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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恋家乡这片土
吴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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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草，温暖了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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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过去的那个凛冽的冬天，不
论寒风怎样的肆虐，不论阳光多么的黯
淡，无论没有星星的夜多么黑，我的心里
都藏着一棵草的暖。

老 家 的 后 院 ，有 一 片 闲 地 ，冬 季 之
外，是各种植物葱茏的秀场。进入冬季，
便不可避免的一片荒凉。在冬天来临之
前，那些绿莹莹的大白菜被母亲收拢在
一起，彼此拥抱着取暖；那些疯长的杂
草，瑟瑟着干黄的身子，缴械投降；那片
竹子在冷风的包围中，收敛了恣意绿的
亮，绿得有些干涩、有些暗淡。——它使
我明白，即使常青植株的坚强，在冬天里

也暴露了不可避免的胆怯。这是节令的
安排，也是对境遇的顺从，也是为了不把
最后的一点绿，一点生机，消弭在世间。

就在上次回家的时候，老爸拉着我
去后院，让我去参观厕所。厕所位于南
墙的里边，一个坑，抱着一个大瓮，上边
两块木板，就是简易的厕所。我莫名其
妙，老爸却让我仔细端详。端详的结果
依然是一无所获。老爸指给我，顺着他
的手指方向，我看到了那一棵绿草！

院里所有的草都在冬天沉睡了，只
有这一棵，看上去弱不禁风，随便的一阵
风就能连根拔起，却这么灿烂地笑着。
它的绿就是献给尘世的花，就是献给寒
冷周围的暖。

陪伴那棵绿色小草的，是我的父亲
母亲。他们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冰
天雪地的日子里，找到温暖，一如小草绽
放出绿色的叶片。他们就像围护那棵小
草的围墙，一层层把我包围，试图挡住所
有袭来的寒。

母亲在这个冬天里，冷落了电磁炉，
撇下了液化气，抱起秋天捡拾的那些干
柴，俯下身子，点燃大灶火，为全家蒸制
手工馒头。灶膛里噼噼啪啪地响声，烟

囱里冉冉升起的炊烟，尽管我远在千里
之外，仿佛清晰地看见，清楚地听见。那
丝丝袅袅的炊烟，是薄凉尘世里执着的
暖，是干瘪的冬天里母爱的丰满。母亲
是素朴的，就如冬天里竹子的绿，炊烟的
暖。

每次开饭时，母亲都会在嘴里念叨
老爸：“你在家享受哩，可儿子却吃不着
我们的饭。”母亲固执地认为，外边吃食
千般好，不如家里带着泥土味的鲜。老
爸为此承受了太多的埋怨，不知不觉间，
黑 黑 的 头 发 上 ，发 出 了 几 缕 白 发 的 轻
叹。老爸的白发，在冬天里刺疼了我的
双眼。

想起老爸指给我看小草的手指，应
该是一个点燃希望的火把吧。宛若憨厚
的隐喻，让我明白，什么时候都要坚信，
希望永在，什么时候都要相信，最小的努
力，胜过一大沓苟且和妥协，什么时候都
要坚持，把时间的流逝和温暖链接，才是
有价值的人生。

这个冬天，老爸就这样，把一棵草从
厕所的墙角，搬到了我的心里，渐长为我
的信念。多少时候想要放弃，多少时候
想要抱怨，多少时候想要妥协，这棵小草

倔强着，融进了我的血液，澎湃汹涌，令
我汗颜。

总得有一些不同，这个世界才姹紫
嫣红，总得有一些寒冷，这个世界才冰雪
晶莹，总得有一些吹彻，这个世界才风情
万种，总得有一些浓妆淡抹，这个世界才
日益丰盈，总得有一些玲珑欲滴，这个世
界才盛满感动。

这一棵小草，以它的固执、朴实、淡
雅，穿透我青春的皮肤，深深地扎进我的
脉络。父亲母亲就是一颗固执的小草，
以他们不计得失的爱，穿透世俗的风，在
凛冽中成为一抹薄薄的暖，在枯黄中呈
现绿色的梦。

春天来到的时候，我想远在家里的
小草，也如花儿般憔悴了吧。那是它的
疲惫，那是它对这个尘世最后的卸妆，只
怕它把坚强与希冀，一并传递给了脚下
的土地，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保定市公安局白沟分
局）

我是一棵小小草
生长在蔚县大南山脚下
我深深爱着
我的兄弟姐妹
我可爱的父老

我是一棵小小草
回到故乡温暖的怀抱
我愿用自己赤子的
每一分、每一秒
呵护故乡，伴他一起变老

我是一棵小小草
踏遍了故乡阡陌沟壕
故乡还很贫穷啊
我需要拼了自己的汗水
为了他越来越好

我是一棵小小草
平安、祥和的故乡
需要更加美丽富饶
我要和大家一起
一起迈向康庄大道！

曾经写过一首叫作《家乡》的
小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忘不了田
间那条路/忘不了乡下那间房/忘
不了村前炊烟袅/忘不了远方有爹
娘/有白发的地方/才有我生长的
土炕/有父母的地方/才是我落脚
的家乡/饮一瓢村头井中水/尝一
口囤里米粮香/老少爷们家常话/
倒一口土酒暖心房/儿行千里乡情
在/儿踏万水故土腔/高楼大厦千
万座/最温暖的是家乡。

说 起 家 乡 ，心 头 总 有 一 种 温
暖。儿时家乡的水井总是盛满了
甜蜜，儿时咿呀作响的石磨总是流
淌着快乐的歌声，田野里那满眼的
绿荡漾着希望，街巷里嬉戏的牛羊
洋溢着脉脉温情。回到家乡，抚摸
着村头斜躺在墙壁上的半截石槽，
仿佛又听到了鞋匠爷那欢快的笛
音，看到他那忙碌的身影。

这半截石槽的旧址，曾经是生
产队的牲口棚。在这两排土垒的
简 陋 房 屋 里 ，饲 养 着 十 几 头 牛 和
驴。鞋匠爷总会说，“这十几头宝
贝 ，是 咱 们 的 壮 劳 力 ，没 有 它 们 ，
咱 就 种 不 上 地 ，吃 不 上 粮 食 。”所
以，他看见这些“宝贝”，就像看见
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了疼爱。

鞋匠爷的主业是饲养员，因为

他 会 修 鞋 、钉 掌 ，大 家 都 叫 他“ 鞋
匠爷”。喂牲口是个操心的活儿，
他 整 天 的 铡 草 、捞 麦 糠 、轧 豆 饼 、
为牲口饮水，也没有个闲下来的时
候。有时候看他累地坐下来揉那
麻木的腿，可他始终呈现出来的是
满脸的笑容。到了掌灯时分，他会
把每一个槽头都倒上草料，看着牲
口们享受着美餐，他便提着马灯，
挂到床边的木柱子上，顺便在枕头
旁抽出那根乌黄油亮的竹笛，吹上
了那曲《小放牛》。那时候生活的
艰苦和工作的劳累似乎成了他们
生活的旋律，这旋律跳动着阳光的
音符和快乐的节拍。他们把对家
乡土地的热爱，播种在这旋律里，
生长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对待土地的感情，每个人的表
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像九成大爷，
作 为 一 个“ 庄 稼 把 式 ”，对 年 轻 人
总有很多的看不惯。其实他也不
是真的看不惯，而是怕他们不认真
学 习 庄 稼 活 ，而 丢 掉 了 手 中 的 饭
碗。记得有一次，他在打谷场上扬
麦子。木锨一抖，扬出去一条线，
撒 开 来 一 大 片 ，麦 糠 随 风 飘 了 出
去，籽粒干净地落了下来，不一会
儿，金黄的麦粒就鼓起一大堆。毕
竟是上了岁数，没有半个小时，老

人 头 上 就 冒 出 了
汗 水 。 这 时 一 位
年轻人说：“大爷，
我 替 替 你 。”他 接
过 大 爷 的 木 锨 ，随
风 扬 起 ，可 是 ，扬
出 去 一 堆 ，落 下 来
还 是 一 堆 ，弄 得 刚
刚 扬 净 的 麦 子 ，又
落 了 一 层 麦 糠 。
九 成 大 爷 一 边 喝
着 水 ，一 边 嘟 囔 着
说：“唉，我们死了
以 后 ，你 们 怎 么 吃
饭呀？”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庄稼把式
是神圣的，凡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庄稼活，一般人是不能染指的。像
犁 地 、耙 地 、播 种 等 等 这 些 细 活 ，
必须是由庄稼把式来干。记得每
一年收秋种麦的时候，那大片大片
的土地，都要由把式们来经营，所
以 时 间 跨 度 特 别 大 ，本 来 秋 分 种
麦 ，到 了 霜 降 还 有 不 少 土 地 在 播
种。那个时候，九成大爷作为我们
队 里“ 把 式 ”之 列 的 魁 首 ，脸 上 经
常挂满的都是自豪。他对年轻人
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对土
地深厚的感情，是年轻人难以理解
的。不过，接下来的变化，颠覆了
他惯有的生活方向，着实让他迷茫
了很久。

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
期的一个秋天，那些收割完的白地
到了开犁的时候了，九成大爷摩拳
擦掌准备好了犁具。可是，没过几
天，生产队买的小四轮拖拉机开来
了，说要用拖拉机来犁地。九成大
爷 满 脸 的 狐 疑 ，这 玩 意 儿 犁 地 行
吗？第二天，拖拉机突突突地进了
地，两片犁铧翻开了黄色的土地，
就像风吹浪卷一样，一会儿就犁开
了一大片。九成大爷站在地头，看
着眨眼之间翻开的土地，一脸的茫
然 。 随 后 ，大 队 28 马 力 的“ 东 方
红”也开来了，公社的“链轨车”也
开来了，真是眼花缭乱，那大片大
片的土地，一天之内就都变成了波
浪翻滚的土地的海洋。看着这眼
前的场景，庄稼把式们确实有不小
的 失 落 ，然 而 ，在 他 们 的 心 底 深
处，涌动的是欣喜和鼓舞。他们目
睹着乡村的巨变，播种机代替了木
耧，脱粒机代替了石磙，收割机代
替了镰刀，这回九成大爷可算是真
的 服 气 了 ，他 抓 起 一 把 地 头 的 泥
土 ，自 言 自 语 地 说 ，我 们 死 了 ，他
们会活得更好！

站在村头的土坎上，我的思绪

久久在过去的岁月里回荡，忽然，
一阵锣鼓把我惊醒，我顺着声音寻
去，在村西的一片空宅子上，一群
孩子围着锣鼓队在欢叫。敲鼓的
叫永太，和我同岁，是我儿时最要
好的玩伴。他那布满沧桑的脸黑
黝黝的，握着鼓槌的手粗拉拉的有
一层的老茧。他看见我过来了，脸
上洋溢着笑，“稀客呀，你咋来了，
我们练练锣鼓，晚上在广场上扭秧
歌呢，过来过来敲两下”。我也不
客气，拿过鼓槌，敲击着大鼓。我
一边打着鼓一边和他说着话：

“还去窑厂拉砖吗？”
“ 不 去 了 ，岁 数 大 了 ，那 活 太

吃力。”
“现在干什么呢？”
“忙那十几亩地，闲下来就去

建筑队干点零活。”
“生活还好吧？”
“日子好着呢，虽然赶不上你

们城里人，可我们不愁房子住，也
不 愁 吃 和 穿 ，什 么 时 候 都 能 喝 二
两 ，要 想 吃 饺 子 咱 回 家 马 上 就 能
包，哈哈……”

我被他的乐观情绪感染着，看
着他有点花白了的头发，看着他那
洋溢着笑容的憨厚的脸，我不由得
把老百姓的豪迈擂进这隆隆的鼓
声中……

脚下的这片泥土，养育了世世
代代的庄稼人。这片泥土也把质
朴和纯真赋予了这些老百姓。我
们的祖辈父辈，传承着珍爱土地的
依依情怀，也同样把这深深的爱，
融进了承载了他们希望和梦想的
黄土地！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星罗棋布的省城岗亭，
让每个交口拉紧天网。
电杆陪同你一起瞭望，
我的心与路更加舒畅。

不是点缀或摆放，
那根弦让你绷得很紧张。
整个城市都睡了，
唯有你与大地一起跳荡。

让我的眼看到你眼中的徜徉，
让我的手与你形成紧密联防。
什么时候你也有悠闲步伐？
什么时候你也能翩翩梦翔？

生 活 终 归 是 平 淡
的，就如泡一杯清茶，看
茶叶的叶片在水汽中缓
慢打开、舒展、袅娜。闻
一 下 茶 香 ，你 会 感 到 犹
如 亲 见 雨 后 初 晴 的 泥
土，因落过雨水，会飘出
一 股 润 湿 而 清 新 的 气
息。那气息清淡、婉转，
飘 入 鼻 中 ，令 人 心 旷 神
怡，如嗅到春天，有绿意
在 眼 前 绽 放 、延 展 、温
馨。

终 于 明 白 ，许 多 文
人墨客，即便一生清苦，
却爱茶不止的缘由。人
伴茶香，心绪空灵，如卸
下 凡 世 的 烟 尘 ，心 如 明
镜、淡泊恬静。

闻 好 茶 身 心 舒 畅 ，
品好茶如饮甘霖。轻呷
一口，置于口舌间，感受
着茶香于水中浸泡后的
淡 雅 ，在 唇 齿 间 一 点 一
点蔓延。这香味是一点
点 弹 跳 而 开 的 ，它 会 在
舌尖、口腔间发散、扩张
及至延伸，直达心肺、肚
腹，一股融融暖意，让人
心神皆醉。

记 得 一 本 书 中 提 到
郑板桥，说他一生清苦，
常 以 书 画 为 生 ，却 对 茶
情 有 独 钟 ，从 不 因 贫 苦
而怠慢了茶饮半分。清
雅 、清 贫 是 他 一 生 的 写
照；爱茶、善饮是他喜茶
的 格 调 。“ 茅 屋 一 间 ，新
篁数竿，雪白窗纸，微浸
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
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
一 张 宣 州 纸 ，几 笔 折 枝
花 。 朋 友 来 至 ，风 声 竹
响 ，愈 喧 愈 静 。”郑 板 桥
喜 欢 将 茶 饮 与 书 画 并
论，喧静之间，勾画绝美
意 境 ，饮 茶 的 境 界 与 书
画的境界从容、契合。

而 对 茶 嗜 好 成 痴 的
汪士慎，也是清苦之余，
不 忘 茶 香 。“ 高 斋 静 秋
宇 ，隔 院 来 幽 人 。 携 将
惠 泉 水 ，共 试 家 园 春 。
泠 泠 若 空 盎 ，瑟 瑟 浮 香

尘 。 一 盏 复 一 盏 ，飘 然
轻我身。”汪士慎一世清
贫 ，煮 茶 却 极 其 讲 究 。
用山泉、雪水（落在花枝
上 的 雪 收 集 在 瓮 中 备
用）、花 须 水（花 瓣 上 的
露水）煮茶，汪士慎对茶
之 一 事 的 喜 爱 ，由 此 可
见。

知茶、爱饮，即便清
贫 亦 不 能 移 ，这 是 一 个
人 的 一 种 风 貌 、品 格 。
茶香袅袅，香云缭绕，这
样 超 然 的 意 境 ，令 人 神
往 。 潇 洒 不 羁 ，离 我 们
似 乎 有 些 遥 远 ，我 们 的
生 活 注 定 多 是 平 淡 、波
澜不惊。然而不论有多
少 悲 喜 ，都 将 在 沏 一 杯
茶 ，闻 着 茶 香 中 慢 慢 变
淡 。 那 种 舒 缓 的 心 境 ，
虽不能造就我们也成为
汪 士 慎 、郑 板 桥 这 样 的
超 脱 风 雅 之 士 ，却 也 能
给我们的浮躁祛除一层
焦 虑 ，给 我 们 的 忧 烦 平
添一份淡然、宁静。

（作者单位：唐山市
曹妃甸区公安局生态城
治安分局）

我是一颗小小草

（作者单位：蔚县公安局）

李海明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强制隔
离戒毒所）

@石家庄公安网络发言人
【手机卡停用速告知亲友】一

些朋友更换手机号码却未及时告
知 亲 友 ，不 法 分 子 就 利 用 这 一 空
隙，专门购买旧的手机号码，巧言
套取原机主的基本情况，然后使用
狡诈手段进行诈骗。手机号码在
停用后，要及时告知亲友，停用的
手机卡要妥善处理，及时销毁，不
要随意丢弃，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张家口公安网络发言人
【小心车内五大“隐形杀手”】

打火机、罐装可乐、CD 光盘、车载
香水、清新剂，这些不引人注意的
小东西，在夏季放进车后，就可能
变身“杀手”，有的会令汽车自燃，
有的会令人健康受损，有的甚至会
引发安全事故。天气越来越炎热，
请有车一族注意车内 5 类“隐形杀
手”。

@廊坊公安网络发言人
【请 告 诉 孩 子 ，遇 危 难 找 警

察】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名九岁被
拐男孩被解救后，问他在火车站与
巡逻警察擦肩而过为啥不呼救，男
孩说，妈妈说过，不听话孩子会被
警 察 抓 走 ，他 不 敢 喊 …… 警 方 提
醒 ：“ 各 位 家 长 ，请 不 要 告 诉 你 的
孩子，如果他们调皮，我们会把他
抓走。我们希望他们害怕的时候
会 跑 向 我 们 ，而 不 是 被 我 们 吓
跑。”

感 怀感 怀

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