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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倘若不坐在一条船上，几乎感觉不到湖
水的流动。眼前只有一望无垠的平静与澄
明，湖水倒映着天光云影，天空像是对着镜
子照出来的。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上寥若星辰的湖泊之
一，被誉为北国江南和华北明珠。这儿是北
国有名的鱼米之乡，早在清康熙年间，大学
士孙廷铨就留下了一首诗：“微风翦翦动新
荷，雪鲙银鳞入市多。十里烟堤翻柳浪，数家
茅屋挂鱼蓑。”这是一幅典型的水乡渔村风情
画。我来时还是早春二月，惊蛰刚过，虽有
微风翦翦，却不见新荷柳浪，那该是白洋淀
春夏之交的风景了。但白洋淀的渔人早已跃
跃欲试，他们憋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一开春
就撸起了袖子，露出了鼓突的肌腱。

邵小贝，就是一个靠打鱼为生的职业渔
民，一看就是一个经过风浪、见过世面的汉
子，身上散发出一股历尽沧桑的江湖气息。
邵庄子村是一个典型的淀中村，村庄四面环
水，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过去，这里进村出
村全靠划船。一提到驾船，这汉子显得挺牛，
笑称自己是白洋淀的老船长，却也不算老，他
刚进五十呢。我听他的谈吐，感觉挺有文化，
他却苦笑：“嗨，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呢！”

鱼是他从小到大难以抵挡的诱惑，他从
小练就了一手绝活——徒手摸鱼。那还是上
世纪70年代，这淀里的水还清，鱼多得都自
己跳起来。在上学路上，看到鱼在水中活蹦
乱跳，他一下就蹬掉鞋子跃入淀中。白洋淀
的鱼灵，捕鱼人得比鱼更灵，一旦逮着机会
便迅疾俯身、出手、抓鱼，这一连串的动作
得眼疾手快，一气呵成。最奇妙的是抓到鱼
的一刹那，“哗啦”一响，那感觉，啊呀，
真是说不出来有多兴奋、多惬意。为了摸鱼
的奇妙乐趣，这个脑子灵光、身手敏捷的少
年却一次次耽误了上学，以致没读完小学。

一旦走出了校门，感觉就像拥有了整个
世界。那时候他也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他觉
得这世界就是白洋淀。偌大一个白洋淀，还
有这么多的鱼虾，他在这世上还愁没有活路？

从小到大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技法，
可他还没来得及一显身手，眼看着白洋淀一
天天地萎缩了。秋天，原本是鱼儿最肥美的
季节，白洋淀却像一片提前枯萎的秋叶。那
些渔民都不敢正视这片大泽，这还是他们熟
悉的白洋淀吗？大部分水域都干得露底了，
只留下一些斑斑点点的小水洼。那最后的一
缕缕浑浊的水流，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泥腥味。

邵小贝还清楚记得，从1983年开始，白洋
淀连年干涸，众多渔民只能转向渤海湾一带
打鱼，这是从白洋淀离家出走的一批生态移
民，其中就有还是十几岁少年的邵小贝。

白洋淀人苦苦熬到1988 年，终于盼来了
一场大雨。那是白洋淀流域极为罕见的大
雨，连续下了几天几夜，一个处于僵死状态的
白洋淀终于被雨水给浇醒了。水来了，鱼也
跟着回来了，邵小贝和乡亲们终于又可在家
门口打鱼了。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鱼不经
捕，有些鱼苗还没来得及长大就给捕走了。
到了1990年，白洋淀开始推行水面承包，这也
是白洋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转身，渔民
们从传统自然捕捞转为规模化养殖。在接下
来的几十年里，白洋淀四处围堤筑埝，圈水养
鱼，那大大小小的围栏、网箱、鱼塘，把水
面分割得像迷魂阵一样。由于养殖规模越来
越大，远远超出了白洋淀的生态承载能力，而
那些残饵和排泄物在水底产生大量淤泥，又
加之乡村的生活污水和一些工厂的生产污水
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淀区，白洋淀水质一度
降为劣Ⅴ类，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水质。

当人类对自然利用到了极点，势必出现
两败俱伤的结果。那些鱼虾比人类更敏感，
一旦出现严重污染，鱼虾湖蟹就会大面积死
亡，很多养殖户血本无归。

二

多年来，白洋淀一直面临着三大危机，一
是资源性水危机，面临着干涸缺水的严峻局
面；二是水质性危机，由于淀区污染久治不
愈，恶性循环，必须进行刮骨疗伤般的治理；
三是淀区大面积淤塞所隐含的防洪危机。

2017年4月1日，又一个春天在满目疮痍
的白洋淀降临，一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
区在白洋淀畔应运而生。这座承载着千年大
计的未来之城，最重要的生态水体就是白洋
淀。白洋淀除了300多平方公里淀泊，还有大
片湿地，这是守护华北生态系统平衡的“华北
之肾”，也是冀中平原的气候调节器和空气净
化器。在最干旱和燥热的季节，水汽充盈的
白洋淀给八百里平川带来了一阵阵湿润和清
凉。然而，随着水域面积减少和水质污染，这
颗镶嵌在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中部的华北
明珠早已黯然失色。千年大计，第一步就是
要对白洋淀进行全方位的生态治理。

雄安新区把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
摆在压倒性位置，当务之急就是给白洋淀瘦
弱的躯体输液输血。自新区成立至今，利用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对白洋淀实施了5次生
态补水，白洋淀日常平均水位和水域面积均
达到近年来新高，历史上那个“汪洋浩淼，
势连天际”的白洋淀又回来了。

这干净的水源来之不易，绝对不能再度
污染。为此，雄安新区启动了白洋淀生态清
淤、控源截污和“百淀连通”工程，三管齐
下、齐头并进。当我们的船在白洋淀行驶
时，那些正在作业的清淤船，采用环保绞吸
的方式，将水底的淤泥通过绞笼刮片进行旋
转搅动和切割，再通过泥浆泵吸起来输送到
指定位置。凡是清淤过的区域都要进行自然
修复，一是种植水生植物，二是增殖放流螺
蛳、湖蚌和底栖性鱼类，让生态系统自然修
复得更快、更健康。当污染的底泥清走了，
就要对围堤围埝和水流阻水点进行清除，疏
浚水流自然通道，恢复淀泊水域连通，一个
风生水起的白洋淀才能回来。

白洋淀污染的源头不止是在水里，还源
于四周的岸线陆地。在内源治理的同时，对
外源采取控源截污的措施，对周边的农村环
境进行综合整治。就说邵庄子村吧，而今，
村里将生活污水一体化接入管网，每村都建
有一座小型污水处理厂，污水经处理后还不
会直排入河淀，而是用于生态园林用水。以
前，村民们在淀边随便倒垃圾，而今家家户
户的垃圾由村里统一收集，日产日清，集中
进行无害化处理。为解决村民上厕所难的问
题，村里现在增设了公厕，有的还是循环生
态厕所，污水处理达标后还可循环利用。所
有污染产业全部退出。经过几年治理，邵庄
子村和白洋淀流域所有水乡渔村一样，彻底
改变了脏乱差的环境，一变而为焕然一新、
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新乡村。

随着白洋淀水量增加，水域扩大，还要
筑牢白洋淀的防洪体系。白洋淀上承九河，
下通渤海，一直是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最重
要的蓄滞洪区，更是大清河水系中下游的最
后一道防洪线，守护着雄安新区和下游1000
万人口的生命财产。白洋淀是一个湖盆形如
浅碟的湖泊，其最典型的特征是，水一少就
天干地旱，水一多又洪水泛滥。而现在，在
白洋淀出口的枣林庄建起了一座调节性水利
枢纽，丰水期蓄水，枯水期调用，一旦白洋
淀达到汛限水位时就可提闸放水泄洪。

这一系列举措，对于白洋淀是一次绝处
逢生般的拯救，白洋淀生态环境和水质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2021 年整体水质已从原来劣
Ⅴ类全面提升至Ⅲ类以上标准，首次步入了
全国良好湖泊行列。一颗黯然失色的华北明
珠又重放光芒，北国江南的美景又回来了。
看上去，这北方的大泽比我家乡的八百里洞

庭要柔顺得多，荡漾的波浪如绸缎一般光
滑。一条船，一船人，连同那清晰的倒影，
像在透明的空气中翩然而过。那水中的鱼
儿，一条紧接着一条，从半开半掩的水波中
跳起来，瞅那鲜灵劲儿！鱼多了，很多消失
已久的鸟儿又纷纷飞来了，大天鹅、大鸨、
灰鹤、苍鹭、豆雁、骨顶鸡、凤头麦鸡、青
头潜鸭，这些栖息在白洋淀的野生鸟类有
200 多种，随便往哪儿一望，从天上到水
中，满眼都是扑棱棱飞翔的翅膀。

三

生态与生存，一直是人与自然的长久博
弈。曾经，人类为了生存牺牲了生态，而今，
我又特别担心，为了生态而牺牲人类的生存。

一个国家级新区一下把白洋淀推到了历
史与未来的交汇路口。这千年大计，怎样才
能保障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存和利益？这未来
之城，又怎么才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期待？一开始，白洋淀的乡亲们对这个突如
其来的新区既感到突然和茫然，但也充满了
美好的期待。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那变化
之快让他们一下都反应不过来。第一个变化
就是当地政府发布了禁止白洋淀水产养殖的

“清渔令”，为白洋淀几十年的水产养殖历史
画上了句号。随后，雄安新区又在白洋淀周
边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严禁所有的乡
村、农田和企业向白洋淀排污。

对于白洋淀人，这确实是一次转型带来
的阵痛。邵小贝，一个祖祖辈辈靠水吃水的
职业渔民，还能继续以捕鱼为生吗？对此，当
地政府在制度上从一开始就有人性化的设
计，在施行休渔期和捕捞许可证制度的同时，
凡是取得了捕捞许可证的渔民在非休渔期内
可以使用符合规定的捕鱼网具从事捕捞。与
此同时，政府每年春天都会往淀里放流鱼
苗。这样一来，给了鱼类休养生息的空间，
不像以前，连鱼苗还没长大就给捕捞上来
了。眼看着，白洋淀的鱼虾越来越多了，也越
长越大了，渔民们虽说减少了几个月的捕捞
时间，但捕捞量和实际效益反而增加了。

为了保护白洋淀的水质，那些柴油机动
船也被政府淘汰了，但渔民可以申请政策性
小额贷款，对船舶实施清洁能源改造。2017
年春天，邵小贝买了一条 6.8 米长的电动
船，除了自个儿捕鱼，有时候也会拉上几个
游客在白洋淀休闲垂钓。这几年，白洋淀的
天蓝了，水绿了，那“水会九流，荷开十
里”的景致又回来了，游客一年比一年多，
一个靠水吃水的渔民又萌生了新吃法。

每天早晨5点钟，邵小贝醒了，鱼儿也
醒了，早上的鱼儿最新鲜。当船驶进淀中
心，太阳正从白洋淀上冉冉升起，阳光那么
亮，照亮了远方的水面和天际线，一个渔人
的身影是那样矫捷闪亮。他站在船头将渔网
向远处一抛，“哗啦”一声，那渔网在阳光
下一下张开了，慢慢沉入淀泊深处。他屏气
凝神，静静地等待着。忽然，他猛地一拽、
一提，又是“哗啦”一声响，渔网被他收回
到甲板上，那网还在一个劲地跳跃呢。扒开
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露了出来。这只是
一次寻常的捕捞，但这个渔民还真有不寻常
之举，他把整个过程都自拍下来，通过网络
直播招引游客。他抖搂了一下渔网，指着一
条一条油黄闪亮、还在嘎嘎叫的鱼说：“看哪，
这是嘎鱼，有的地方叫黄角丁，这种鱼对水质
的要求非常高。以前淀里水质差，好多年都
看不到这家伙的踪影了，这两年又出现了，

如今好多在淀里消失的野生鱼又回来了！”
邵小贝从2018 年开始干快手直播，以捕

鱼带旅游，他给自己起了个网名——白洋淀
的老船长。别看他小学没毕业，还真是一个
有头脑的渔民，这几年他边干边学了不少知
识，难怪我一见他就感觉他见多识广，挺有文
化。一个人有了文化就像变了个人，眼界打
开了，思路也活络了。现在，他眼里不光是盯
着几条鱼，还发现白洋淀拥有太多的东西。
如采蒲台的苇，“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
得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
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如荷花淀，“那一
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
展开”。这都是孙犁先生笔下描写过的风景，
一个小学没毕业的渔民现在也能有滋有味地
在现场直播了，那一口浓郁的白洋淀乡音，别
有一番韵味。白洋淀既有优美的自然风景，
也有众多的人文古迹，还是一片无数英烈用
鲜血染红的红色湖泊，那人称“水上飞将军”
的雁翎队，那充满了机灵劲儿的小兵张嘎，在
这芦苇荡中演绎出了一个个扣人心弦、引人
入胜的故事，这都是挖掘不尽的旅游资源啊。

邵小贝借助白洋淀的自然风光、历史人
文、红色经典和民俗风情，以一个职业渔民
特有的朴实风格进行网络直播，招来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他的船越换越大了，房子也越
盖越好了。他刚结婚时还住在父母盖的只有
50 平方米的平顶屋，一大家子人连转身都
难。如今，他盖起了一座两层楼的渔家小
院，在家里开起了民宿和渔家乐。两口子一
个主外，一个主内。游客们在船上玩得开心
了，邵小贝又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吃住，两口
子就像对待亲人一般热情周到。走时，游客
们还要带走现捕现捞的、比市场价还便宜的
纯野生鱼。这样热情周到而又价廉物美的服
务，谁不想来呢？来了一次还想来二次、三
次呢。这让邵小贝留住了许多回头客，收入
一年比一年高。2021年，他一家三口的年收
入就有十七八万元，这是他以前靠单纯捕鱼
收入的两三倍。

邵小贝为邵庄子村的渔民闯出了一条活
路，现在，村里像他一样干直播、以捕鱼带
旅游的有20多人，开船的有100多人，很多
人开起了民宿和渔家乐。白洋淀人捕鱼技艺
是一流的，烹炖鱼宴的厨艺也是一流的。陈
爱军就是从白洋淀走出去的一位厨师，被评
为中国烹饪大师，号称“雄安鱼王”，他带
出来的徒子徒孙就有3000多人，在全国各地
开起了鱼馆鱼庄，而白洋淀的鱼，白洋淀的
鱼宴，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该
带动多少人就业啊。我品尝了白洋淀里的炖
鲜鱼，好水养好鱼，这刚从淀里捞起来的鱼
活泼泼的，一条条养得细皮嫩肉，鲜美无
比。这鱼是用大锅和干苇子炖出来的，满院
子都飘溢出炖鲜鱼的香味。邵小贝又忙不迭
地在一边直播了：“这是白洋淀的渔家乐，活
水炖活鱼，那个鲜活啊，那个香味儿，我都说
不出来，欢迎大伙儿来这儿亲口品尝啊！”

白洋淀上通保定府，下达海运与漕运枢
纽天津卫，沿大清河北上，还可由天津海河口
出海。这是一条“上府下卫”的黄金水道，也
是白洋淀人一条活路，有人以打鱼为生，也有
人以卖鱼为业，如今做水产生意的白洋淀人
已遍布全国各地，这又该带动多少人就业？

白洋淀人越活越有滋味。邵小贝就是一
个越活越有滋味的白洋淀渔民，今年一开
春，白洋淀的游客就比往年多了，他正盘算
着要换一条更大、更漂亮的船呢。看着他那
抑制不住兴奋的面孔，我感到特别欣慰。雄
安，一座未来之城，不止是一种远景，先要找
到一条从当下通往未来的道路，那就是要探
寻一条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生态环境从来
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一个生命共同体。而现在，白洋淀人在经
历过转型的阵痛后，已在生存和生态中找到
了一种平衡。眼下，白洋淀的春天已经来临，

“春色芳菲入图画，化机活泼悟鱼鸢”。这是
一个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自然世界，既是
人类憧憬的乐土，更是万物生长的天堂。

邵小贝驾船犁开一道道雪白的水浪，那
带着弧光的波纹如弓一样，他在飞溅的风浪
中兴奋地呼喊：“白洋淀，白洋淀，你看
哪，风一吹，起的浪跟白洋一样！”

春天，带着阳光
和花朵，再次光临我
的驻站区。不远处的
迎春花，远看，如浩
瀚夜空的星星，闪闪
亮亮；近看，小太阳
花的模样，在阳光的
照耀下，熠熠生辉。
随着气温上升，地铁
口多了老人的身影，
他们或坐或站，晒着
太阳，聊着天。

对 巡 逻 的 我 来
说，这些老人便是一
种日常的陪伴。有好
几次，匆忙行走的乘
客忘记拔掉电动车钥
匙 ， 这 些 老 人 看 见
后直接拔掉，一路小
跑敲警务室门告诉我。

地铁驻站区的菜
场离出口很近，小区居
民和很多乘客在这里
买菜。这些大爷大妈随身携带轻便的小
马扎，买完菜，坐在地铁口剥豆、择菜。他
们总是找卖菜的人多要几个塑料袋，可
以盛放垃圾。

有一次，一大爷钥匙落在家里，为
不打扰儿女上班，他就在地铁口和老人
聊天。到中午只剩下他一人时，我才发
现事情不妙。他告诉我实情，但坚持不
告诉我他儿女的电话号码。我只好邀请
他来警务室一起吃微波炉加热的饺子。
吃了饺子后，在出口处，他帮我把所有
电动车摆得整整齐齐。傍晚时分，他悄
悄离开。第二天，警务室门口会放有老
人留的回馈礼物，比如一盒牛奶，一个
苹果，一个热腾腾的白吉馍等。

警务室门口，成了老人们临时存放
东西的地方，经常放置的小物品有钥匙、
背包，小学生的红领巾、书包等。偶尔有
乘客和我分享自己的水果，苹果、橘子、香
蕉。老大妈们分成两队跳舞，大爷们坐着
观看。一位大妈在地铁口的空地里种植
了蔬菜，一块不大不小的菜园，葱茏的菜
畦，青青的叶子，大老远看到一片绿意。

记得去年冬天，大妈还送我一袋子芫
荽，叶片色泽翠绿欲滴。今年春，她再也
没有来过。大妈大爷们说，她在年前离开
了。望着那块无人侍弄的菜园，我沉默起
来。记得每次下班回去，大妈大老远喊
我，让我去菜园子摘菜。大妈说孩子们都
不在身边，菜吃不完，想方设法送给我。
对于他们，菜地成了一种情感寄托，一种
对往日生活的念想。最让人难忘的是去
年冬至，大妈们送我吃手工饺子，我带着
她们参观了警务室的部分消防设施。

他们成了在地铁口晒太阳、纳凉的
朋友，这是地铁口一景。我时常在巡逻
时，和他们聊上几句。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开车停在路
边，拉开车门，扶着大妈，说，去吧，
中午我来接你。大妈乐呵呵地头也不
回。老朋友聚集一起，开心无比。他们
聊很多事情，比如年轻人结婚观念、婆
媳关系、小孙子学习，等等。

一个周末过后，警务室门口竟然放
了两把红色百合花，一摸，底部是瓶
子，想着是乘客们暂时存放，也没有在
意。一直到下班了，依然没有人取。

这意外的鲜花，让人捉摸不清。我
换下警服，嗅着花儿散发出的芳香，不
禁好奇。正打算关门，发现门下面有个
牛皮纸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封字
迹工整的信：“您好，警官，还记得那次
突如其来的暴雨吗？我在您的站区避
雨。我那次来这里，是带孩子参观魏巍
故居。我们来自外省，在这里没有亲
人。当地面水势汹涌起来时，孩子吓哭
了，是您让我们在警务室驻留。后来关
闭站区，是您带着我们逃离这个几乎被
水倒灌的站区。您毫不犹豫背起我的孩
子，我们几个人跌跌撞撞跟着您，趟着
水，来到紫荆山路上的创新街学校。接
待我们的老师像长者一样关心我们，把
我们安排到教室，送来水、方便面以及
手机充电器等。我清楚记得，在二楼教
室，看着学校操场一片汪洋时，我和儿
子特别害怕。有一个被人喊徐老师的年
纪大一点的老师，主动上前安慰我们，
送来被子等。那一夜，终身难忘。我也
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在这次暴雨中，感
受到人间处处真情在。所以，请接受我
的鲜花。西安莲湖郊区人。”

我快速翻阅监控视频，在来去匆匆
的人群里，发现一女士戴着橘黄色口
罩，披肩发，肩挎背包，怀抱着花儿，
先是敲门，后在消防栓上写字，最后将花
摆放在门口。这花儿占据我的整个视野，
眼前一幕幕再现如昨，让人感到温暖。

芳香的百合花在警务室里放两日
了，但依然新鲜如初。这意外的花儿，
在地铁驻站区，给我以及来去匆匆的乘
客们平添了温情和微笑。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晚村里放电
影！”顷刻，欢声四起。我们赶忙从家中拿
上小板凳、小马扎，冲着村里的露天电影场
跑去，这个发生在二三十年前鲁中平原上的
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上世纪90年代，村里有户头脑灵活的人
家，从市里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供十里八
村婚庆贺寿、升学生娃等喜事时使用，一则
为主家办事助兴，二则为自己搞点副业。那
时候，小孩们盼着十里八村经常有喜事，那
样就能有电影看了。办喜事的人家大都要提
前一两个月到放映员家预约才行。

那时年轻人都爱赶时髦，更何况待娶待
嫁的准新郎、准新娘们了，结婚对他们而言
可算作人生一件大事，因此婚礼头天晚上放
电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对于那
时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来说，露天
电影已算是高大上的精神文化活动了。

只要一听说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们就
像树林里的小猴子，高兴得上蹿下跳。如果
一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开始放歌了，我们小孩
子的心就毛了，火急火燎地吃口饭，就跑着
去电影场抢占最佳位置去了。那时，村里男
女老少看电影简直到了痴迷程度，即使在寒
冷的冬季，也照样人山人海，风雨无阻，人
人穿一件大棉袄，捂一个大棉帽，冷了就跺
跺脚，看乐了就哈哈笑……

我们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晚自习了，
如果放电影的日子与晚自习“不期而遇”，
这可急坏了学生们，一个个小脑袋趴在老师

办公室窗台上，等待老师的“指示”。当老
师郑重宣布“今晚看电影”时，学生们一窝
蜂似地涌向电影场，而老师们也匆忙往外
赶，因为这些年轻老师们个个也都是电影
迷。当然，老师们也抓住了我们的“弱
点”，就利用“电影”来鞭策我们学习，说
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不让去看电影。

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情景，让我记忆犹
新，就是在电影场有好几个卖炒货的小摊，
多半是卖瓜子的，小摊主推一辆自行车，在
后座上放一个小簸箩，里面装着诱人的五香
瓜子。每当放映员中场胶片倒带的时候，也

正是小摊买卖最火的时候。灯光下一杆小秤
忽高忽低，量出了久违的“美味”。每次出
门前，母亲都会在我衣兜里放上几毛钱，我
可以去买一包瓜子，边吃瓜子边看电影，那
是一种儿时的幸福和满足。

那时放映的影片多是武打片，也有喜剧
片和教育片。看到精彩处，大家会报以热烈
的掌声，也会发出爽朗的笑声。时光荏苒，
如今很多影片我已经不记得名字了，但也有
印象深刻的，有一次看电影《妈妈再爱我一
次》，感人的故事情节让很多人哭得稀里哗
啦，我也是几次落泪。

时过多年 ， 村 中 的 露 天 电 影 虽 已 远
去，但每每想起它，仍觉得丝丝甜蜜在
心间，那是一种儿时的情怀，也是一种至
简的快乐，它就像一剂精神的良药，一道丰
盛的美餐，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滋润着我们
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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