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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人””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沧桑美
□ 余祖发

元代著名戏剧家、散曲家马致远写有一首小令《天净
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
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一幅晚秋时节、偏远
村庄、清静黄昏、游子惆怅的画面。枯藤老树、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看似一片凄凉，但这种场景在人们心中的感受
并非一种悲伤，而显示了一种沧桑之美。

大家可能看过夕阳老人这种摄影作品，夕阳之下，饱
经沧桑的老人拄着拐杖迎着夕阳走去，或者是一对老年
伴侣携手共同走向远方。这也就是一种夕阳之下的沧桑
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已是百
岁老人，满脸的老年斑，但仍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充分体
现了一种沧桑美。万科集团原总经理董事长、现为名誉
主席的王石，形体清瘦，满脸皱纹，看起来就像一位老农，
实则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沧桑美。

我们老年人就像这晚秋的枯树、黄昏的夕阳，面对这
流逝的春天、逝去的青春，但我们仍保有成熟和辉煌。“最
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使我们
没有那些丰功伟业，但也要有那种沧海的胸怀。老年人
要真正体现出一种沧桑之美！

油菜花金黄时节，不甘寂寞的豌豆花，在
田野、在河堤、在犄角旮旯撒欢似的舒展着自
己的美丽。

豌豆花又开，白蝶舞蹁跹。中间那黑黑
圆圆就是她窥春的明眸。它刚一问世，便吸
引了路人的眼。东风袅，蝶花妖，绿油油肥
壮壮的豌豆荚还远吗？腌菜爆炒盐豌豆还会
远吗？

不禁忆起母亲忙碌的日子。房前屋后一
垄一畦一溜儿地，在母亲看来都是宝。母亲不
慌不忙地腰身扎个带兜围裙，预备些豌豆种，
手执一长柄小铁铲子，挖开一块土，撒进三五
粒种，覆土盖上，一挖一撒间，母亲种下了豌豆
种，也种下了来年全家人生活的希望。年轻时

的母亲像陀螺不停地劳作，到老了，笔直的脊
背弯成了一张弓，仍然闲不住，哥哥们的房前
屋后小片片空地依旧是她的战场。

母亲常说，豌豆易种好养不挑地，给它一
点肥能撑起几片天。是的，几堆有机肥被父
亲均匀撒落后，极少看见他再去追加养料。
豌豆风餐露宿，不蔓不枝，东风一吹，一个劲
儿往上长，深可齐大腿，绿油油的叶儿状如羽
翼，挨挨挤挤，多些时日，春雨一催豌豆荚便
钻出了头。

春雨贵如油。喝饱了的豌豆荚一天天长
大，饱满，丰盈，圆润，它可勾馋了我们走读生
的嘴和胃。自家娘亲制作的盐炒豌豆，我们一
众少年哪个不是揣一两把进裤袋里，上学途中

比行进速度，谁输谁赢，取油盐豌豆当赌注。
下晚自习，已是八点多，少年们饥肠辘

辘，不知谁出的馊主意偷摘豌豆，一人放风，
另几个猫进地里极快地捋，上衣口袋通通塞
满，长裤打个结接着塞，个个满载而归，一路
高歌。可上哪儿煮呢？少年们你看我，我看
你，借着朦胧的月色，大伙最后形成决议锁定
去林华家，他家厨房单独一间，宽敞明亮，桌
椅齐全，柴火把子堆成了小山够我们折腾
的。一番操作下来，天啦！不看不知道，一看
吓一跳，大家伙一会儿的战绩，就是满满的一
大铁锅子肥壮壮的豌豆豆啊！七八个少年无
一个高声喧哗，无一个得意忘形，有的只是悄
无声息的默契合作，此情此景绝对无声胜有

声，不敢高声语，恐惊梦中人，怕就怕惊扰了
林华早已沉睡的父母亲。

狼吞虎咽也好，风卷残云也罢，少年们一
个个打着饱嗝摸着圆滚滚的肚皮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林华家。我则直接睡到了他家，美梦
中，我添柴助火，不怕浓烟不惧呛鼻。那夜的
清水煮豌豆，胜过任何美味。今天忆起，唇齿
依然香。只可惜，少不更事，不该偷摘乡亲们
辛苦劳作的成果啊。

东风袅，蝶花妖，惊心豆蔻艳春娇。残萼
尽，叶儿焦，森森绿荚满荒郊。豌豆花期短，
奉献的果实用途着实多，豌豆粉，豌豆浆……
都是些在外打拼的家乡人满满的乡愁啊，无
法让人释怀，我喜欢它的朴实无华。

豌豆花又开
□ 常振华

《诗经》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这个“鱮”
就是鲢鱼。宋人陆佃认为，鱮鱼喜欢群行。而

“与”在古汉语里有跟随、亲附的意思，因此被
称之为“鱮”。另外，这种鱼“好群行相与也”，即
有“连行”特点，于是又有了一个名字“鲢鱼”。

古人认为它的肉易烂，不能用油煎，只能
放蒸笼上蒸，蒸熟后再放调料。《墨子》记载，
洞庭湖的一位隐士，不愿出来做官，隐居河
边，每日钓鲢鱼为生。他有土灶，自己做饭，
最喜欢吃肥大的鲢鱼头。他无忧无虑，活了
一百多岁。遁园居士在《鱼品》里记录，江南
地区湖泊众多，盛产鱼虾。特别是鲢鱼，“头
巨而身微”，细鳞白腹。几乎每家每户池塘里
都喂了鲢鱼，“大者头多腴，为上味。”清代考

据大师赵翼说过：“鲢鱼之美乃在头，头大于
身如兜鍪。”所以，它又被称为“胖头鱼”。至
今，还有很多人爱吃鲢鱼头，应该可以说对美
味的敏锐察觉，古人与今人是一致的。

《随息居饮食谱》云：“多食热衷、动风、发
疥。痘疹、疟、痢、目疾、疮疥皆忌之。”这说明
不能多吃鲢鱼，多吃后容易引发身体里潜在
的疾病。这或许是危言耸听，普普通通的鱼
真会有“毒”吗？清代咸丰后期，山东、河北等
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关外开荒。那里的物价便
宜，扎下根来也容易。据一个略有文化的人
后来回忆，他曾在棉花街买了一条十斤的鲢
鱼，家里七口人吃了两天才吃完。

鲢鱼不是贱鱼，而是有排面的鱼。《台湾

杂记》上说，清代台湾结婚仪式有六项，分别
是问名、订盟、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在纳
币仪式上，男方要给女方送去猪、羊、鲢鱼、海
参、面线、冬瓜栳等物品。你看看，鱼的品种
那么多，偏偏选择“鲢鱼”，说明其中应该还是
包含了古人的智慧。

其实，撒网捕鱼不是渔夫才干的事情。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乘船到了浑河、辽河、
太子河三河的交汇处，水流不是很急。他看
见水面有很多鱼，立刻叫人拿来渔网，亲自撒
网，拉上来后，把鱼全部倒在船上，数了数有
五条鲢鱼、六条鲤鱼等等。他想派人带到京
城送给孝庄太后，可是担心路上变质，于是安
排驿卒快马加鞭将鲢鱼送去。这五条鲢鱼值

不了什么钱，但其中他对孝庄太后的深情与
敬意，却是无价的。

某年年底，我家门前经过一辆三轮车，车
上装了很多鲢鱼。只是门前路坑坑洼洼，三
轮车上的一条鲢鱼被颠出来了。那人的三轮
车骑得很快，喊他，他也不停。没有办法，我
只能把这条鲢鱼捡起来，拿到厨房，去鳞开肚
后，做成一碗红烧鲢鱼。那似乎是我吃过的
最肥嫩鲢鱼肉，其味丰腴、鲜美，吃完之后，舌
尖上还残留有余味。

回想起来，那是我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
鲢鱼。也许是因为那条鲢鱼是乡村的土鱼，
自然保留了大自然原生态的味道，不加任何
调味料的修饰，依然美味如初。

鲢 鱼
□ 安 频

农历早春二月，艳阳灿烂。村前的池塘
里微波粼粼，四周杨柳依依，鸟儿在空中穿
梭，老农在池塘上忙碌。

要整田了，要挖塘泥喏！那可是一首春
耕生产的“开幕曲”！那一个个壮年“老农”
把船撑到池塘中央，错落有致地摆开阵势，
挥动粗壮有力的大手，扳动罱泥的木杠，
你扳过来，我扳过去。闹翻了一塘春水！
这是“单干”刚开始时墩台前池塘里挖塘泥
的一幕。

挖塘泥，确实是卖力的活。力气单薄的
人吃不消。我的印象中常呈现老叔父的身
影：他膀大腰圆，方形脸，粗壮的大手上凸现

青筋，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只见他撑着“丈
二五”的木筏子，紧握碗口粗带篾篓的长木
杠，伴着船舷两侧绑好的“草护垫”，用力插往
船下的塘泥里，双手一扳，一拖一倒，一篓塘
泥就卸在了船的中舱里。就这么一篓一篓地
挖着，船舱里的塘泥慢慢升高，船舷吃水了，
船慢慢地往秧田边撑去。

要打塘泥了！找一个平坦的地方，让船
靠拢秧田边沿。老叔手握铁锨，撮一锨就往
田里甩，铁锨上扬，塘泥飞溅。他轮换着“左
势”和“右势”，一锨一锨地往秧田打塘泥。

“嘿，好肥料！”他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揽重的活儿，人容易饿。吃午饭前，家人

把早已烧好的夹着红糖的糍粑送到老叔手
中，只见他吃得那样香甜，那样有味。吃完糍
粑，还得再挖几下，或是还甩几锨。忙完一
阵，撑船靠坡，他要回家吃午饭了。

几天后，秧田里渐渐地隆起了一堆呈
“乌龟背”状的塘泥。看来这一块“秧脚”的
底肥差不多了，这是上等肥料哟！拿钱也买
不到的。

天气晴好，地温上升。要播早稻秧了！
老叔开始平整“秧脚”。他把堆积的塘泥用耖
推向田间，秧田里均匀地铺上了一层塘泥。

后来我发现那打了塘泥的秧田，秧苗长
得就像韭菜一样，梗儿壮，油光亮！

挖塘泥，在“单干”的初期，人们很是向
往。挖过塘泥的池塘，塘水清清，倒影绰绰，
好像给池塘的身子洗了一个大澡。真有“塘
水绿如蓝”之感！人们吃水、用水离不开这口
池塘。

又到“犁耙水响”时，可惜人们不再挖塘
泥了。我的乡愁随之而来！眼前的池塘里，
淤泥上浮，塘底搁浅，赃物浮水，水草织面。
池塘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展望前景，乡村振兴在望，环境治理在
即。我总有一种美好的憧憬在心头涌动：绿
树村边合，塘水清如蓝。那时，一个整洁而美
好的乡村将会令人神往！

挖塘泥
□ 曾繁华

一天晚饭后，突然听见小区中心广场传
来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引得人们络绎
不绝前往。我老远就闻到了焰火燃烧的香
味，从家里出来后沿着步道拾级而上，不久就
到了广场上。

圆形广场的四周，早已站满了人，目力所
及之处，飒飒寒风中，穿着不同颜色羽绒服的
小孩和他们的家人们，有的一家三口举着烟
花，五光十色的火焰冲向天空，四周的墙壁上
不时有梦幻般的色彩交替呈现。有的小孩手
里拿着花灯，花灯显现出亮丽的色彩，爸爸或
妈妈牵着孩子的手，在广场边驻足观看。有
的男孩把纸质烟花筒放在广场地上，用打火
机点燃后迅速走到另一边，雪白的烟花“滋
滋”作响，映得孩子脸上仿佛被涂抹了一层荧
光。三三两两的孩子左右手各拿着一根点着
了的电光棒，在广场的外围奔跑着、划出一道
道流光。

人们纷纷将各式烟花摆到小区广场，不
一会儿冲天的响声“砰砰”炸裂，雪白的、火红
的、淡紫的、湛蓝的各色烟花在高空绽放，刚
咿呀学语的女儿一听到声响，在我的怀抱中
立即扭头望向窗外，小眼忽闪忽闪，头随着烟
花的光亮不时或左右或上下移动，间或兴奋
得拍着小手。妻子则站在旁边，望着女儿和
我，掩嘴而笑。这样的时刻是温馨的、烂漫
的，犹如水一样在空中荡漾。

这些烟花的绚烂，仿佛把时间拉回到了
那个纯真的童年。我记得，那时的我，也是和
一群小伙伴，在这般寒冷的夜晚，穿着厚厚的
羽绒服，手中拿着烟花和电光棒，在这圆形的
广场上尽情嬉戏。烟花在我们的头顶上空绽
放，犹如彩色的星星点缀着漆黑的夜空，美得
令人窒息。那时的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
要点燃手中的烟花，看着它们在空中绽放，然
后兴奋地欢呼起来。我们追逐着彼此的身

影，在广场上划出一道道绚烂的流光，仿佛拥
有了全世界最耀眼的光芒。而家长们则站在
一旁，微笑着看着我们，时而提醒我们要注意
安全，时而也会加入我们的欢乐之中。那时
的广场，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和烟花的绚
烂。我们在这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也
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幸福。如今，再
次站在这个广场上，看着那些孩子们快乐的
身影，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我
感慨万分，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些烟花，不
仅点亮了夜空，也点亮了我心中那份深深的
怀念和感慨。

我的思绪带回了三十余年前，故乡初中
的操场。

那个五四青年节，学校组织篝火晚会，操
场中点燃了一堆堆木柴，熊熊烈火把围成一
圈的同学们的脸庞映衬得更加昂扬。操场上
人声鼎沸，扩音器中音乐悠扬。

十三岁的我，局促的手握无线话筒，在围
成一圈的操场中央，望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
着《我们是青年》。不知是否因为紧张，朗诵
的过程中忽然忘词，我灵机一动，用另外一只
手拍了拍无线话筒，待想起来后又继续朗诵，
就这样磕磕巴巴地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公开
表演。晚会结束后，同学们点燃了各自带来
的连珠筒，小镇的夜空，在那个晚上特别美
丽、满是绚烂。

这次的锻炼，让我积累了面对公众说话
时克服紧张情绪的第一次宝贵经验，以此为
起点，逐步练就了演讲时人越多越兴奋的特
点。时至今日，在各种场合当众表达时，我时
常诙谐风趣地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真的怀念儿时的春节那时的烟花，尽管
当时物资匮乏，想起来却温馨满满。又或者
我正慢慢变老，开始变得有些怀旧了吧？这
真令人怅惘！

人间烟花最烂漫
□ 钟新波

遗失声明
董青山，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章华大道101号忆美·领秀城3号
楼2501的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登记为董青
山、徐梦瑶，证号为：鄂（2023）监利市不动产
权第0012086号。土地使用权面积6.20平
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33.62平方米。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吴立勤、杨芳，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
记坐落为监利市红城乡江城路与北环大道
交汇处百晟首府9号楼2单元603的不动产
权证书，证号为：鄂（2023）监利市不动产权
第0012914号。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
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董青山，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章华大道101号忆美·领秀城3

号楼2501的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登记为
董青山、徐梦瑶，证号为：鄂（2023）监利市不
动产权第 0012086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6.2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33.62平方米。
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
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
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3月4日

吴立勤、杨芳，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
记坐落为监利市红城乡江城路与北环大道交
汇处百晟首府9号楼2单元603的不动产权
证书，证号为：鄂（2023）监利市不动产权第
0012914号。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
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
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3月4日

中共荆州市委文明办中共荆州市委文明办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春日律诗两首
□ 彭定海

有感春暖乍寒
垂杨嫩柳初芽绿，
檐下红灯唤燕归。
二月惊雷催雨下，
早春落雪卷云飞。
登高但见千山白，
问径端观柏树葳。
待到寒风他日尽，
新阳斜挂照芳菲。

春游林长河公园
一河碧水吻新芽，
两岸春林缀杏花。
夜色霓虹同浩瀚，
晨风晓雾醉云霞。
廊桥卧浪含烟雨，
树下莺歌互作答。
健步行人萦绿道，
持钩钓友戏鱼虾。

美丽家乡
□ 武乐新

天降祥云送白银，
原是瑞雪兆丰年。
游子归家并步行，
一路观景把歌吟。
家乡沃野千万顷，
雪映红梅残荷醒！
生态农业布眼帘。
果蔬大棚一片片，
鱼虾满池粮满囤，
还有工厂与村邻。
合作社里人挤人，
南北沟通微信群。
种养加工产业链，
网点物流八方行。
乡村振兴谋发展，
一乡一品增亮点。
服装玻铝加面点，
南北处处技艺显。
三亩薄地金饭碗，
稳粮保土是根本。
产粮大县思路换，
立体效益作榜样！
腊肉挂满农家院，
四处迎春炮声鸣，
高挂灯笼贴对联，
红花朵朵真喜庆。
和煦春风入红门，
龙年奋发展豪情。
国谱华章领航程，
百姓富庶笑开颜。

赞家乡早点
□ 刘奇平

朱河早点真奇妙，
惊动全县好吃佬。
糍粑面窝炸油条，
麻丸汤丸配酒糟。
苕饼虾饼灯盏窝，
热气腾腾豆腐脑。
团子米粑土家饼，
烤炉锅盔香飘飘。
洋糖发糕加挺糕，
又甜又泡是挖糕。
小孩好吃小笼包，
老人喜食烤红苕。
女人喜欢肉包子，
学生爱吃状元糕。
烧卖饺子味特别，
糯米粑子牌巷找。
朱河早点名气高，
价格适中好味道。
红烧牛肉卤干子，
鳝鱼丝儿当面炒。
汤面炒面热干面，
兰州拉面好筋道。
炸酱米线碱水面，
吃得头上热气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