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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菜园
□六安市金安区横塘岗初级中学    王宜茂
老屋的西南角有一口小水塘，毗邻水塘的南头，有一块三角形的园地，那里就是母亲一辈子
也离不开的菜园地。
如今母亲年老了，腿脚不灵便，仍然整天闲不住，常常佝偻着孱弱矮小的身体，在菜园地
里，摸摸这个，捏捏那个，拔拔草，施施肥，浇浇水……小小的身躯沉浸在满园的菜地里，
心底便升起莫名的幸福感。
你看，母亲又扛起锄头，带着铁锹，步履蹒跚地来到菜地里。回想起母亲年轻时，她带着铁
锹，穿着单衣，在秋风中，一锹下去，一大块土壤便翻过来，一眨眼工夫，一块地便翻完
了，即使汗流浃背，也毫不费力。回到家中，还要洗衣、做饭、喂牲口、扫地……“唉！人
老了，没有用了。”如今母亲慨叹道。她不能看着种了一辈子的园地躺在那里荒芜掉，她一
锹一锹往下踩，往往要几脚才能将铁锹插到土层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园地翻过来。
“种菜如绣花。”母亲将新翻的泥土平整，用锄头砸碎土渣，再铲平地沟，菜畦表层土壤如
平镜一般。这时母亲从水塘里挑来水，将菜畦泼湿，让水渗入土层里。母亲捧着菜籽，捏着
三根指尖，弓着腰，低着头，均匀地播撒着，一遍，两遍……她是在完成一幅工笔画，好像
要让这细小的菜籽排成整齐的队伍。接着，把早准备好的灰土一把把撒在种子上面盖上，再
用草帘铺上，防止水分蒸发。不出一周，一粒粒种子不负众望，探出了细嫩的脑瓜，张望着
这片土地。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母亲早早地将人畜粪便放在粪池里发酵，再把这些肥水挑到
园地里浇上。有时也将阴沟里的污泥放到菜地里做底肥。由于肥料充足，母亲的菜园总是一
片碧绿，春色满园。
“瓜菜半年粮。”遥想大集体时代，我家兄弟姐妹多，劳动力少，年年口粮不足。母亲总是
挤出时间，起早贪黑，见缝插针，辛苦忙碌着。仅记得那时，夏天，母亲在掉到锅底的很少
的米饭锅边蒸茄子，用盐拌成糊状充饥。秋冬季节，早晚母亲总是切上一大竹篮青菜，加上
少得可怜的米粒，加上盐，一锅青菜粥，撑饱了一家人的肚皮。荒春季节里，一天仅有两顿
南瓜稀饭度日，母亲的勤劳让我们一家度过了饥荒。
不知何时，这块菜地成了母亲精神的栖息地。母亲常常用菜园里多余的菜喂养牲口，左邻右
舍家里有什么事情，母亲总是拎上一大篮菜送去，别人表达谢意时，她总是说：“菜是自家
种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心里比什么都高兴。蔬菜成了母亲联系乡亲情感的磁场。
母亲总觉得闲着无聊，应该为儿女们减轻一点负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常常说：“
你们负担不轻，我能忙一点添补添补。”每当我们回家时，母亲总是不停地询问：“你们带
点蔬菜？还是泡菜？自家种的，没有农药，好吃些。”她就像推销员一样竭力推销着自己的
产品。每当看到我们大一包小一袋提着沉甸甸的蔬菜离开时，老人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
母亲的菜地是一首诗，一幅画。母亲往菜地里播撒一粒种子，就是种下了希望。培上一抔
土，浇上一舀水，施上一捧肥，拔掉一根草，每一个动作，就像对待孩子般细心周到。茶余
饭后闲暇时，母亲爱去菜园散步，背着手踱在菜地里，仿佛站在一群孩子中间，享受着乐
趣。那满畦的菜儿仿佛在接受主人的检阅。夏天，绿色的篱笆栅栏上，挂满了葫芦、黄瓜，
地沟里匍匐的南瓜藤下，躺着一个个小南瓜，舒头探脑地，豇豆架下一根根豇豆挂满藤蔓，
青红相间的辣椒争先恐后地抢占枝头，西红柿压弯了枝条……秋冬季节，一行行蒜苗站成整
齐的队伍，一畦畦白菜束着肥嘟嘟的腰部，白萝卜胀开了土地，露出雪白的肚皮，菠菜、芫
荽扑散着在园地里，香甜地做着春天的梦……此时的母亲收获满满，惬意无比！
母亲在菜园地里用勤劳的汗水书写着人生的乐章，她厮守着这片土地，自有她的乐趣，因为
这里才是她精神的栖息地！

 追梦在路上
□六安市解放路第二小学    李    伟
一天的忙碌之后，独自歇在家中椅子上，面对着黑漆漆的窗外，深深地呼吸，暂且把紧张和
劳累缓解一下。心绪渐渐地平静，自然要想起白天这事那事，有满意的有烦恼的，有成功的
更有失败的，不管是怎样的情形，只要是忙碌着，内心就感到踏实，我很珍惜心里的这份踏
实。春去冬来，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年岁在一年年变老，蕴藏着深深的却并不显露的人生轨
迹。
境由心造，情由心生，但在真正的生活中，能够永葆心情的明媚与舒畅，却是一件很难的事
情，因为生活本身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在你沮丧、忧郁、日子涂满苦与忧的时
候，你必须学会打开这扇门走入另一个世界的技巧。打开了这扇美丽的门，也许就会有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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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也许就会享受到风雨后的阳光。
当我们为自己未来的人生设计某一阶段目标时，也许从一开始就预测到将会面临的种种困
境，感觉犹如站在天平的中央，一头是“我的能力有限，我想我可能做不到”，另一头是“
我相信我有能力我一定可以做到。”成功与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念之间的选择。
自信心往往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更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它赋予我们满腔的热情、奋进的
激情、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永不服输的坚韧斗志，而这一切都将为我们的成功之路铺平基石。
一个人真正喜欢—种事业，首先要看在从事这种事业时，他是否真正感觉到创造的快乐。譬
如说写作，写作诚然是—种艰苦的劳动，但必定伴随着创造的快乐，当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
的时候，心灵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快乐的领域，其中包括创造的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
然和艺术的快乐、无所事事的闲适和遐想的快乐，所以这些快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
通的。
生活中，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
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生命
果实来品尝。一个人可以平凡，但不能缺乏热情和信心，热情洋溢能使最平凡的事物闪光，
一个人可以家徒四壁，但不可缺少温暖和宁静，用感情装饰的家园会比天堂还美好，因为他
们充满了斗志和希望，许多看似平凡的人生活得很幸福，因为他们内心充满着亲情友情爱
情。他们把自己的心灵装饰成殿堂，内心的充实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富有情趣。不论你是富
豪还是穷人，也不论你是英雄还是凡夫俗子，只要你在心中为自己建一座充满希望的殿堂，
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人生苦短，转瞬即逝，欢乐的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去，而孤独寂寞的光阴却很漫长，忍耐
寂寞就要有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从容心境，要有战胜孤独与红尘诱惑的坚强毅力，更要有
高尚的道德修养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只要你是一方坚实的泥土，陆地上任何一个支点都可以
建造丰碑，假如你的昨天和今天失去了，你还有美好的明天，你还有一片湛蓝的晴空来编织
理想的彩虹，追梦在路上，快乐生活一路行。

龙溪画廊
□广德市广德中学    陈明发
一
“亿杆翠簧迎旭日，万顷碧波送晚霞。百丈游廊绘盛世，十里龙溪誉天下。”
方圆十里的中国美好乡村——龙溪，有三张名片：竹海（笄山），卢湖，画廊。
竹海和卢湖，可谓闻名遐迩；画廊，仅建四年，却也影响深远。
画廊即游廊，朱色的廊柱，金色的顶部。有两段，分列龙溪文化广场的南北，连接着东口的
仿古拱门和西边的徽派村部，中间是椭圆形广场。
画廊有宣传橱窗：北段是“龙溪十大美景——‘人间仙境’”，南段是“龙溪十佳人物—
—‘群英圣地’”。
二
“谢书记又在忙画廊啊！” 
老书记谢解放，干村支书三十年，退下来十年。七十岁了，天天早上来村部转悠。
“后天过节，大家看看还有哪些没想到。”村支书张文革在开两委会。
“我讲讲画廊——”谢解放列席，最后发言。
“画廊是你小儿子，整得像宫殿，想文革表扬你啊？”村妇联主任李大丫插嘴。
四年前，村里的实力有限，画廊原先设计很简单，老支书硬把自己的五万元存款捐出来，弄
成现在这样子。
“不是要表扬，是要换——”
“过节，广场要有个新气象。画廊图画有点旧，换来得及吗，志农？”
“来得及，发个邮件就弄好。”刘志农——大学生村官。
“我想换个‘十佳（人物）’。” 
“换上谁？”
“秋云燕。”
“老谢，为云燕，把节提前过还不够，还要让她上红榜！她是你亲女儿，还是亲孙女？”李
大丫站起来。
“云燕，是我亲孙女；你的晓燕，也是！”老谢慢声道。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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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云燕考取了北京大学，村子里热议了好一阵。
女孩有今天不容易，爸爸去世了，妈妈一人抚养她和弟弟。这下好啦，家里办场升学宴，好
扬眉吐气。
可是，市文明创建有要求，不允许办豪华升学宴，云燕在动员会上发了言，都上了电视新
闻。
升学宴不能办，但村里的祝贺不能少，谢解放惦记着。十天前，他知道云燕录取通知书到
了，学校8月20号军训，她16号动身，这时，谢解放就找到村里，想把农民丰收节提前过。
“好个老谢，你是想借过丰收节给燕子妈办升学宴！”李大丫嚷着。
“是给燕子办！那就8月15日——”张文革白了李大丫一眼， “不是升学宴，是庆祝会，庆
祝我们的节日，庆祝云燕考上北大。”
“张书记，你不知道老谢最心疼斯文的云燕妈？”
“我是心疼她，心疼她弱弱的身子挑起一家人的担子。要讲爱，我只爱你大丫：大嘴一张，
大脚一双！”老爷子笑怼着。
四
李大丫上次说酸话，现在发醋劲，张文革哭笑不得。
“画廊，老谢打理得好，是龙溪文明创建的金字招牌。‘十佳’个个响当当，换下谁都不能
啊！”
广德这些年，城乡面貌美如画，文明创建气如虹，许多方面都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龙
溪乡又是表现突出的乡村。村里，乡级以上的好人加起来二十多，画廊上的“十佳”是优中
之优：谈贤贵守护卢湖，“中国好人”；刘志农身残志坚，全国大学生村官榜样……
“云燕，去年被评为全国‘最美中学生’；今年高考得了五千元奖学金，还拿出一千元帮同
学；这暑期，都忙着义务辅导村里孩子……”
谢解放强调，提前过节是为她，登她上画廊是为村。
“咋为村？”
“我们这曾经的穷乡僻壤，文化底子薄，老一辈都不识字，连给孩子取名都随口喊，你‘大
丫’不就是吗？”
是啊，解放前的龙溪，乡亲们活命都难，哪还谈得上读书？解放后才慢慢有了上学的：谢解
放是第一个识字的，张文革是第一个初中生，李大丫的晓燕是第一个高中生；近几年，每个
村小组都有考取大学的；今年还有考上北大的。现在，义务教育不收学费，高中还有国家助
学金，上大学如登笄山，高亦可攀。
“把云燕放进‘十佳’，就是要让大家知道：龙溪，风景好，文明文化程度也高！过不了几
年，家家户户不只有别墅轿车，还有大学生！”
“把我换下来！”刘志农说。
“那不行！你是年轻人的表率……”李大丫又激动了。
五
8月15日，村部广场：瓜果展，百家宴；龙灯歌舞，拔河踢毽……喜气冲天，热闹非凡。
画廊焕然一新。“群英圣地”里的“十佳”没有换，在“十佳”前面有个“竹乡新秀”，栏
目照片特别醒目：秋云燕和妈妈，紧紧相偎，一脸灿烂，两人手上捧着北京大学录取通知
书。
开辟“竹乡新秀”新栏目及母女同框，是李大丫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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