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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罢早饭，老杨两口子便挎着竹篮子，拿着长木棍
便出发了。

清明节刚过，老杨就惦记上老宅院子里的两棵槐树
了，下过雨后的天，微凉，小风吹得格外舒服。槐树上
嫩绿的新芽和一串串半开未开的槐花在微风中摇曳。
一朵朵白色的小花苞次地有序的的排列在一起，没开的
像一个个小白靴，半开的如白玉一般玲珑剔透。一串串
饱满的花朵把树枝都压弯了，风一吹，凉爽的空气中弥
漫着清新淡雅的香味，让人心旷神怡。

老杨深深吮吸着空气中的甜香，拽着树枝撸着槐
花，洁白淡雅的槐花特别诱人，老杨迫不及待抓了一把
塞进了嘴里，扑鼻的清香，饱满的汁水，凉凉的，脆脆
的，甜甜的，和记忆里的味道完全重合了，就是这个味
道，每年春天都惦记着的味道。“怎么还没开始干活就
先吃上了？”杨嫂打趣道，老杨咧嘴笑着说：“要先尝今
年的第一口，这才是摘槐花的仪式感嘛。”说罢俩人便
笑了起来，不一会的功夫就摘满了一篮的槐花。

杨嫂问“打算怎么吃着啊？”“那还用说，自然是买点
羊肉包饺子吃最好！”在老杨心里，羊肉槐花饺子就是
最佳组合，连吃几顿都不会嫌烦。杨嫂说“以前我妈总
会做槐花煎饼，特别好吃，不然今年我们也做点？”老杨
不信，哪里会有槐花饺子好吃？便说：“那不然我们两
个都做一下，看看谁做的好？”

厨房里，老杨两口子都闷着头各做各的。杨嫂先
将槐花淘洗，控干水分，打了两个蛋清，放了少许盐巴

和面粉，搅拌均匀，在锅底刷油，小火慢煎，没几分钟，
松软清香的煎饼便做好了，那是春天的颜色。老杨趁
热尝了一口，松松软软的煎饼，外焦里嫩，满是花香，
富有嚼劲又不噎口，完美地的保留了槐花的甜香，不知
不觉便吃完了一整块。“怎么样？好吃吧！”杨嫂一脸
期待地看着老杨。“嗯，不错不错，槐花怎么做都好吃，
马上让你尝尝槐花饺子，包你满意。”老杨不甘示弱地
说着，手也不停地忙活，便赶忙包起了饺子，心想我可
不能输。

老杨先将槐花焯水，控干，切碎，放油封层，拿出剁
好的羊肉馅，加入生姜水和鸡蛋清，朝着一个方向搅
拌，直到肉馅变得更加劲道，和槐花一起搅拌，加入少
许盐和生抽调味，便开始包饺子了。不一会饺子便煮好
了，老杨喊杨嫂品尝，一口下去，槐花的清香融合了羊
肉的厚重，有嚼头，极富层次感，一连好几个下肚，味蕾
和口腔感到极大的满足，不知不觉竟已然饱腹。老杨骄
傲的说：“还是槐花饺子好吃吧！”“才没有呢！”两人笑
着争辩着。老杨说“不管怎么说，今春最鲜甜的一道菜
算是吃到肚子里了，真正的春天就是要吃槐花，没吃到
槐花春天就不算结束。”

如果说吃野菜是春天来了的信号，那么吃槐花便是
洛阳家家户户惦记的春意，真正的春天就藏在嫩芽绿叶
中，真正的春意就藏在槐花树里，吃到了野菜是“咬
春”，吃到了槐花便是“嚼春”。春已至花已开，吃到槐
花就是接到了春天最清新香甜的赠礼。

一筷子夹起的春天
□ 刘谭珺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儿童
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诗词里，
春是一个活泼灵动、生动隽永的动词，而在现实
生活中，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春天是一个动词，它的名字叫播种。
透过稀疏的毛茸茸的枝条，勤劳的农人挥

动着锄头，在天地之间奏响春天的第一曲乐章，
在松软的土地上耕耘丰收的期许，田间地头开
始热闹起来。春天也开始愉快地随着这曲乐章
散播、弥漫。苏醒了的植物精神焕发，环佩叮当
地笑着，携着妖娆的梦，争先恐后地与温暖的春
天拥抱，和勤劳的农人握手，欣喜爬上了农人黝
黑的脸庞，抚平了他们脸上的褶皱。

春天是一个动词，它的名字叫歌唱。
随着如剪刀的二月春风，活泼的鸟儿开始

丈量天空，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
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高度。可是，
所有的鸟儿显然都不是最好的数学家，它们叽
叽喳喳、忙忙碌碌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还是
不敢公布自己的统计结果，生怕自己算错了。
最后，它们决定不在乎什么结果了，因为每个日
子都值得用心歌唱，天高、天蓝的春天更适合歌
唱，在煦暖的阳光里歌唱，在美妙的晴空下歌
唱，在春江水暖的小河边歌唱。于是，春天也开
始开心地和它们一唱一和，把春的消息传到了
田野上，吹开了满地的鲜花。

春天是一个动词，它的名字叫奔跑。
孩子们追逐嬉戏，在乡间小路上呼啸而过，

风吹过脸颊，柔柔的、暖暖的，不再有冬日的冰
冷。柳叶细细，萌生了柔嫩的鹅黄，调皮的孩子
一边跑，一边折柳枝做花环，说着课文里的语
言：“我们来到山岗上，我们来到小溪边，我们
找到了春天……”孩子们身边有快乐的蜜蜂嗡
嗡地闹着，有大大小小的蝴蝶飞来飞去，有小伙
伴们的笑声声声入耳。于是，春天也快活地以
一种动感的姿态肆意地宣泄、有力地奔跑，它和
孩子们一起快活地跑遍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撒
下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

春天是一个动词，它的名字叫孕育。
经历了一个沉闷的冬，静默了一个寒冷的

冬，像一粒经过充足睡眠的种子拔节生长一样，
人们也开始迎着春的节拍，在长长的梦中醒
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春天是希望的
开始，它诗意地提醒我们要用行动来耕耘希望，
用汗水来守护希望，用信念来点亮希望，春天是
我们奔跑着的领袖，它指引着我们一路和它一
起向前去，踩出一个个踏实的脚印、流下一滴滴
晶莹的汗珠，孕育着一个个美好的梦想。

其实，春天里的美好哪里可以用笔写尽
呢？我们的快乐，在迈进春天的那一瞬间，已经
张扬到了极致。而春天的每一个美妙场景，无
非是在让这份快乐膨胀、发酵，然后延展成一场
春天里的快乐嘉年华！只要我们愿意停下匆忙
的脚步，快乐便无处不在；只要我们愿意用行动
做出自己的回答，希望就一触即发；只要我们愿
意用心享受生活的美好片段，幸福就会在这个
春天无边地滋长！

春天是一个动词
□ 苗君甫

我一个街坊，名
唤陈祥梓，按村里辈

分，我称呼哥哥，虽然比
我大二十多岁。他早年

考上了大学，走出了陈沟
村，在焦作理工大学任教。

我曾带领一帮朋友，去云台山
游玩。祥梓哥安排的吃住，还特

意雇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导游做讲
解。临回来，铁棍山药、武陟油茶、贡菊

塞满后备箱。热情、周到、用心、细心让我
动容，十多年过去了，还是念念难忘。
这回到焦作参加国培，专程到陈沟买了两袋

酒流沟小米，想让祥梓哥尝尝家乡的味道。到焦作第
二天黄昏，上罢课，拎两袋小米往祥梓哥家走，去过几次，

路还能摸到。
我轻轻叩门，开门的是嫂子，她先是一愣，打量一番，方

笑了：“你咋来了？稀客呀！”
“来参加国培，顺路来看看哥嫂！哥呢？”
“你哥住院了？”
“咋了？”我好吃了一惊。
“阑尾炎，小手术。都七八天了，恢复的差不多了。”
“那我得去看看。”
“不急！这不，正发愁呢？医院饭不想吃，天天在家做

着送，一天三来回，这倒没啥，他可难侍候，不吃这，不吃那，
就能喝点小米粥，近来小米粥都喝烦了，说‘稀汤寡水’的，
看愁人不？等我一下，我添水熬粥去，熬成咱就去。”说完，
她往厨房走。我赶紧叫住，说道：“嫂子，我拿有小米，陈沟
小米，酒流沟牌子的，可香！来这个。”

“老家的小米，他一定喜欢。”说着，她接过去，奔厨房
了。 在这间隙，嫂子问长问短，问这问那，一会儿沏茶，一

会儿又拿水果，丢下这就是那，真体会到嫂子的热情了。时
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厨房里飘出了米的清香。嫂子把米
粥倒入饭盒，拧紧盖子，掂上，一起往焦作人民医院。

路上，嫂子说：“你哥呀！在学院时，也没觉得他难说
话，脾气大。这一退休，坏了，闹着要回陈沟住，儿子、儿媳
都上班，孙子、孙女得有人接送，真走不开，也丢不下。他前
一阵子，又说要回陈沟看看，我也不想跟他生气，答应了。
谁想到，阑尾闹事，疼得他直淌虚汗，这一手术，啥也不说
了，现在还提溜着尿布袋儿。”

我能理解一颗游子的心，从一二十岁外出闯荡，不想
家，也不恋家，只顾事业上打拼，正所谓“年少不知愁滋
味”。等人老了，退休了，闲下来了，就开始想家了，并且会
越来越想，如同陈酿的酒会越酿越甘，特别是每遇佳节，便
有“月到中秋思更浓”的乡愁。老家可能不好，但一定是游
子辗转反侧魂牵梦绕不能入眠的牵绊，断不了的思念，似剪
不断的线，那头牵着一只飘摇的风筝。

走进 521病房，祥梓哥赶紧折起身，吃惊的道：“俊儿！
你咋来了？莫非我在做梦！”

“我伴着东风而来，听说哥哥贵体有恙，特来探望！”
祥梓哥笑笑，说道：“知道你有才，不要露了！你先坐，

我喝点粥。”
嫂子把粥端过来，祥梓哥咂摸了一口，疑惑地道：“不对

劲儿？不对劲儿！”说着，转向嫂子，嫂子急了，说道：“咋不
对劲儿，难不成是大米？”

“不对，今天这粥格外香，你看，还浮着一层米油，喝着
柔软糊嘴，以前的喝着寡淡。”

“吓我一跳，这是俊儿来捎的酒流沟小米。”
祥梓哥面向我，说道：“哎呀！还是兄弟理解你老哥

哥呀！”接着，一口一口的连着喝，一碗喝完，吩咐道：“再
盛点！兄弟，不要笑话哥！哥是头童齿豁之人，就偏爱这
一口！”

他把粥喝完，顿了顿，打一深邃的饱嗝，问道：“咱村种
谷子多不多？”

“多着呢！一千多亩！顶着你喝！”
“咋那么多？”
“咱村旱地，就适合种谷子。现在是公司加农户模式，

土地流转给村合作社，合作社出租金，并提供技术支持和农
机服务，农民变产业工人，农民增收了，大小娃娃儿都高
兴。牌子就叫酒流沟，不打药，纯绿色食品，公司线上线下
统一出售，可红火了。”

“我记着，谷子麻雀总是弹，种得不够麻雀吃！”
“咱村引进的是优良品种，叫冀谷一号，谷穗上长着长

长的茸毛，麻雀啄食时就会扎眼，跟腿毛多、蚊子不咬一个
道理。不用人看，也不用稻草人，麻雀就不弹。”

“好，好，太好了！我好了，得回去看看！人都不强会认
了，可记忆还很清晰，记得在酒流沟水库洗过澡，老梦见酒
流沟的月亮。”

“啥时候回家，我带你转转，万安山山顶公园、伊河公
园、客家文化馆、中央水系、体育场、歌剧院等等吧，都建的
可漂亮，三四天转不完。”

“那我就住老家。真好！真是好！”说着，眼圈一红，滚
下泪来，又道：“老了，没出息，伤春悲秋的，老好流泪！你说
这些，我是真高兴呀。”

……
回去的路上，脑海跳出一句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

人。”可是，我们谈了将近俩小时，他一个接一个问，我一个
接一个回答，让我应接不暇。

过了些天，我接到祥梓哥电话，邀请我到家吃饭，说道：
“酒流沟小米真浆养人，我好了，出院了！你叫哥品尝了家
乡的味道，哥叫你品尝国酒的味道！”

我仰天一歌曰：酒流沟小米兮，换茅台；乡里乡亲兮，乐
开怀；乡音乡情兮，归去来！

闲情偶寄

昨天下午抽空去磁涧东皇的乡野间赏春，“磁铁
线”俩侧春光美景山花烂漫让人大呼过瘾。在山岭沟
壑处，已经能够看见早开的桐树花绽放了，只是这一棵
那一丛花朵还很稀疏，没有蓊蓊郁郁的模样。

桐树花是暮春时节乡间的一道美景，最高大的花束
盛开在枝头，释放着满满的清香充满天地，裹挟进游客
们的呼吸心脾间。我的童年就钟爱桐树花，他高大挺拔
婷婷如华盖，不择地势生长，不争春光妩媚，就像农村人
吃苦耐劳的本色，只知低头劳作，一任粗壮的躯干在村
落间伸展，把一缕清香尽情倾吐。

洛阳的长赋大家陈胜展老师曾经作赋桐花，他的笔
端珠玑跳动恣意盎然。他生长在伊河之滨啜饮甘冽清
泉成长，呼吸着嵩州之间烂漫的桐花香成才，所以他的文
采灼灼、大赋磅礴，可惜天不假年故人已逝。

前一段和毛诗会的同仁去“洛阳市九九龄保健醋厂”
参观，在负责人王体军先生的收藏室看到了陈老师写的
赋体作品，心中唏嘘不止。

陈老师好高谈健论，他对洛阳王城的历史掌故往往
能信手拈来。酒桌上他嗓音洪亮纵论古今，自有一番“洛
阳才子”的风流劲才。

陈老师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是河南省作协理事。
他担任洛阳市文联副主席以后工作更加繁忙，他积极落
实市委提出的“工业强市、文旅发展”的工作主线，把洛阳
市的文化工作开展的朝气蓬勃。在这期间河南的媒体报
纸上经常发表他的大作；“伊河赋”、“牡丹赋”、“中原赋”；
每一篇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彩佳作，笔端流淌着他对家乡
的深厚感情，和他挑灯孜孜奋斗的学者身影。

我童年在伊河岸边长大，在农村见惯的是满村的像哨
兵一样屹立的高大桐树，男孩子们玩耍和游戏的场景好多
都围绕着桐树进行。牲口园的追逐嬉闹，田野里攀树掏
鸟，看着大人在树下铡草劳动，这些都锻炼了男孩子粗犷
坚韧的性格。桐树花的浸透到我的性格中，以至于成年后
我对桐树花的感情还是那么炽烈！暮春时节，在铿锵铁龙
工作身心困乏的我，只能驾车到县乡的沟壑田头寻找桐树
花的记忆。

21年疫情突起，我们曾到五头镇的梁村近游，那是一个
安静偏僻村落，午后静谧空气温和，村头遇到一个老妇人，
她热情的领我们去村里的一家小型红薯加工厂看，这里的
墙角空地堆满了大缸，加工期已过，这些大缸只能蛛网密布
闲居一隅了。这家院落并排是几孔红砖窑洞，院里的红薯
加工机械都严密地盖着雨布，阵势看着殷实，这丘陵地界只
适合栽种红薯，红薯高产好打理；在农村有“瓜菜半年粮之
说”。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都想吃老家的粉条和
红薯干粉，“五头粉条”货真价实远近闻名。这家的红薯加工
厂解决了附近百姓的加工难题，他在农忙时候肯定是机器轰
鸣，彻夜生产。村落的这家小加工厂映衬着漫山遍野的桐树
当是一幅上好的乡村油彩画。

村庄气温低，路边一家的门口正盛开俩株白牡丹，他们
植株粗壮花朵硕大，晶莹剔透如玉似银。唉真想不到这乡野
间还能看到这国色天香！市里的牡丹花早已落幕，衰败成一
地的泥尘花絮。梁村的村头路边到处都是粗壮的桐树，他们
在田野里成行成排，枝头上盛开的红褐色桐花一嘟嘟一串
串，迎风招展沁香扑鼻。

这些桐树在农村用处可大了，以前农村盖房架梁，老人
做寿材，这粗壮结实的桐树是上佳木料！他易于栽种生长快，
能遮荫避凉，农闲时节村民们环树而坐吃饭乘凉，谈天说地，
树下是村落间的“小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广大农村已经取得了“脱贫攻
坚”的伟大胜利，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新形象。听说兰考县徐
场村用桐树板材做乐器产业，村庄机器轰鸣琴声悠扬，农民
们放下锄头成了”调音师、钢琴手”，他们找到了致富奔梦的
新路子。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这真是桐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

领下开出的富裕、振兴之花。

桐花绽放腾飞梦
□ 刘富强

绽 放 董浩 摄

逶迤绵延万安山，鲜花盛开五龙村。依大谷雄关而历史沧
桑，别有洞天；傍水泉石窟而河洛闻名，环境幽静。山神庙沟石
楼沟，沟壑纵横；五龙峡河姬窑河，沙河汇流。

依山就势聚族而居，十五姓氏和谐相处。忆往马姓，开荒打
窑多艰辛；念昔王氏，勤劳耕作度日月。地势险要闹革命，红色
堡垒写传奇。浩浩乎，高文彬宣传马列，地下支部发展壮大；巍巍
哉，马怀珍抗日救国，皮徐首长亲临指导。举义旗殊死搏斗，为百
姓赴汤蹈火。马怀珍随军南下任连长，身经百战；马玉顺不幸负
伤被活埋，浩气长存。抗美援朝英雄辈出，保家卫国永垂丹青。

薪火相传赖后生，历任支部写春秋。沙河一库湖水荡漾，大
寨梯田风景如画。退耕还林满目苍翠，引水工程百姓受益。开山
劈石打通出村路，架设电线引来万家明。以工哺农带来百业兴，
风力发电用到清洁能。集资建校为了下一代，医疗保障照顾老弱
病。王窑大鼓震天地，家窑旱船荡日月。五龙庙会摩肩接踵，名
角担纲掌声雷动。古树名木伞阳如盖，景观传说动人魂魄。钟灵
毓秀牡丹石，天工开物匠心运。

五年规划绘蓝图，乡村振兴谱新篇。目标明确，两委拧成一股
绳；抓住机遇，无愧百姓谋发展。依托大谷关开发良好契机，打造
五龙村旅游文化品牌。脱贫攻坚两不愁，生活无忧三保障。桃红
李白世外仙境，民宿传统惬意归宿。喜鹊欢歌，天人合一乃胜景；
野鸡出没，生态宜居水墨画。凉拌野菊花，清热解毒；油炸花椒芽，
回味无穷。生腌黄花苗上桌垂涎三尺，粉蒸虎皮菜下饭大快朵
颐。举杯感叹，人生百年，不过是短暂一瞬；豁然开朗，书传万代，
方晓得经史子集。

五龙归去来兮，踏歌而行，以诗言志，曰：铮铮硬骨显精神，党
建引领铭初心。站起当伞遮风雨，俯身为牛勤耕耘。青山不墨千
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生态宜居寄乡愁，宁静致远方为真。

五龙赋
□ 刘学敏

时令走笔

心香一缕

酒流沟小米
□ 陈俊峰

岁月有声

凡人乐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