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 夏
奏响夏日的序曲

■ 曾令阳

当阳光穿过窗棂斜洒在案上时， 我正忙
于无尽的工作。指尖敲击键盘，思绪被任务填
满。 忽然，眼角捕捉到一抹柔光，仿佛阳光在
跳跃。我抬头望去，目光与院中那片金灿灿的
向日葵不期而遇。 小小的花盘总是追随光

明，微微昂首，静静伫立在阳光下，生机勃勃。
在访谈节目《她的时光》中，单亲妈妈陈

桐分享了一段关于向日葵的故事。离婚后，她
独自抚养患自闭症的儿子， 家中弥漫着孤独
和压抑。 阳台上的一片矮化向日葵意外成为
他们的希望。 最初，她只是想为家增添生机，
却发现儿子常常站在阳台前， 模仿向日葵追
逐光的姿态，那双游离的目光渐渐聚焦。她因
此观察向日葵的生长规律， 利用其特性缓解
儿子的情绪波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向日葵
疗法”。有一天，她记录道：“暴雨折断了茎秆，
却新生出三个花苞， 就像我们破碎又重生的
家。 ”向日葵虽经历风雨，却依然能迎着阳光
盛放，这不正是生命顽强的写照吗？

这种向上的力量，不仅属于陈桐母子，也
在许多地方延续。 杭州某老旧小区的一片向

日葵花田便是如此。 原本废弃的停车场被改造成约 300�平方
米的花田。退休教师王奶奶清晨总会守护花田，孩子们用塑料
瓶拼成滴灌装置，邻里们共同照料。一株因台风刮倒的向日葵
被竹竿支起， 奇迹般地开出了双生花盘， 成为邻里互助的象
征。 住在小区里的李女士曾独居多年，因抑郁症不愿拉开窗
帘。而如今，每当清晨的阳光洒在花田上时，她都会推开窗，凝
视那片小太阳。 她在社区群里写道：“这些小太阳每天追着光
跑，仿佛提醒我，阴霾终会被转化成一束光。”这片花田不仅是
一道风景，更是一种象征，诉说着逆境中的坚韧，也传递着邻
里间的温暖与守望。 无论生活多么灰暗，总会有光穿透阴霾，
点燃希望。 向日葵虽小，却蕴藏着无声而有力的勇气。

每个人都需要一片向日葵花田。 它不一定是现实中的风
景， 可能是身边的鼓励、 陪伴或一份温暖。 正是这些 “小太
阳”，让我们在人生的低谷中感受到光的力量，勇敢地向着希
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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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 ， 芳菲渐隐 ， 而火红的五
月， 携着炽热与豪情， 如一幅绚丽画卷在
华夏大地铺展 。 在这片繁荣昌盛的沃土
上， 我们以节日之名， 向城市中精雕细琢
的工匠、 乡村里默默耕耘的农人、 科技前
沿勇攀高峰的探索者， 以及各行业的劳动
者， 奏响劳动的赞歌， 礼赞这个属于奋斗
者的新时代。

踏入五月， 仿若置身熊熊燃烧的火焰
世界， 那是青春的激情在肆意绽放， 是生
命的热烈在尽情挥洒。 或许你正在办公室
的灯火中埋首案牍， 或许你正在田间地头
挥洒汗水， 又或许你正于知识的海洋中探
寻真理……无论身在何处， 无论扮演何种
角色， 只要心怀敬畏、 勤勉不息， 你便是
那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值得世间所有的
尊重与敬仰。

“劳动者， 乃世间最美之人。 若无他
们的汗水浇灌， 何来你我餐桌上的佳肴？

若无他们的辛勤耕耘， 何来你我身上的华
裳？” 此语深刻揭示了劳动的价值， 告诉
我们： 幸福从来不是不劳而获的馈赠， 而
是依靠双手去创造、 去耕耘的硕果。 正所
谓 “富贵本无根， 尽从勤中得”， 勤劳与
奉献， 才是通往幸福与尊贵的康庄大道。

自古以来 ， 无数文人墨客以劳动为
墨 ， 以岁月为笔 ， 书写下脍炙人口的诗
篇。 先秦的 《击壤歌》， “日出而作， 日
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质朴的
语言勾勒出先民们顺应天时、 自给自足的
生活画卷， 以及对劳动的热爱与尊重。 劳
动， 是刻在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是传
承千年的精神力量。

勤劳， 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 每一
滴汗水， 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每一分努力，
都是对梦想的坚守。 时间从不辜负每一个
怀揣梦想、勇往直前的人。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我们庆祝的不仅是工人、农民的辛勤

付出， 更是对每一位劳动者不懈努力的肯
定与赞美。

劳动，是生命的底色，是灵魂的歌唱。
工作，于我而言，是生活的必需，更是精神
的寄托、快乐的源泉。“我工作，我快乐”，这
简单的六个字，是我对生活最真挚的诠释。
忙碌，是对责任最质朴的诠释，也是对生活
最真挚的尊重。 敬畏劳动，躬耕梦想，方能
彰显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梦，因劳动而熠熠生辉。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从经济的腾飞到城乡的巨变，从
社会事业的进步到精神文明的升华， 从文
化建设的繁荣到民生福祉的增进， 从生态
宜居的打造到乡村振兴的推进， 每一处都
留下了劳动者辛勤耕耘的足迹。 他们， 用
胸前闪耀的奖章 ， 汇聚成伟大的劳模精
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他们， 用手中
的工具， 谱写着新时代的华章 。 劳动之
光， 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也照亮了我们的

心灵。
无论职业、 性别、 年龄还是出身， 每

一份付出都值得尊重与肯定。 让我们向那
些辛勤的劳动者致敬———是他们， 用汗水
浇灌出祖国的繁荣昌盛； 是他们， 用智慧
点亮了民族的未来之光。 五月， 是劳动的
盛宴， 是荣耀的象征， 值得我们骄傲、 纪
念与景仰。

在这火红的五月里， 我愿以最真挚的
情感， 大声呼唤你的名字———劳动者。 我
愿以最崇高的敬意 ， 为你献上最美的赞
歌。 让我们共同分享劳动带来的喜悦与成
就， 感受那份 “心有所向， 劳有所获” 的
甜蜜与满足。

“一切乐境， 皆由劳动得来； 一切苦
境， 皆可由劳动解脱。” 劳动， 是最美的
风景； 劳动者， 是最可爱的人。 让我们携
手并肩， 以劳动为笔， 以汗水为墨， 共同
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火红五月 礼赞劳动荣光
■ 杨文力

下班回到家，我惊讶地发现，前些天那盆含苞待
放的月季，此刻正绚烂盛开。

粉嫩的花朵层层叠叠，宛若少女的蓬蓬裙，优美，
灵动。 清风吹过，馥郁的芳香涌入我的鼻腔。 我蹲下
身，满心欢喜地欣赏眼前这位“花仙子”，小心翼翼地
修剪枯黄的叶片。无意间，指尖碰触到柔嫩的花瓣，微
有凉意，似与我嬉戏。转头瞥见一旁的风信子，乳白色
根系与玻璃瓶纠缠在一起，该给它换个新家了。 我将
冗余杂乱的细根修剪清爽，放入花盆，填上新土。绿叶
在红陶花盆中轻轻摇曳，似乎在向我致谢。 我与植物
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它们用蓬勃的生命力，治愈
了我一天的疲惫，也让我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这让我想起《浮生六记》中，沈复与芸娘以草木为
友的情景。 夫妇二人被逐出家门，贫居萧爽楼时，荷花
初绽放，芸娘取小纱囊裹新茶，藏于含苞荷蕊中，待一
夜花气浸润，翌晨取出时，茶叶吸饱荷香。雨水煮茶，茶
汤清冽如荷风拂面，啜饮一口，如饮清露甘甜悠长。 荷
露的清香在苦中作乐的日子里， 交织成二人生活中的
诗意篇章。 即便身处困顿， 他们仍能从草木间寻得慰

藉，将清贫日子过成一首悠长的诗。
草木的治愈力，不仅藏在书本的字里行间，也映

照在光影之中。 在电影《日日是好日》中，面对父亲的
猝然离世，是樱花治愈了典子内心的悲痛。几天前，父
亲邀她共进晚餐，她却因工作推脱，未曾想这竟成了
永远的遗憾。 悔恨如潮水般将她淹没，直到那个暮春
的午后，她静坐在庭院里，望着樱花簌簌而落。花瓣轻
盈飘舞，仿佛在诉说生命的真谛———如樱花般绚烂而

短暂。典子忽然明白，与其沉溺于未完成的执念，不如
像接受四季更替般接纳无常。 在樱花的抚慰下，她内
心的伤痛渐渐平复，最终与遗憾和解，也找回了内心
的平静。 樱花虽美却易逝，人生亦如此，珍惜当下，珍
视身边人， 这便是樱花于无声处馈赠于人的生命智
慧，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体悟。

草木无言，却以其静默的力量，治愈着每一颗疲
惫的心灵。无论是阳台的月季，还是书页中的荷花，抑
或是电影里的樱花，它们都在无声中传递着生命的智
慧与慰藉。 愿我们都能在草木的陪伴下，在纷繁世界
中诗意地栖居。

草 木 无 言 愈 人 心
■ 费远昭

四月底的晋东南， 黄土高原的褶皱里藏着一种
倔强的绿。我来到距离晋城往西 40 公里的沁水县，车
轮卷起的尘土在阳光下形成一道金色的帷幕。 此行
的目的地是尉迟村———那个以唐代大将尉迟恭命名

的小村庄，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赵树理故乡”，如今
的“树理小镇”。

村口的石碑已经斑驳，“人民作家赵树理故里”
几个红漆大字褪色得近乎温柔。 石碑旁蹲着几位老
人，他们的皱纹里嵌着黄土，眼神却明亮如沟壑间的
溪水。 听说我是来寻访赵树理足迹的，一位缺了门牙
的老汉突然笑出声：“树理啊，俺们叫他‘老赵’。 他儿
媳妇还住在老屋里。 ”这亲昵的称呼一下子消解了我
心中那个被供在文学神坛上的作家形象。

赵树理故居是典型的晋东南民居， 砖木结构的
二层小楼围出一个方正的天井。 西厢房内，一张坑坑
洼洼的木桌上摆着盏煤油灯， 玻璃罩上还留着烟熏
的痕迹。 据说，这就是赵树理写作《小二黑结婚》的地
方。我凝视着那张不过三尺见方的桌面，想象 1943 年
的冬夜， 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文人如何呵着冻僵的
手指，在如豆灯光下勾勒出小芹和二黑的面容。 墙角
堆着几件农具， 锄头的木柄被手掌磨出了包浆———
原来他真如传闻中一样，写作之余常下地干活。

在尉迟村，文学不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 村委会
门前的黑板上用粉笔画着《李有才板话》的人物谱，
歪歪扭扭的笔迹显然是孩童所为。 “树理小剧场”里，一
伙文艺人正在上演根据《小二黑结婚》改编的沉浸式戏
剧，舞台上的小芹、二黑、二诸葛、三仙姑，活脱脱一个个
从赵树理笔下搬到观众们眼前。 村书记告诉我，这些赵
树理作品改编的舞台剧很多，剧中的角色已经成了大家
眼里最熟悉的“乡亲”。

近晌午，我在赵树理的老屋前遇见吕美赛。 她是

赵树理的三儿媳妇，今年 77 岁，记忆却清晰得惊人。
“爹从不摆作家架子，” 老人眼睛闪着光，“写作用的
笔、种地用的锄都是他经常用的。 他常说写作得像种
地，得知道泥土的脾气。”这个自称赵家掌门吕老太的
比喻让我心头一震。

尉迟村的泥土确实特别。 我抓起一把在掌心揉
搓，那土呈现出一种少见的赭红色，细腻中带着沙质。
村里人说这是长庄稼的 “金土”， 也是出故事的 “灵
土”。 赵树理小说里那些鲜活的口语，什么“小腿疼”
“吃不饱”，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方言。 现在
村里人说话仍带着那种特殊的节奏，比喻永远和农事
相关：“那人精得像间苗的锄头”“这事黄得跟旱了的
谷穗似的”。

黄昏时分， 我爬上村后的虎头山。 夕阳给层层
梯田镀上金边， 远处传来高亢的上党梆子声。 60 年
前， 赵树理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看着合作社的社员
们扛着农具归来， 构思出 《锻炼锻炼》 里的集体劳
动场景。 此刻山下的尉迟村炊烟袅袅， 新修的柏油
路边立着太阳能路灯， 但田间劳作的姿势与半个世
纪前并无二致。

夜幕降临， 村委会前的空地上聚起休闲的村民。
几个后生用手机播放着《三里湾》的有声书，听到精彩
处， 老人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 “当年真实的故
事”。文学在这里不是高悬的明月，而是融入泥土的养
分，一代代生长出新的故事。

离开尉迟村时，我的鞋缝里嵌满了红土颗粒。 这
泥土的印记，或许就是赵树理文学最真实的注脚———
不是俯瞰众生的姿态，而是躬身入局的温度。 当车驶
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忽然明白为何赵树理笔下的人
物总带着土腥味：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棵把根须深深扎
进晋东南黄土里的树。

赵树理故乡行记
■ 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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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的民俗馆里， 一辆破旧的马车
静静地停放在角落。 它的木质车辕已经斑
驳，铁皮车轮锈迹斑斑，却承载着我童年最
深刻的记忆， 也装载着父亲一生的辛劳与
爱。

父亲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身材中等，
却有一双灵巧的手，能写会算，还会放磙扬
场、纺麻打绳。 1958 年大炼钢铁时，他是第
一批报名去安阳铁矿的工人；三线建设时，
他又成了管理十三个食堂的司务长。 然而
命运弄人， 家庭的担子最终让他回到了土
地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农村实行分田到
户，我家幸运地分到了一匹枣红马。父亲高
兴地砍下两棵槐树，亲手打造了一辆马车。
从此，这辆马车成了我们家最珍贵的财产。
每天清晨，父亲赶着马车出门；傍晚，又伴
着夕阳归来。车轮碾过泥土路，发出吱呀的
声响，那是父亲用汗水谱写的劳动之歌。

记得儿子两岁那年，突发重病。 那天大雨倾盆，村里连一
辆摩托车都没有。 父亲二话不说，套上马车就往县城赶。 雨水
打在油布伞上，每一滴都像敲打在我的心上。马车在泥泞的路
上艰难前行，几次险些滑入沟渠。 父亲不时下车，用木棍刮掉
车轮间的泥巴。 我使劲地抽打着马匹，可它已经尽了全力。

当我们终于赶到县医院时，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医
生摇了摇头，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却只能
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我怀里停止呼吸。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仿
佛老天也在为我们哭泣。

父亲看出了我的痛苦。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别难过
了。那天枣红马已经尽力了。”他顿了顿，又说：“要怪就怪这路
太难走。 不过你放心，过几年村里就会通车的。 ”

没想到，父亲的预言很快应验了。 村里修起了水泥路，家
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 可就在这时，父亲却被诊断出肺癌。
癌症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父亲却惦记着那匹陪伴他多年的枣
红马。

“这马也该退休了，”父亲虚弱地说，“把它卖了吧，钱用来
治病。 ”母亲含泪卖掉了枣红马，用换来的钱延续了父亲最后
的日子。

父亲走后，我们把那辆马车留了下来。 如今，它静静地站
在民俗馆里，车轮上的每一道辙痕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村
里通了柏油路，小轿车代替了马车，可父亲的身影却永远定格
在那辆破旧的马车上。

每当我站在民俗馆里，看着这辆承载着父爱的马车，就会
想起父亲说过的话：“要相信，过几年村里就会通车的。 ”如今
路通了，车有了，可父亲却不在了。这辆马车，成了连接过去与
现在的纽带，也成了父爱最永恒的见证。

父
亲
的
马
车

■
杨
学
林

“却是石榴知立夏， 年年
此日一花开。 ”当春天的芳菲
还在记忆里缱绻，立夏已如一
位朝气蓬勃的少年，迈着轻快
而有力的步伐，迫不及待地拉
开了夏天的帷幕。

清晨，阳光穿过淡薄的云
层，温柔地洒在大地上，宣告
着立夏的登场。微风拂过，带着
一丝温热， 不再是春天那种轻
柔的凉意， 仿佛在人们耳边低
语， 诉说着夏天的热情即将来
袭。

走进公园，那一片葱茏的
绿意瞬间映入眼帘。曾经在春
天里还略显稚嫩的树木，如今
已枝叶繁茂，像是一把把巨大
的绿伞， 为大地撑起一片阴
凉。 树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绿
得发亮，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
尽情展示着生命的活力。草地
上，小草们挨挨挤挤，绿茸茸
的， 宛如一块柔软的大地毯。
不知名的野花这儿一丛，那儿
一簇，肆意地绽放着，红的像
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给这
片绿色的海洋增添了几分绚

丽的色彩。
池塘里，荷叶已经铺满了

水面， 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
盘。 有的荷叶刚刚浮出水面，
卷着边儿， 像害羞的小姑娘，
含苞待放；有的荷叶舒展着身
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宛如
翩翩起舞的仙子。荷花也不甘
示弱， 有的还是花骨朵儿，含
苞待放，饱胀得像是马上要破
裂似的； 有的花瓣儿全展开
了， 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在
风中轻轻点头，宛如美丽的少
女在浅笑嫣然。蜻蜓在荷叶与
荷花间穿梭飞舞， 时而点水，
时而停歇，构成了一幅“小荷
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
头”的美妙画面。

立夏，孩子们迎来欢乐时

光。 大街小巷，孩子们换上了
轻薄的衣衫，像欢快的小鸟般
奔跑嬉戏。他们手中拿着色彩
斑斓的冰激凌，那甜蜜的味道
在舌尖散开，如同夏天的阳光
一样热烈而美好。女孩子们穿
着漂亮的花裙子，像一只只美
丽的蝴蝶， 在微风中轻盈舞
动；男孩子们则在操场上追逐
打闹，活力四溢，他们的笑声
如同清脆的银铃，洒满了整个
夏天。

对于农人而言，立夏是忙
碌的开始。 田野里，他们忙着
插秧播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
在肥沃的土地里。 他们弯着
腰，在水田里辛勤劳作，汗水
顺着脸颊滑落， 滴入泥土，滋
润着即将茁壮成长的秧苗。那
一片生机勃勃的田野，承载着
他们对丰收的期盼，也见证着
他们勤劳的身影。

傍晚， 夕阳的余晖将天
空染成了橙红色，仿佛一幅绚
丽的油画。 晚饭后，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来到公园、广场或
河边，享受着夏日的清凉。 老
人们摇着蒲扇，聚在一起谈天
说地， 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年
轻人则戴着耳机，沿着河边慢
跑， 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孩子们在一旁嬉笑玩耍，追逐
着闪烁的萤火虫， 那点点荧
光，在夜空中飞舞，宛如梦幻
般的精灵。

立夏是季节的更迭，是生
命的律动， 更是对未来的憧
憬。 它像一首激昂的序曲，奏
响了夏天的旋律，让我们在这
个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季节里，
尽情挥洒汗水，追逐梦想。 在
立夏的怀抱中，我们感受着大
自然的魅力，也领悟着生命的
蓬勃力量。 让我们怀揣着希
望，与立夏一同前行，去拥抱
这个热烈而美好的夏天。

时维三月，中原叠翠。 龙
都长吟，虎啸顿丘。蘑菇点灯，
点亮神州。 青来计划，振兴乡
村。群英荟萃，菇为缘由。柔似
淑女，洁白珠玉。柳腰摇曳，嫦
娥梅嗅。举伞漫步，翩舞飘柔。
佳肴美馔，同气相求。

名镇古村，永感党恩。 千
年赵家，厚重人文。民风淳朴，
勤勤恳恳。 皇室后裔，有据可
循。蘑菇产业，助力脱贫。链条
打长，强基固本。五大振兴，赵
家求真。头雁凌云，全村一心。
干事创业，满腔热忱。 旧貌崭
新，全国名闻。

凤落梧桐，青来情深。 远
方有朋，中青旅行。央企风范，
情注惠农。 鸿鹄之志，青年才
俊。中青博纳，担纲重任。农旅
融合，助力乡村。何为青来，青
旅来村。人才创业，青年来村。
业态创新，振兴乡村。

中青手笔，大气雍容。 精
心谋划，气势恢宏。乡村精品，
村城合融。 村中有城，城居村
中。田园漫步，怡然放松。蘑菇
点灯，设计新颖。国际大奖，斩
获囊中。六区一场，诸多功能。
三十有四，项目纷呈。

晨曦微露，红霞映东。 金
鸡打鸣，林鸟飞鸣。鱼跃虾戏，
溪流声声。 成排菇棚，银装素
净。金光粼粼，幼苗潜生。旧时
烟囱，今日明灯。飞龙劲舞，幸
福之星。玻璃宫殿，仙阁屹屹。
氤氲袅袅，如至蓬莱。 吾上天
宫，今晨圆梦。蘑菇聚汇，品种
五百。产品千余，满目琳琅。农
科教育，蓓蕾滋养。世界蘑菇，
蘑菇世界。 白衣情侣，缓缓而
行。快门留影，互定终生。白头
偕老，儿孙满堂。天伦之乐，尽
在其中。魔幻乐园，趣味无穷。
抱虎戏兔，捡蛋赏鹅。 铁匠打
铁，叮叮当当。赤膊光背，大汗
淋漓。精铸利剑，痛打豺狼。马

术文化，龙都显彰。嘶嘶马鸣，
怀古战场。 伯乐识马，人才兴
旺。 田忌赛马，智慧兴邦。 马
背芭蕾， 神童洛仪。 盛装舞
步 ， 七彩飞扬 。 滑板飞跃 ，
沉鱼落雁。 魅力四射， 激情
无限。 运动潮流， 身体健康。
壮我体魄， 扬我精神。 强我
体魄， 圆我梦想。

正阳高照 ， 生机蒸蒸 。
四方高朋，不亦乐乎。 蘑菇大
鹅，香气扑来。烧鸡驴肉，垂涎
万丈。清蒸焖子，味蕾悠长。热
卤猪蹄，薰薰穿肠。圆圆烧饼，
筋道五香。 顿丘老酒，万里飘
香。菌王火锅，热辣滚烫。饭后
小憩，神清气爽。窗外小院，文
化长廊。百花绽妍，妩媚醉赏。
蕈舍品茗，大美风光。

月朗星稀，篝火通明。 人
来人往，孩童嘻戏。灯光秀场，
万丈光芒。 音乐盛宴，情感激
昂。低徊缠绵，儿女情长。万马
脱缰，澎湃激荡。清澈泉水，叮
咚作响。醉游信步，物我皆忘。
高山流水，期觅知音。 伯牙子
期，琴声悠扬。峨峨泰山，洋洋
河江。沁人心脾，美吾心上。野
营嗨歌，美酒饮畅。蘑菇主题，
品种多样。 烤煎炸烘，应有尽
有。烤肉香肠，吃了还想。章鱼
小丸，鲜嫩悠长。可猫卖场，品
牌名扬。蘑菇聚汇，远销八荒。
三零一检，全国之首。 安心放
心，食用健康。湖南江西，吐蕃
新疆。特产专区，供尔品尝。清
丰红薯，名片一张。雪糕食醋，
口感甜香。 花生油坊，乃无添
加。风味醇厚，滴滴剔透。石磨
面粉，五谷营养。万相红梨，生
津通畅。培训中心，志智双帮。
综合提升，乡村领航。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河
出伏流，一泻汪洋。今日乡村，
一派繁忙。 中华振兴，万代雄
强。

青 来 赋
■ 韩惊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