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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桑卓嘎

阳光透过云层，散射出一缕缕光束，人们
叫它丁达尔效应。而我，喜欢叫它希望……

回首那些跌入谷底的日子，我庆幸在
痛苦中学会了坚韧，在绝望中找到了希
望，在困境中拥有了力量。生命涩如歌，
但也灿烂如花。一场抗争硝烟未尽，但我
已紧紧握住了温暖的光芒。

我是一名藏族女孩、一名基层电力工
作者。2017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进入电网
企业从事合同签约工作，并先后参加了藏
中联网、新一轮农网、阿里联网等重大电
网工程的物资合同签订。

然而，正当我对未来充满期待之时，
命运却猝不及防给了我当头一棒。2020
年 5 月中旬，我被确诊为颈部髓内占位
肿瘤性病变。两个月后，我接受了肿瘤
切除手术，但因手术需切除大部分颈部
脊髓而变成全身性瘫痪，只有头部能微
动。加上术后多次化疗，全身各种不良
反 应 接 踵 而 至 ，连 喝 水 、吃 饭 也 变 得 异
常困难。在坚持到第 9 次化疗后，我被
迫选择了暂停治疗。

病痛带给我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折
磨，还有巨大的心理考验。手术和放疗期
间，家人每天和护工一起艰难地将我从病
床搬上搬下，很多时候，我不忍直视家人，

害怕听见母亲在夜里无助的哭泣，内心
自责又痛苦，甚至频频产生放弃的念头。

就这样，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夜。
在某一个清晨，一缕阳光穿透厚重的云
层，慢慢照亮了病房的窗台。我动了动脖
子和眼睛，医院的病床前、走廊里，忙碌的
医生、护士站在阳光下，每个人都被“镶”
上了一圈美丽的金边，大家都在为创造一
个个生命奇迹而拼尽全力。

这一幕令 人 温 暖 又 动 容 ，也 使 我 回
想起与病魔抗争的历程，家人从未间断
的温暖和关爱，医护人员始终给予的耐
心和信心，还有来自亲友、同事们的关心
和鼓励……恍然间，我突然意识到，那些
一直关心爱护着我、为我撑起希望和勇气
的人，不正是照在我身上的一缕缕阳光
吗？难道真要放弃抗争，心甘情愿深陷泥
潭之中吗？

阳光温暖了大地，也洒下了希望。我
积蓄着心中一点点微弱的力量，暗暗告诉
自己：别让我看到机会，一但有，就一定要
拼命地抓住它！

接下来的 3 个月，我全力配合医生，
咬紧牙关完成 40 多天的放疗。虽然各种
不良反应还在继续，甚至更加强烈，但我
再也没有放弃对生的渴望。第一阶段治
疗完成后，我终于赢回一线生机。随着身
体状况些许好转，医生建议我做一些简单

的康复训练。虽然这些动
作对我而言难如登天，但在
度过了这么多艰难的日日
夜夜后，我选择咬牙尝试。

在医生指导下，康复训
练顺利进行，从最开始腿部
稍有知觉，到双臂慢慢恢复
力量，再到身体逐步可以保
持坐立。看到自己的状况一
天天好转，我重拾了信心和
勇气，家人的脸上也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人 生 旅 途 ，每 个 人 都
可 能 经 历 低 谷 ，会 遇 到 苦
痛 ，会 面 临 无 助 。 有 人 因
此 而 一 蹶 不 振 ，也 有 人 在
磨难中变得坚强。而穿过
这厚重的云翳，我已不再迷茫。曾经不
止一次，我渴望回到那个梦开始的地方，
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听着悦耳的鸟叫，在键盘上一点点
敲击着梦想。

2023 年 5 月，随着身体持续恢复，我怀
着期待和忐忑的心情，主动向公司提出返
岗申请。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同事们欢迎
我回归的方式，令我热泪盈眶。大家特意
为我安排了离办公大楼最近的宿舍，还帮
我打扫房间，安装了崭新的热水器和窗

帘，甚至每天还有专人接送我上下班，帮
助我到医院做康复治疗。我发自内心地
感恩这一群热心又可爱的同事们，他们是
我无比坚实的后盾，让我感受到了来自大
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现在的我，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
福，迫不及待想以自己最大的能量，回报
所有给予过我关怀和帮助的人们。回到
岗位上，我把重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了
解掌握新的工作要求、学习运用新的办公
系统等，当成一个个小小的挑战，深刻感

受着其中的不易和乐趣。再一次奋战在
电网物资保供一线，我也参与了拉萨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青藏直流扩建工程等电
网重大项目的合同签约、资金结算等工
作，收获满满。每当忙碌时，身边的同事
们总会以各种方式关照我，但我却总觉得
充满力量，因为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充实
而有意义的生活。

这是我的破茧重生之路，如今的我更
加坚信，只要心中有阳光，生命就一定会
灿烂如花！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薛国英

微风轻拂广袤的麦田，金色的麦浪
此起彼伏，一颗颗饱满的麦粒，在阳光下
闪烁着迷人的光芒。置身麦田间，思绪
被一粒粒小小的麦粒牵引着，仿佛回到
了久远的时光。

麦粒是大地的馈赠，是农民辛勤劳作
的结晶，每一颗都蕴含着无尽的故事和
情感，承载着希望与喜悦。从播种那一
刻起，它们便开始了生命之旅，在黑暗的
土壤中默默生根、发芽，努力向上生长。

春天的田野里，麦苗嫩绿，好像给大
地铺上一层柔软的绿毯。农民们细心呵
护着苗，施肥、浇水、除草，辛勤的耕耘都
饱含着对丰收的期望，孕育麦粒成长。

夏天来临，麦穗逐渐饱满，原本青涩
的麦粒逐渐变得坚硬而富有光泽。此时
的麦田，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麦浪
滚滚，麦香四溢。

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农民们挥舞
镰刀，收割沉甸甸的麦穗。麦粒们离开
了生长的土地，被收集起来运往不同地
方，有的被加工成面粉，成为人们餐桌上
的美食，有的则被留作种子，继续孕育新
的生命。　　

麦粒如此渺小，却又如此重要。在
岁月的长河中，它们伴随着人类社会发
展和文明进步，从原始耕种到现代农业，
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食物，更见证了他们
的勤劳和智慧。

麦粒也让我想到辛勤耕耘的农民。
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土地上劳
作，用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他们对麦
粒有着深厚的感情，每粒都凝聚着他们
的汗水，每一次丰收都让他们绽放出幸
福的笑容。

麦粒，还让我想到了乡村生活。宁
静的乡村、淳朴的民风、浓浓的乡情，都
与麦粒息息相关。在乡村，人们用麦粒
制作各种各样的食物，不仅味美，更承载
着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人们在麦
田间劳作，在麦场上嬉戏，在麦粒的陪伴
下度过一个又一个美好淳朴的日子。

麦粒，更让我想到了生命的意义和
价值。麦粒虽小，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
力。它们在黑暗中挣扎，在风雨中拼搏，
只为能在阳光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而
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颗麦粒呢？我
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只要
保持坚韧和执着，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实现人生价值。

徜徉麦田间，思绪万千。麦粒，这看
似平凡的存在，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寄
托着深厚的情感。它们让我懂得珍惜，
懂得感恩，懂得努力和奋斗的意义。　　  

离开麦田时，忍不住再次回头眺望。
那一片金色的麦浪，在夕阳的余晖下更
加美丽动人。麦粒的故事还将继续，它们
将继续见证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见证我们
追寻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缪士毅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石浦
港，位列我国六大渔港，如一颗璀璨的
明珠，镶嵌在东海之滨。多年来，“中
国开渔节”为这里增添了无限光彩。

进入石浦港，一只只渔船迎着
海风，旌旗招展。石浦因渔而兴港，
也因港而兴渔，这里的石浦古城已
有 600 余年历史，沿山而筑，背山面
海，素有“城在港上，山在城中”之
称。古城一头连着渔港，一头深藏
在山间谷地，老屋梯级而建，街巷拾
级而上，蜿蜒曲折。

沿着古城入口处 “街道爬山坡，台阶密
麻麻”的碗行街前行，率先走进“港城沧桑”景
点，在此了解石浦港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继
续沿石板路往前行，是“耕海牧渔”景点，这
里布展着渔民们“耕海牧渔”的模型，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捕捞情景，勾起了我对大海的向
往，对渔家生活的兴趣。

离开碗行街，折向中街而行，这条用石板
铺成的 250 米中街，每隔 50 米就设有一道封
火墙。从墙上所题的“金汤永固”四个字，就
知道封火墙所发挥的防火防盗作用。中街两
边有关帝庙、源生钱庄、艺苑、侍郎府等多个
景点，一路游来一路景。

满怀兴奋乘坐休闲渔船出海，随着马达
声响起，渔船启锚驶向茫茫大海。约摸 40
来分钟后，船长提醒大家到船尾看撒网。
只见船员将长长的尼龙网撒进大海，阵阵涛
声中，渔船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继续前行，

待船上铃声骤响，就到了收网的时候。
海滨踏浪戏沙，收获风情无限。象山石

浦皇城沙滩，像金色缎带铺展在大海之滨。
浪涛涌上沙滩时，前浪未消，后浪接踵而
来，轻盈的碎浪，抚摸着双脚，而金色的细
沙，却随着海浪悄悄地从脚下溜走，惬意又
陶醉。 

海滨的夜晚十分迷人，尽管下着淅淅沥
沥的小雨，但始终没有冲淡我对夜色的迷恋。
夜色渐浓，坐在渔村酒店的阳台上，倾听不远
处传来的海涛声，体会难得的浪漫时光。那
涛声应是大海永恒的歌声，仿佛早已将我的
心绪与大海融合一体，忘记了浮躁，忘记了烦
恼，心胸像大海一样宽阔辽远。

碧 海 、渔 船 、沙
滩、古城……走进石
浦港，就像走进一幅
美妙多情的海滨风
景画卷。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项伟

南方六月，正是杨梅“红得发紫”
的时节。这种原产于江南的夏季佳
果形似乒乓球、色如丹顶，外表有箭
镞状的颗粒，一看到它，就会联想起
外形相似的荔枝来。“累累疑与荔枝
同”，宋代诗人董嗣杲在《杨梅坞》中
描述杨梅挂在枝头成球成串，样子与
荔枝差不多。也有诗人说杨梅“色比
泸南荔枝深”，的确，杨梅本就越成熟
颜色越深，先是鲜红，后是深红，有些
品种甚至会红得发紫、发黑。

但若单以颜色而论，古人似乎更
喜欢用“鹤顶红”一词来喻杨梅。类似
的诗句有很多，例如“摘来鹤顶珠犹
湿，点出龙睛泪未乾”，以鹤顶、龙睛来
比喻杨梅的颜色和外形。又如“不羡
南州锦荔枝，鹤头猩血正红滋”，以鹤
顶等形容杨梅色泽红艳，以荔枝作比
赞其味美。还有一种既形象且常见的
叫法，是将杨梅称作“火齐”，比如陆游
在《采杨梅》诗中写道：“未爱满盘堆
火齐，先惊探颔得骊珠。”火齐即火齐
珠，据说是一种颜色火红的宝珠；骊
珠，也是宝珠名，相传出自骊龙颔下，
色红。用火齐和骊珠作比喻，形容杨
梅就像一颗颗红而圆的宝珠。

杨梅甜中带酸，和葡萄、荔枝颇有
相似之处，所以诗人们惯于将其与二

者相比。宋代余萼舒的《杨梅》诗曰：
“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支应不到长安。”
“太真”是杨贵妃的号，这里化用的是
“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大意是说，
如果当年杨贵妃尝到杨梅的味道，那
八百里加急送去长安的，就不是荔枝
而是杨梅了。

食用杨梅，最简单最直接的吃法，
莫过于边摘边吃，或用清水简单冲洗
后食用。更讲究些的，是用杨梅蘸着
吴盐吃。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玉
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据
说李白途经梁园，当地友人设宴款待，
其中就有“玉盘杨梅”。盘上先放置冰
块，再码上洗净的杨梅，上面撒一层雪
白的吴盐，吃的时候蘸着吴盐大嚼杨
梅，别有一番滋味。相传吴盐产自古
江淮一带，味淡而鲜，是盐中上品，杨
梅渍盐或在盐水里浸泡一会儿，除了
杀菌驱虫的功效，还能抑酸增甜，可以

提升杨梅等酸性水果的口感和味道。
杨梅还有两种另类的吃法，是做成

粽子馅和杨梅烧酒。“酒中喜桃子，粽里
觅杨梅。”这里的杨梅馅应该指的是杨
梅干或杨梅肉酱，因为杨梅果期短且极
难保鲜，做成梅干或果酱既易于贮存，
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杨梅酸甜可口
的风味。基于同样的道理，古人曾尝试
将新鲜杨梅浸入白酒，加入冰糖调味再
密封，做成杨梅烧酒。比如汉代学者东
方朔在《林邑记》中就记录了一款叫做

“梅香酎”的杨梅烧酒：“林邑山杨梅，其
大如杯碗，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
酝酒，号梅香酎。”

据说，梅香酎因量少难得，十分珍
贵，只有招待贵客时，才会拿出来小酌
几杯。如今，南方有些地区依旧保留
着浸泡“杨梅烧酒”用来待客、以示敬
重风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
种文化传承。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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