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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秋千，荡秋千，一荡荡过柳树梢，摘
朵白云怀中抱，送给爷爷把背靠……”女儿稚
嫩的童音紧紧地扯着我的思绪，把我带回到家
乡那颗柚子树下，回到秋千上的童年时光。

我对秋千的最初记忆，便是琼瑶经典电视
剧《燃烧吧，火鸟》里的镜头，那年，我才七
岁，在邻居家的电视里瞥见了一架秋千的构
架，以及那架秋千带给主人带来的快乐，我便
由此决定，做一架属于我的秋千。

院子里有三棵老柚子树，唯独东头的那
棵，结着红瓤柚子的柚子树，有一根横生的粗
壮的枝条，足有胳膊般粗壮，很适合绑绳子。
我心生一计，就在这根树枝上做一架秋千吧。

我找来两根爷爷捆柴火用的粗麻绳，又找
来奶奶的小板凳，把麻绳系在板凳上，打一个
死结，一个简单的秋千架便做成了。我坐在上
面试了试，又新鲜又激动。起初只敢把绳子系
短一些，这样秋千荡得不高，人很安全，再后
来胆子大了，就把绳子系长了点。

可爷爷奶奶总是不放心，让我不要在那
玩。因为柚子树栽在院子边上，下面就是石头
砌成的陡壁，足有两米多高，如果摔下去，后
果不堪设想。现在想时，那时还真够胆大，又
极度幸庆，柚子树树质细密坚硬，即使荡起来
摇摇晃晃的，树枝快到断了一样，它也没有一
次断裂开来。看我坚持，又实在没有可玩的玩
具，爷爷奶奶只好嘘着脸，让我停下秋千，帮
我在每根绳子的顶端，再打一个死结。

那一架秋千，便成了我和伙伴们最好的玩
具。

春天，柚子树开满了花，馥郁芬芳，我和
小伙伴们在树下，轮留地荡着秋千，摇动千千
万万的花蕾往下掉，爷爷也不恼，他说那结不
实的花儿，迟早是要落的，早落早好。

夏天，柚子树枝繁叶茂，满树绿荫，是我
们休闲乘凉的好场所。我们在树下吃饭、做作
业、午睡，更多的是荡出一片清凉。

秋天的时候，柚子树上结满了柚子，硕大

的柚子在头顶，随着秋千来回晃动的，有时候
嘴馋，偷一个柚子下来，拿刀胡乱切开，扳出
里面的果肉，塞一点在嘴里，边荡秋千边细细
品味，实在酸得掉牙。

冬天，爷爷砍柴火的日子多了，粗麻绳常
常被他强行地拆了去，奶奶也要坐在凳子上，
准备过冬的柴火和蔬菜，荡秋千的日子少了。

那架秋千，就那样伴随着我的童年时光，我
总喜欢坐在秋千上，看月亮，数星星，想心事。后
来，我上了初中，课业繁重，再也没玩过秋千了。

前年，有人收购柚子树，估计是拿到城里做
绿化，那棵老柚子树，因为年代久远，结的果实
变了质，极酸，便被叔叔以三百块的价钱卖了。
再回老家，我总是望着原先种着柚子树的地方，
失落发呆，回想着那些秋千上的旧时光。

“秋千秋千高高，荡呀荡过树梢，树梢点
头微笑，夸我是勇敢的宝宝。”女儿稚嫩的童
音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想起秋千上的快乐时
光，心里顿时温暖无限。 （刘希）

秋千上的童年
幸福驿站

思想火花

艺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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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儿时的暑假，没有培训班，除了两本暑假
作业，便是帮父母做家务。也正是在漫长的暑
假里，我学会了煮饭、烧菜、洗衣、扯猪草、
放牛等。这些家务活，可以说是农村每个孩子
必须学会的活。

那时候，大人盼暑假，比孩子们盼暑假还
要急切。因为孩子们放假在家了，所有的家务
活都不用大人操心，可以专心干农活，我们的
暑假，可以用“家务”暑假来形容。

那时候煮饭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没有电
饭锅，没有液化气灶，用农村的大灶煮饭烧菜
是一道繁琐的工序，因为一边煮一边要往灶堂
里添火，一个人要顾锅里也要顾灶里。掌握不
好火候，饭就会煮烂，菜就会烧糊，或是半生
不熟。煮好的饭，用筲箕盛起，把贴锅底的锅
巴铲起来，倒上事先预留的米汤，大火煮开，
再用小火慢熬，半个钟头的工夫，一锅香喷喷

的锅巴粥就做好了。
菜基本都是自家菜园里的蔬菜，除了要掌

握火候外，还要想着法儿做出新花样来。每天
都是吃自家种的辣椒、茄子、西红柿，外加葫
芦和丝瓜。我曾经用了一点白糖拌西红柿，获
得父亲的称赞，也曾经用烤辣椒获得母亲的夸
奖。看着家人吃得格外香甜，那成就感是无法
用言语比拟的。

没有洗衣机、自来水的年代，洗衣服是很
繁琐的事情。须得先烧一盆温水，放进洗衣盆
里，倒上洗衣粉，浸泡过后搓洗一番，再提到
附近的水塘里，用棒槌捶打，才能清洗干净。
阵阵捣衣声，从这个水塘传到那个水塘，声音
清脆，此起彼伏。

扯猪草是我们那时候每天的必修课。吃
完早饭，我们便挎着竹篮，约上好朋友，出
外扯猪草去了。田埂边，荒地里，都是我们

的身影，一路说笑，干起活来也不累，干完
活儿，也无视天气炎热，找块宽敞的地儿，
便玩耍起来了。没有什么玩具，跳房子、挑
棍子、跳皮筋，这么简单的游戏都玩得不亦
乐乎。直到要回家做中饭，才挎着竹篮恋恋
不舍地奔回家。

当然，收拾房子也是必须会的。没有吸尘
器，也没有拖把，地面是黄土，这就需要先洒
上一点水，再用扫把清扫。每天早上，都要把
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清扫一遍。屋子里家具简
单，也要细心地擦拭一番。那时候的家虽然简
陋，但因为整洁而显得温馨。

因为有了“家务”暑假，我们练就了一身
好本领，也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品格。“家
务”暑假，虽然辛苦，但因为从小体验了生活
的艰辛，才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

（刘亚华）

儿时的“家务”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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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员》
老党员坚持自主学习，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
拍客：苗青

诗路花语

阳光洗礼过的你
被天女纺成
丝丝缕缕
那是你的长发

远嫁的日子
雷公电母为你壮行
或热烈而狂放
或潇洒而淅沥
你以多彩的旋律
将情感倾注大地
悄无声息
潜入我的梦里

门前池塘畔
一排烟柳
婀娜多姿
它在风中与你共舞
窃窃私语
亲密无间
谁能不顿生醋意

你编织的情网
早已把我俘获
我要冲出门外
迎上前去拥抱你
感受爱的痛快淋漓
天之作合的爱
纯洁而美丽
一如我的痴情
缠绵在
你的季节里

（沈昌顺）

夏雨情思

《滚铁环》
路边看到此番情景，难忘儿时滚铁环。

拍客：周龙兴

《激情竞渡》
快乐龙舟，激情飞扬。

拍客：王泽民

《守护》
为防鸟雀糟蹋豆苗，农户做了几个假人守护，

取得的效果相当好。
拍客：王会舜

重温一遍党章党规，就是一次心灵的净
化，字字珠玑，言之凿凿，句句千斤，感受
涌动的初心，激发前行的动力。对照党章党
规，检视自己，放一把戒尺在心间，让污秽
暴露在阳光下，打扫思想灰尘，纯洁精神的
根脉。“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
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鉴，镜
子也。其实，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章
党规就是一面镜子，常照镜子，可以认识自
己，保持头脑清醒，真正做到正衣冠、明得
失、修品行。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包含了对党员标
准、党员规范的总要求；党规是党章的延伸
和具体化，明确规定了党员应当严守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共产党员是砥砺奋进的标
杆，“但立直标，终无曲影”，通过党章党
规，锤炼党性修养，学懂其内容、弄通其标
准、做实精神要义，给自己立一面镜子，时
时反观自我，找出差距，不踏“雷池”，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坦率地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照镜子
的，究其原因，个别人喜欢“跟着感觉
走”，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乎就懒得照镜
子，动辄曰“本人无疾”，其结果是两眼迷
茫，双耳聩聋，等到了悔之晚矣那天，回头
却不是岸。有些人自己有问题，恐惧照镜
子，担心去伪存真，讳疾忌医，落个蔡桓公
的下场。部分人只愿看到自己光鲜的外表，
习惯靓丽出镜，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内心
自我膨胀、自欺欺人。还有的人站在道德的
制高点，总是拿着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

“毫无瑕疵”，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缺点，可就
是反射不到自己身上的“阴暗面”。种种懈
怠的认识，是对党章党规这面镜子的亵渎，
把不住问题的脉，点不到思想的穴。

照镜子重在发现问题、查找不足。只有
勇于直面缺点，敢于揭短亮丑，面对党章党
规不遮掩、不回避，才能使心中的污尘无处
藏身。反之，照不好镜子，或是不愿照镜
子，则说明一些人还存在不以为然的思想，
怕照出差距无脸面、照出缺点挨批评、照出
问题被问责。“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党性的
提高，就是要对每个党员身上存在的各种问
题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因此以

“党章党规为镜”应是一种政治自觉。藏着
掖着，只能把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无
药可救”。唯有常照镜子，往深处照、细处
照，使问题和缺点纤毫毕现，做一名纯洁的
共产党员。

明镜高悬，心有敬畏。学习党章党规是
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也是自省自警、自我
曝光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深刻的思想自觉，
更需要高度的勇气。因此，用好党章党规这
面镜子，时时勤照，敢于揭短、勇于亮丑，
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不粉饰太平，洗
清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永葆共产党人的鲜
明政治本色。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生活在社会中的
人，有错误、有缺点是难免的，所以我们需
要照照镜子，检查一番。以党章党规为镜，
对照自检，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每名共产
党员一生的功课，是一项长期的、经常的学
习教育活动。熟悉党章党规的内容，落实党
章党规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
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做一名
新时代奋发有为的合格党员。 （张春波）

照“镜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从村庄到

学校，十来分钟的路程，走的是一条通往106国
道的沙土路，宽一米有余。路上有一道三、四十
米长的木桥，走上去，嘎吱嘎吱作响，颤颤悠悠
惊人。但桥下流水清幽，水中还有一些长着红
翅的小鱼儿，扒在桥上往水里看，别有趣味。只
是，这座桥，一发大水，木桥墩就会被冲垮。桥
一垮，上学就成问题了。

沿路有一条灌溉用的沟渠，水中有小鱼小
虾，沟渠石缝中、草丛里，时有小爬行动物出没，
蝴蝶、蜻蜓等总是随季节而飞而动。可以说，路
上的时光，充满了忧患也充满了烂漫童趣。那
时，这条路在我们眼里，就是一条宽阔的路。

犹记得上小学时一到星期天或寒暑假，我
就与兄长一道忙着随父亲打石方铺公路。那时
候，我们总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上角锄、钉
耙、铁锤、撮箕、扁担等，在村前小河的沙州里翻
找石头，用大、小铁锤敲打，碎成核桃大小后，耙
入撮箕，挑到公路上，码成梯形石方，让工作人
员来测量。这样，一家人每天一共可以挣上几
毛钱，用于购置灯油、酱油、食盐，交学费，买些
小人书等等。日复一日，这活虽然又累又苦，但
毕竟是个经济来源。我最初对路有感觉、有感

情，就是从跟随父亲打石铺路挣些零用钱这段
经历开始的。

另有一条路，是从村庄通往白羊山的。白
羊山虽无奇峰险隘，却不失俊俏秀美。站在家
门口，就可望见它逶迤连绵的身影。蓝天白云
下，它的清朗可以入怀；风生雾起时，它的姿
容如梦似幻。山脚下有幽蓝醉人、碧波荡漾的
红石水库，库水流入红石河，像一条飘动的裙
带，驿动着飒飒生机。

七十年代中期，我祖父辞世。按照他生前的
意愿，父亲将他安葬在白羊山脚下一处叫蜡烛尖
的山头上，蜡烛尖下面的村落就叫菖蒲坑。因为
路途不近，出殡时，父亲请了两班柩夫轮换着抬
柩，还备了粗实的拉绳，请了伙夫挑着炊具食材跟
着。全村男女老少两百多人，只要有些脚力，都站
在了送行的行列中。中途，有一处山路逼仄，棺柩
无法通过，只能从一处足有四、五百米的坡地上攀
插上去。大家伙一合计，将粗实的拉绳系在棺柩
上，一部分人在柩夫身前身后护柩，一部分人在
前头拉着绳索，齐心协力，才将棺柩归置到了可
以行走的山路上。歇下来，全村人用过餐，开始
了下一段艰难的路程。那份浓重的乡情，只要
你经历过，是不可能忘怀的。

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
思路变了，白羊山上的庄稼虽然减少了，但果
园却在不断地扩大，只长茅草的地方全部栽上
了果树。山路也随之被挖掘机拓宽，虽然还是
砂石黄土路，不能算是坦途，但也算是通途
了。果农们足以用交通工具将水果从这儿运出
山外销售。

于我而言，这以后，年年岁岁清明时节回
家，赶晴和的日子上山祭拜，不会再为难走的
山路而困扰犯难了，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心变
得沉实、安然而祥和。

进入二十一世纪，生活日新月异，一切都
在不断地更新升级，这条乡村道路也纳入了公
路改造规划。几年后，这条路变成了厚实的水
泥路，险峻的地方除了埋上了结实的水泥墩
子，还加了如高速公路上那样的绿色护栏，摩
托车、小汽车在路上自如地穿梭，打破了以往
固有的清静。

可以说，在几十年的时光旅程中，白羊山脚
下的这条乡村道路，是一条萦绕在我心头的路，
一条蜿蜒在我生命中的路，一条洒满亲情乡情
的路，更是一条被新时代赋予了发展使命的路。

（程应峰）

乡村路的时光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