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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天万类竞飞扬
□韩簌簌（壹点号：韩簌簌）

沿着地球，这蓝绿色星球的
发际线，鸟儿们正精灵般地在云
雾之间穿行。偶尔，它们与河流
山川靠得那么近。每一只候鸟头
脑里都有一盏航标灯，引导着它
们去兑现心底的那个承诺，对回
归的承诺。

如果此刻从空中俯瞰，下面
的三角洲上大片新淤地宛若巨
幅的水粉画，浑黄的河水与瓦蓝
的海面交接处，黄色的扇面肆意
地铺展开去，一条大河为碧蓝色
的大海安装上了一柄颜色突兀
的把手。碧波黄流，泾渭分明，如
势不两立又不得不彼此相依存
的欢喜冤家——— 这是它们梦中
温习了多少遍的场景！

一个声音说：到了，到了！它
们一个俯身扑向视为故土的那
片久违了的土地与河流。

在渤海之滨，这条河就叫黄
河；这片令它们随时牵系的土
地，就是黄河入海口；这个活力
四射的城市，就是东营。

这是鲁东北平原上的一片
新生土地。黄河携黄土高原的泥
沙滚滚而来，硬生生地把一个小
渔村冲刷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海
滨城市，并让人们开始重新关注
这片退海之地上丰饶的矿藏和
奇异的动植物群落。

就这样，一条大河给还算丰
满的东营拦腰系上了一根黄色
飘带，在左冲右突之后，在黄与
蓝的碰撞之后，它终于完成了一
个关于海洋的梦。

这会儿您终于知道了，这是
一个关于搬迁和挪移的故事。

那些精灵终于飞累了。在浩
瀚天宇展开或宽阔或灵动的羽
翼，又在三角洲放下身段，收紧
翅膀于水草丰美的河道两旁，加
入这集体舞蹈，这母亲河与大海
对接的合唱。

从此，黄河三角洲大地上，
多了一群灵异的物种。森林、草
甸、芦苇、水域、滩涂，都留下了
它们的足迹。在河流，在湿地，在
旷野，开始了它们或长或短的栖
息生涯。

在城市，每一对趋向唯美的
翅膀，都无法逃离钢筋水泥的冰
冷。这个星球几乎到处都有被人
类的不负责任所造成的灾难。河
流，也难逃此劫。但勤谨的东营
人给万亩荒滩补水，让保护区长

出新皮肤；用疏浚与连通，让整
个三角洲淤堵消散。从此，这里
由候鸟的换乘基地，变成留鸟的
常驻家园。

这是只什么鸟？优雅的足
尖，总是以芭蕾的斜十字状站
立。清虬的足踝慢慢地上升，抽
起；切一个绝妙的短舞步，再延
伸，拉长，另一只脚尖上，已经力
拔千钧。

它们就是鹤吗？你看它们高
抬的脖颈，透着高贵与不屑；“红
顶”的冠冕，飘逸的体态轻盈起
落于湿地苇海。丹顶鹤历来是鸟
中的公主。短短的百褶裙旋出轻
捷的踢踏舞步，高抬腿轻落脚，
一个漂亮的投放，优雅尽显。

黑天鹅该是鸟类中的骑士
了。在整个鸟群里，它绝对不是
战争贩子，原产澳洲的它们生来
就潇洒随意。无情未必真豪杰，
余晖下这一对情侣漫步河边，当
然它们丝毫也没放松警惕：看到
翅膀上的白色横斑了吗？这是腰
刀呢。佩刀的侠客历来就不会大
意。

雁群，有一批已经驻扎下来
了。抿一口牛乳加咖啡的黄河
水，找一汪清流好好洗去一路的
劳顿；再寻一片浅滩，用铁钩银
画，细细勾勒点染一幅倾心的油
画。它们是适合滑翔的，两支桨
一前一后，自在当行。它们引领、
呼唤、倾听，它们列队、高歌、寻
找。其实它们真正的姿态是飞，
它们会自遮天蔽日的草丛或群
集的水上冲向高高的天宇。

看啊，大雁们把腰插的两把
大蒲扇打开了，扇柄挥起来了：
眼看东风要来了！扇吧扇吧，万
类霜天竞飞扬，整个天宇全似被
你掌控：鼓翼声、呐喊声在旷野
上久久回荡。又一个万物催生的
季节来临，桃花们试探着洇开了
大片的红晕，柳枝敛着嘴吐出黄
绿的小舌。在蓊郁的三角洲，它
们正和我们一样，等待阳光，等
待花香。

远处，巍峨的井架立在霞光
里，大河的三角洲在黄昏里一片
安详。一个新的黎明正在默默积
蓄力量，准备迎接新一轮喷薄的
日出，等待一段全新的混响。

（本文作者为教师，中国作
协会员，中国楹联协会会员，鲁
迅文学院山东作家班学员，山东
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东营市作
协副主席）

一座叫凤凰的城

□孟宪议（壹点号：一粒微尘)

行走在一座城市的街头，常常觅得它的一些
动人之处，如茶馆之于成都，花开之于杭州，山水
之于重庆……东营，萋萋之洲，古老而又年轻，通
俗而又摩登，多彩而又包容……

在我眼中，东营，就是一座青青色彩之城。青
色，源于黄色和蓝色的交融。青色，是东营厚重的
城市底色。

东营的黄色，自是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自是那“九曲黄河万里沙”。东营的
蓝色，是那蔚蓝空灵的渤海湾。

黄河蓝海在此碰撞，融合，相拥，从火与光的
撞击，到动与静的相争，至泾与渭的分明。“黄蓝交
汇”，自然奇观，一线双色通天地。于是，天地之间
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 青色葱茏的黄河三角
洲。

黄河三角洲的青色是天空飞翔的仙鹤，水中
游动的青虾，风吹的青纱幕帐，茫茫无际的大豆燕
麦，是一望无垠的青青苜蓿草……

你可静坐于一棵青绿色的怪柳树下，看青青
芦苇浩荡，风吹如涌动的海浪；你可长坐于滩涂水
边，看东方白鹳、黑嘴鸥飞旋蓝天，看高贵的白天
鹅亭亭玉立，翩翩起舞，引颈高歌。你可泛舟揽翠
湖，波光粼粼，如划动于一湾翡翠之中，蓝天，绿
树，芳草，微风。揽翠湖，可比“水光潋滟晴方好”的
杭州“西子”，伊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东营“美女
湖”。

放眼远方，田畦相望，阡陌纵横，绿水蓝天，百
舸争流，东营不仅有“只此青绿”的千里江山美景，
更是“奋楫者先”的起航之港。

东营之青，也许是它年轻的城市年龄吧！建市
仅四十年的东营，是共和国年轻的城。弹指一挥
间，四十岁的光阴，只是一小段青葱的岁月。

从唐王挥旗扎营的一片荒滩，一个小村庄，一
个小镇，一座小城，到逐渐成长成街市纵横、楼宇
林立的繁华之城，从古老的历史穿越了千年光阴，

从生涩懵懂到一步步成熟，历经风雨，跌宕起伏，
是否还记得那西城的济南路、少年宫、万达城？那
东城的金水桥、金融港、光谷未来城？

第一艘轮船靠岸，第一架飞机腾空，第一条高
速公路贯通，第一口油井喷发，第一架抽油机转
动……历史的行进需一步一个脚印，时光的留痕
需一分一秒烙刻。而一个城市的“蝶变”，往往在一
瞬间，在一个华丽的转身后。

当你站在黄河入海口，远望滩涂之地正在一
寸寸、一尺尺、一米米生长，每时每刻，不停不息。
黄河三角洲，望河而生，向海而成，生机勃勃，日日
新兴！

青色，也是东营城市文化的底蕴之色。东营有
它独特的、亮丽的地方性格。像它的吕剧文化一样
源远流长。

山东吕剧，扬琴和弦，抑扬顿挫，大俗大雅，风
靡四方。从《王小赶脚》的“驴戏”到坠琴伴奏、上下
捋动的“捋戏”，到街坊邻里、户户吟唱的“闾戏”，
至《吕洞宾打药》中的“吕戏”，历经岁月磨炼，终成
一方悠久文化：吕剧。吕剧中的青衣名角儿，水袖
善舞，唱腔甜润，字正腔圆，身段柔美，灵活俊俏，
如风摆杨柳，雨打荷花……

犹记得小时候，每年村子里三月三赶庙会，戏
台上的青衣角儿唱念做打，柔情似水，面若桃花，
一颦一笑，如勾魂儿的孤仙，如月中的嫦娥，多少
小青年为之迷惑倾倒，多少大姑娘羡慕至极，视跻
身“吕戏团”为终生梦想。乡野街市，花前月下，船
头岸边，田间地头，在风中，在雨中，在雪中，《小姑
贤》《李二嫂改嫁》《姊妹易嫁》《王汉喜借年》《墙头
记》《钗头凤》《借亲》的曲调或悠扬，或飘逸，或婉
转，或悲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王大保喝
醉了酒……大雪纷纷，年来到……”朗朗上口，耳
熟能详。山东吕剧，闪闪发光的齐鲁文化的金色名
片。

青青东营，东方之色，东方之营。根扎黄河，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

（本文作者为文字爱好者）

□鲁北(壹点号：鲁北)

利津县城叫凤凰城。有关凤凰城名称的由
来，民间有多种传说。一说，利津古高地，曾有凤
凰栖息，利津县城建在高地上，故称凤凰城。二
说，利津老县城的造型像凤凰，头在东关，尾在西
门，西门的官道一分为三，恰似凤凰尾部的三只
长翎，南门和北门的瓮城像是翅膀。另一说是，相
传明朝时期，县城内建有“栖凤坊”“孤凤鸣阳”等
牌坊，因此后人称县城为凤凰城。不论哪种说法，
都是表达人们的一种愿望，“凤凰来仪”自古被视
为大祥瑞，借喻凤凰吉祥之意，寄托美好憧憬，大
概是其初衷吧。

金代明昌三年，升永利镇为县，因邑有东津码
头，故称“利津”。利津县位于山东省东北部，有河有
海，海河交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海，叫渤海，境内
海岸线59公里。河，叫黄河，途经利津74公里。

利津人口不多，面积也不大。一轮太阳，一弯
月亮，一条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
列盆地自西向东在这里入海的滔滔大河，是利津
的全部家当。

我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偏远的乡村，小村的名
字叫后墩。这个村，距离小镇20里，距离县城100
里。我从小就怀揣梦想，期盼有朝一日到城里去
生活。我心中的城，不是北上，也不是广深，就是
县城。

县城是独特的，它近连乡村，远接都市，既有
乡村的宁静，又有城市的喧嚣。县城是我灵魂的
栖息地，精神的家园。那些年，我一边在乡村小学
默默教书，一边为进城做准备。在乡村小学任教
十年之后，我考取了东营师范学校，这为我的梦
想点亮了灯塔，开启了航线。

1995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顶着一头高
粱花子，进了城，到县级机关当了秘书。当时的小
城，是个弹丸之地，东西长不过三四里，南北宽也
就二三里，说县城“一条街道一盏灯，一个喇叭全
城听”不为过。小城之小，可想而知。西关桥是县
城的分界岭，东边是老城区，西边是新城区。老城
区内，一排排平房，低矮破旧，新城区里，几座大

楼，淡若星辰。坐落在利二路和津二路交叉口的
一座高八层的农业银行大楼，是县城的标志性建
筑物。大楼楼顶上的时钟，整点报时，报时声响彻
整个县城。

我进城不久，单位的宿舍楼建起来了，县法
院的办公楼建起来了，县医院的门诊大楼也建起
来了……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气
派，一座比一座宏伟。我居住的小区叫虹桥小区，
与凤凰广场一路之隔。凤凰广场位于县城中心，
是一座集文化娱乐、绿化休闲为一体，兼有市政
和娱乐两大功能的现代化广场，体现着小城历史
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偶有文朋诗友造访，推杯换
盏之后，乘着雅兴在凤凰广场漫步，我骄傲地对
他们讲，凤凰广场是我家的后花园。

县城是一座生长的城。我在县城生活了近三
十年，目睹了它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之东津渡，
一条马路贯穿东西；今朝之凤凰城，几多道路纵
横交错。在凤凰城，东西向的路为“利几路”，南北
向的路为“津几路”，合而为利津。从南到北，由利
一路到了利十二路，从东到西，由津一路到了津
八路。县城面积也由过去的2 . 43平方千米扩展到
现在的49 . 48平方千米。

利十二路、津八路，绝不是最后的道路，还将
有很多的道路四通八达，联通外面的世界。荣乌、
疏港、东吕3条高速与德大、黄大、疏港3条铁路在
此交汇，未来还有京沪高铁二线、滨潍高铁途经
这里，距东营胜利机场、东营港1小时车程，与北
京、济南、青岛实现了2小时经济圈。

凤凰城，是一座未来之城。凤凰城内，高楼林
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风景如画。道路两旁，冬
青葱茏，梧桐矗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熠熠生
辉，真可谓人间天堂。几年间，凤凰广场、东津生
态园、翠园湖、晓月湖、凤栖园等公园，相继建成，
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场所。凤凰城，已是
黄河尾闾的一座魅力之城。

利津，昔日之东津渡，今朝之凤凰城，是一首
诗，是一首歌，是一幅画，是一颗华丽的纽扣，别
在黄河入海口的衣襟上。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青青东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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