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有百花秋有月

养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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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庆祥

济南的夏天就像一个冒失
的孩子，春天到来不久，人们还
没有来得及展示几件优雅的春
装，夏天就闯进门来，三十多摄
氏度的气温酷热难耐，去哪儿
消夏呢？久居济南，且离百花公
园较近，一到夏天我最喜欢到
这里避暑乘凉。

百花公园建成于1989年，总
面积约300亩，以植物花卉景观
和喷泉为特色，2010年的国庆
节，经过整修的百花公园成为
开放式公园。公园东临二环东
路，西依闵子骞路，交通便利，
可供选择的公交线路四通八
达；百花公园的绿化很好，园区
边缘密植树形高大、树冠浓密
的白杨，把外边的城市建筑屏
蔽起来，形成城中“绿岛”。公园
内，一条塑胶跑道环绕园区，串
起错落有致的山水亭池及丛林

湿地，跑道两侧的雪松、法桐、
玉兰以及大叶女贞这些高大的
乔木布局紧凑，绿荫成片。

公园东北面，是孩子们的
世界，几只长尾巴喜鹊，旁若无
人地飞到孩子们身边啄食撒在
地上的“美味”。在这个大型儿
童游乐场，大树如伞盖，清风习
习来，宝宝们荡船、打滑梯、转
迷宫、堆沙子，真是乐而忘返。
北侧长廊，是京剧票友们的乐
园，京胡伴奏余音绕梁，一段段
青衣或花旦唱腔，有板有眼。

公园中部的牡丹山，耸立着
牡丹仙子洁白的塑像，山对面的
喷泉广场东高西低，泉池错落，
音乐响起，喷泉组合成芙蓉出
水、山花烂漫、万马奔腾、霓裳羽
衣、古琴奏乐等形态各异的水
形，展现百花齐放的动感效果，
成为游人的清凉世界。一年四
季，这里还是固定的舞场，不少
舞伴跳出专业水平，有的一袭长

裙舞姿翩翩。
穿过一段夹道的梅林，又见

石榴园，绿树滴翠，花儿火红，禁
不住驻足侧目。公园西北侧，以
芦湾水面为主景，池畔建有芦花
亭，池岸植芦竹，还有一组“稚子
问孝”的铜雕，两个小童子向一
长髯学者发问，造型生动逼真，
意在演绎那段“鞭打芦花”的传
说故事。公园西门是仿古建筑，
与其北侧的闵子骞墓建筑比肩
而立，朱红的抱柱，赭色的大门。

因为天天游园，每每会在固
定的场所见到固定的形象：有的
每日背靠大树，旁若无人地拉着
京胡、吹着笛子；有的凝神画板，
仔细写生；有位病号，在环形路
上一步一崴地步行，脖子上挂着
的音响还放着乐曲，每次相视，
我都要投去敬佩的目光。漫步林
间，或驻足亭榭，或攀越丘壑，不
仅体会到曲径通幽的意境，还会
看到抖空竹、踢毽子、柔力球等

高手们的精彩表演。
记得梁实秋手书的无门和

尚四句偈语：“春有百花秋有
月，夏有清风冬有雪，若无闲事
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每
次游园，这四句诗就自然涌上
心头，于是，忍不住在公园留言
簿赠言：“春有百花秋有月，夏
有清风冬有雪，心系市民办园
林，天天都是好时节。”

不少人曾为趵突泉、千佛
山写下洋洋洒洒的妙文佳作，
可对百花公园却鲜见介绍。诚
然，百花公园没有趵突泉千年
的文化底蕴，也没有千佛山庙
观盘郁的四方香火，但它是喧
哗市区的清静地，是市民的休
闲区，是孩子们的游乐场，还是
我们市区的一叶肺，过滤着满
街的尘埃。来吧，朋友们！在工
作之余，在每个节假日，脱开手
头的琐事，放下心头的“闲事”，
在百花公园相会，不见不散。

隔 张皓新

我认识养蜂人，是去年夏
天。我散步到甸柳五区的街口
上，忽然听到路旁，一位老年人
正和卖蜂蜜的中年妇女争吵。
只见那位农村打扮的妇女指着
纸箱里的蜂蜜说：“老同志，你
可以不要，但不能随便说俺这
蜂蜜是假的……”那位老者却
以很坚定的口吻说：“你的蜂蜜
肯定不是真的，真蜂蜜我认识，
不是这个颜色。要不，咱就到工
商所检验检验。”听到这里，卖
蜂蜜的妇女二话没说，抱起蜂
蜜瓶说：“走！咱到工商所，让他
们验验，究竟是真是假！”

不一会儿，远去的女人脸
上挂笑地折了回来。人们想听
结果，中年女人笑着说：“开始，
老人还跟着俺，可拐弯到人多
的地方，就不见人影了。”看得
出，这是一位欢快实在的农村
养蜂女人。她说自己是历城区
彩石镇玉龙村人，让大家抽空
到她家的养蜂厂看看。

夏末秋初的一天，我和孩
子们一起来到玉龙村，找到了
这户养蜂人家。他们正在养蜂
场忙着割蜜。看见我们来了，很
是高兴，他们摘下防蜂罩，领我
们到了加工蜂蜜的房子里，说
起了养蜂的全过程。

男主人叫贾天吉，从18岁
开始养蜂，已经有快40年的养
蜂历史了。说起养蜂，他说：

“我18岁那年，在生产队果园
里干活。那里有一片山梁，很
多蜜蜂来来往往，向山梁飞
去。我好奇地仔细观望，发现
在山梁的石缝里，有一窝黑压
压的蜜蜂。村里过去养蜂的老
人叫我快把那窝蜂子收回家，
并给了我过去养蜂的蜂箱，还
教我用白糖做引子，把蜂子收
在蜂箱里。我按照老人的指
点，第二天就把那窝蜜蜂收回
家养了起来。”

虽然把蜜蜂收回了家，可
怎么养好蜂，年轻的贾天吉却
两眼一抹黑。头几天，他几乎
天天找老人请教。可老人养蜂
也是早些年的事了，对养蜂的
细枝末节也难以说清道明。为
了养好得来不易的这窝野蜂，
他跑了济南的几个书店，终于
买到了一本关于养蜂的书。贾
天吉像得了宝贝似的，一有空
就仔细阅读书本上养蜂的知
识。从蜜蜂的生理到蜜蜂的发
育繁殖；从蜜蜂生活条件到群
蜂的食用饲养；从蜜蜂的初春
采蜜到一年四季的管理，他都
牢记在心一一实践。

养蜂遇到的第一道难题，
就是群蜂的自然分蜂。第二年
开春，他发现母蜂产卵很多，
许多无事可做的青、幼蜂数量
愈来愈多，都聚集在蜂箱内外
空旷的地方，这就需要及时分
蜂。在第一分蜂群飞出以后，
留在巢内的蜜蜂，能够使原蜂
逐渐恢复群势，组建新的家
族。从此以后，贾天吉逐渐掌
握了蜂群的自然分蜂。从野外
收回家养的第一窝蜂起，贾天
吉到现在已分成和养育了100

多箱蜜蜂。
养蜂是项艰苦劳累的工

作。由于周围村庄没有充足的
花期资源，花期不光少而且花
的品种也单调。为了让蜜蜂酿
出更多蜜来，在漫长的岁月里，
贾天吉一家人经受过无数风
雨雷电的侵扰和露宿山野的
辛苦。天天与勤苦的蜜蜂打交
道的贾天吉和李爱芳夫妻两
人，深知蜜蜂为采蜜所经受的
艰难，从蜜蜂身上他们也学到
了诚实为人、劳动致富的高尚
品德。因此三十多年来，不管市
场上蜜蜂产品如何更新，他们
始终坚守自己对蜂蜜产品的高
质量严要求。

国槐与苦楝
□ 李忠新

近日，到几所学校去调研
校园环境改善提升工程，被两
种树深深吸引：一种是国槐，一
种是苦楝。章丘一中的那株堪
称古木的苦楝，历经沧桑、枝干
遒劲，阅尽人间春色，写满了教
育的发展与变迁。章丘七中有
一片国槐林和苦楝林，尽管栽
植没几年，却棵棵健壮，叶茂根
深，充满了勃勃生机。

多好的树，多好的名字！它
们好像天生就为校园而生。国槐
和苦楝，形貌相似，有诸多共性。
它们都是普通的树，对自然条件
和土壤质地要求不高，房前屋
后，山冈堰边，到处可为家。它们

有质朴的外表，开质朴的花，结
质朴的果，是平凡而泼辣的树。
但是它们又不平凡，馥郁葳蕤、
绿意盎然，是极好的景观树，木
质坚硬，挺拔高大，可以做栋梁
材，更寄予了人们无尽的美好愿
望和人文情怀。这多像我们的师
生、我们的教育，普通平凡而又
崇高伟大，肩负国家民族振兴的
责任，是最大的民生。

国槐和苦楝是教育的树。
记得去年，道通实验学校正

在建设之中，我就提出种一些国
槐与苦楝，并解读了其中的寓意。

“国槐”，取“胸怀祖国”之意，这是
个人实现社会价值的至高追求。

“雄鹰展翅冲霄汉，家雀蜷身恋屋
檐”，胸怀家国天下的大志并为之

不懈奋斗，为国家民族作出应有
的贡献，这应该成为每个有志学
子的崇高理想，也应该是学校教
育的核心价值导向。国槐米，芳
香淡雅，可做染料可为药材；国
槐木，可为梁为椽，甚至可为柴
生火。这不正是“天生我材必有
用”的人生信念吗？让学生以国
槐为师，学有所成，树立奉献祖国
和民族的壮志，教育就会实现“立
德”的目标。

苦楝，有“勤学苦练”之解，这
是实现大志向的法宝。勤学苦练
是校园生活的主旋律，是每个人
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宝剑锋从
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们
将求学经验凝练成脍炙人口的诗
句，谆谆告诫，正因为这是成功的

大道。苦楝皮可杀虫，启发我们通
过勤学苦练去除坏习惯，养成为
学敬业的好作风；苦楝叶可清热，
教给我们勤学苦练、扎实奉献、沉
心教学；苦楝子可止痛行气，告诫
我们只有勤学苦练才可医治愚
顽、洞明通达；苦楝花可止痒祛
湿，提醒我们修养身心、锤炼品
性。苦楝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多
少人生成长的深厚教益啊！

希望教育者在建设高雅校
园、生机校园、魅力校园过程中，
能将“树木”和“树人”紧密结合
起来，将更高尚、更丰富的环境
品格教化为人的高尚素养，让
每一名从校园树荫下走出的学
子都能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成
为栋梁，实现梦想。

文/画 张国华

胶济铁路德国高级员工公
寓建在胶济铁路南边不远处，
也就是原市政府东边路口的三
角地带——— 纬二路19号院。建
于1904年前后，正是这些西式建
筑群见证了济南的开埠。

纬二路是市区主干道，有不
少公交车经过这里，19号院就在
站牌旁边，院内原有六栋两层楼
房，分别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中间为一栋单层建筑与一喷水
池，院子方正。喷水池后来被拆
除，东面与南面各一座楼房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济南大纬二路道
路拓宽中拆除，院门改为向东，变
成了如今的三角形院落，现存四
栋楼与一栋单层建筑。坐落在院
中的单层建筑据老人说早年是公
共浴室，解放后作为食堂，后来就
成住宅了。虽是院中最小的建筑
但却很是精致，外墙皮的表面处
理运用了多种肌理效果。院内植
被很丰富，树木以粗大的法国梧
桐居多，石榴、香椿、臭椿、核桃、
榆树、冬青等间杂其中，地面布满
青苔。有着百年历史的19号院，虽
与交通繁忙的大纬二路毗邻但院
落里很安静，用“结庐在人境，而
无车马喧”来形容它，是我的真实
感受。

画中的这栋坐落在院子西
面朝东的小楼，保存相对完整，
画面左边这户是范大娘家，因
为没有装修，也是保持原貌比
较好的，据说多年前屋子还曾
借给剧组拍过电视剧。德国建
筑除了坚固还很重视舒适性，
设计理念讲究以人为本，两室
一厅全为木质地板，七十多平
米的面积竟有十个门、八扇窗

户！如果不是我亲自数了一遍，
真是难以置信，它们保证了极
佳的采光和通风，单门把手就
有三个品种，室内门为坚固精
密的铁质碰锁，黄铜材质的门
把像玉一般竟也都有了包浆，
幽光沉静，显露出一种温存的
旧气。三间屋每间屋角都有三
分之一的扇形壁炉暴露在外
面，恰好组成个圆形壁炉！楼梯

外置采用一梯两户的毗连式，
楼的南北两端均向外突出，突
出部分有两扇窗户。屋顶原来
的德式建筑惯用的牛舌瓦片在
后来的屋顶修葺中已换成国产
大红瓦。

这座百年建筑在悠悠的岁
月中迎来过不同的房客，尽管
残破，依旧静静屹立在那里，成
为商埠区曾经繁荣的见证。

纬二路上的洋公寓①

济南老商埠区——— 老济南城分为古城和商埠城，当时商埠城的大体范围是东起现在纬一路，西到大
槐树也就是纬十二路，南至今天的经七路西段，北到胶济铁路，见证了1904年开始济南近代史上第一
次的城市西迁，1905年11月，济南商埠筹办告竣，正式开设“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商埠类似于现在的“开
发区”，有电报局、邮局、银行、商号、戏院、公园等，哥特式、巴洛克、希腊式、罗马式等西洋建筑风格在这里
改良后中西合璧，与老城区的“小桥流水，湖光山色”的风貌迥然不同，如今依然能感受到旧商埠区的“洋
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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