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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台

青台是禹庙滩地西边的一处夯
土台，在鸣条岗的禹王城下。青台
不大，约莫五亩庄稼田的面积，南北
长 70 米，东西宽 65 米，据传系夏朝
奠基者大禹为留守都城的妻子涂山
氏女娇所建的高台。《光绪夏县志·
卷一》载：“青台，在县西十五里，高
百余尺，晓登遥望，野色空濛，最为
上景，上有禹庙。”

四千多年前，伫立于青台的女
娇眺望着大禹带民众治洪离去的方
向，春秋冬夏，从早到晚，一十三年
漫漫等待，星空下悠长着那首爱的
绝唱——“侯人兮猗”，相思泪雨洒
湿青台的每寸黄土。

这一唱，唱出了贤妇女娇的持
恒与守护；这一唱，唱出了在外治理
洪水一十三年的铮铮大禹。为拯救
被恶流侵害的家园庄田，拯救流离
失所的人们，他耒耜石斧，布衣斗
笠，风餐露宿，疏九河，导百川，“合
通四海”“尽力乎沟洫”，三过家门而
不入，全心全意服务于生民。

洪荒归流，禹在青台在侧的禹
王城，依山川地理始定九州，号令诸
侯，华夏也从氏族部落迈入更文明
更秩序的多民族国度。

大禹后，大禹儿子启在青台之
地的安邑（禹王城），建起奴隶制王
朝——夏，夏朝延续了四百多年。
战国时魏文侯在此建都，拜贤变法，
让魏国迅速跻身“战国七雄”之列，
夯实百年霸业。汉献帝兴平二年

（公元 195 年），曾临时建都于此，时
近一年。如今，青台所在的岗下平
原，和岗上丘陵，布满东周至秦汉、
两晋时期的文化层，堆积厚度有两三米。禹王城
由古都到郡治、县治的 1056 年里，保留了相对完
整的历史文化遗存。1988 年，国务院公布青台
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巍巍青台，浸透四千多年的雨风霜，默默诉
说着大禹拳拳的家国深情。明月还是夏朝的款
款明月，夜夜抚慰古都东南青台上的女娇倩影。
弹指千年，大禹都城早已悄匿于鸣条岗的坡岭深
层，唯独女娇驻足的土台孑然傲立。乡民亲切地
叫它“禹庙疙瘩”，世人又称其“望夫台”“青台”。

庙会记忆

禹庙滩的青台魏太和时代起建有禹庙，滩
地有了名，禹庙起了会。官宦乡民求签问卦，
许愿还愿，香火鼎盛。火灾地震，庙屡毁屡
建。解放前雄伟的禹庙衍袭着每年两届的春秋
庙会，春季三月二十二、秋季九月二十二。我
生于 1924 年的父亲李文选以见证者的身份，比
画着禹庙盛会：“疙瘩上有庙，上下直陡的青石
台阶几十个，正殿有大禹金身，正殿后有娘娘
塑像，有配殿，雕龙描彩，梁柱粗大，再没见
过那么粗的！广场设会，不像现时设在禹王
村，就在我们这禹庙疙瘩前。庙解放前烧毁，
是为了消灭盘踞于此、恶贯满盈的伪县长侯甫
国，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可惜座好庙！庙会日
戏台唱戏，广场耍把戏，外省客商也赶着骡马
大车，带着地方特产早早到来。有河南客商，
也有山东、陕西、内蒙古、甘肃的商人。全国
十多个省份的人来了场上号位搭帐，帐挨帐。
说是三五天集会，拖至六七天的也不稀罕。会
没开始，客商到，会起来，更热闹！”

禹庙会爱下雨，乡民有“雨神头”说法，
好好的天突然就布满乌云，下起雨来！我想象
着禹庙广场冒雨赶会的人们，头戴草帽，身披
油单，或撑把花伞，打条条乡道接踵而至，扎
双泥脚穿梭于棚与棚、流连于帐与帐的集贸市
场，没钱的易物交换，各取所需，方便了物质
匮乏年代人们的生产生活。

禹庙会迁至禹王村的多半个世纪里，乡民
对禹庙会的热爱不减。庙会日子，络绎不绝的
人流夹杂在平车牛马驴骡的队伍里，沿着青台
前的中原路拐上坡塬，或沿着滩东边的人工河
堰，到五里远的禹王村赶会。平日万般节俭的
民众，把多日攒起的需求，赌气般地押在历时
五日的庙会释放，吃着地道浓郁的火烧馍、油
泼凉粉、粉浆饭、水煎包、羊肉泡馍、甜甜
黍、糖葫芦，等等，摩挲着异乡的特色商品，
讨价还价，淋漓尽致地享受着购物的狂欢。外
地来的杂耍马戏团，奇装异服的艺人们也打破
了封闭年月人们的视野局限。

提起禹庙会，知天命之年的自己还是向往
不已，母亲发的两块跟会钱带着沉甸甸的欢
乐，一个人有限的激动感动啊，经住了岁月的
消磨！打禹庙会回转，下禹王村土岭就是禹庙
滩，坐在平车棉褥上的母亲，意犹未尽地哼唱
着公演的蒲剧或眉户里的曲子，和父亲谈论着

《舍饭》《十五贯》《芦花》《三娘教子》《张连卖
布》 等演员的唱、念、做、打，谈到闪帽翅、
摔发辫的精彩情节，父母都说好厉害！

庙滩往事

我所成长的西董村，和禹庙滩隔条窄窄的
青龙河，父辈那代社员眼里的禹庙滩并不荒
凉，口头习惯：“到恰 （咱） 禹庙滩上转圈，弄
捆柴火烧几天。”需要头牯猪牛粮草的，春夏秋
挎个荆条或杨树枝编的篓子到禹庙滩去挖，到
处遍布着地蔓草、碱草、刺角、打碗草、爬地
龙、芨芨草等，不到半小时满了篓。逢着礼拜
日，大小孩子在滩地找种叶片紫绿的“甜地
六”吃，味道咸甜。还有种甜甜根，藏在土埝
处，春天干叶里抽得出一拃长、尖尖角的“木
鸡狗”，剥去外皮，里面是可口的羽状果肉，若
挖出纤细的根茎来，一节一节莲藕似的白，都
是滩地赐予孩子的解馋零食。在一汪一汪的积

水 里 ， 玩 伴 们 捞 出 小 鱼 小 蝌 蚪
玩，也有人放在玻璃瓶里养。滩
地多花多草多青翠，鸟声啁啾，青
蛙呱呱，蝴蝶蜜蜂翩翩起舞，各种
叫不出名字的鸟儿以芦苇蒿草筑
窠，求偶生息。

禹庙滩周围不乏村庄，西董村
人敢把滩地当作“恰滩”说，底气十
足地说，不是信口胡言，村庄的农
场就在禹庙滩的东北部。一条东
起西董村，向西延伸的中原路，串
珠般地串起青龙河、禹庙滩、禹庙
疙瘩，几者和谐壮观地衔接在鸣条
岗下短短的中原路上，紧紧依偎，
难以分割。公而忘私的大禹精神
也彰显于西董村村中央宽 3 米、高
约 6 米的清代砖雕影壁间，“福”字
敦厚，楹联震撼：门过以三辛壬癸
甲非虚度；年乘其八江淮河汉赖平
成，横批“拜善言”。平仄恰切的楹
联，把为民谋福、克服千难万险的
铮铮大禹毕现于朴拙影壁，栩栩如
生地“活化”在这方民众的心里，不
断 激 励 着 村 民 勇 敢 追 求 ，虚 心 向
善，做正义之人。

青龙河是村庄的“母亲河”，系
着滩和村，又由于河水泛滥，农田
村庄遭灾，历经数次改道，到我小
时候，河和村子一里远，上面架座
不知什么年代建的砖石结构的拱
桥，能过辆标准的平车。村人要到
滩上去，大凡走桥的通道去。桥的
南面，依河的南北偏西走向迤逦的
人 工 河 堰 ，据 史 料 载 ，筑 于 公 元
1893 年的清光绪十九年，《创筑村
西堰记》的碑刻现存于西董村影壁
对面的村小学内，老禹王庙的正殿
里。这个历代备受洪流侵犯的村
落，因为堰的阻挡，得以平安。堰
和西边绵延的鸣条岗形似括号，组
成人工和自然的完美堤防，也把青
龙河上游涝时开闸泄洪的河水，最

大限度地疏浚到低凹的禹庙滩地去散放去消除。
1960 年左右，滩上钅发 草 的哥姐口渴，镰尖在

地上旋个窝，没有杂质的水便从地下冒出，比不
上家里的甜井水，有些许咸，但也能解了干渴。
到我十岁年纪，滩上打的井，井水离井口仅两米
之距。干燥的冬季，滩地涂满白色的碱圈儿，人
们持笤帚簸箕扫碱，为物质匮乏年代的人们提供
了洗锅碗、洗衣物的清洁剂。

20 世纪 70 年代农活寡淡的初冬，跟随生产
队队长的父亲在青台西北边打蒿草，蒿草肥胖高
大，能遮掩住成年男人的身子。父亲专注于伐蒿
草，贪玩的自己翻弄着青台台基下剥落的虚土，
土里散佚着模糊不清的锈绿麻钱，看不清楚哪朝
哪代，自己无聊地翻翻又当弹子似的弃掷。也会
爬过青台北边出入陡峭坑洼的斜坡，爬到无建筑
的土台玩，五亩的庙台上招摇着干枯的野草。青
台附近和中原路攀升的丘陵土塬两旁肥沃的庄
稼地畔，还堆砌着成埝的砖石陶片和破瓦当。过
段日子，就有考古队用探杆在禹庙滩和岗岭各处
鼓捣，不同文物都有发掘。

荏苒岁月，1970 年左右，驻守青台的人民解
放军使用着面东的几孔窑洞，和东面数间矮砖
房，养几条狼狗。房后是片池塘，不知是不是禹
庙从前的莲池？池里肥嫩鲜美的藕和养殖的鲤
鱼草鱼，供给着青台西北高坡处营盘里的解放军
战士。冬夜成群结队的乡民曾徒步到鸣条岗上
的解放军营盘观看《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露天电
影。那里时不时就有紧俏时兴的电影，奇寒奇冷
的天也挡不住乡民的渴望。解放军在滩地种植
的苜蓿荡漾着紫色的花海，还有芥疙瘩模样能熬
制糖浆的甜菜，改良了诸多的盐碱地。辽阔的禹
庙滩渐渐多起一望无际的黄色麦浪。夏收季，大
型收割机收麦，村庄老小及邻村的乡民携筐带
镰，满怀期待在麦田地埝外等拾麦。收割机收完
离开，蜂群般的民众扑进麦秆和高麦茬间，手脚
麻利地大展身手，麦穗放进蛇皮袋，带秆的麦子
扎成捆。麦地宽广，拾麦的家人走散，儿女找不
见母亲，男人找不到婆娘，呼叫声淹没在金黄的
滩地。真要见了面，家里几口人捡拾太多无法扛
回，找来平车拉。那段日子，缺粮的人们，滩上拾
下不少维持生计的口粮。

上世纪 80 年代解放军离开青台后，禹庙滩
大片土地归还村子。90 年代，青台前的场子上
堆满麦秸草垛，一家私人造纸厂，打浆排水，冒着
泡泡的黄稠污水淌满青台前的河道，河边的地板
结泛黄，庄稼无力，草木枯萎。

造成数年污染的造纸厂何时被环保部门查
封？那时已然出嫁，难以确切。

尾 声

而今的中原路早已告别黄土扬尘，哥哥翻盖
了泥基老屋，两层半的小洋楼恬静地守在硬化齐
整的新中原路旁，青龙河也改道到禹庙滩腹地，
桥宽河广，滩地变良田，蔚然成林的庄稼田，乡民
日光温室培植的夏乐西瓜、绿色蔬菜，“如火如
荼”地得以发展。家里不再辛苦地打柴，亡故的
父母想都不敢想的好生活，在现在的日子里奇妙
地生发着。鸡鸭鱼猪各种肉类，依口味需求，十
分常见。做饭不见柴火，厨房有油烟机，人少用
电磁炉，人多用液化气，干净又快捷。房顶置架
太阳能设备，洗澡间置备热水器，两者供应着家
里的热水需求。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和小轿
车，成了我们日常的交通工具。

禹庙滩，可否记住禹庙会的盛况？老庙会，
新庙会，潜移默化地诉说着乡民对大禹的敬仰，
对安居乐业集会贸易和美好生活的民俗庆祝！

青台，还是夏朝垒的沧桑老土，缭绕着“侯人
兮猗”的情歌！一方土台似变形的甲骨文，似竹
帛书简的文牍，让后来的学者钻研再钻研。它四
千年不倒，似仰大禹神力支撑。

正在开发旅游产业的青台，恢复老庙的层台
累榭，碧宇飞甍，振翮翱翔，指日可待。

皇皇青台，中华之根，汲池盐之福，取西阴丝
帛，得大禹庇佑，集大爱之所，凝日月精华，固千
秋文明，与天地同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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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水
仙

天地生暖，万物复苏，风云恬
淡，花发草长。头顶蔚蓝的苍穹，
脚踏松软的土地，站在浅草里凝望
春野新绿，走进春天的桃园果园，
陶醉在花海。

春日真好，天高云轻，和煦的
风，清新的空气，连人们的心里也
洒满了金色的阳光。金黄色的油
菜花在呼唤，绿油油的麦苗在招
手，肥嘟嘟的野菜在诱惑，粉的、白
的、红的杏花、梨花、苹果花在酝酿
着蓬勃的生机……快将一切烦恼
随风吹散，快放下手中忙不完的活
计，怀着圣洁的心绪到乡下田间，
看天之高阔辽远、地之博大坚实，

让春风擦去岁月的沉重，让每一个
年华因为春天的开始而生机勃勃，
让每一个日子因为有梦想的起航
而充满希望。

野菜是大自然的精髓和礼物。
田间地头、沟坡垄畔，小白蒿、莴苣
草、灰灰菜、地儿菜等应有尽有。有
的刚刚露出几片新叶，翠绿娇嫩、
新鲜水灵，有的匍匐在地上，有的
与嫩绿的麦苗交织共生。香椿儿、
榆钱儿、洋槐花慢慢冒出了嫩芽，
散发出的缕缕清香，则更是诱人。
野菜无论是蒸着吃、煮着吃，还是
拌着吃，各种吃法都能让人口齿留
香。

春 的 俏 丽 、春 的 温 暖 令 人 陶
醉。在无边的绿色包围中，没有高
楼耸立遮挡视野，没有车的拥挤、
人群的喧嚣扰乱，仿佛是一种情感
在回归，回归故里，回归自然，真是
春归情亦归。我们带着生命的希
冀，带着爱，带着敬意，带着温柔和
欢乐投入春天的怀抱，用眼看，用
心接，用手摸，用全身心体悟春的
神韵、风采、梦幻。

时光流逝，人生苦短，昔日的
忧愁和欢欣，当年的憧憬和激情，
过去的坎坷与振奋，都已成了过眼
烟云。人生难得是春天，朝朝暮暮
莫等闲！春天不经意间到来，令人

不禁有几分突然的感觉，油然而生
春色易逝的沧桑感，一种莫负大好
时光的紧迫感。时光的车轮向前
滚动，新时代的春天更令人陶醉。
国家年初出台的一系列力度甚大
的改革措施，已在各行各业实施。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议政风
生而又气氛融洽，话题多样而又
重点突出，责任感与议政力凝成
一个鲜明的时代特点——以龙腾
虎跃、鱼跃龙门的干劲闯劲，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披荆斩棘，开拓
创新，拼搏奉献，坚毅前行，意
义极为巨大！

古 人 有 一 句 “ 春 风 风 人 ”的
话，直意为春天的风吹拂人们，引
申为给人以教育和帮助。我想，在
这大好春光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受
到感染，受到鼓舞，受到激励和鞭
策，同心协力，扎实工作，不误这易
去的春时，珍惜这不再的春光，让
春天更美好，让春色更浓烈。

春 日 漫 笔
■屈吉平

随着柳树发芽抽枝，嫩绿的柳
叶像姑娘们曼妙的身姿，让运城脱
下了冬装，焕发出浓浓春意。

早春二月，阳光明媚，迎春花、
杏花、桃花陆续绽放。人们纷纷走
出屋子，来到公园、广场，寻找自己
的乐趣，找到自己的寄托。

年轻人在劲舞中摇摆，张扬青
春，释放个性；民族舞队穿上盛装
旋转，讴歌生活，赞美幸福。蒲剧
爱好者陆续登场，传承戏曲文化，
一招一式尽显功夫，一板一眼都是

热爱。抖空竹的身体矫健，踢毽子
的脚步轻盈，抡鞭子的豪情万丈，
打太极的悠闲自若。也有打牌的，
下棋的，带孩子的，更有红歌联唱
的，又点燃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
月。

生活是火热的，城市永远年
轻。

年龄大了以后，我越来越喜
欢亲近大自然，感受泥土芬芳，
感受苍茫大地。作为一名盐化的
退休职工，这些年我经常去的就

是盐池，对盐湖的感受更深。随
着退盐还湖政策的实施，原来由
企业经营的盐湖，现在成了市民
亲 水 的 好 去 处 。 有 美 丽 的 芦 苇
荡，有毡子一样的干草地，更有
全国唯一的祭池神的池神庙，仿
佛听到舜帝抚琴正在唱南风歌。
环 盐 湖 路 、 盐 池 里 的 一 条 条 堤
堰，随处都是步行休闲的市民，
大家观湖游景，接受日光浴，走
近山水，感受天人合一，听鸥鸟
相和，看水鸭嬉戏，或坐或卧，

随心自在。
不仅是城郊，中心城区里的宝

贝也不少。有闻名远近的盬街，关
王庙开始的运城故事，告诉你这个
城市的由来与辉煌。还有运城博
物馆和河东历史文化展示中心，让
人穿越千古和先人对话，引人深
思。

你可以驱车前行，也可以绿色
出游。公交车干净、平稳、温馨。公
交线路四通八达，是这个城市流动
的血脉。街边，随处都可见到共享
单车和方便的“小蓝”，随时随地可
以代步，方便快捷。她们以热情的
怀抱，迎接南来北往的人们，就像
这座城市。总之，城市越来越舒适
自然，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如花
园一般美丽可爱。这就是我们生
活的运城，梦幻中的家园。

这 就 是 我 的 运 城
■李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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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郝鹏飞

春天，驱散了寒冷，编织着
绚丽的期冀。

片片绿叶，欢快地在春天的
枝 头 上 眺 望 ， 它 踮 着 嫩 柔 的 足
尖，拽着翠色的裙摆在风中，忍
不住笑出了声，惊醒了潜伏一夜
的虫鸣。

它 用 春 天 的 气 息 ， 呼 朋 引
伴，像一个勤勉的劳动者，用一
台时光机器浅唱着现在和过去。

春风到处花开千树，一切绿
色植物都鼓起了生命的“风帆”，
在绿色的“海洋”上驰骋。佳木
流碧溢翠，把千万颗翠珠绿宝撒
满人间，绿如轻纱，绿如烟岚，
绿如云彩……把苍穹也溶进氤氲
的 绿 色 的 大 气 里 ， 映 得 碧 波 绽
笑、青山含情。

春天，叫醒那片绿叶。面对
复苏的大自然：绿叶与人类有什
么关系？

可曾知道，绿叶可以成为人类
和一切生命“用之不竭，取之不尽”
的“天然水库”。据统计：一亩松树
林，一个夏季可向空中排放出 142
吨水，一亩阔叶林，一个夏季可向
人们提供 160 吨水。对于植物的
供水本领，苏东坡曾慨叹：“斫得龙
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
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如
果人类注意保护森林、草原，加强
造林绿化工作，就不必再担心有枯
水的时候了。

早在公元 1771 年，英国著名
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就做了

一个实验：他在瓶子里点燃一支
蜡烛，然后将瓶口封住。不一会
儿，蜡烛自己熄灭了。他又将一
只小白鼠放进瓶内，很短时间，
小白鼠死去。当时人们不明白其
中的原因，直到 4 年以后，才找
到缘由，是因为瓶内只有二氧化
碳。令人惊讶的是，一个人一年
内 就 要 呼 出 300 公 斤 二 氧 化 碳 。
如果全世界人口再加上动植物尸
体腐烂、有机肥料发酵，煤炭石
油等燃烧一起释放二氧化碳，那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有增无减，
日子一久，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岂
不是要面临同小白鼠一样的命运？

幸运的是，植物勇敢地承担起
“消化”二氧化碳的任务。据估计，
自然界植物在一年间就能“吃”去
5500 多亿吨二氧化碳，它为生物
消除了祸患。更令人感激不尽的
是，它能“吃”掉一些有毒的化学气
体，从而净化空气，充当人类的“保
健员”。绿色植物可消除对人体健
康有危害的噪声，还可以调节大自
然的气候，它的巨大作用是我们有
目共睹的。

绿色植物的心灵比宝石还美，
它的一生没有一丝儿奢望，只需要
吸收人类排出的二氧化碳和一些
废物。它奇特的“捕食”能力和勇
气，令人赞叹不已：为了“捕捉”土
壤里的二氧化碳，它伸出了很多的

“触角”——根系。有一种豆科植
物苜蓿，它的根可延伸到地下十多
米深处。一种叫黑麦的粮食作物，

它的根系有 1400 万条，占地面积
约 225 平方米，根毛与土壤的接触
面 积 竟 达 400 多 平 方 米 ，一 共 有
11000 多公里长，简直神奇极了。

绿色植物把二氧化碳和水分
制成自己的养料并且发育、成长、
开花、结果，靠的是光合作用。它
通过叶绿素吸收太阳光，把水分和
二氧化碳制成葡萄糖释放氧气，同
时把光能转化成化学能贮存在葡
萄糖内。所以，绿叶不愧为“太阳
能的仓库”。一粒小麦可贮存 180
卡的太阳能。

植物每年以 5500 亿吨二氧化
碳 和 2550 亿 吨 水 作 为 “ 原 料 ”，
为大自然和人类生产出 4000 多亿
吨有机物和 1000 多亿吨氧气，它
真不愧是最伟大的“生产模范”
了！

“能源危机”出现以后，科学
家告诉人们：“绿色能源”可给人
类带来希望和光明。绿色植物的
祖先——芦苇、蒲草等，早在六
百万年前就慷慨地献出生命，才
换来今天的煤和石油。“绿色能
源”是一种可以不断再生，继而
代替石油、煤炭的一种永不枯竭
的能源。地球上全部植物一年间

“储存”的太阳能估计有 30 万亿
焦耳，取其十分之一，就足够满
足今天人类的全部需要了。

绿色植物还能成为“明天的
食物加工厂”，可产出大量的“微
生 物 蛋 白 ”“ 人 造 油 脂 ”“ 人 造
米”“人造面”“人造肉”，等等，

从而可能让人们摆脱气候和耕地
面积的限制以及世界人口激增而
引起的粮荒。

绿叶含有叶绿素，它最喜欢
红、蓝色光，而不喜欢绿光，将
绿光原封不动地反射出来，所以
叶子呈现出可爱的绿色。

啊！春天叫醒那片绿叶。有
了你的衬托，红花才显得更为美
丽。有了你，“花中西施”杜鹃，才
有绝艳姿色，“花中皇后”月季，才
显得妩媚多娇，茉莉才有“人间第
一香”的美名，荷莲才有“碧波仙
子”的雅号，水仙更显冰肌玉骨，牡
丹方为“国色天香”。有了你，世界
才有万紫千红，人间才有融融春
光。古今诗人，曾赠给你多少佳句
啊！赞美你“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翠盖亭亭好护诗，
一枝艳影照清漪”……

绿叶，你的一生，是千辛万
苦的一生，默默无闻的一生。等
到容颜逝去、肌体衰老，悄然离
去之时，你会化作一撮春土培育
出更多的新枝绿叶。

一 切 的 热 闹 ， 都 归 于 沉 静 。
心里的奔腾，似大海深邃的暗潮
涌动。春回大地中有太多故事被
风吹拂，绿叶翻卷它在经年中积
蓄的能量。

和煦的春风，装扮着绿草鲜
花，处处充满诗情画意，我赞美
你 的 正 是 这 种 “ 落 红 不 是 无 情
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品
格。

那片绿叶，不需要别人关注
它 的 新 生 ， 而 是 要 让 一 个 春 天

“拔地而起”。于是，所有的目光
充满希望，所有的种子都在寻觅
着方向。山岗，田间，树丛，河
湾 ， 变 成 一 首 首 美 妙 的 春 韵 新
曲，悄悄在传送大自然萌动的神
奇佳音……

春天，叫醒那片绿叶
■郭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