出作者的当时心态，而且活生生地再现出桃
园的晨景。宋代词人吴淑有一首《桃赋》：“果
实多多，惟桃有佳，夭夭其色，灼灼其华。或
成仙而益寿，或制鬼而去却，或美后妃之道，
或报琼瑶之华。”字数不多，却把桃的价值说
得明明白白。

而作为素有“占尽春光第一枝”之誉的桃
花，不仅以其活色生香娱人感官，更以其兴谢
枯荣撩人情思，因而诗人每有感触，或悲或
喜，则形之吟咏，以寄心曲。如唐代诗人吴融
创作的《桃花》一诗：“满树和娇烂漫红，万
枝丹彩灼春融；何当结作千年实，将示人间造
化工。”仿佛在今人面前铺就一幅美丽画卷，

让人看到桃花的艳丽与繁茂。现在读起来，也
会感到生趣盎然，可谓是“吟之未终，皎然在
目”。而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 《大林寺桃
花》一诗，其构思显得异常奇巧：“人间四月
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全诗以情趣胜，给人带来
一种独特的“发现美”，人们从中可以体味到
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激情。

从古至今，我国劳动人民一直把桃作为喜
庆、长寿和幸福的象征，那白须白发的寿星老
人手里托着的就是一个大大的桃。我国民间有
关桃子的神话传说很多，《西游记》中有王母
娘娘开蟠桃盛会的故事：传说天上蟠桃共有三
种各 1200 棵，前面的 1200 棵是三千年一开
花、三千年一结果，果实微小，人吃了后“成
仙得道，体微身轻”；中间的1200棵是六千年
一开花、六千年一结果，层花甘实，人吃了

“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的1200棵则是
九千年一开花、九千年一结果，紫纹缃核，人
吃了“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对蟠桃的形
状和色彩，吴承恩自有淋漓尽致的描述：“夭
夭灼灼花盈树，棵棵株株果压枝；果压枝头垂
锦弹，花盈树上簇胭脂；时开时结千年熟，无
夏无冬万载迟。先熟的，酡颜醉脸；还生的，
带蒂青皮。”三种蟠桃同年开花结果成熟之
时，王母娘娘邀天上各路神仙到瑶池举行蟠桃
盛会，不想蟠桃让看园子的孙猴子偷吃殆尽，
而且当得知自己不在被邀请神仙之列后，竞把
蟠桃会搅了个一塌糊涂，还将那些仙果、仙酒
带回花果山“让孩儿们尝尝”，引人入胜的一
系列故事情节是《西游记》的读者所喜爱的。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几乎处处都有
桃，其品种多达 800 种以上。江西的“四月
白”，北京的“五月鲜”，浙江的“六月团”，
东北的“七月红”，南京的“八月寿”，山西的

“九月菊”，都是比较有名的品种。河北满城有
一种桃成熟于立冬至小雪期间，因而被人们称
之为“雪桃”。山东肥城有一种名为“佛桃”
的桃，熟透时揭开果皮，可把果肉吸吮干净，
被誉为“群桃之冠”。

桃还是一种很好的治病良药，素有“桃养
人”之说，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就记载
说：桃可“作脯食，益颜色；肺之果，肺病宜
食之”。据科学分析，桃的营养成分主要包括
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和钙、铁、磷及多
种维生素。中医认为它性味甘酸、微温，具有
美容护肤、清胃润肺、祛痰止咳、利尿润肠、
生津去热等功效。而桃仁入心、肝、肺、大
肠，有破血去瘀、润燥滑肠的功效，能活血行
血、清散瘀血、去痰润瘀肠，对于呼吸器官有
镇静作用，可止咳、平喘。

不过，桃虽好，但食用时也不可过多，要
适可而止，而且要注意吃桃后不要立刻饮用凉
开水，以免产生腹胀、腹泻等病症。那些平时
内热偏盛、易生疮疖的人，因上火而便秘的
人，多病体虚的病人以及胃肠功能太弱的人，
也不宜多吃。特别是要注意最好不要给婴幼儿
喂食桃子，因为桃子中含有大量的大分子物
质，婴幼儿肠胃透析能力差，无法消化这些物
质，很容易造成过敏反应。

至于说桃仁，也是一种很好的中药，具有
去血管栓塞的作用，所以可用于血管栓塞引起
的半身不遂。临床上常用于闭经不通、月经
痛、血压过高、慢性阑尾炎和跌打伤引起的瘀
血肿痛等症状。但由于桃仁含有挥发油和大量
的脂肪油，泻多补少，所以不要多吃，桃仁吃
多了，可导致中毒，早期有恶心、呕吐、头疼、头
晕、视力模糊、心跳加速等现象，严重者可导致
心跳停止。尤其是孕妇，更不要食用。

（作者系郑州市文学爱好者）

美味说“桃”

《使者》 周文静 摄

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
您好！
近年来，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

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基一[2014]1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城镇普通中小
学大班额问题有关事宜的通知》（鲁政办字 ﹝2015﹞
152号） 和《枣庄市教育局关于义务教育学校违规择
校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枣教发 ﹝2014﹞
41 号） 的文件精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事业发
展，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和教师招考力度，优化城
区教育资源，从源头上增加学位，努力化解城镇普通
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在2016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
范中小学招生严禁择校的通知》（市中办发〔2016〕7
号），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招生“零择
校”的要求，逐步降低了城镇中小学班额，2016年城
区小学有三分之一的学校起始年级班额符合省定标
准，为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

今年，枣庄市教育局在《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枣教发 ﹝2017﹞ 10
号） 文件中，明确提出：落实义务教育“以县为主”
的管理体制，市直属义务教育学校的学区划分纳入属
地管理。按照“全覆盖、无盲点、便民生”的原则，
充分考虑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数量与分布状况、学校
布局、规模、条件和交通状况等因素及可能影响公平
的关键要素，确定相对科学的划片规则，科学合理划
定学校的招生范围，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整体上相对就
近入学。鉴于一些区域人口分布和学校布局具有不均
匀性、街区形状具有不规则性，就近入学并不意味着
直线距离最近入学。对已明确招生范围的学校，要通
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根据学校建设规模和招生能
力对新建学校要在招生工作开始前明确划定招生范
围。学校片区划定后要保持相对稳定，确需调整时，
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和群众意
见，审慎论证，适当对学校招生范围作出调整，重新
确定的招生范围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为贯彻落实省、
市、区人民政府对“化解城镇中小学大班额”的要

求，确保城区起始一年级班额达到标准，我们对城区
部分学校的招生范围进行了微调，并向社会进行了公
示，进一步明确了小学学区范围、统一于7月24-25
日报名和“零择校”等招生政策。

近日来，我们不断接到民众反映：部分房地产开
发商以楼盘促销和盈利为目的，大肆进行无原则的虚
假宣传，擅自标注楼盘为学区房，篡改学区范围，自
行承诺能够办理小学入学手续，“绑架”学校招生原
则，煽动业主无理缠访，严重干扰了城区中小学招生
工作，扰乱了政府、学校及相关部门正常的办公秩
序，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大大降低了政
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严重损坏了政府形象。我们真
诚奉劝部分开发商能够守法、诚信营销自己的产品，
主动消除对政府及教育的不良影响；劝告广大市民在
购房前要通过区政府、市教育局网站等正规渠道仔细
了解学区的范围，咨询相关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了解
中小学招生政策，在购房前，首先查清该小区所属学
区，以免上当受骗；如您已经受到开发商的误导和鼓

惑，造成经济受损，我们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维
权。同时，我们对干扰学校正常招生工作、严重影响
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导致学校声誉受损的行为和
相关责任人，保留依法维权的权利。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孩子的健康
成长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和责任。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对
教育多一分关注，对学校多一分支持，对教师多一分
理解，对孩子多一分关爱，共同为孩子健康成长撑起
一片蓝天，还教育一份纯真，保学校一片净土。

我们坚信：有了您的通力配合和理解支持，我们
的教育事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借此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市中区教育局
2017年7月12日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朱文杰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
多。”来到江南,走过很多桥，也看过很多桥。它们风格迥
异、姿态万千，尤其是每一座小桥，都有着隽永的文化
意蕴。如因王羲之而出名的题扇桥，因朱买臣而出名的
覆盆桥，因陆游和唐婉而得名的绍兴春波桥，还有著名
的枫桥。每次踏上这些桥，总是以一种膜拜的心情走
过，而也恰恰在这时，总能忆起我故乡的石桥，于神游
冥想之中寻觅故乡石桥那依稀的倩影。

和那些江南名桥相比，故乡的石桥当然说不上雄浑
壮观，也谈不上典雅秀丽。它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座小小
的石拱桥，和大多数的石拱桥没什么区别，就像是一丛
素雅的野菊花随意绽放在乡间的溪边。但它那若有若无
却又挥之不去的淡淡幽香，却甜甜地、久久地装饰了我
年少时的生活。

小时放学后，我常常来到桥下，坐在绿茵茵的草地
上。远远望去，夕阳西下，柔和的阳光穿过淡淡的晚霞
洒满了凸凹不平的小石桥，闲适、慵懒地守候着这块大
地。不远处，一群牛犊在河滩上吃草、嬉戏、撒欢，偶
尔可见湿润的毛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亮光。有时和
小伙伴们在石桥上追逐玩耍，直到天黑都不肯回家，那
一阵阵嬉笑宛如一缕温柔的晚风缓缓地从桥洞里穿过。
笑声中，年华如云烟飘过。

“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这本是写西湖的断桥，是“西
子”最动人的一帧小照。然而在故乡的石桥，同样能有这种美妙的情境。

站在石桥上，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连绵不绝的山峦，农家小屋零星地点
缀在山间。有时还可以隐隐地听到几声鸡鸣狗吠。近看，小河从石桥下缓缓
流过，清澈见底；微风吹起，荡起一圈圈一闪闪的涟漪，温柔而恬静。偶有
捕鱼的人划着小舟慢慢地从石桥下穿过，河水瞬时变得灵动起来。石桥与周
围的青山碧水相得益彰，溶合成一幅天然的图画，美仑美奂，充满了诗情画
意。小桥周围景色怡人，夏天的晚上也就成了人们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人们
在小石桥上述说着一天的见闻，述说着一天的艰辛与快乐，石桥仿佛是一位
相识多年的老友，渗入了人们的生命，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
这样，岁月顺着流水从那饱受风雨洗礼但又仿佛亘古不变的石桥下悄然
而过。

离开故乡的晚上我再次来到了小石桥。月华如水，黛蓝色的天幕下，星
月交相辉映。在银灰色的静静月光下，在沁凉的阵阵夜风里，在河水汩汩的
流淌声中，我分明感受到了心中的不舍，小桥空灵静谧，像是一首凝固的
诗，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尔后，无论大雪压枝，还是月光浮动，或是烟雨空濛，我都不在。我无
缘于亲见石桥之美，但它却早已经深深地融进了我的心里。

（作者系江苏苏州昆山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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