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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双臂
像迎接远方归来的亲人
目光中堆积的
全是沃土滋养的谷粒

剑芒不能阻隔彼此
时节像个顽皮在外的孩子
暂时忘却了故乡的山水
如今换一身行头回到阔别的桑梓

河畔的鸟鸣打磨着
镰刀滚烫的面颊
满含兴奋的眼神
重新洗涤着脱粒的欣喜

金黄仿佛大地上蔓延的思念
布谷鸟日日催促插秧插禾
菖蒲的清香也会不请自来
弥漫于野，逶迤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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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海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芒种前后，家乡
的小麦渐渐成熟变黄，迎来了收割季。 微风吹过，
麦浪滚滚，遍野弥漫着麦香，记忆中麦收的情景
又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家乡是小麦主产区。 麦熟一晌，若不争
分夺秒抢收，干透的麦粒就会掉落。 若遇上暴雨或

连阴雨，麦收会大受影响。 所以，麦收就成了农民
们一年中“龙口夺粮”的关键时刻；麦收也是一年
中最忙最累的农活， “三秋不如一麦忙”说的就是
抢收很紧张。

麦收期间最辛苦繁重的环节当属割麦。 那时，
收割、打捆、运输、脱粒、晾晒全靠手工劳动。 其他
环节还能活动一下身体， 割麦却要弯腰挥镰，一
个姿势干半天，一阵子下来，腰酸胳膊疼，坐下去

就不想再起来。 每家几亩地小麦，要一镰镰地割，
一步步地挪，要早出晚归连轴转上好几天。

刚实行联产承包制那会儿，我家劳力少，父亲
在村委会还有工作，两个妹妹还小，只能跟着帮忙，
母亲成了主劳力，我是半劳力。割麦是个技术活，刚
开始使用镰刀不得法，笨拙缓慢，看着母亲左手揽
麦、右手挥镰、唰唰作响的娴熟动作，我好半天才能
学会并跟上她的节奏。

早上和傍晚还算凉爽，中午前后，烈日当空，不
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口干舌燥，湿透了的衣裤贴在
身上，手上磨起的血泡和胳膊上麦芒扎过的伤口又
疼又痒，真正是过一场麦，脱一层皮。那会儿最盼望
的事，莫过于听到商贩卖冰棍的吆喝声。每每这时，
母亲会让小妹跑个腿，去买回几根。 吃着加了白糖
的冰棍，趁机在地头树下小憩，顿感甘甜凉爽，浑身
劳累一扫而光。

小麦割完，麦收任务相当于完成大半。麦收需
环环相扣，割一段就要回头打捆，选用鲜麦秸拧
成麦绳，用膝盖压着，将麦捆打实，便于运输。 天
黑前， 将捆好的麦子用地排车运往家里的麦场，
堆成麦垛，待全部收割完毕再集中脱粒晾晒。 那
时，村里家家都用上了小麦脱粒机，一般是歇人
不歇机，几家互助，分工协作，偶尔还要挑灯夜战。
看着金灿灿的劳动成果，麦场上传出欢笑，人人脸
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后来，农村逐步用上了小麦收割机，人们只要
跟在收割机后打捆装车，运回家脱粒就行。再后来，
又用上了小麦联合收割机，收割、脱粒、自动装袋、
秸秆粉碎一体完成，轻轻松松就能搞定麦收。

光阴似箭， 麦收之变折射出时代发展中农业
生产方式的日新月异。然而，那些难忘的麦收岁月，
早已植根于我的内心深处。 这不，又到一年麦收时，
那麦子飘香，正是奋斗和幸福的味道。

（作者供职于山东安丘市纪委监委）

又又是是一一年年麦麦香香时时

■蒋平

藕煤，又叫蜂窝煤，因外形像藕，构造类同蜂窝而
得名。

相比木柴木炭，藕煤烟幕少、不占地、火力持久、经济
适用，是上世纪末城市家庭的主要生火燃料。 那时的灶台
已流行孔型藕煤设计，但市场上只有散装煤。 每年夏季
来临，父亲会借来板车，购回散煤拖进院内，用塑料布
封好，然后选个晴朗的周末，用 12 孔机将煤充成藕状。
充煤用土话讲是打煤， 准确的定义则是充， 须手足并
用，运用身体重量，将煤泥充进 12 孔机的空隙，再挤压
出进灶台的形状。 充煤的时间，一般只有半个上午，这样
便于晒干，傍晚就能装货。

天刚蒙蒙亮， 父亲就已经起床， 按对等比例拉来黄
土，和着散煤与水拌匀。 等我们吃完早饭，院里摆放着借
来的两台 12 孔机，另加一排已充好的藕煤样品，只等我与
兄长一显身手。

充好的藕煤在院内整齐划一依次排开，如同接受军训

的士兵。 充煤的最佳搭配是
两人，这样有个比较，便于发
挥积极性， 而当速度跟数量
比到一定程度，便开始拼质
量跟品相。 为充出更标准的
藕煤， 先将煤泥再加工，和
得不干不湿。 充煤前，将 12
孔机内外的残渣清理干净，
再附上一层锯沫， 增加煤球
的平整度， 充踩的次数也要
增加，挤煤的力度也得更大。
当一个个光滑体面的藕煤傲
然挺立，引来左邻右舍一片
喝彩时， 满心的成就感油然
而生。

充藕煤多是家里男孩子
的事。那些时常在院里堆藕煤
的家庭，除了自力更生，还有
彰显家庭劳力的意味。 遇上
煤多，充到日上三竿，男孩子

们脱去上衣赤膊上阵。 在一声声“你家儿子真能干”之类的
夸赞声中，父亲满脸自豪，我们干得也更起劲。 汗流满面之
下，随手一揩，抹一脸煤黑，引来众人哈哈大笑。

收工时也是享受的开始，几人吃着母亲切好的西瓜，
那时一种劳作后大快朵颐的痛快。 接下来睡上一个美美
的午觉，一直睡到到夕阳西下，父子三门将晒干的藕煤
叠罗汉，陆陆续续搬进厨房或楼梯间。 每个楼道的每一
层几乎都摆放着藕煤，只要占道不宽，时间不长，不留
鼠患，邻里一般不会闹意见。

后来，随着父亲年迈，我们参加工作，日子忙碌了，价
廉物美的现成藕煤送货上门， 包括后来更先进的管道燃
气入户，举家充煤的日子成为了历史。 其实，我一直有个
小小遗憾，当初没有相机或者智能手机，无法留下举家充
煤的瞬间，只有那台束之高阁、锈迹斑斑的 12 孔藕煤机，
和着充煤往事，以及往事里家人邻居的笑声，常常浮现脑
海，串成鲜活美好的记忆。

(作者为湖南省永州市作协副主席)

■徐新

“彼泽之坡，有蒲与荷。 ”在河流纵横交错、
水系发达的家乡， 一束束一丛丛群聚而生的菖
蒲是最寻常可见的水生植物。 春一点头，碧水盈
盈的池塘里，菖蒲悄悄从水底冒出，潜滋暗长，
生机盎然。

初夏时，嫩绿的菖蒲已经长得极为茂盛，修长
的青叶密密麻麻立于水面，铺展出一片浓郁的清
凉翠色。 轻风吹过，摇曳的菖蒲变得灵性活跃起
来，窃窃私语声隐隐飘过，独有的浓郁清香也不
时随风飘来。 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写道：“五月
五日的菖蒲，过了秋冬之后，发白变枯走了样儿
的，将其拉拆折断，没想到当时的香气依旧飘荡
于四周，真是有情味。 ”

将艾蒿和菖蒲插在门上， 是家乡端午的一个
重要习俗。 其实，菖蒲在古人心中一直占据很重
要的地位，不仅将其作为防疫驱邪的灵草，与兰
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还将农历四月
十四定为菖蒲的生日，农历五月定为蒲月。 《群芳
谱》曰：“四月十四菖蒲生日，修剪根叶无踰此时，
宜积梅水渐滋养之。 ”

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不计春秋”“耐苦
寒，安淡泊”，生野外则生机盎然，富有而滋润，着
厅堂则亭亭玉立，飘逸而俊秀，历代文人为其留
下不少佳作。 宋朝释惠明的《咏菖蒲》云：“根下尘
泥一点无，性便泉石爱清孤。 当时不惹湘江恨,叶
叶如何有泪珠。 ”他将菖蒲的性情、品格描摹得淋
漓尽致。 欧阳修的“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
尊共”则点赞了菖蒲美酒。 “一拳石上起根苗，堪
与仙家伴寂寥。 自恨立身无寸土，受人滴水也难
消。 ”诗人戚龙渊写出了石菖蒲盘根结节屹立于
山岩石缝之中的风骨气节。

苏轼与菖蒲的缘分从他 29 岁那年就开始了，
在山中偶遇菖蒲，他称其为“千岁灵物”，并深深为
之着迷。 自此以后，他在每一次人生转折点都与菖
蒲作伴，一生为蒲草作诗 30 多首。哪怕被贬时，看
到路边的石头都想着拿回家养菖蒲。 调任登州太
守时， 他在蓬莱丹崖山旁取弹子涡石数百枚，将
菖蒲植于弹子涡石的“千疮百孔”之中，并作“文
登弹子涡石”诗。 被贬谪常州时，他在常州禅院送
给禅师一首菖蒲诗，读来颇为有趣：“碧玉碗盛红
玛瑙，井华水养石菖蒲。 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
师得饱无。 ”可以说，“蒲痴”苏轼有一颗和蒲草一
样天真淳朴和自由的心灵。

到了清代、民国时期，菖蒲也成为画家笔下常
见的素材。郑板桥有首题画诗写道：“玉碗金盆徒自
贵，只栽蒲草不栽兰。 ”八大山人、吴昌硕等书画家
的“清供图”中常有以石与菖蒲相伴的画面，只因菖
蒲“有山林气，无富贵气，有洁净形，无肮脏形。 ”

夏日的轻风掠过， 家乡的原野氤氲着菖蒲特
有的馨香，它带着童年的美好与快乐、家的温暖
和牵挂，悠悠然飘进人们的梦乡。

（作者供职于江苏南通市海门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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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凯

夏日的荷塘，翠叶碧连天，绿意盎然 。
清风拂面，一池荷色净心尘。 品荷莲之韵，
扬清廉之风，“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
妖”。 一生喜爱莲花的周敦颐常以“官清赢
得梦魂安”自勉，并在《爱莲说》等作品中将
“廉”与“洁”有机结合，践行自己的为官之
道———立诚以修身、守洁以处世、奉公以为
政、求仁以爱民。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
所谓廉，就是不贪。 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解
释道：“不受曰廉，不污曰洁。 ”干干净净做
事， 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物， 清清白白做
人，不让自己的人品受到玷污，此乃廉洁。
其实，廉洁一词最早出现于《楚辞》，这也是
“朕幼清以廉洁兮”的屈原从年幼就开始坚
守的一种信仰———廉洁正直以自清。 自古
至今，廉洁涵养的清风正气，一直被中华诗
词所吟诵，或明廉耻，或守气节，或崇节俭，
或重情操……

“公生明，廉生威。 ”做人廉洁才能树立
威望，廉洁就是要有“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的浩然正气。明代于谦用一首
《石灰吟》以及挂在自家门楣上的“两袖清
风朝天去”的横匾，表白心迹志向，甘于清
贫。清朝名臣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时，在居所
院门及巡抚衙门张贴犀利的檄文《禁止馈送

檄》， 不接受任何馈赠以拒腐：“一
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
脂膏。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
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

不论居庙堂之高， 还是处江
湖之远， 清廉的操守就是要有一

颗自律的心， 而冰心与玉壶就承载着这种
纯洁性。 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用“心若
怀冰”来比喻心灵高洁，而唐朝宰相姚崇将
冰心和玉壶结合起来， 以示为官要有一尘
不染的清廉，其在《冰壶诫》中写道：“冰壶
者， 清洁之至也， 君子对之， 示不忘乎清
也。 ”受姚崇影响，唐朝诗人们创作了一系
列以冰壶为主题的廉政诗， 例如王昌龄的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卢纶
的“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李白的“白
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皆为佳作。

唐代诗人李商隐深刻总结了历代兴
衰的经验教训 ， 道出了 “历览前贤国与
家 ，成由勤俭破由奢 ”的警世哲理 。 贪图
享受是腐化的开始 ， 而勤俭廉洁却是清
风润人心 。 诸葛亮把 “静以修身 ，俭以养
德 ”作为家训以诫子 ；“一粥一饭 ，当思来
处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是明

末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孔子的廉政思
想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 ”道出了仁政
与德治的治国理念。

明朝信阳知府胡守安卸职时感言道 ：
“一官来此几经春， 不愧苍天不负民。 神
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到时贫。 ”胡守安
在信阳为官几年，上不愧对苍天，下不负于
百姓，离开时跟来时一样清贫 。 明镜高悬
下的包拯是铁面无私、 廉洁奉公的象征，
他在自己唯一流传于世的诗篇《书端州郡
斋壁 》 中写道 ：“清心为治本 ， 直道是身
谋。 ”清心正己是吏治的根本，刚正不阿是
修身的原则，这是一个为官者应该具备的
气节与风骨。

弘扬清廉思想 ，传承廉洁文化 。 吟诵
一首首充满浩然正气的古代诗词，坦荡处
世，诗韵清风铸廉心。

（作者供职于西南油气田）

（作者供职于安徽芜湖市汤沟早映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