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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调·满堂红]规划展示馆硕果累累

■闫本亮

谁教小麦彩妆妍？ 谁教红薯蜜兜甜？ 谁教玉米
金牙健？土攻关，种攻关，病攻关。丰收项项靠科研。

相思引·展厅红薯

■韩素华

架上盈盘十几斤，皮红个大喜欢人。一询身世，
矜笑女农神。

无土长长萦绿蔓，悬空列列胜山参。寻常作物，
竟建大功勋。

相思引·赞无土栽培红薯

■静海

千尺青秧似蟒缠，栽培无土半空悬。地瓜串串，
架上叹为观。

赏客围看只片刻，可知实验若干年。香甜呈献，
研者赛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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洺水赋
■李培玉

一条碧水，千古传奇。 清风荡漾，细浪逶迤。 两
岸风光锦绣，景色绮丽。 四面田园如画，蜂舞蝶飞。
河中鹅鸭沉浮，鱼儿嬉戏。 河边芦苇葱茏，芙蓉妩
媚。 河似玉带飘舞，婀娜多姿。 水如乳汁充盈，甘之
如饴。 惠及八方黎庶，创造万千奇迹。 浇灌万顷良
田，哺育百姓生机。 人们依水而居，香火传递。 英雄
辈出，名留青史。龙脉有情，宝地生辉。河流东去，不
过百里。 民间传说，扑朔迷离。

太上老君李聃，河边置炉炼丹。采撷龙角仙柴，
点燃真火紫烟。奇花异草作本，甘露灵药为丸。得天
地之灵气，受洺水之渊源。仙丹始可炼成，功德遂以
圆满。 出炉之际，震地惊天。 万道光华璀璨，几粒金
丹流转。若听沉雷滚动，似见蛟龙盘旋。可谓世间珍
宝，迷倒天上诸仙。 南极仙翁祈盼，西天王母眼馋。
丹药既成，地名有源。 丹成得以延续，郸城遂以名
传。 隋朝设置郸县，新华得以顺延。 老子丹炉旧址，
金丹又谱新篇。 灵丹神光璀璨，荣登亚洲之巅。

“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 洞中方七日，世上
几千年。”一段民谣，可谓经典。王子砍柴奇遇，成仙
洺水桥边。本为王室后裔，堪称忠义儿男。因故来至
陈地，不改名门风范。 耕种为生，渔樵做伴。 纯朴懿
德，孝母尊贤。 那日打柴归来，稍息洺水之畔。 偶见
桥下二老，置枰激战正酣。王子驻足观战，以致流连
忘返。 不觉岁月流转，未见风雨变幻。 恍然隔绝人
世，缔结仙缘。转身回归故里，依旧少年。故土虽在，
早已换了人间。诉说往事，众人听之愕然。白发乡邻
不识，故友亲朋难见。 惊为上人，尊为祖先。 香火供
奉，或有灵验。 遗迹今日尚存，故事口口相传。

噫吁嚱！临河水览千古，伫堤岸望长天。乡野朗
朗清风，村庄袅袅炊烟。 感慨满怀，追思久远。 金戈
铁马之气，曾经纵横盘旋；文人雅士之情，犹自沉吟
缠绵。 抬头可见隋唐月，回首难寻老君丹。

荏苒岁月，俯仰之间。 洺水虽小，历经沧海桑
田。 东去茨淮，汇入大海狂澜。 也曾沉沙淤积，几度
变迁。 也曾污水横流，愁容满面。 幸有英雄儿女，勤
劳勇敢。疏浚治理，改变容颜。生态保护，谱写新篇。
浩气凌云，大笔如椽。 驱散重重霾雾，换来朗朗青
天。万民之幸，福泽无边。良策善政，慈恩厚德诚虔。
万世功勋，黎庶铭记心田。

梅园放歌
■何辉

我一直想抽空到梅园看看，春节后的一天，应朋友
之约来到梅园，得偿所愿。

我去的梅园， 位于川汇区 213 省道与北环路交叉
口，占地 130 余亩。

这一天，阳光明媚，暖风和煦，仿佛今年的春天来得
特别早。 园区内梅花有 60 个品种，苗木有 4 万余株。 我
沿着环形小道缓缓而行，悠闲自在，好似进入梅园仙境。

梅在我国已有 3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有陆地栽培，
可供游园观赏，亦有盆栽，造型别致。 梅以独有的高洁、
坚强、谦虚的品格，激励人们立志奋发。

梅，史书多有记载。 唐代名臣宋■所作《梅花赋》里
有“独步早春，自全其天”之说，对梅花颇为赞赏。 元代
王冕爱梅、咏梅、画梅成癖。 宋代诗人陆游写了一首《卜
算子·咏梅》，传颂至今。 但我更爱毛主席所作的《卜算
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
时，她在丛中笑。 ”这首词写出了梅傲岸挺拔、风骨铮铮
的精神风貌，勾勒出梅胸襟博大、坚贞不屈的风姿。

我边走边赏，忽听远处传来歌声，是邓韵演唱的《我
爱梅园梅》：“……梅园的梅，梅园的梅，不怕霜雪打，任
凭寒风吹……”歌曲回荡在梅园里，为梅园增添了欢乐
祥和的气氛。

远远望去，眼前一片明艳，梅树花开正艳，有红的、
粉的、白的、绿的，一株株、一簇簇、一团团，好似片片彩
云飘落人间。 一对年轻的恋人正在拍照，要在梅花盛开
的季节，留下永恒的回忆。 姑娘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灿
烂，小伙笑得那么自然、那么阳光。 园内笑声不断，就连
可爱的小蜜蜂也来凑热闹，“嗡嗡嗡”地叫着赶来了，在
花丛间不停地舞蹈。突然，我被一株粉色梅花吸引住了。

那一朵朵淡粉色的小花，小巧玲珑，在阳光的照耀下，花
瓣润泽透明，像玉石雕刻成的，还有一些含苞待放的花
骨朵儿，呈现深红色，像一颗颗玛瑙。

梅园里点缀的还有池塘、假山、小桥流水。池塘边有
一老翁在垂钓，悠然自得。 好一派梅园风光！

一阵柔和的春风吹过， 花瓣纷纷扬扬落在我身上。
我闭上双眼，尽情地呼吸着淡淡的清香，仿佛自己成了
一株梅树，与蜂蝶、春风一同欢笑、舞蹈，为人间洒下花
香……

我为梅园放歌， 更为那些创造美的梅园建设者放
歌：

周口梅园尽放歌，树立品牌创先河。
围绕梅园做文章，梅花产业显风格。

放猪趣事
■鞠孝文

1970 年 3 月， 我辍学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 刚 16
虚岁，体力还不完全具备应对繁重农业劳动的条件，生
产队照顾我，安排爷爷带着我放猪。 于是，在爷爷的领
导下，我当了 8 个月的猪倌，自认是个不小的官儿。

爷爷和我统领的这支猪队伍，不仅仅有生产队喂养
的十余头母猪和若干仔猪，主要成员还是社员自家养的
一两头育肥猪，总数最多时有一百二三十头。

那时，农村养猪之所以要放牧，有两个原因：一是将
猪统一赶到大草甸子上去放， 它们可自寻野草野菜充
饥，降低饲养成本，且可提高肉质；二是彼时人们生活不
富裕，猪只能吃泔水加少许糟粕，常饥肠辘辘，猪本馕糠
之物，饥之便嚎叫、拱圈，常有“悟能”趁主人不在家逃出
圈，祸害庄稼，农户将其交给猪倌，亦有托管之意。

放猪的程序有定式。 我作为猪倌，每天早上和下午
上工前，在由家去往生产队大猪圈的路上，边走边甩响
清脆的鞭子，并高喊“送猪啦”。 闻此动静，上工的社员
会顺便将家猪带出来送进生产队大猪圈。 我掌握入圈
信息，并向稍后赶到的爷爷报告猪到位情况。久而久之，
我和爷爷根据特点，给各家的猪安了只有我们爷儿俩才
知道的绰号，如“长条子”“大耳朵”等。 我俩一提绰号，
便知是哪头猪，是谁家的猪。 待猪到齐，我便打开圈门，
站在猪圈围墙之上，甩响鞭子，将“哼哼”们悉数赶出，晃
晃悠悠向草甸子进发。

为防止行进中的猪群失控，爷爷抡着大鞭子在猪群
后面掌控全局，我则甩着小鞭子控制猪群先头。 刚开始
猪们生分、不合群，乱跑乱咬，左蹿右跳。 时间长了，倒
也被我们爷儿俩弄得守纪律了。 进入大草甸子，我们便
轻松了许多。 将猪群限控在预定范围，把越雷池者拢回
即可。 此时，爷爷坐下休息，我则抽空看些闲书并不时
望一下队伍，及时予以管控。 得到爷爷批准，我还可
以下河摸鱼捉虾，尽情玩耍。 春末夏初，草甸子上开了
很多鲜花。 有一种叫山辣椒的植物，开杏黄色花，一大
片一大片的，耀眼、美丽。 天朗气清之时，坐在稍高处，
俯瞰觅食的猪群，眼望蜂飞蝶舞，耳听虫鸣唧唧，心中升
腾着春意盎然的兴奋。 有时候，爷爷看到“局势”稳定，

便回家干些农活，我则当起了“代理总管”，对不听招呼
者，挥动鞭子教训一番。爷爷回来如发现猪身上有鞭痕，
也会教育我一番。 爷爷告诉我，猪记吃不记打，打没有
用，还是要看管好。

每天中午和晚上，估摸着社员已收工回家，爷爷和
我便赶着猪群回屯里。行至屯中央岔路口，我甩响鞭子，
高喊几声：“猪回来啦！”意在告诉主人准备迎接。猪们接
此信号，迅速解散，快速奔回家中，被主人收入圈，喂几
瓢泔水，一餐便毕。 我听过“老马识途”的典故，也听过
“灵狗救主”的传说，其实猪亦识家认主，无论家贫家富、
吃喝好歹，很少有猪找错家的。 认吃的本能使它记住了
日常吃食的地方和经常给它投食的人。

猪倌虽比不得牧马汉子豪放，亦无牧羊姑娘那般悠
然，但也乐趣无限。 尽管世上早有牧马歌、牧羊曲，至今
尚无放猪调，但甩鞭子的声音也是清脆欢畅的。 当然乐
极也生恼，时有苦做伴。某日下午放猪时，我怀揣两个香
瓜，预备饥渴时与爷爷一起享用。天气炎热，我脱掉衣服
放在岸边，跳入河里学“狗刨”，一个猛子扎进再钻出，发
现几头猪在岸边撕扯着什么。仔细一看，马上傻眼，原来
是猪循着香味而来，为吃到香瓜，把我的衣服撕成了碎
片。经济损失没法向父母交代，无衣敝体更是尴尬。仲秋
时节，庄稼在籽粒不断饱满的过程中释放出芬芳，记吃
不记打的“八戒”们，被香气所诱，开始不安分了。稍不留
神，便有不遵纪律者溜进草甸子边缘的庄稼地，扑倒庄
稼，边吃边糟蹋。往返路上，更得加倍小心，要防止“胆肥
者”溜号。 尤其是返回的路上，有敢犯“天条”之“八戒”，
会趁我们大意失察之机钻进地里，这是最糟糕的事。 猪
祸害庄稼，看地员不满意，生产队长不高兴，更主要的是
猪没按时回家，主人不依，即使到夜间，我也必须给人家
找回来。 穿行在庄稼地里，我身上的裸露部分被庄稼叶
子拉出一道道血痕。

11 月底，地里的粮食和秸秆都收了回来，进入“撒
扬 ”时节 ，意思是家禽家畜可撒开 ，任其到地里觅食 。
队伍解散了 ，我的 “官职 ”被解除 ，开始了新的劳动征
程。

乡乡村村记记忆忆

心心灵灵感感悟悟人人间间草草木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