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爱亲情

去取快递，相熟的快递小哥问我：“今天是什么东西呀？”我说：“月饼。”他
明显有些惊讶：“月饼？不是吧？这年头还有人寄月饼？”我不记得这是我第
几年给人这样解释了，我说：“我妈非要给我寄的，嘿嘿。”快递小哥摇摇头：

“现在只要有钱，哪里买不到月饼？用不着千里迢迢寄来啊。”我笑笑：“这是
我妈的习惯呗！”

我知道，寄月饼大概已经是很多人都觉得“俗气”的方式了，但我的母亲
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个“俗气”的方式。虽然我每年都说不用寄，每年八
月十五，母亲的月饼还是会准时送达。

母亲的月饼是自己做的，豆沙、果酱、五仁……虽然做的没有卖的月饼那
么精细，但口感却很好。以前在家时，我常在厨房给母亲帮忙，也曾像只馋嘴
的狐狸一样，偷吃母亲做好的馅料，一边听着母亲的嗔怪，一边贪婪地闻着月
饼的香气，也只有在家里，才有过中秋节的氛围。

如今，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离母亲太远了，中秋回家已成奢侈，母亲做

月饼时也帮不上忙，我开始怀念和母亲一起在厨房里做月饼的时光，也开始
想念家的味道。记得有一年回家时，跟母亲说：“吃不到您做的月饼，就觉得
不是中秋节。”从那以后，母亲开始每年给我寄月饼。

母亲把月饼放在铁盒子里，用胶布缠好，再去快递点，千里迢迢地寄过
来。最初我嫌麻烦，不让母亲寄，但母亲却坚持：“你在外面买的月饼种类再
多，也没有家里自己做的放心。”

我“抗议”过很多次，母亲从来不听，每年中秋节，还是会准时把月饼寄
来。时间长了，我渐渐接受母亲这种“俗气”的表达爱的方式，也开始在中秋节
前翘首期盼着远道而来的月饼，收到月饼后，也很乐意和同事分享。

同事们都说，母亲的月饼有一种家常的气息，是生活的味道，比市面上的
月饼好吃多了！没有那种甜得发腻的感觉，没有那种油得咽不下去的味道。

每逢这时，我总是很自豪，母亲的月饼有一种最最重要的调味料，那就是
对我满满的牵挂和爱，这份爱揉在面团里，裹在馅料中，怎么可能不好吃呢？

远道而来的月饼 □ 田新宇

流年碎影

18年前，刚刚师范毕业年仅19岁的我被分配到寇店镇偏僻的朱窑小学
任教。

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走进朱窑小学的情景：大山脚下，通往校园的小
路坑坑洼洼，校门口的野草遮住了锈迹斑斑的校门，刚下过雨，没有硬化的
校园泥泞不堪，破旧的教学楼无声地诉说着久远的年代，低矮潮湿的小办公
室同时兼具厨房和卧室的功能……

除了条件艰苦，最难熬的是身处山村的孤独以及看不到远方的茫然和对夜
晚无尽的恐惧。有一次，我正在看书，一只老鼠哧溜一下从我手边跑过去，我吓
得大叫了起来，那夜，我蜷缩在床上，不敢眨眼，一直以来的委屈让我突然关不住
情感的闸门，泪水肆意滑过脸庞，我在心里一遍一遍问自己：这就是我为之热血
沸腾的校园生活吗？初为人师时的豪情壮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一次口语课上，谈到自己最喜欢的水果，我无意中说了一句，我最喜欢吃野
酸枣。第二天，讲桌上，居然多了一袋绿里透红的野酸枣。虽然不知道是谁放
的，但我的心里暖暖的。那个酸枣成熟的季节，我的讲桌上每天都会有一兜新鲜
的野酸枣。我的心慢慢地融入了这群山村孩子中，虽然这里的条件差，可这里的
孩子不差，他们善良纯真、朴实无华、懂得感恩，为了孩子，我决定留下来。

山里空气清新，山村教师的日子，就像是开在九月的野菊花，偏安山隅
却花开依然。寒来暑往，我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从19岁到29岁，一晃
儿就是十年。

调离朱窑小学时，我是那样不舍和依恋。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在这里
度过，我在这里流过泪、流过汗，努力过、奋斗过，实在忘不了，山里孩子们那
如花的笑靥和纯净的眼神，就像我永远忘不了，一把野酸枣带给我的感动。

一把野酸枣的感动 □ 孙培蓉

我心向党

金秋十月丹桂香，心潮澎湃激情扬；十月花开硕果累，山欢水笑齐歌唱；万众喜迎十
九大，赞歌献给伟大的党。

你从灿烂、金黄的季节走来，我们没有理由不为那沉甸甸的丰收歌唱；你从镰刀、铁
锤指引的大道上走来，我们没有理由不为那红火火的事业歌唱。

九十六年，您是一座厚重的里程碑，凝聚着几代人的求索；九十六载，您是一首辉煌
的交响乐，演绎着命运的潮起潮落。春华秋实，九十六年的岁月如此意味深长。

今天我们凝望着五星红旗，倾听着激昂的国歌，我们已在心中筑起了一道新的长
城。那就是：树立四个自信，增强四种意识，坚持四个全面，满怀信心地迎接十九大的
光芒！

回顾百年沧桑，我们倍感自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发
展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和富强；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今天的小康；没
有共产党，就不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96年的漫漫长路，是一条艰辛、坎坷，铺满荆棘的路，是一条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
路，是一条奋发图强、催人奋进的路，是一条矢志不移、善做善成的路，是一条给人希望、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明之路，也是一条拥民爱民惠民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惊
叹的奇迹。

96年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几多沧桑、几多磨难，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青春常在。
在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五十六个民族同心所向，秉持
着历来艰苦奋斗，张开了拥抱世界的臂膀，坚定了开放发展的心态，从容涉过岁月的洪
流。成就有声，奉献无言。当我们回望来时路，难忘一张张质朴的面孔，难忘一双双勤
劳的双手，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创造的业绩熠熠闪光。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砥砺奋进，再铸辉煌。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会更加富足，民族的前景更加光明。祝福您伟大
的祖国，愿您万寿无疆；祝福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圆梦中华续写新的篇章。永远感
党恩，不折不扣听党话、坚定不移跟党走，这是亿万中华儿女以实际行动喜迎十九大
的最强乐章！

放歌十九大 □ 李玉丹

若有所思

去年深秋的一天，一行人结伴登老君山，因为计划第二天早上看日出，大家选择步
行登山。时间充足，我们时不时停下来看看远山的薄雾，近旁的红叶，偶有山果落下，大
家竞相猜测它的名字。太阳落山时，我们登上了山顶。山顶那座庙宇，琉璃的外观，在
夕阳的余晖中熠熠生辉。

唯一的那家农家旅馆，老板娘熬好的玉米糁粥散发着特有的清香。山里的玉米生
长期长，它们吸足阳光，饱经风雨，不赶时间，不急于到市场卖个好价钱，因为缓慢，才有
了香甜。

山里的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突然，同事惊呼，“看，星星！”抬头，瞬间惊讶，星斗
满天，在深邃的夜空，那么低，那么亮，似乎触手可及，就在头顶一闪一闪。有多久，没有
抬头仰望过天上的星星？每日匆匆行走在霓虹灯照亮的城市，心被所谓的忙碌填满。
如今，在这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与满天星斗相遇，倾听风吹树叶沙沙的声响，逼仄的心
在漆黑的夜里宽敞起来。

想起儿时在外婆家放牛的时光，老黄牛脾气温和，慢悠悠地走在山路上，时不时调
皮地伸着脖子啃上几口路边的草。半山腰的树荫下，一边看着老黄牛悠闲地吃草，一边
给表弟和表妹讲从老爷爷那里听来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
和小和尚，有一天小和尚让老和尚讲故事，老和尚就讲，从前有座山……”如此循环往
复，没有尽头。如今在城市工作岗位上忙碌的表弟和表妹，不知有没有时间忆起这些久
远的往事？

记得以前看过的故事，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想修一座凉亭，许多人赞助，出钱最多
的是土豪李富贵。凉亭落成那天，土豪对李渔说：“谁先想好名字，就用谁的。”李渔怕土
豪出语恶俗，拦了一下说：“且停停。”土豪说：“还停什么，我想好了，就叫富贵亭！”李渔
说：“我不是先说了吗，叫且停亭。”接着，李渔吟出了那副著名对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
肠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

因为不急于赶路的旅行，我们看到了夜空闪烁的满天星斗；因为感觉少年时光悠
长，我们才有了童稚的欢歌笑语。无论生活多么忙碌，不妨停一停，一壶清茶，一杯淡
酒，都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且停亭”，休憩，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且停停 □ 魏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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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河南枫叶国际学校：
第二届“周恩来班”“邓颖超班”
正式命名

9月22日，河南枫叶国际学校举行第二届“周恩来班”“邓颖超班”命名仪式，区管委会主任

胡大鹏及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

胡大鹏和周恩来侄孙周志勇分别为第二届“周恩来班”“邓颖超班”授牌，河南枫叶国际学

校校长修海英和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安锋副教授分别为学生们赠书。

高中“周恩来班”进行了才艺表演，初中“邓颖超班”表演话剧——《缅怀伟人精神》，诠释了

周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精神。

延伸阅读：枫叶教育集团高中“周恩来班”与初中“邓颖超班”的创建于2004年由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和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批准，由赵炜女士和高振普将军授牌，由有志于继承伟人

思想，弘扬伟人精神的学生组成，旨在以伟人精神引领和激励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文/图 陈晓辉 樊丽静）

在外漂泊了大半生，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十余年的故乡寇店。
若说物是人非，理应包括我自己，诸多老面孔都已作古、我也不再年轻；

“物是”亦不尽然，譬如历尽沧桑几朝几世的标志性建筑“南小桥”（古代石拱
桥）也已坍塌……

想当年，公元1955年前，作为洛阳县民，无论于公于私进城办事，必须经
石罢过伊河、经李楼过洛河，那时节都是摆渡，古来寇店人过河免收摆渡钱，
石罢过伊河好说，因为在当时石罢村归九区寇店管辖，人头熟，过洛河就不同
了，同是京畿之地、天子脚下，亦有远近之分，李楼河口的船家问：你是寇店
人，说说看，南小桥石栏杆“几圆头、几方头？几个狮子几个猴儿？”只有能说
出“八方头，六圆头，四个狮子两个猴儿”才能免费渡河。

刚刚记事时，生性淘气的男孩子们爬寨壕、沿寨墙……我只有眼巴巴瞅
着的份儿，年龄稍长，我也爬上寨门楼，直到认字时才知道那镶嵌在四座寨门
楼上的青石匾额是“寇店东镇”“寇店西镇”“寇店南镇”“寇店北镇”。后来又
大些，听白胡子老爷爷讲故事，才知道寇店古称“烟岭镇”，直到北宋名臣寇准

“寓居烟岭”后，始更名“寇店镇”，还学会了“烟岭镇、六里长……”的俚曲儿，
还亲眼目睹了东、南、西、北寨门外四条大道上高耸着约莫上百幢精美的石
碑，有乌龟拓着的（长大了才知道那乌龟叫“赑屃”），有龙凤盘顶的（那是透雕
的碑首），可惜当时我还不认字……

前年，村里要撰写《村志》。据传，清代村里出了个“贡生”，曾经有过撰写
《村志》的打算，怎奈时局不稳；民国时，学富五车的卫太华老先生立志撰写
《村志》，岂料世事沧桑、家事缠绵，直至九十耄耋寿终正寝，其费尽心血所撰
写的文字尽失于时势动荡之中。

前人没留下任何史料，村中三委便委托我编撰《村志》，我自知才疏学浅，
仅凭四年半小学的“三脚猫”功夫难以胜任，但我凭着一腔“为后人做功德”的

情结，到底还是应承了下来。凡事总得有人做，我不敢懈怠，不分昼夜寻访高
龄老人，稍有闲暇就郊野寻觅古碑、遗迹，走遍了古村落的每一寸土地。

古镇的街道，是由两边的商铺夹着一条只有丈把宽的所谓“南北大街”，勉
强能够并排通过两驾马车，“大道”中间通常有两条沟壕似的车辙，干天干路尘
土飞扬，一旦遇雨满街泥浆，那时候穿不起胶鞋，大多数人都是穿着“泥屐”，我
辈童儿基本都是春、夏、秋三季光着脚丫，冬天穿上烂棉鞋踏雪。直到四清运
动，镇上通公共汽车，街道就由丈把宽扩展到两丈多，料壃路基，河沙铺面，镇
上总算有了“大马路”，上世纪末也有过升级改造，可惜“升级改造”后的所谓

“柏油路”“水泥路”，堪比镇西边的沙河河床，穿镇而过的南北大道两端，各有
一个巨大的坑洼，遇上雨天，积水成湖，被村民们戏称为“南湖”“北湖”。

所幸，寇店镇又重新回归洛阳管辖，在镇政府关注下，省道规格的大道才替
代了“河滩路”，尤其是白书记到任后，加大了开发力度，镇区道路网格化，形成三
纵三横格局，我沿着寇准路，观览了沙河路、东林路、绿景路、古镇路、烟岭路、掘
丁路、创业路等，还游览了供村民们休闲的运动场和沙河公园、烟岭广场……

华灯初上，沙河公园休闲的人流如织，烟岭广场更是人头攒动，广场舞、
交际舞、戏曲票友沙龙……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的群众，东到缑氏、西到李村、
南过伊川，偃师市区的票友和剧团演员也来助兴，连洛阳市瀍河区唐寺门的
一家车行也在这里摆开了展销轿车的夜市……

盛世繁华真的成了历史繁华的“再现”。

盛世繁华 □ 独乐散人

学生庄严宣誓学生庄严宣誓

才艺表演才艺表演话剧话剧《《缅怀伟人精神缅怀伟人精神》》领取任命证书领取任命证书

我的伊滨我的家我的伊滨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