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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的早晨，去往涧西探访
“牡丹公园”的芳踪。

“洛阳牡丹公园”坐落在涧西区的
西苑路和牡丹路西北角，这里工厂和科

研院所密布，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的十
大厂矿就落户于此，天南地北的建设者们

汇聚在此，他们以蓬勃的热情在洛阳涧河以
西的旷野上，建设了“洛阳工业新城”。

昔日的皇家园林被以牡丹来冠名为‘牡丹公园’，
可见洛阳人的气魄和胸襟！笔直的西苑路，挺拔的法
桐，如霞似锦的樱花，盛开在绿叶间的姹紫嫣红。这
些都给”牡丹公园”平添了许多诗意和婉约浪漫。

“牡丹公园”是一座闹中取静的城市公园，周围社
区多、学校多、工厂多，他以开放姿态和时尚活力服务
周围群众的健身休闲，这里簇拥包围着绿植，馥郁着
牡丹的沁脾花香，公园的新形象正在焕发新活力。

牡丹公园是花团锦簇的公园。
四月芳菲季，牡丹公园的花真正地抢了洛阳城

春的头彩；这里的“瀛园”和“古牡丹园”是在隋代皇
家园林西苑的基础上规划建设的。“古牡丹园”是这
里核心区，正门口立着一块太湖奇石，外观古朴典
雅，背面镌刻着“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的唐诗佳
句。牡丹园种植着近 260多种、两万余株牡丹花，已

经竞相绽放了。
这里的牡丹植株高挺、花冠硕大，有“姚黄魏紫、

蓝田玉、夜光白、二乔、赵粉”等珍贵品种。来游园的
市民们已经开始在花海里徜徉了。瀛园和乐道的北
面是樱花园，这里的樱花以早樱为主，前一段洛阳城
一场“桃花雪”像施了魔法般封藏了花期，春风拂绿
花城事。这以前闻名世界的樱花落户到“花城”，绽
放的璀璨多姿、如霞似锦，红灿灿的格外好看。

牡丹公园是健身打卡的公园。
早晨公园的乐道上是最忙碌的，修葺一新的乐

道像彩虹镶嵌在公园的土地上。乐道上奔跑竞走的
健康达人们摩肩接踵。他们独自一人，或是三俩人
结伴，围着乐道愉快的奔跑；公园门口一个老人精神
矍铄，他满头银发戴着时尚的无骨耳机，陶醉的尽情
奔跑。大门口东首一面矮墙，石壁上刻着“中国梦”
三个鲜红大字，五六个中年市民在踢毽球。只见毽
球翻飞身影跳动，毽球在他们中间不时激发一阵欢
呼声。

牡丹公园是舞姿翩跹的公园。
公园的大门正在整修，地上铺着绿色的人工草

坪，大门前的广场上，一群中年妇女正在跳健身操，
正是七点多钟的时候，霞光洒落空气清新，她们穿着
鲜艳时尚的运动服，随着节拍尽情享受着运动快

乐。瀛园的西北角空地上，一群中年妇女在跳扇子
舞，周围樱花蓊郁音乐轻快，领舞的是一个长辫子的
大姐，她挥舞扇子时而轻盈的绕身，时而凌空翻转，
清新空气和馥郁的花香包围在她们身上，她们可能
是周边厂矿的退休工人、技术员、退休的老师，轻缓
的舞步和着节拍装扮着她们精彩的退休生活。

牡丹公园东边的中心是“牡丹亭”，它高踞一隅，
俯瞰着芬芳多姿的满园春色。牡丹亭的正南边，鹅
卵石铺就的石径上，是老年人游园遛鸟的天堂。鸟
园的正南面靠着东门出口，是一面赭红色大理石纪
念墙。上面镌刻着“洛阳院士榜”几个醒目大字。“任
辉启、李俊贤、顾金才院士”的名字在晨光下熠熠生
辉；他们隐姓埋名是国家脊梁，他们领跑科技老骥伏
枥，洛阳城为他们而骄傲。

开放式的公园是城市文明进步的标志，满园的
绿植花香沁润着市民群众的心田，不断延伸的乐道
是洛阳人追求健康体魄，建设河南省西部副中心城
市的豪迈宣言。

花香簇拥着市民群众的健康和快乐，花香包围
老年人的安居晚年，花香映照着“洛阳院士榜”的光
辉，花香展示着党的二十大后洛阳人锐意进取、勇立
潮头的建设豪迈。

花开逢盛世、洛阳满眼春，祝愿洛阳的明天更美好。

朋友聚会，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开始评价这家餐厅的饭菜，有人说红烧肉
太腻，有人说青菜炒得太老，还有人说凉拌菜没味道，说着说着大家说到了
父母做的菜。

华姐说她无肉不欢，尤其喜欢吃鱼，每次回家，父母总会做她最爱吃的
水煮鱼。她说，那是她吃过最好吃的水煮鱼。

李哥说他喜欢吃甜食，只要回家，父母准备的菜是这样的：八宝饭、糖醋
里脊、糖醋小排……老父亲还保留着给他夹菜的习惯，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
西都夹到他碗里。他说，还是在家里吃饭舒心自在。

小蔡说她不喜欢吃葱姜，回家吃饭，母亲做菜会特意不放葱和姜，吃饺
子母亲会准备两种馅，专门给她准备一份没有放葱姜的。在家人跟前，自己
好像很挑食，但不管怎样，家人总会记得。

一直没说话的小谢突然问：“父母记得你们喜欢吃啥，谁知道他们爱吃
什么菜？”大家沉默了。

小谢说，那次父亲住院，医生让他买点老人最爱吃的东西，他火速挑
了柚子、点心、巧克力、蛋糕之类的东西。没想到医生说：“这是你爱吃的，
还是老人爱吃的？”小谢一下子愣了，自己最爱吃的东西却不一定是父母
最爱吃的东西，以前每次回家，他总是挑自己最喜欢吃的菜买回去，可是
父母却不爱吃。

父亲出院后，小谢开始留意父亲的喜好，留意母亲的口味，留意父母
的业余爱好，渐渐发觉，自己以前做得太不够了，竟然连买菜这点小事都
没做好。

小谢说：“孝顺哪有那么高大上，有一种饭菜就叫孝顺。”
这话我绝对认同。因为我也是从父亲有次住院，在超市货架面前才下

定决心，留心父亲和母亲的喜好。
我的父母爱吃什么？好像以前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只要回家吃饭，所有

的饭菜都以我的口味为转移，所有的饭菜以我的喜好为原则，我曾经以为我
喜欢吃的也是父母喜欢吃的，却没想过有可能他们并不喜欢。

好在，我留了心，再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会用心观察父母在餐桌上最爱
吃的是什么菜。也会陪父母聊天，旁敲侧击问他们经常买什么菜，我甚至还
偷偷“突击回家检查”，看他们正在准备什么菜。

如今，我已经对父母的爱好了如指掌，知道母亲的忌口，知道父亲的偏
好，再回家买菜时，更有针对性，买的都是父母喜欢吃的菜。

在爱的天平上，我们和父母之间，总是倾斜的，他们的砝码永远比我
们重。他们的记性和爱相关，他们的喜好和我们相关，连做饭都是爱我们的
表达。

父母越来越老，我们越来越忙，很多人只是把父母当成亲戚一样在走动，
逢年过节带点礼品回家看看，可我总觉得拿钱拿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顺。

有一种饭菜叫孝顺，这孝顺很简单，不过就是按照他们的喜好买菜，按
照他们的口味做菜，按照他们的需要陪伴，像他们曾经那么用力地爱我们一
样，好好爱他们。

父母爱吃什么菜
□ 苗君甫

一进三月，黄草根就泛起了绿意，树枝的表情也柔和起来，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
气息。

树爷从城里回来了，沿着沟边小路向地里走。雪后解冻后的土路，按摩着脚心，隔
着鞋底，也有一种酥麻感。城里的路能有这么松软吗？城里能闻到果树香吗？嘿，孩
子们还不让我回来呢。

财老汉牵着两只羊在路边转，笑着打招呼，树先儿，不在城里享福吧，回来干啥呢？
树爷跟学生打交道一辈子，也跟地打交道一辈子。书教得好，果树也种得好，他懂

得每种果树的性格和心思。大家央树爷给自家嫁接果树，树爷从不拒绝。又因为名字
里有个树字，老年人都叫他树先儿。既是尊称，又显得亲热。

树爷摆摆手：咱受不了城里那罪。成天吃吃坐坐，跟憨子一样！哪像你牵着羊晒
太阳，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

财老汉点头如啄米：是哩，是哩。我去城里，看着马路上的车就晕。
有几年，财老汉见树爷就扭过脸，只当没看见。只因两家地临界，他带着羊到地里

干活，羊老跑到树爷家的庄稼地里。为此树爷的老伴说过他几回，有一次因为玉米苗
啃得太厉害，还吵了架。可是财老汉的孙子看见别人家的桃子眼直直的，就也想找树
爷嫁接桃树。树爷二话没说就帮他嫁接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千年邻居和为贵嘛。可
是结的桃子并不好吃，财老汉心里又犯了嘀咕，有一次当众问树爷，你给俺嫁接的桃子
咋恁难吃呢？树爷皱起了眉头：千年树木，百年树人，种树育人同一理，哪能不尽心尽
意？想了想他家的桃树种在院中，问他往里浇洗衣粉水了？财老汉点点头。第二年果
然吃到了好桃，从此看好了自家的羊，也对树爷张开了笑脸。

树爷这是去沟东边铁头的桃树园。铁头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让爷爷奶奶宠得没
样，以前跟树爷上学，可没少给树爷找麻烦。有一次逃学在沟边掏鸟，树爷找他，他哧
溜一下溜下去，翻过沟，兔子一样跑了。站在沟那边，蹦着叫：你过来呀，你过来呀！长
大后，铁头种地打工也没有挣下钱，日子过不到人前头。这几年，村边修了大道，去山
里玩的游客络绎不绝。铁头想种桃树，将来摆在路边就能卖，就去找树爷帮忙。树爷
说：只要你肯干，我就高兴！树爷几乎天天泡在他的果园里，絮絮地教他：果树就像学
生一样，孬枝得剪；留枝得南低北高，跟排座位一样，光照才好；施肥只施农家肥，不能
要短期效益，眼光得长远一点……今年，在城里过冬，有暖气，好是好，可是树爷放心不
下铁头的桃树呀。这才是第二年，正是管理期呢。

桃树还未发芽，却能明显感觉到憋着一股劲，时刻准备着就要迸出花苞来。铁头
正在树下挖沟，准备施肥。看见树爷大喊：树爷，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树爷笑了，我萦记着果树园的事呢。

树爷看铁头挖的方向不对，接过了锨，脚一踩，锨就插入
了土中，润湿的黑褐色泥土，散发着又腥又甜的味儿，好
闻。阳光透过棉衣密密麻麻地扎在背上，又痒又麻
又舒服，浑身都舒张起来了。干活干活，人这一
辈子，还是有事干，能帮人，才活得有意义，有
价值！

树爷觉得自己也像一棵树，收到了春
讯，汁液在身体里欢快地流动……

树爷回家
□ 陈爱松

““牡丹公园牡丹公园””春潮涌春潮涌
□ 刘富强

至爱亲情 凡人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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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喜欢吃野菜，如野菊花、白蒿、黄花苗、苟普穗等，尤其是
野菊花。我总认为味觉是有记忆的，一个从士兵到将军的长者说道：

“我出去当兵的目的就是死不想吃红薯，谁知他妈的就爱吃红薯，每
下部队，一盘红薯，一碗小米粥就好，舒服！”我从小农村长大，受家庭
影响，受条件限制，加之味觉的记忆，也特别爱吃野菜。

这些年我吃的少了，原因是母亲老了。前些年，母亲总要步行出
去搜罗，有时还带上干粮，翻山越岭，爬高上低，而后电话给我，让我
去取。我常这样想，吃的不是野菜，而是满满的母爱。一进入 70岁，
她自己都感觉心力跟不上了，就别说体力了。我也劝她：“磕着碰着
可不是小事！在家歇歇吧！再说，我口味变了，不爱吃野菜了。”

昨天，我回老家陈沟，主要惦记新修缮的三间瓦房，经历了一场
大雪，虽说是桃花雪，可毕竟铺的很厚，怕房屋漏水。我细查了一遍，
屋顶都是干松的，没有渗水的痕迹。闲来无事，决定去掐野菊花。咨
询了几个乡邻，决定向老母猪峡进发。

陈沟的耕地都分布在沟沟岭岭，边边沿沿儿，高高低低，褶褶皱
皱，如一张老农的脸。野菊花多生长在沟沿儿，老母猪峡就不少。好
掐的多半很小，一丛丛、一簇簇、一堆堆的多在陡峭处，它们竿儿高而
肥嫩，真有“无限风景在险峰”的味道，它还多半要和荆棘为伴，它在
荆棘丛中摇曳，怎奈有荆棘护体，我也只得望菊花而兴叹，只得相看
两不扰了。

这野菊花也是有灵性的，常年累月被掐顶，让农人就着好下粗粮
饭，可它还是年年发，年年绿。似乎它也知道自己的使命，那顶儿特
别好掐，稍微一弯曲，就断了。这片贫瘠的土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
人，其中就有野菊花的贡献，幼苗可以当菜，花儿可以制茶，竿儿可以
当柴烧。它对咱这么好，咱们也要有所回报，只掐顶，不拔茎，更不刨
根。魏征曾有语“乐盘游则三驱以为度”，掐野菊花咱也拿捏个度，小
心谨慎的掐，偶有不小心带出根来，赶紧单手竖掌，口念：“罪过！罪
过！”

春天的田野野菜实在是丰富，又经历了一场桃花雪，湿漉漉的难
走，黄花苗顶起了小花，白蒿也围拢在老根下一团儿，苟普穗爬满了
树枝。但我心里说，今天是来掐野菊花的，其他的——咱们相安无事
吧！期初采摘的都是小的，等找到地方，简直是野菊花的乐园，我想
像菊花开满山坡的景象，那一定是碎金撒地，黄花连绵。但是，欲望
是无尽的，没有掐完的野菊花，就此收手罢了。

收手是有原因的，确实累了，腰隐隐作痛，腿有些拉不动，汗水浸
湿了衣衫，热淋淋地拘束。脚上拖着重重的泥，手上被荆棘进行了

“针灸”，手背上满是射线，端点是血红的，线是白色的，都有点疼。至
于说，手指染绿、裤腿染上油菜黄就不值得提了。再说，已经掐的够
吃了，尝个鲜味儿，太多就腻了。农村的路修的没什么说，宽阔平整，
水泥地上踢几脚，剐几下，甩掉泥巴，轻松回家。

驱车回家，路上给母亲电话：“妈，我给您送点野菊花！”“哪里来
的？”“陈沟牌子的！”母亲在电话那头哈哈的笑。

回到家，先洗手，再洗野菊花，洗了三遍，撒盐，浇醋，滴香油，放
小米辣，筷子一拌，来一大口，脆生生，清新利口，酸爽的了不得，加之
小米辣的热力，真是人间美味。陈沟人，吃陈沟牌野菜，没有排他性，
真舒服呀！

我猜想，野菊花吃下去，五脏六腑都在欢呼雀跃，纷纷问询：“你
咋来了？久违了野菊花，真是纯种的家乡味道！”

家乡的味道
□ 陈俊峰

树芽莱，就是树的嫩芽。
比如柳絮、构蒲穗、槐花、榆钱、香椿叶。
苦凉的柳絮，凉拌吃，伴面上笼蒸吃，不但口感好，对治疗支气管

炎、尿道炎、膀胱炎和牙疼都有作用。
构蒲穗，有着毛毛虫一样的外形，整体呈绿色圆条形，如果采摘

适时、做法得当，几乎可以和碾转比美。
构树有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树分雌雄，都会结果。我们吃的构

蒲穗，就是公树上生长的。母树所结的果实是圆球形的，没有成熟的
时候是青绿色的，等到成熟了就变成了鲜红色，它的中药名叫楮实
子，具有强身、补肾、益气、利尿、清肝明目的作用。

说起槐花，上点岁数的人都习惯称它“洋”槐花。问了一下“度
娘”，才知道它娘家是欧洲的，是在乾隆年间传入中国的。槐树易栽
易长，树干高大，枝繁叶茂，乡村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每年四、五月
间，指甲盖大小的白色花瓣一串串挂满枝头，香飘十里。用水把槐花
淘净拌面上笼蒸熟，用盐、蒜汁、香油调匀，味道鲜美。

榆树属于落叶乔木。它有两大特点，一是材质优良，可以做家
具；二是榆钱是一种应季的春芽菜，有糯米的黏度，口感筋道。有多
种做法：拌面蒸、做窝头、煎饼、炸丸子等等。

椿树分香椿、苦椿、虽不属同科，但人们还是把它们视为亲兄
弟。椿树树干高、树冠大，香椿的叶子因为独特的香味备受群众欢
迎。把香椿叶焯水，然后切碎入锅炒，放盐和辣椒面，夹馍或就饭。
而最常见的做法是把香椿叶切碎，与鸡蛋搅拌，做成鸡蛋饼，味道好
极了。

香椿含有亚硝酸盐，一次不可多吃，适当吃点儿对身体还是很好
的，因为它还可以清热利湿、利尿解毒、收敛固涩。

相对而言，苦椿比香椿产量大，也是家乡一种受人喜欢的春芽
菜，在饿肚时期，一茬又一
茬直吃到落叶季节！

无论是柳絮、构蒲穗、
槐花，还是榆钱、香椿叶，都
有很强的季节性，早两天太
嫩，晚两天老！

家乡的春芽菜
□ 百元生

心香一缕

时令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