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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下午茶

在二十四节气中，
惊蛰以一个“惊”字，显
得来势汹汹、与众不
同。《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中有言：“二月节，
万物出乎震，震为雷，
故曰惊蛰。是蛰虫惊
而走矣”。一声春雷，
震出了蛰伏在地下冬
眠的生命，让春天生机
盎然。这样一个惊天
动地的节气，也是古代
文人墨客歌咏的主题，
借此抒发人生的情怀。

唐代元稹《咏廿四
气诗·惊蛰二月节》诗
曰：“阳气初惊蛰，韶光
大地周。桃花开蜀锦，
鹰老化春鸠。时候争催
迫，萌芽互矩修。人间
务生事，耕种满田畴”。

雨水之后，虽天气渐暖，小动物们还是躲在
巢穴里不肯出来。惊蛰一到，阳气上升，弥漫在
大地之上。桃花像蜀锦那样绚丽绽放，春鸠飞上
枝头，草木生发，田间地头多了许多忙碌的身影。

古人将惊蛰化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
庚鸣，三候鹰化为鸠。诗人巧借三候，生动描述
了惊蛰时节的景象，一个“初”字透着对惊蛰的喜
爱，透着与春天的期盼。

“坤宫半夜一声雷，蛰户花房晓已开。野阔
风高吹烛灭，电明雨急打窗来。顿然草木精神
别，自是寒暄气候催。惟有石龟并木雁，守株不
动任春回”。这是元代诗人仇远留下的诗句。

惊蛰时节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春雷了。半
夜人正酣睡，突然一声惊雷，晨起时已是蛰虫苏
醒，花草萌发。诗中瞬间的风雨雷电跃然纸上，
生动而立体。这雷声并非惊吓，而是让草木精
神、春回大地的惊喜。

随着日照增强，气温回升，惊蛰也被视为春
耕的好时节。韦应物的《观田家》，正是描绘了惊
蛰春耕的忙碌。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
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
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
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
里”。

农人勤劳朴实，忙而有序，安贫乐道。待诗
人道出他们背后的徭役之苦，更显其悲惨，也对
自己不劳作而宦游食禄的生活自责。

惊蛰前的春是静悄悄的，似沉睡着。惊蛰仿
佛叨扰了春天的梦，醒来后万象更新，开启了春
天盛大的交响曲。四时五谷，皆始于此；美好生
活，亦始于此。

春
天
的
交
响

刘
洁

正月十五一过，一抹抹春意拨开冻土，纷纷
地探出头来。体肥可爱的荠菜，闻着燕舞莺啼苏
醒了。

荠菜，可谓野菜中的至爱，抬脚可采，口感清
甜。吃荠菜，就是品味春天。“谁谓荼苦，其甘如
荠”，周朝的人们，就已经体味到这荠菜的甘甜美
味。

看似野草，遍地匍匐，天生带着那么股韧劲
儿，像一朵朵绿色的雪花。尚未惊蛰回暖，就有
新的荠菜，茁生在熹微的暖阳和风雪里。它的甜
和脆，恰到好处融合了雪季清凉与春日香甜，是
冬春特有的味道。

中国人向来是懂美食的，没有辜负大自然馈
赠的时令珍味。早在唐代，就以芥菜为原料，做
成新春美食。我想，芥菜饺子，应该是最朴实、最
具有诗意与风味的食法吧。想那透着绿意、热气
腾腾的饺子，禁不住口内生津，欲罢不能。

童年的春天，是荠菜饺子的味道。凭自己的
“苦乐之旅”挖到的荠菜，够味。上小学的时候，
家对面有片荒地和小树林。每年这时节，就有小
孩子跟着妈妈挖荠菜。我也有模有样地拿着小
铲子找荠菜，却分不清荠菜和苦菜，还有一些不
知名的野草。妈妈一边教我辨认，一边讲她小时
候挖野菜的故事。是不是每一片长满荠菜的土
地，都播撒着一代母亲与孩子的故事呢？

荠菜是个倔脾气的小娃娃，挖荠菜的人也得
有种坚韧。不要以为荠菜好挖，有时跑遍整块空
地或者小山地，找不到几棵也是常有的事。好不
容易扛着严寒生长的荠菜，怎么会轻易地让人找
到呢？

荠菜们藏在杂草间，在野草野菜群里伪装
着。每当我打算半途而废的时候，妈妈会说，做
事情要有始有终，遇到点难处就放下，以后什么
事情都做不了。妈妈一面让我再找找看，一面说
着荠菜的习性，让我去尝试、去发现。

荠菜喜欢群居，发现一棵，一定会接二连
三。我沾沾自喜地炫耀收获满满的小篮筐，妈妈
却提醒我别高兴太早，“仔细看看，是不是夹着些
浑水摸鱼的？”果然不出妈妈所料，我又仔仔细细
地挑拣了一遍，剩下的才是一篮春天的美味。

荠菜洗净，切碎，与剁碎的新鲜五花肉汇
合。盐，少量生抽、食用油调味即可，吃的就是荠
菜纯正的清香。荠菜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就
是荠菜味。就像菠菜是菠菜味，香菜是香菜味，
就像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太多的遮掩，反而迷
失了本真。

荠菜的美味，是春天的柔韧，是亲情的纯真，
是时光的荏苒，是藏在珍馐中的智慧，你一尝便
知。

和面，擀皮，装馅，捏紧，包饺子也丝毫不能
含糊。面要软硬适中，皮太软，会影响荠菜脆甜
的口感；皮太硬，就包不住这满当当的饺子馅。

咕噜咕噜，一个个小元宝在水中漂了上来，
荠菜香在升腾的烟火里四处张扬。这种诱人的
香味，再厚的饺子皮也裹不住，捂不严。夹上一个
送进嘴里，咬上一口，刹那间春光旖旎，笑逐颜开。

包一盘“倔强”的春天
丁泳丹

抗战胜利前，我
出生在一个贫苦家
庭，从小经受磨难，
尝尽人间酸楚。济
宁解放后，社区书记
访贫问苦，登门救
助，让我家翻身过上
新生活，助学金让我
得以完成学业。

在党的关怀和
培养下，我先后入
队、入团、入党，成为
国家干部，被授予优
秀共产党员、劳动模
范和返乡知青积极
分子称号。

1973 年初，共
青团济宁地区第一
次代表大会召开。
适逢毛主席“向雷锋
同志学习”题词发表
十周年，团市委根据
市委指示，将学雷锋
工作作为当时的主
要任务。

团市委常委会
研究选拔学雷锋先
进人物，组成由我任
团长的学雷锋报告

团，成员还有齿轮厂的孙青山，车具厂的王
业民、丛玉峰，针织厂的张爱春，轻工机械厂
的徐志学，健康旅社的王爱珠，第七中学的
郝玉香和红卫大队的葛志花等。

雷锋同志比我大四岁，同样有着苦难的
童年，同样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进步，同
样渴望学习科学文化。雷锋同志热爱祖国
和人民，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体现在工作、
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是模范共产党员，
是我们青年一代永远的好榜样。组织上让
我带队宣讲雷锋精神，深感责任重大。

自5月15日开始，到24日共10天时间，
学雷锋报告团到麻纺厂、机床厂等企业礼
堂，又奔波在全市各学校、公社、街道，先后
举行18场学雷锋先进事迹报告会，听众累计
两万余人。

报告团成员积极倡导雷锋精神，宣扬共
产主义理想，结合自身学雷锋体会，介绍学
雷锋实际行动。雷锋精神和报告团先进事
迹，在济宁市广大团员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巨
大反响，个个学雷锋、人人做好事蔚然成风，
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图为学雷锋报告团合影（前排左三为本
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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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我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五
通桥区城郊一个人口众多的工人家庭。
1963年学习雷锋活动兴起的时候，我正在小
学念书。

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
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等报刊台，纷纷宣传报道雷锋同志的先进事
迹，激励全国军民积极开展学习活动。

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学雷锋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对如何学习雷锋，
认识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仅仅停留在扶老人
过马路，争先恐后打扫卫生等事项。但是，并
没有那么多需要过马路的老人，也没有那么
多需要小学生打扫的马路呀，那我们该如何
开展学雷锋活动呢……

幸好，学校领导、班主任和少先队辅导
员，及时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们在主题班
会和少先队活动时间，组织我们学习报刊有
关文章，宣讲雷锋的先进事迹，介绍学习雷锋

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让
我们渐渐明白了，学习雷锋，首先要学习雷锋
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其次要学习雷锋的“钉
子精神”，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学习
他刻苦钻研技术业务，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
敬业精神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同时，更应该学习雷锋一心为民的高尚品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以及全社会一样，
学习雷锋活动深入持久、扎扎实实地开展起
来了。

我和同学们一起，认真学习报刊上的有
关文章，学习和摘抄雷锋日记，努力提升自己
的思想素质。我们发扬“钉子精神”，刻苦学
习，提高成绩，组织了学习小组，同学之间互
相帮助，共同提高。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争做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的“三好学
生”。

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前往街道、车站、码
头打扫公共卫生，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送上茶
水。节假日前夕，我们为烈军属担水、扫地，
前往福利院为老人表演文艺小节目。当时的
学雷锋活动，对于我们向上向善，健康成长，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时全社会都在积极开展学习雷锋的活

动。我的父亲在一家木器厂工作，工人师傅
们积极工作，并利用星期天开展义务劳动，突
击完成生产任务。我的哥哥在一家通用机械
厂上班，他与师兄们一起，勤奋工作，积极开
展技术革新，许多青工被评为学习雷锋活动
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随着学习雷锋活动的深入，社会风气也
不断好转。党和国家还将每年的3月5日定
为“学习雷锋日”，全称“学习雷锋纪念日”。
从此，雷锋精神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
神的代名词。

雷锋精神引导和激励人们向上向善，促
进了青少年健康成长。我和同学们长大成人
参加工作后，依然坚持学习雷锋，为建设祖国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还成为行业的骨干
精英。

我进工厂参加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后来的岁月，我们的后辈人也积极
参加了学习雷锋的活动，逐步成长为有益于
社会的一代代新人。

如今，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七十岁上下
的人了，但大家依然积极向上，乐观生活，为
社会奉献着余热，这当然是几十年来坚持学
习雷锋的结果。

■粤梅 摄影

六十年前的学习雷锋活动
荣光友

那年我在南方一家民办学校工作，寒假
开始了，我留了下来。不为别的，就是年前年
后那几天值班。

寒假值班，一般都是两天。我跟家在东
北的胡老师一样，值班只有一天，我在大年三
十，胡老师负责大年初一。我打电话给爱人
说了这事，她心里凉了大半截。

平时我不回去，是为了省钱还房贷。那
时我在县城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尽管房价
比不上北上广，价格也是高得受不了，一天到
晚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爱人在家舍不得
吃舍不得穿，甚至病了也硬撑着。

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把学校安排其他老
师的班也值了。”爱人半天没言语，最后只是
说：“随你随你。”

我把想法跟那些老师说了，他们一个个
欢欣鼓舞，抱着我说：“陆老师，你简直就是雷
锋再现。”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不太光明的
想法，寒假值班是三薪，帮别人值班还能增加
收入呢。

好像是腊月二十七吧，学生一个个被家
长接走好多天了，教师们也都散去好些日子
了，整个校园空空荡荡，寂寥无声。我手机响
了，赶紧接听。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是
高兴得一跳，爱人南下来我这儿过年了。

爱人把在家里为我准备的年货都带了一

些，我瞧着她亲手做的那些年货，又惊又喜，
不知如何是好，就一个劲看她，一直看得她有
些不好意思了。

腊月二十八，值班就开始了，一天到晚也
没一点事儿。实在无聊了，就到校园里走一
遭。那家学校简直就是花园式学校，小县城
来的她，何时见过那些名贵的花卉。她不由
得啧啧称奇：“今儿你值班，等于是你领着我
看了一回景。”

寒假我值班是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三6
天，三六十八，相当于我平时大半个月的收
入，这样的好事到哪找？正月初三那天，我和
爱人还在吃她从家里带来的年货，我手机响
了，是家在河南驻马店一个老师打来的。

这位老师本来是值班两天，正月初四和
初五。如果没我替的话，他在家一过完年就
得返校。谁知他母亲生病住院了，不能及时
赶回来。我听了他的话，立马说道：“既来之
则安之。”劝他心无旁骛伺候生病的母亲。

距离开学还有几天，爱人要回去了，我到
车站送她。忽然她对我说：“你帮别人值班还
要钱吗？”以前她在一家企业上班，也帮姐妹
们代过班，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收过。

我吞吞吐吐，一时说不出话来。爱人接
着说：“来到学校，我才知道你获得了不少荣
誉。这些荣誉，是你努力的结果，可也是那些

同事和领导帮助的结果。”她就劝我不要心里
只装着钱，领导的关心，同事的友谊，是再多
的金钱也换不来的。

我爱人中专毕业那一年，刚参加工作不
久，一次不小心，手被机器扎伤了，不能正常
上班。一连二十多天，都是她那个班的姐妹
们帮她把那份活儿干完的。那些姐妹们，不
就是一个个活雷锋吗？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
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
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
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要
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
美丽的理想？”这是来自《雷锋日记》里的一段
话。

要发工资了，我想起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和不计报酬的事迹，只把安排我的大年三十
那一天值班，写在了会计发给我的单子上，其
他值班时间我都空了下来。

■心飞扬 摄影

当一个人帮助了许多人
陆琴华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四十周年前夕，两位
六十多岁的中年男女再一次来到云南，他们
是专程由四川赶来，为在作战中牺牲的弟弟
伍绍清扫墓的。跟以往一样，烈士伍绍清的
战友老马全程接待和陪同。

如果不是四十年多前的那次战斗，老马
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伍绍清这么个人。

1979年2月20日上午，出境作战的某部
高炮营三连炮阵地上，一阵激烈的枪声打破
了寂静。正在执行搜索任务的三连战士，与
隐藏在山坡芦苇丛中的残敌发生了交火。年
轻的营部卫生员小马，奉命和医助一道前去
抢救伤员。

救护组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小马发
现一名战士俯趴在地上，头部在流血。他快
步趋近，准备实施救护，仔细一看，是一年前
从云南省弥勒县竹园镇一起当兵的同乡施维
德。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已经没有了呼吸，
小马赶紧把他背负到山下的救护所。

这时，另一名牺牲者也被担架运送下
来。小马从战友们口中得知，他叫伍绍清，是
三连当年入伍的四川金堂籍战士。从此，小
马在心里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作为第一时间零距离抢救伤员、运送牺
牲者的战地卫生员，小马亲眼目睹了战争的

残酷和生命的脆弱，总觉得幸存下来的自己，
肩负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应该也
必须为牺牲者及其家人做点什么。

1983 年，小马退伍分配到一家国营企
业。返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施维德
的父母，动情地对他们说，维德牺牲了，我活
着回来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从
此，他成了烈士父母家中的常客，逢年过节，
相约同乡战友，带上礼品上门慰问。

后来，小马辞职自主创业，先从老本行做
起，几经周折，转行在昆明开设了米线连锁
店，数年打拼，渐入佳境，小马也变成了老马。

有了经济实力，从2001年起，每到清明，
老马都出资牵头竹园镇上原某部直属队的退
役老兵和施维德的家人，驱车几十公里赴安
葬着施维德、伍绍清的蒙自烈士陵园扫墓。

祭奠中，细心的老马发现，大多数烈士墓
碑前都有鲜花或祭奠的痕迹，唯独伍绍清的
墓碑前光秃秃的。老马心里一震，难道他的
家人没有来过？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不来
呢？只剩下一个答案：他们还不知道亲人的
安葬地。

老马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这些年
来，烈士的家人是怎么寄托哀思的？一个十
七八岁的青年，刚成人就牺牲在战场上……
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老马更能体会和理解白
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和无尽的思念。他暗暗
发誓，一定要找到烈士的家人。

告别军营多年，原高炮营因精简整编，已
不复存在。老马无法找到伍绍清当时的同
乡，除了烈士的籍贯外，没有任何线索，只得
从零起步。

老马先将有关信息提供给在成都当兵的
侄儿，委托他帮忙，找了一段时间，没有结
果。他又分别给金堂县人武部、民政局打电
话，因时间久远，对方也不清楚。一时陷于僵
局，有的战友劝他，事情做到这一步，你也算

尽到责任了，你可以把情况反映给当地政府
有关部门。可老马知道，这样一来，又不知该
等到什么时候，他不想再继续等下去了。

正当老马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
利用网络寻找。在儿子和儿媳的帮助下，老
马学会了使用电脑，他在网络平台上多次输
入：“伍绍清烈士，四川金堂县人，1979年对越
自卫反击作战中牺牲，寻找他的家属”。不
久，终于在网上看到了伍绍清大哥的家庭地
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联系电话。

老马设法找到转业到成都的原高炮营副
教导员求助，2012年7月，这位战友广泛发动
自己的人脉，辗转反复，通过儿子的朋友，找
到了伍家大哥的手机号。老马高兴极了，随
即给伍大哥打电话，号码没错，人也找对了，
不料对方得到弟弟的消息后，却没有一点激
动和惊喜，只说了几句就挂了。

怎么会这样？老马想，一定是哪儿出了
问题。也难怪，事先缺乏适当的铺垫和过渡，
电话打得有些唐突。他没有气馁，频频向伍
大哥发送信息，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讲述了
伍绍清牺牲的经过，战地救护的过程和烈士
的安葬地。经过半年多持续不断的真诚沟
通，老马终于打消了伍大哥的疑虑。

老马适时向伍绍清的家人发出了到云南
扫墓的邀请，并很快得到了响应。具体时间
商定后，老马想，烈士的家人这么多年第一次
来扫墓，不能只是简单地导引和提供方便，除
了热情周到，还应庄严隆重，要让他们充分感
受到作为烈士亲属的荣耀与尊严。他向当年
的营首长汇报，并征求老战友们的意见后，做
了精心的准备，并独自承担了因此而产生的
各种费用。

2013年3月13日上午，伍绍清的大哥、
姐姐和弟弟，如约乘火车从成都赶到昆明。
老马和营首长及老战友们，举着“迎接外省烈
士亲属赴南疆扫墓”的横幅，到火车站迎接。

烈士亲属在老马开的饭店用过午餐后，下午
赶到弥勒。烈士的战友们在下榻酒店举行了
隆重的仪式，大门前悬挂着“热烈欢迎烈士亲
属赴南疆扫墓”的横幅，三十多名战友身着65
式军装列队欢迎。

第二天，烈士的战友们在悬挂着伍绍清、
施维德两位烈士黑白照片的弥勒广场，向烈
士亲属敬献鲜花。15日，老马和当年的营首
长专程陪同伍家亲属，到蒙自烈士陵园为伍
绍清扫墓。遗憾的是，伍家父母都已过世，老
人直到临终都不知道牺牲的儿子葬在何处，
未能亲眼看看儿子的墓地。现在，可以告慰
九泉之下的双亲了。

伍大哥握着老马的手格外激动，正是这
个远隔千里的陌生人，多年来不畏艰辛，费尽
周折找到了他们，陪同纪念、扫墓并安排了隆
重的接待和周到的服务……谈起当年挂电话
的事，他感慨万端。

原来，时隔多年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又
不是政府部门打来的，伍大哥感到非常意外
和不可思议，况且也听不懂老马浓重的云南
口音。按照一般的逻辑和生活经验，不论从
哪方面看，这都太像一个骗局了。

三十多年了，非亲非故，谁会这么锲而不
舍、满腔热忱、竭尽全力地找寻？除非是遇上
了活雷锋，他认定打电话的人是骗子。令他
没想到的是，自己果真遇上了一个活雷锋。

从那以后，伍家人每次到云南扫墓，从接
送到食宿、祭奠，都是老马安排并全程陪同，
伍家人早已把老马当成了至亲。伍大哥说，
我们在前线失去了一个亲兄弟，在云南又得
到了一个好兄弟。 ■苗青 摄影

老马，被误会的活雷锋
布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