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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生产一片繁忙。田野上，马达
轰鸣，机声隆隆。农电正发挥着它的威力，灌
水整田插秧。

黄礼明，57岁。家住柘木乡薛潭村三组，
白螺供电所员工。人们常称他“黄师傅”。由
于长期户外劳作，他练就了一副硬朗的身子，
膀大腰圆，厚实有力。他说，自 1999年上班，
20多年来，跑遍了薛潭、孙良、六阳、增产、长
江等六个村组，与两千多农户打交道。有的
灯泡不亮了，有的建房、鱼池要装电表，有的
要换线等等，只要是涉及用电方面的事都要
来找他。

作为一名乡村农电工，黄礼明干一行爱一
行。经常参加供电所的培训学习。思想认识
提高了，业务能力增强了，为村民服务的意识
纯洁了。乡村农电，范围广，墩台分散。大到
成片的鱼（虾）池，小到一家一户的用电。他要
管理31个台区，涉及六个村组，且工作时间无
规律。一般是“随喊随到”。每遇路段、墩台出
现的树障，农户电线鼠咬破损，短路停电等故
障，他就第一时间赶到，从不怠慢。他认为桩
桩小事连着民心。自己的工作就是上门服务，
负责到底。“不能今天亮明天熄，该换的换（电

器）该包的包（胶布）。”原来一个村一台变压
器，用电故障经常发生。有人戏谑，那时的农
用电“怕风怕雨怕太阳”（经常跳闸）。现在一
个村有八台变压器，已满足群众用电的需
求。台区增多了，管理到位了，用电正常了。
有人这样评价：“黄师傅管电过细，随喊随
到。要是过去的电工没有一个星期请不来。”
他管其事终其事。技术好，脾气好，认真负责，
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这一点他自感欣慰。

平安用电是大家的共同心愿，但有些突
发事件却是难以预料。

谈及他辖区内几次发生的火灾，黄师傅
深有感触。那四个台区（1 号、3 号、4 号、8 号）
就在薛潭村、增产村，几起火灾事故触目惊
心。有的农户失火起因不明，有的批发部花
线被火炉烤坏，有的汽车停在电表附近电瓶
起火。只要黄师傅接到电话，他就立即赶到
火灾地点。一边掐断电源，接排插线，安潜水
泵，一边组织村民拿工具泼水救火。他说自
己懂电、懂技术，应该冲锋在前。面临熊熊火
焰，面对房顶预制块的坍塌，面对电表全部烧
坏，他顾不了个人的安危，连续忙碌三四个小
时直至把火扑灭。末尾还得里里外外检查一

遍，才最后一个离开。每次救火，他显得那么
平淡，“我只想到村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干点
实在的事，不务虚。”

提起去冬、今春的两场大雪，人们记忆犹
新。癸卯年的腊月二十四，大雪铺天盖地，冰
冻三尺。乡村的电力设备受损严重。倒杆、
断线，造成大面积停电。黄师傅管理的 31个
台区，倒杆断杆 86根，断线 6处。大雪就是命
令，为了千家万户放光明，黄师傅投入到紧张
的抢修之中。断电了，通信讯号时断时续。
农户打来的电话他接不通，自己回话打不出
去。那些日子，有些村民不等天亮就坐在黄
师傅门口来接他。为了不耽误抢修，他大清
早就开着三轮车出门，常常带着电瓶、液变
器、电锯、篾刀、铁锹等一大堆工具和几包当
早餐的方便面。每进入一个墩台，他就与村
干部协商，派劳力，调挖机，自己爬杆。由于
电杆结冰滑溜，脚经常被铁钩碰伤。有时他
骑三轮车在路上跑，没有接到用户的电话。
由于信号较弱，说话声音小了别人听不见，说
大了人家又有些误解。临近年关农户家里没
电，说些性急的话也在所难免。可他从不计
较。有时忙到上午 9点钟，就泡上一碗面，吃

完便又投入工作。经过黄师傅和他的一班人
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终于在腊月二十九那天，
31个台区全部通电。“真是多亏了黄师傅，是
他们的服务给我们带来了光明！”村民们竖起
了大拇指连连称道！

黄师傅作为一名乡村电工，抱定一个宗
旨，热忱为村民服务。平时，他很少待在家里，
常常是走村串户，寻找问题。他说，就是无事
也要听听群众的心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可
以及时向上反映。甲辰年的春节期间又遭遇
了一场大雪。正月初十是黄师傅的生日，他正
在长江村抢修一条线路，完全忘记了自己生
日。远在杭州打工的大女儿发来一条信息，

“祝老爸生日快乐！”这才提醒了他。一位村干
部走过来说：“老黄啊，你又不早说，我要是知
道可以给你下碗鸡蛋面吧！”老黄的这个生日
就在紧张地忙碌着中悄悄地度过。长江村70
多岁的五保老人杨诗仁怎能忘记，要交电费，
电线断了，要换个插座开关什么的，都是黄师
傅来帮助。这黄礼明就成他家的常客。

黄礼明，一个淳朴的农民电工，凭着一股干
劲，真心实意地为村民做了许多实事。他决心
再接再厉，让自己的百姓情怀在农电中闪光。

乡村电网“守护人”
□ 曾繁华

想念那位阿姨
□ 杨朝贵

在中考恢复后的第一年，我以为自己已“名落孙山”，
便早早地回到队里参加劳动，挣起工分。一天下午，我正
在棉花田里挑水打药，队里会计珍华哥走到我面前，说他
已将我和朝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母亲，我对此产
生怀疑。珍华哥解释道，他并无欺骗我的意思，鼓励我回
去看看再说。我道谢后，立刻跑回家去。看到母亲手中
的录取通知书，我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既激动又
意外，激动的是全队十几个参加中考的伙伴中，只有我和
朝武收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意外的是，我原本没抱希
望，竟然考取了。

开始几天，我们听到左邻右舍的大伯大婶们对“二队
中的十几个孩子无一成功录取，我们队中的两个孩子表
现还不错，并为我们队伍争了些许荣誉”的赞美，心中也
充满了喜悦。我们的家人也为此感到自豪。然而，仅仅
数天后，当我们听到上学需要支付 20元的报名费时，我
母亲和我都紧张起来。对我们来说，20元的价值如同天
文数字。前几年，大哥和二哥的婚礼已经欠下了许多队
里人的债务，而父亲则长期在外工作，无法及时为家中提
供帮助。因此，家中的一些复杂问题自然而然地落在了
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即将临近开学，母亲尽其所能地借遍了全体队伍，仅
仅筹集到了大约 15元，还有 5元的资金缺口。对于缺乏
这 5元的困境，我们感到十分焦急。无奈之下，为了满足
20元的学费需要，母亲只能哀叹一声，表示：“哎，实在不
行，明早你就抓两只母鸡到尺八镇上去卖掉吧，看看能不
能赚到四五块钱！”当我得知母亲要卖掉家里仅剩的几只
母鸡时，我不禁质疑：“妈，这怎么行？鸡卖掉了，家里以
后的生活怎么办？如果实在凑不够钱，我就不上学了！”
听到我说不去上学了，母亲连忙安慰我说：“孩子，你明天
安心地去卖鸡，继续上学，家里以后的事我会设法解决
的！”听了母亲的这番话，我只好保持沉默，我不希望母亲
伤心，更不忍心让她生气。

我明白，在当时的环境下，鸡的存在对于家庭的意义
何等重要，尤其是母鸡。家中的母亲极为珍视每日所产
的鸡蛋，除却在特殊场合，如家中来客或左邻右舍有人生
病时，才会拿出少部分鸡蛋作为礼物以表达邻里间的情
谊之外，家中的鸡蛋基本上都会被妥善存储，以备未来换
取油盐等生活必需品。记得，那时鸡蛋也就四五分钱一
个，往往凑足到十至十几个鸡蛋，母亲就会让我或她本人
亲自拿到大队小卖部去换盐或照明的煤油和洗衣用的肥
皂，一旦家里的母鸡没了，家里剩下来的大半年的日子，
是可想而知的。

我明白少了两只母鸡后日子有多艰难，但按照母亲
的吩咐，第二天清早，我提着母亲刚从鸡笼提来的两只黑
黄相间的母鸡，牢牢记住母亲那句“毛鸡随肉价，八角一
斤”。我带着它们走向距离家十多里外的尺八镇，一路疾
走，终于在早晨七八点钟抵达镇上。我四处询问，最终在
桥下小河边的市场里找到了它们。实质上，所谓的“市
场”只是一个长约三四十米的摊位，其中的蔬菜和水产品
都装载在竹编篮中。最大规模的摊位也不过是一个用塑
料袋装着几条大小不一的鲫鱼和鲤鱼的鱼摊。市场中的
人并不多，几个提着竹篮子的大婶大妈稀疏地行走在菜
摊之间，他们在每个摊位前花费几分钟时间讨价还价以
购买蔬菜。我将装有两只黑黄色母鸡的竹篮放在了卖鱼
大叔的摊位旁边，低头微笑着将其放下。卖鱼大叔看到
我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孩，带着两只母鸡前来出售，对我
微笑着问道：“是你的父母让你来卖鸡的吗？”我点点头，
脸颊顿时变得红彤彤的。“家里经济拮据，无法支付我的
学费了吗？”卖鱼大叔看到我脸红，便再次问我。我只得
如实相告：“今年我考上了高中，还差五块钱的学费，是我
母亲让我来卖鸡的。”卖鱼大叔见我再次回答，便不再追
问我。

“唉，倘若不是面临毫无选择的境地，你的母亲绝不
会要求你牺牲正在孵蛋的母鸡来进行交易的！”他在发
表这一观点时，我并未发表任何评论。我只是紧紧地
凝望着那些零散经过买菜的大伯大婶们，我衷心期盼
他们能够停留下来，将我手中竹篮中的那两只母鸡尽数
收购。

此刻正值七八月份高温时期，太阳在早晨七八点已
经相当炎热，我站在户外，没有任何遮挡，头上的汗水如
同小溪般流淌。随着菜市场人流量逐渐增大，我目光四
处飘荡，感到有些焦虑和失望。此时，一位看起来约三四
十岁的中年阿姨向我走来，她的目光落在我篮子里的母
鸡上，然后微笑着问：“这只鸡怎么卖？”看到有人来买鸡，
作为第一次做生意的我，脸上的红色从耳根延伸到双
颊。我紧张地说：“阿姨，八角一斤。”阿姨听到这个价格
后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说：“能帮我把这两只鸡都称一下
吗？你应该是为了急需用钱才会卖这只正在下蛋的母
鸡吧！家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阿姨的话让我感
到有些不好意思，我回答：“阿姨，我前几天收到了高中
录取通知书，但还差五块钱的报名费。”我边说边请旁边
卖鱼的叔叔帮我把鸡称了一下，卖鱼的叔叔微笑着说：

“这鸡六斤，秤杆有点平。”听到叔叔的话，我在心里默算
了一下，六八、四块八，秤杆平一点，于是我对买鸡的阿姨
说：“六八四块八，秤杆稍微平了一点，阿姨，您就给我四
块七吧？”

“就给你四块七，那你差三角钱怎么报名上学呀？我
就给你五块吧，免得你妈再去找人借三角钱。”说完买鸡
的阿姨给我递过来一张崭新的五元纸币。我连忙推开，
我说：“阿姨，这不行，你能买我的鸡我就很感激您了，我
怎么能多收你钱呢？”买鸡的阿姨见我不肯收她的五元
钞票，便将钱丢进了我的篮子，并对我笑笑说“那三角钱
就当是我送给你读书学费吧，你以后好好读书就行了！”
说完拿着两只母鸡，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转身走了。看
着很快走开的买鸡阿姨，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想把多
出的三角钱还给阿姨，我身上却分文无有！望着慢慢走
远的买鸡阿姨，我不由得从心底里对她说声谢谢！收起
卖鸡的篮子，紧攥着那张崭新的五元纸币，我快速地向家
中走去。

回到家里，我把买鸡阿姨多给我三角钱的事给母亲
说了，母亲沉默了一会，对我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啊！你
要好好记住那个买阿姨的恩情！”我点头答应母亲。几天
后，正是有了这买鸡阿姨的五元钞票，我才顺利地去公社
报名上学了。

三角钱、现在想来，已经不值一提，但在那个油条、五
分钱一根、稀饭二分钱一碗，米九分钱一斤的年代；三角
钱也是好多家庭一天甚至是几天的生活费呢！而一位和
我素不相识、毫不相干的阿姨，能这么慷慨地多给我三角
钱，让我顺利地报名上学，那种铭刻在我心中的感激，我
至今一直无法忘记！

随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也常去小镇上走走，驻足在
小镇桥下河边的小集市，于匆匆的行人中寻觅那位购
鸡的阿姨的身影，但自从那次我在尺八镇出售鸡之后，
我就再未遇见那位买鸡的阿姨。倘若那位购鸡的阿姨
身体状况依然良好，如今也应是位古稀之年的老人
了。我真诚地希望，在那位购鸡的阿姨的余生之中，还
能有机会与她再次相见，向她再次表达我真挚的感激
之情！

清晨，随着“当当”的铃声响起，小镇的人
们便苏醒忙碌起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小镇人家里有时
钟、手表，应属富裕人家，更多家庭都是晨起
听鸡鸣，晚看鸡归拢。自从小镇上响起“当
当”的铃声后，人们的生活起居便开始随着铃
声行进。记得第一次听到那清脆铃声的时
候，我还很小。因为一条小河把我家与小镇
隔开来，以至好长时间，我对小镇的上街、下
街、河街、大巷子、小巷子都分辨不清楚，更
弄不清那“当当”的铃声来自何方。一天天刚
蒙蒙亮，“当当”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敲醒。
父亲在铃声的催促下，已忙着穿衣起床。我
好奇地问：“这是哪里在敲铃？”“这是中学的
起床铃。我们家本来在中学操场那儿住，因
为要建中学，在你一岁多的时候才搬家到了
这里。”父亲的话，让我对中学充满了向往。

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有位姓田的老师
住在中学校园。一天上午，田老师带我去她
住处取资料，我有幸第一次走进了中学校
园。在我的眼里，那时候的中学校园就是一
个大花园，花草树木错落有致，芭蕉叶、石榴
花各显其美。田老师住在中学礼堂前厅的门
房，翠绿的芭蕉叶掩映着朱红的窗棂，幽深而
静谧。最让我兴奋的是，在礼堂边一棵高大

的槐树上，我看到了那口久闻其声的铜铃。
一会，随着“当当”的铃声，我看到学生们从教
室鱼贯而出，或三三两两在一起说笑交谈，或
自由地在教室走廊上伸臂弯腰，完全不像我
们小学生下课后瞎疯乱跑。田老师告诉我打
铃的老人姓涂，人们都叫他“涂工友”。我很
高兴目睹了每天早晨敲响铃声，给小镇人报
告新一天来临的打铃人。

几年后，当我堂而皇之走进中学的时候，
打铃人不再是“涂工友”。接替“涂工友”打铃
的人个儿瘦高羸弱，脸上的皮肤白净得缺少
血色，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他
走路一瘸一拐，每天除了打铃，很少与人说
话。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对那铃声已习惯到了
麻木，于是大家都懒得朝铃声响起的方向看
一眼，更没有谁会注意这位打铃人。

也许是铃声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特别
的记忆，每当铃声响起，我总会有一股莫名的
情绪涌动，是因为铃声？是因为打铃人？我
自己也说不清。后来我得知，这位戴眼镜、瘦
高个的打铃人叫应子山，浙江人，接手打铃前
是学校的俄语老师。可能学校考虑应子山走
路不便，在破旧的礼堂角落，给他隔出了一间
小房，小房紧挨着那棵挂着铜铃的老槐树。
应子山住进那间小屋后，除了打铃、吃饭，很

少走出那间小屋。他小心翼翼，守时守点，无
论风雨交加的夜晚，还是冰封雪盖的清晨，应
子山总是准时拉动绳子，很有节奏地敲响铃
声。“当当”的铃声召唤学生按时起床就寝，也
为小镇人传递着生活的节奏。

有一年冬天下着特别大的雪，地上结着厚
厚的冰。天还没完全亮，我睡在暖暖的被窝里，
突然“当当”的起床铃声在寒风中飘荡开来。听
到铃声，我既敬佩又同情这位打铃人。但后来
几天我发现应子山出门打铃都拄着拐杖，说是
那天早起打铃，因为地上冰太滑摔伤了。

一天上课，我忽然肚子疼去上厕所。那
时学校的厕所非常简陋，没什么遮挡。一会，
应子山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厕所，我见厕所没
其他人，便鼓足勇气弱弱地叫了一声：“应老
师好！”“你好，同学！”应子山身体虽然瘦弱，
但嗓音倒还很有磁性。接下来我和他都没再
说话，这次简短的问候便成了我与应子山的
第一次对话，也是最后一次对话。这是一天
中午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前的公路边围了好
多人，我挤进去人群，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坐在
行李箱上，身边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中年
女人齐耳的短发，脸上的皮肤白净细腻，五官
端正，衣着得体，完全一副知识女性的打扮。
小男孩长得很漂亮，一双大眼睛怯怯地看着

周围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小镇上
没有正规的车站，开往县城的班车就在中学
门前停靠上下乘客。中年女人大大的眼睛里
噙着泪水，准备乘车去县城返回老家。

围观的人个个满脸难过的表情，你一言
我一语地安慰着女人。女人低声哽咽着，断
断续续似在诉说，又似自言自语。女人是应
子山的老婆，昨天带着儿子从浙江来看应子
山。时间关系，匆匆一见，便又是分别。中午
12点多钟，从县城开来的客车停在了路边，女
人带着小男孩，满眼泪水地登上客车。随着
一声喇叭鸣响，围观的人抹着眼泪，在客车扬
起的灰尘中散去。女人带着伤痛离开了小
镇。应子山仍如往常按时打着铃，但他本来
瘦削的脸更加难看，走路也瘸得更加厉害。

在我临近毕业的一天早晨，中学校园的
起床铃声没有响起。应子山房间，零乱的桌
子上尽是纸屑，在残缺的碎片中，依稀看到了
应子山的大学毕业证和离婚证，听说应子山
已经离世了……

后来，听说礼堂连同那棵挂了几十年铜
铃的槐树一起被拔掉，地基上建起了新的教
学楼，安装了刺耳而没节奏感的电铃。应子
山连同那“当当”的铃声，从此永远消逝在了
中学的校园和小镇的岁月中。

远去的铃声
□ 彭定海

炎炎夏日，暑气难耐，西瓜成了清热解
暑的最佳选择。夏天的气息在卖西瓜的小
贩们的叫卖声中悄然来到，望着那些绿油油
的，如篮球般大小，充满清凉和甘甜之气的
西瓜，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了小时候那些吃西
瓜的日子。

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空调等电器，父
亲买回西瓜后，立刻将其浸泡在井水中，让它

充分吸收井水的清凉。在我的记忆中，每次
家里吃西瓜，都是一次分享的过程。那时的
夏天，夜晚炎热，邻居们的母亲年纪的几个婶
娘常来我家串门，每当此时，母亲便从井水中
拿出西瓜，用菜刀切成几块，一个大西瓜便变
成了几个形状相同的月亮弯。母亲将这些月
亮弯分给婶娘们，而自己却不吃，问她原因，
她总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吃西瓜。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颠覆了我
对母亲的看法。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
我从学校回家，母亲赶紧从井水里抱出西瓜，
说是亲戚送的，已经存放了几天，家里人都舍
不得吃，只等我周末回来后才能享用。母亲
一边说一边切开西瓜，递给我一瓣，但由于西
瓜在井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虽然瓜瓤都是红
色的，颜色也不错，但吃在嘴里却有些酸味，

于是我只是胡乱咬了几口，便放回了盘子里。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口渴，便去厨房喝

茶。刚走到厨房门口，就看到母亲正在吃我
刚才吃过的西瓜。母亲看到我来了，笑着说，
扔掉太可惜了，所以她把它吃了。我立刻明
白了：她哪里吃不了西瓜？她明明就是把好
东西让给别人，她常常忍受饥饿和痛苦，让别
人享受好的东西。

西瓜情思
□ 谢康平

注销公告
监利市二胡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21023MJH8905091。因专业单一不便
规模性的开展活动，现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四十五日内来我协会办理相关
手续。

监利市二胡协会
2024年 5月 24日

监利市周老嘴镇周老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05263004-7）因管理不善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四十五日内来我单
位办理 相关手续。

监利市教育局
2024年 5月 27日

遗失声明
▲监利市周老嘴镇周老幼儿园不慎遗

失民办非组织机构代码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05263004-7，声明作废。

▲杨恒、周进，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

记坐落为监利市红城乡监利大道特3号监利
新天地（人信城）6 号楼 3001的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为：鄂（2021）监利市不动产权第
0000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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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晓兰、罗春，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
登记坐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华容路 90号书香
四季城 D10 栋 403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为：鄂（2022）监利市不动产权第 001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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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利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土地使用证七份，分别为：（1）登
记坐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城南街道办事处（食
品厂），证号为：监国用（1998）第 010301040
号。（2）登记坐落为监利市容城镇沙洪公路，
使用权人为监利县容城建材厂，证号为：
011309094-1号。（3）登记坐落为监利市黄
歇口镇黄歇街，使用权人为监利县第五棉纺

厂，证号为：064403028 号。（4）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使用权人为黄歇大
礼堂，证号为：064403040号。（5）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使用权人为柳制 工
艺厂，证号为：064403029号。（6）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黄歇口镇黄歇街，使用权人为黄歇街
道办事处，证号为：064403045号。（7）登记坐
落为监利市网市镇网市村，使用权人为网市
水厂，证号为：001905号。现权利人已在《荆
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 明并承
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
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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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2024年 5月 27日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杨恒、周进，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
坐落为监利市红城乡监利大道特3号监利新

天地（人信城）6号楼 3001的不动产权证书，
证 号 为 ：鄂（2021）监 利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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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3日

蒋晓兰、罗春，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
记坐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华容路 90号书香四
季城 D10 栋 403 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
鄂（2022）监利市不动产权第 001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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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8日

乡村的四月，芳菲遍地，姹紫嫣红。农事
进入繁忙，闲暇的老人在家，趁着野地芦苇叶
的长成，剐上几把，放到锅里煮一煮，就成了粽
叶。早早地包上了粽子。粽子香起来，端午也
就近了。

而今生活富足了，传统节日似乎讲究些，
也早了一些日子。自家的粽子虽然简单，那股
清清的香味依然扑鼻。下工回家，吃上几个拌
了白砂糖的粽子，清甜入口。似乎有了端午的
气息！只是节日的味道有了些许的清淡！

记得那些年的端午节，有“龙船花鼓响”的
味道。当地的老一辈要举行“龙舟赛”。长长
的老河中，几艘龙船争相竞渡，划桡的、摇棹

的、擂鼓的，齐声呐喊，竞抢“头标”，一浪高过
一浪。抢到了“头标”的龙船，或多或少得到一
些奖品，人们夹岸鼓掌！一片喧哗，好不热
闹。包子、馒头、粽子等，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端午的味道浓浓的，传统的风俗闹翻了水乡的
一片天！

儿时的端午，吃上那些粽子、包子、馒头、
鸡蛋等觉得弥足珍贵。按当地习俗，有时送节
礼，走亲戚，在他人家过节；一般是自家买来一
些荤腥，做上农家的饭菜，饱食一餐。大人忙
碌，小孩欢喜。菜肴虽然简单，但是端午的韵
味在心间流淌！那滋味似乎浓烈，留下了永久
的记忆！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年
少时，只觉得端午节那么好玩，有些好吃的，节
日的氛围洋溢在心头！便是现在才追寻起这
传统端午节的意义。“年年端午风兼雨，似为屈
原陈昔冤。”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以身殉国的
壮烈情怀永远激励着后人！人们世代传颂，永
作纪念。屈原的形象永存！人们永远永远地
纪念他！“背负青天朝下看，人间正道是沧桑”，
乡村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端午淳朴的
乡风犹存。平生又添几分喜庆的滋味！

后来，一些年的端午节，虽然平淡，但也愉
悦！儿女们成人了，有的在外打工，有的出门
求学，有的在家务农，他们都已成家了。在家

的孙儿，还有姑娘女婿，过节时一家欢聚。虽
然我们不十分讲究，但亲人的相聚也其乐融
融。那是一种节日的甜蜜滋味！

盛世的端午节，民俗文化的氛围浓了，文
化内涵丰富了！文人墨客吟诵撰文，或怀古，
或叙旧，或感怀，或抒豪，吐露胸臆，直抒情
怀。古文新篇，玩味其中。端午节透出浓浓的
文化滋味！

端午处在夏种、夏收繁忙的间隙，也给庄
稼人有个喘息的机会，他们也会好好歇息享受
一番。端午，一年“三节”中的头一个节日，人
们给传统的节日赋予新意，在忙碌中享受夏收
的喜悦，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冀望！

端午的滋味
□ 曾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