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

路雨

������削弱了黑夜的漫长
流火的七月

风云漫卷

一声惊天霹雳

撕裂了密布的阴霾

唤醒了沉睡的中国

万里长空碧蓝如洗

阳光灿烂

追溯那年的七月

在红色打卡圣地

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

十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操着不同的方言和口音

为了一个共同目标

聚集在一起

运筹着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兴亡

一个伟大的红色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打开了开天辟地的新格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一个民族

就有强大的凝聚力

和不容侵犯的尊严

一个国家

就有强大的号召力

永远让世界瞩目和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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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那抹香
张葆青

若说世界上有一种最容易让人

建立种植自信的植物 ， 那就是藿香 。
不需要怎么照料 ， 它就能无限生长 。
非要找出什么缺点的话 ，那就是如果
地栽 ，不管你乐不乐意 ，它都会长遍
花园的每一个角落 。

我的藿香 ，是于四年前的春天花
五元钱从一个老婆婆手里买到的 ，还
记得当时老人家说它是薄荷 。我知它
不是薄荷 ，但并没有说破 。 因为我正
需藿香 ，恰好她有 ，巧得让人开心 ，赶
紧抱回家就是啦 。我最初是把小藿香
移栽到一个待扔掉的大号花盆里 ，这
个盆原本是海棠的家 。 很不幸 ，那株
海棠还未老 ， 却生生被我给送了终 ，
就是我那篇 《海棠依旧 》里所写的海
棠 ，唉 ，不提也罢 。 不想睹物思花 ，但
还是打算旧物利用 。小藿香换了新天
地 ，那是可劲儿地长 ，叶片青翠 ，茎秆
舒展 ，亭亭玉立 。

渐渐地到了春深 ， 似是不经意
间 ，我发现在它的根部冒出了小小藿
香 ！ 哈 ，这于我这个不称职的绿植爱
好者来说 ，可是不小的惊喜 。 小小藿
香的叶片极嫩 ，它的色泽像国画颜料
里八分藤黄一分花青又一分水调配

出的浅青 ，美得让人垂涎 。 我儿蛋蛋
那时近两岁 ， 探索欲和破坏力强大 ，
就在我感慨之间 ，只见他的小手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揪住小小藿香 ，一下
子连根拔起 ！又在我还没有做出合适
表情之际 ，他把这惨遭暴击的小小藿
香全都填进了嘴巴里 ，嚼巴嚼巴却哇
哇地吐了出来 ！啊 ，为娘很抓狂 ！在教
育了蛋蛋一番之后 ， 我问他好吃吗 ？
他说辣辣 。 哎呀 ，其实小孩子也是有
审美的 ，蛋蛋和我一样 ，觉得它美 ，被
它的美吸引 ，但是小孩子会遵循本能
行事 ，而蛋蛋本身又是个天生嘴馋的
小吃货 （他还偷吃过牡丹花瓣 ，我告
诉他有个牛嚼牡丹的成语 ，他说他是
羊嚼牡丹 ）， 才有了小小藿香的如此
遭遇 。 蛋蛋说的辣辣味道 ，是藿香的
精油 ，提取后有很多药效 ，能除暑热
壮脾胃的藿香正气水也来自它 。 真
是 ，莫言乡野寻常物 ，可作仙丹可作
茶 。

三月初的时候 ，小藿香的个头高
了许多 ，叶片更是油绿喜人 ，像是从

少女长成了大姑娘 ，小藿香更名为大
藿香 。 而且 ，它又生发了不少小小藿
香 ，它们好像见风就长似的 ，过不了
几天就会窜高 。 等到仲夏 ，藿香妈妈
姐姐妹妹们越发葱郁 ，藿香家族拥有
丛林般的生机 。 这时候走近它 ，香味
扑鼻 ，这抹香既是草 ，又是药 ，还是食
物的清香 。

儿时的记忆里 ，藿香是我家餐桌
上不可或缺的调味剂 。 姑姑把它采
摘后洗净 ，和大蒜一起捣碎 ，做成藿
香蒜汁 ， 用来配搭奶奶烙的葱花油
饼 。 外酥里软的油饼 ，蘸上清白相间
的藿香蒜汁 ，咬上一口 ，唇齿生香 。
有时会把它浇到蒸出来的死面千层

饼上 ，芳香四溢 ，一口一口 ，吃下去
的全是热气腾腾的爱意 。 姑姑喜欢
创新 ， 煮稀饭时也会掐几片叶子放
进锅里 ，雪白的面汤缀着几片新绿 ，
不仅提鲜 ，还很养眼 。 奶奶还常把藿

香剁碎后摊成煎饼 ， 它独有的香和
面粉的香混合在一起 ， 那别致的味
道瞬间就能抓住人的味蕾 ， 每次我
都是吃得饱之又饱才作罢 。 长大后
知道了藿香具有健脾益气的功效 ，
后来想想 ， 我之所以遇到藿香煎饼
就吃不够 ，不是我饭量大能吃 ，是它
本身开胃嘛……其实说到这里 ，不
得不佩服中医药食同源的智慧 ，藿
香具有清暑热解湿毒的功效 ， 在夏
天食藿香 ，再合适不过了 。 这也是老
百姓在四季流转中摸索出的大自然

的秘密 ， 而藿香的芳香贯穿了我家
的整个夏季 。

舌尖上的美味 ，其实 ，更多是记
忆的味道 ， 是各种情愫的交织 。 这
也 是 我 买 下 小 藿 香 来 种 植 的 缘 由

吧 。
等到小暑前后 ，藿香会在枝头开

出一簇簇由淡紫色小花朵织成的花

穗 ，这些花穗立在枝头 ，摇曳着最后
的暑热 ，昭告着秋的到来 。 这时候的
藿香叶子绿意不再浓稠 ， 芳香也会
散去 ， 最终默然凋零在季节的轮回
里 。

冬日里 ， 藿香家族全部销声匿
迹 ， 花 盆 里 只 剩 下 一 片 干 枯 的 枝
条 ， 错综复杂地盘旋在一起 。 这些
枝条并不粗壮 ， 甚至是细弱的 ，更
像枯草 。 我以为它会是绵软的 ，尝
试 着 薅 了 一 下 ， 却 又 硬 硬 的 拽 不
动 。 这 让 我 觉 得 它 蕴 含 着 一 股 力
量 ，看不见 ，却又让人安定 。 果不其
然 ，等到次年春天 ，我的藿香们如约
而至 ，它们和春风一起前来 ，一夜之
间 ，吐露新芽 。

历经雨雪风霜后的藿香 ，生命越
发旺盛了 。 看着满盆的嫩绿 ，思来想
去 ， 还是决定给藿香家族提供更大
的生长空间 。 我将其中一小部分挖
了出来 ，浅浅埋在小院花池的角落 。
起初几日 ， 我和蛋蛋会去观察它有
没有成活下来 ， 因为据多年经验所
知 ，我是名副其实的摧花好手 ，小藿
香可别真被我给折腾没了 。 看着看
着便发现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 ，更为
广阔的天地成就着藿香无与伦比的

生机 。 它噌噌地长着 ， 随着春风 ，顺
着夏雨 ，夜以继日地长着 ，让人心生
无限欢喜 。 渐渐地 ， 它从花池的角
落 ，蔓延到了花池的中央 ，它扑下身
子钻过花池边裂开的水泥墙缝 ，垂
到院子的青石地上 。 它越过小玫瑰 ，
和绣球花并肩 ， 它还和花池最那端
的迎春做了邻居 。 它把芍药围得密
不透风 ，牡丹从不与它多言 ，它便独
自清香 。 躲在葡萄树根旁的那几棵
最有风骨 ，任凭风往哪儿吹 ，都不会
折腰……

记忆里的藿香也好 ，我亲手栽下
的藿香也罢 ， 都是长在我的心上的 。
它们陪伴我长大，它们滋润我的心田，
它们让我的心间布满芬芳。 而无论身
处何方，那心中浓浓的芳香，都深深地
让我牵绊。

今日，我画了藿香，只为心中的那
一抹香。

其实， 藿香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叫做留兰香。

买 菜

何辉

������星期六一大早 ，我沿着滨河公园
的小路去菜市场买菜 。 恰巧遇到一位
曾一起工作过的同事 ， 他已退休多
年 ，便寒暄起来 。 他说 ：“早上起来 ，出
来买买菜 ，真不错 。 一来可以放飞一
下心情 ， 二来顺便看看沿路风景 ，三
来畅谈人生故事……” 我感觉他说的
很有道理。

放飞心情。仿佛觉得自己已经“退
休”，尽情享受着“退休生活”。 工作的
事可以不做 ， 烦恼的事可以不想 ，悠
闲地提着菜篮子去菜市场买菜。 在行
走的路上 ，让心灵自由飞翔 ，让美丽
的世界在自己心中留下永久的记忆 。
蓝天 、白云 ，街道人烟稀少 ，风吹着大
地 ，心情惬意很多 ，忧烦也跑得无影
无踪 。 失去的东西已经失去 ，其实它
未曾属于你 ，不必惋惜 。 从前的一切
已无法回到过去 ， 过去的就让它过
去 ，让它慢慢地一点点遗忘 。 这是一
种感觉上的释怀 ，这种释怀是在混浊
的空气中触摸到阳光的新鲜。 珍惜当
下， 善待自己， 喜欢就喜欢 ， 心被牵
动 ，无需理由 ，让真爱自由飞翔 ，请打

开窗口 ，让灵魂与灵魂相拥 ，此情悠
悠，快乐奔流，荡起幸福的心舟。 我们
应该改变心态 ，去适应社会 ，放松一
下心情 ， 无论如何不要跟自己过不
去，知足常乐。

注目风景 。 在买菜的路上 ，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中州路大桥 ， 横架南
北 ， 气势长虹 。 偶尔有船只穿桥而
过 ，装载货物满满 ，通江达海 ，一派
繁忙的景象 。 河水清澈见底 ，时而有
鱼儿跳跃 ，野鸭戏水 ，自由自在穿梭
在水中 ，好一幅美丽的图画 ，令人心
旷神怡 。 周口 “小铁牛 ”伏卧在沙河
北岸堤坡上 ，呈仰首向西虎视状 ，被
誉为 “吞洪镇湖 ”的 “神牛 ”。 中州路
大桥南头东侧还有一 “铁水牛 ”，是
上世纪 90 年代初落成的一尊奋进的

大铁牛 ，头向西北 ，尾朝东南 ，凝视
前方 ，刚劲有力 ，象征着周口人民拼
搏奋进 、积极进取的精神 。 沿着滨河
小道向西走 ， 绿树成荫 ， 鸟语花香 ，
展现出滨河公园的无限魅力 。 守护
沙颍河的汉白玉栏杆 ，神态各异 ，别
具风格 ，把沙颍河打扮得古朴典雅 、
庄重大气 。 大型雕塑 “大禹治水 ”“启
航 ”等分布滨河公园之中 ，为滨河公
园增光添彩 。 更让人惊叹的是周口
大闸桥 ，风光秀丽 ，气势磅礴 ，成为
周口摄影家心中的 “周口标志 ”。 这
几年周口变化真大啊 ，滨河公园只是
改变的冰山一角 。

品味人生 。 菜市场其实就是人生
大舞台 ， 卖菜者多来自郊区菜农 ，买
菜者是各阶层的城市居民 。 从菜市场

可以听到各种评头论足的声音 ，既能
买到生活需要的蔬菜和水果 ，还可以
获得社会信息和人生启迪 。 “你这豆
角不错 ，多少钱 1 斤 ？ ”“1 块 5 一斤 ，
这一把 2 斤 、3 块 ，要两把 5 块 。 ”“油
桃多少钱一斤 ？”“2 块 5 一斤 ，您要多
少？ ”“我挑 10 块钱的 。 ”“8424 西瓜甜
吗？ ”“放心 ，比蜜都甜 ，1 块钱 1 斤 。 ”
“挑两个吧 ？ ”“好的 ， 这两个正好 26
斤 。 ”……不多时 ，买齐了蔬菜 ，还买
了水果 。 在转悠的时候 ，一位大伯说 ：
“今年的麦子大丰收啊 ， 是近五年产
量最高的一年 ， 亩产平均 700 多公
斤 。 这得益于选了一个好品种 ，得益
于管理跟得上 ， 得益于党的好政策
啊 。 ”一位大哥说 ：“种菜比种庄稼强 ，
收入比较高 ， 但种菜比较辛苦……”
一位大妈说 ：“我们家的大棚 ，一年能
收入 3 万多块 。 ”……菜市场熙熙攘
攘 ，车水马龙 ，人山人海 ，好不热闹 ，
买菜者大兜小兜的 ，满载而归 ，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买菜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 ，
只要真诚地发现 ，生活其乐无 穷 。

观海有感

史学杰

��������������（一）
天际朝霞入海中，
遍洒碎金一片红。
刹那火轮乘浪起，
万丈光芒映碧空。

（二）
心似沧海纳百川，
胸怀日月载舟船。
会当纵横九万里，
自信人生二百年。

七月的思念

尚纯江

������迈着坚定的步伐
跨入火红的七月

用一颗栉风沐雨的初心

倾听花开的声音

永恒的思念

在血与火的历史记忆里

沉淀成一艘南湖的游船

你看，南湖的那艘小船
把一面开天辟地的旗帜漫卷

你看，南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
让热血沸腾的男儿力挽狂澜

你看，井冈山的篝火
驱走了漫天的雾霾

一杆杆钢枪建立了赤色政权

万里的长征路啊

烈士的鲜血把祖国的万里山河

染遍

怎能忘记卢沟桥畔的枪声

枪林弹雨

共产党人经过 14 年浴血奋战
终于把胜利的旗帜插遍祖国的

河山

三年的解放战争艰苦卓绝

烈士的眸子里含着热泪

一面面五星红旗在凯歌声中猎

猎漫卷

在这个骄傲的日子里

我唱响了党的颂歌

因为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

用热血和生命

捍卫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民

族尊严

党啊，你是智慧的化身
是你带领全国人民

掀开了建设祖国的历史画卷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一个崛起的中国

一个复兴强大的祖国

正在世界的东方披荆斩棘

砥砺向前

啊， 我们信心百倍地走进金色
的七月

用激情燃烧的岁月

唱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歌唱党

歌唱祖国

光荣伟大的共产党正在为我们

擘画祖国

富饶、美丽、富强的宏伟画卷

沙颍文艺

一只口罩
贺保棕

我是一只平凡的口罩，新冠病毒改
变了我原有的一切，它就像一匹穷凶极
恶的豺狼，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令所
有人都猝不及防。刹那间，风雨晦暗，山
河无光， 原应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突
然变成了不见硝烟的抗疫战场。

面对肆虐的疫情，我看到了党委政
府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心

上，统一指挥，上下联动，应急布防。 我
看到了身着藏蓝的公安战士在这场战

役中表现出的应对能力、 使命担当，他
们紧急动员、为爱护航，他们誓言滚烫、
步履铿锵。

在这里， 我看到了这样一批老同
志，面对 24 小时战疫值班，披星戴月马
不解鞍，“我能行，身体倍儿棒”；面对家
人生病，擦干眼泪继续值守，“请组织放
心， 我能抗”；面对爱妻即将走进产房，
返回岗位继续坚守，“没事儿， 我有手
机，闲了视频里看看，无妨”。

我还看到了这样一批年轻人，成了
抗疫大军的新生力量，公路卡口、小区
院内、超市药店、学校门旁，他们辛劳值
守、不惧繁忙；联防联控、巡查宣传、警
情处置、物资搬扛，他们不辞辛苦、斗志
昂扬。也许，他们和大家以为的 90 后不
太一样，我觉得，他们有抱负、他们有理

想，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
有激情、他们有信仰，他们是国家和民
族未来的希望。 面对疫情的较量，他们
没有迷惘和彷徨。 为阻断疫情的扩散，
我看到， 他们以血肉之躯筑造铁壁铜
墙。 面对深夜抽调警力进驻值班点，我
听到， 他们毫不犹豫主动请缨，“我上，
我年轻，抵抗力强”。

不经历风雨，怎能在磨炼中成长 ，
人无生而无畏 ， 只有百炼方可成钢 。
身披藏蓝 ， 就必须对得起这身服装 ，
面对危难 ， 将爱的主打歌大声歌唱 。
这里的年轻男警血气方刚 ，年轻女警
英姿飒爽 。 他们是祖国的栋梁 ，他们
是奔涌的后浪 ，他们要将五四精神继
承和发扬。

作为一只口罩， 我只能遮住一个
个稚嫩的脸庞， 他们却能以微笑掩映
光荣的创伤， 他们以责任守护辖区群
众的幸福安康， 他们义无反顾成为黑
暗中的城市之光。 我看到他们紧跟中
国共产党，无论前线还是后方，让青春
在战疫中恣意绽放， 用热血书写新时
代的华丽篇章。我听到他们说：请党放
心，请人民放心，有我们在，山河无恙，
有我们在， 祖国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
煌！

散 文

随 笔

随 笔

新时代的小菜园
刘美霞

生态园里有片空地 ， 用蓝底白边
的栅栏围起来 ，方方正正 ，便是一片
小菜园了。

小菜园二亩见方，中有景观树 ，为
多年生乔木 ，皆不甚长大 ，且喜自然
成条状分布 ， 于是大家便自动认领 ，
各有一份责任田 ，既无明确的界限区
分你我 ， 又有无形的界限纵横相连 ，
对大家来说，恰恰是最好的。

除草 、翻地 、整理 、打畦 、播种 、浇
水 ，一套工序下来 ，在夏至前后的晴
热天气里 ，早已是大汗淋漓 ，仿佛青
少年时的耕作辛苦又重温了一番。 却
没有了小时候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结束的无望 、 看不到尽头的无奈 、
累到只能默默忍受的麻木。

大家在小菜园里劳作 ，自然而然
地忆苦思甜 ， 就连涌出的汗水也成
了一种健康生活的体验 、 农村初心
的感怀 。 欢声笑语里 ，大家一起回忆
以往的农忙时节 ， 一起重新收拾起
久不上手的工具 ， 重新操作起日渐

生疏的流程 ， 就连小孩子们也很感
兴趣地争着到地里帮忙 ， 有模有样
地学着大人的样子 ，摆弄起农具 。 农
耕的生活毕竟辛苦 ， 孩子们很快便
失去了兴趣 ，丢下手中的农具 ，远远
地跑走了 。 只剩下大人们感慨万千 ，
二三十年说短不短的时间里 ， 中国
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
在的新农民都不怎么会摆弄过去的

农具了 ， 大家在地头路边树荫里说
着笑着 ， 庄稼就在大型器械的帮助
下完成了收割和播种 ， 人们再也不
用像原来那样辛苦了 。

在有形无形的地界里 ， 大家各自

发挥想象 ，各按心意种上了喜欢的蔬
菜 、庄稼 ，远远地看过去 ，一块块 、一
条条 、一垄垄 、一畦畦 ，沟畦里有苋
菜 、韭菜 、红薯 ，平地里有花生 、玉米 、
芝麻 ，搭架的有豆角 、西红柿 ，满地爬
的有南瓜 、西瓜 、白糖瓜 ，绕着围栏的
有丝瓜、 南瓜、 葫芦， 遍布在菜园各
处 ，像各式各样的图案 ，也会开出五
彩缤纷的花朵 ，没有农村大田地里的
整齐划一 ，却也浑然一体 ，各成方圆 ，
别有天地。

这里没有你的和我的 ， 只有大家
的 ，劳动是大家的 ，收获自然也是大
家的 。 大家既分工明确 ，有各自的责

任田 ，又共建共享 ，一起劳作 ，一起期
待 、共同品尝收获的果实 。 菜园中间
的小路蜿蜒曲折 ， 连通着你的瓜果 、
他的蔬菜 、我的庄稼 ；沟渠里的流水
流淌过瓜蔓 、流淌过菜畦 ，在土垅里
徘徊 、在南瓜花下驻足 ，又绕着乔木
树儿奔跑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样
的欢快、一样的愉悦。

讨喜的是门前林中的空地上有许

多磨盘石礅 ，搬来稍加摆放 ，配上一
张小木桌 ，再加上一顶长方形的军用
帐篷 ，竟然有了一种现代与古朴相结
合的美 。 这方天地 ，是小孩子们的游
乐场 ，大人们闲坐其间 ，由着孩子们
无拘无束地玩闹 ，这一刻 ，他们仿佛
也回到了童年的时光。

这片小菜园，让我们得到了锻炼 、
增进了交流， 也让我们暂时得以回归
了田园、亲近了自然，在城市生活的繁
忙中偷来一分空闲、暂得一分安逸，感
受和珍惜生活的美好， 我们也与时代
接轨，就叫它新时代的小菜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