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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亲亲的的小小满满
□冉庆亮

初夏里，我抱恙在家静养，
一家人围着我转。那天父亲从老
家赶来，说你恢复得蛮好嘛，换
换环境更好，跟我回老家看小满
吧！眼瞅着八十多岁的老父亲，
我禁不住泪眼盈盈。

天气晴好，车轮“沙沙”，暖
风扬起热烈，鸟儿盘旋着欢歌，
路旁蓊郁的杨叶“哗哗”鼓掌，让
我久抑的心情开朗了许多，心田
便疯长起眼前节气般的小满。

立夏一松开谷雨的衣襟，便高
调上任，烧热空气，雷鸣闪电，舞动
着雨鞭，把个大地抽得生机盎然。
它似乎懂得人间大爱，交予自己衍
生出的小满传承。“青出于蓝胜于
蓝”，小满更“辣害”，正倾全部心
血，魔术般将一望无垠的小麦涂
黄。

农谚说：“小满割不得，芒种
割不及”，一进入小满，大家就开
始做收割准备。这时，父亲禁了

声将镰刀往地上一剁，小心翼翼
地游进茫茫麦海，右手扑下滚滚
麦浪，撮了个麦穗，合掌推磨，继
而颌首吹出麦芒，送入嘴里嚼
着，满脸就绽开欢腾的浪花了。
我的思绪却飞向了儿时的小满。

被浓浓麦香陶醉了的父亲，匆
匆走进老麦场，除去杂草，犁松场
土，漫撒一层麦草，泼湿，牵着拉碌
碡的牲口围场旋转，一遍一遍轧
实。晚上就“嚯嚯”地磨镰，掂起一
看，指肚一划，一把把的铮亮锋快。
夜里，父亲激动地在床上烙着“烧
饼”，就像春节除夕抢年似的，披星
戴月，带全家人扑进了小麦的海
洋。大家叉腿弯腰，右手握镰柄尾
端，镰刃往前一圈，左手将一大把
麦棵顺势夹起，“嚓嚓唰唰”，边割
边挎把子，当割上几大步远，左胳
膊就爬上了一条厚重齐肩的银帘，
接着“唰”一下放于脚下，再割，不
大会儿功夫，茫茫麦海涛声消失
了，刹那间长出了星罗棋布的“小
岛”。

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座座麦
子的“岛屿”飞进了麦场，接着就
摊成一张厚厚的金黄大饼。阳光
照耀，大饼澎湃着，父母不住地
翻晒，“五岭逶迤腾细浪”，麦棵
们瞪眼爆裂喊着“轧轧，轧轧”，
于是，大饼上就响起“吱扭吱扭”

“唰唰”轧麦脱粒的碌碡声。除去
麦草始成金。一家人齐动手，除
草堆粒，父亲就借风扬场，使糠
麦分离。不大会儿场中央便凸现
起金色的“长白山”，父亲似乎没
看够扬中麦粒饱满的风姿，放下
簸萁，又从“山”上抓起一把麦粒
扬起来，麦场上也飞扬起他恣意
的“呵呵”的笑声。

“歇歇挖吧，别累着。”父亲的
关切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他
说，书上说“小满之日苦菜秀”。小
满时节，满坡遍地到处是苦菜子，
肥肥硕硕蓬蓬勃勃，喜煞个人。

苦菜又称苦苣菜，李时珍唤
作“天香草”，是民间小满时节吃
得最多的野菜。民间自古就有小

满食苦菜的习俗，《诗经》记载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明代还
将其列为救荒食品。此刻，或许
父亲想起了早年的小满，眼圈儿
有些微微发红。这勾起了我对小
时候吃苦菜的回忆。

那时物质贫乏，小满正是春
夏青黄不接的时日，没了粮食，
父母就去地里挖苦菜，没油，只
放点盐，白水里煮，上顿下顿连
着吃，常常呕吐拉肚子。父亲看
着心痛得直流泪。刚进小满，他
就到自留地的麦垄上来回转悠，
是想割块麦子轧轧给我们下碗
清汤面。可是看着麦子青嘘嘘
的，怎么也不忍下手。“只好再吃
苦菜了”。他挎着半筐子苦菜走
回家。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又去
了麦地，走来转去狠了狠心割下
了几个麦个子，母亲搁簸萁上搓
了又搓，才搓出一斤九两麦粒，
撒碾盘上轧轧，没干透，结果都
成了小饼子。母亲就做了一锅麦
糁粥，一家人呼呼啦啦吃了个水

饱。那时，我也就六七岁，吃完了
还把碗舔了一遍。虽不是什么好
吃的，可恢复了多日不见的欢
跳。下一顿，又是苦菜汤。

时下条件好了，苦菜成了调
剂生活的上品美味，父亲会变着
法地让大家的舌尖儿“小满”，清
炒、凉拌、炒肉、腌制、做汤、做
馅，酸甜苦辣咸……无论咋做都
色香味俱佳，爱不释口。父亲还
将小满时节采的苦菜晒干，用袋
包装储存起来，日后冲泡饮用。
那可是去火健身的上品啊！

“咱的麦子也熟了，回去收
拾麦场呀！”父亲抢过我的菜篮
子，乐颠儿颠儿地往家赶。呵呵
呵，这哪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耄耋
老人哟！

父亲说，一年节气里没有大
满、满满、只有小满。小满最好，
好在人生态度。古语说，“谦受
益，满招损”，但这里的“满”是骄
傲自满，是“大满”。人生，还是

“小满”好。

每个人都有美丽的青春，青
春是什么呢？有人说，青春是靓丽
的容颜，是成长的快乐，可是我
说，青春是辛勤的耕耘，是燃烧的
激情，是勇敢的奋发，是平凡中闪
耀的光华。它用微笑面对前进道
路上的一切困惑和迷茫，坎坷风
雨中，它焕发着别样的风采。我愿
将我最美丽的年华，献给我所挚
爱的治黄事业。

前几天，我的同事们问我，什
么是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说老实
话，我还真的很难全面准确诠释
它，我只知道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它不是空洞的理论，不是响亮的
口号，他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
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一大法定，
它是指引我们不断开创新事业新
局面的一盏明灯。当我们在汛期
防汛时，当我们在冬季防凌时，当
我们在堤防巡查时，当我们用自
己的言行诠释一个治黄神圣使命
的时候，我愿以自己的绵薄之力
做出最佳的成绩，实现我的人生
价值。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治
黄事业，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从身边力所能及的点滴小事
做起，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小
草虽小，却为充实辽阔的草原的
郁郁葱葱而骄傲，小我虽小，更为
成为伟大的治黄事业的一员而自
豪，拧在一起，我们就是一束火
绳，聚在一起，我们就是整个星
空，随着时间的流逝，稚嫩的我在
治黄队伍中日益成熟，用我的热
情，用一颗执著的心去治理保护
我们的母亲河，我愿意把我的青
春献给黄河。

(济阳黄河河务局 吴兴舟)

把青春献给黄河

□朱凌

六月，毕业的季节，从小到
大，我们经历过多少个六月？又
有几个六月，是在与我们同窗
几年的同学道别呢？这些天，不
知怎的，竟总是会想起读书时
的情形，想起当年毕业时的点
点滴滴。

那时我所读的是一所普通
的中专，三年的专业学习，让我
们都拥有了一技之长。六月，有
着阳光的日子，当老师在一次
班会上对我们说，再有一周就
毕业了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
似乎都有些不太好受。

同窗三年，三年的同学感
情，不算深也不算浅。想着三年
间所经历的一切，让人有种做
梦的感觉，时间飞快，还想着刚
进校时的模样，怎就一下子毕
业了呢？离开的那天，在食堂里
全班同学一起吃了一顿饭，那
顿饭吃得百感交集，想着这一
别，便是各奔东西，今后再见，
早已不再是当初那番情景。

操场上最后一次集体照，
在老师的一声令下，大家口中
喊着：“茄子。”青春被定格在相
纸上，就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
了。学生时代从这一次分别后，
便结束了，从此大家便奔赴不

同的工作岗位。
我楼下便是一所小学，每

年六月，我都能见到这样的场
景：毕业班的学生聚在一起，留
影，留联系方式，在同学录上写
下祝福的话语。看着这些孩子，
总是会让我想起自己的学生时
代。

今年女儿三年的幼儿园生
活算是结束了，老师在班里举
行了一个毕业典礼，说到动情
处，老师落泪了，台下的家长更
是落泪了。人生第一个学习时
期，或许他们并不懂得同学之
间的感情，但是女儿曾对我说
过，她舍不得欣怡，她说毕业后

再也见不到她了。
拍集体照的那天，所有的

孩子和家长全都到场，拍完后，
大家在操场尽情地玩着打水仗
的游戏。终于要分开了，女儿依
依不舍地与她的小伙伴告别，
那一刻，我的泪水也忍不住溢
出。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会在
不同的校园，不同的地点上演
着分离的场景。每个人或许就
是在不断的告别与重逢中慢慢
地走向成熟，每个人注定都要
经历这所谓的悲欢离合，因为，
经历了这些，才算是拥有过完
整的人生。

青青春春被被定定格格在在相相纸纸上上

□刘刚

回想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
时的情景，依然心潮澎湃，亢奋
不已。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十
年过去，那场经历弥足珍贵，永
存心底，经久难忘。当时许多人
说，高考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
点，胜败沉浮就此一搏。而班主
任告诉我们，不要过度忧虑，要
轻松面对，即使金榜无题名，也
有出人头地时。

班主任的话不无道理，同
学们渐渐卸下思想包袱，可学

习与锻炼丝毫没有放松。一面
提升成绩，一面强身健体，只有
这样才能确保高考期间少生意
外。同学们自发成立了几个“高
考攻坚组”，班干部分当小组组
长，制定了学习目标、模拟试
题、锻炼项目和作息时间。此方
案实施不久，平日里贪玩的同
学就变得规矩了，喜欢熬夜的
同学也按点睡觉了，不怎么合
群的同学也能相处一起了……
转瞬之间，感觉大家的距离拉
近了许多。在教室里学习的情
景，在宿舍里研讨的情景，在操

场上运动的情景，在走廊外思
考的情景，汇聚成一幅美丽的
风景，我将这一幕幕温情全都
定格在记忆里，珍存心底。

犹记得进入考场后的我，虽
说不紧张，可也无法放松身心，
一科考完，汗湿衣衫。午餐时，与
同学们聊起，彼此安抚，相互鼓
励，那情那景，甚是感人；犹记得
放榜那天，当看到自己的分数已
上本科线后，从学校回家的路
上，如范进中举般情不自己，又
蹦又唱，难以抑制；犹记得爸妈
张罗一大桌菜肴，招待前来祝贺

我的亲朋好友时，那满屋笑声随
空气弥漫开来，仿佛要将我高考
题名的喜讯传至九霄云外，欲让
神人皆知。

其实，多年过后，高考各科
的分数早已模糊。当我重回旧
居，坐在曾经苦读的书桌前，翻
开那本泛黄的同学录时，蹿上
脑海的是当年寒窗下同学们的
音容笑貌，那才叫一个清晰。一
幕幕温馨的记忆碎片，瞬间把
我拉回到当年厉兵秣马、冲刺
高考的激情岁月，那抹风景，永
不褪色，亮丽一生。

高高考考是是一一种种记记忆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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