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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逐水而居，与水相生。村
庄傍着马颊河生存了几百年，已无
从查证是先祖哪一辈迁徙至此繁
衍生息。我很幸运出生成长在河
畔，自垂髫而束发，目睹了河流奔
腾、干涸、草荣木枯、舟行蓬落，见
证了村庄的喧嚣、静谧、繁荣和邻
里乡亲的喜怒哀乐。

千里河水，迤逦穿行，马颊河
自庆云流入无棣后，由南而北向东
流贯全境，汇入渤海。沿途滋养着
流域百姓，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
浓郁的风土人情。小时候在静谧
的夜里，趴在土窗台上，数着满天
繁星，听着大人们议论着马颊河自
哪里来到哪里去，地里的庄稼浇灌
了几遍水……空气中充盈着惬意
和茶香，给人以恬静和无限的想
象。

马颊河古传为禹疏九河之一，
据史料记载，禹贡九河变迁淤塞，
唐久视元年，为分泄黄河洪水，开
挖马颊河。1966年，马颊河下游人
工改道，夺占麦河新掘而成。1968
年，借老马颊河裁弯疏浚新辟行洪
河道，因流经德州、惠民两地，故名
德惠新河。但乡亲们还是口耳相
传称其马颊河。河水流经之地，美
丽富饶，物产丰富，沿途造就和沉
淀了许多人文景致。

马颊河有着唐诗宋词般的历

史文化底蕴。她的身躯，神奇地将
灵秀与雄浑统一起来，在流动的历
史岁月里，时而柔婉，时而奔放。
唐朝诗人李峤有诗赞马颊河：“源
出昆仑中，长波接汉空，桃花来马
颊，竹箭入龙宫”。清代诗人李鲁
《枣园桥畔》描绘马颊河“添得青林
路欲迷，行人道是旧西溪”。古来
许多文人墨客围绕马颊河也留下
了诸如“青青草色上河桥，雨后推
窗见柳条”“重来村落改，迷望荻芦
黄”等脍炙人口的名句佳篇。

马颊河宽而深，坝堤之外，地
势高于河床且平缓，阡陌纵横，水
浇条件相对较好。只要有水，沿岸
庄稼不愁好收成。河水汤汤，冲刷
得河滩平坦而柔软，岸堤之下，间
隔或连片生长着一方方、一丛丛的
芦苇、蒲草和叫不出名的野花。四
季更迭，乐趣轮换，河道始终是村
庄人的依靠。在这里挖野菜、割猪
草、捉蜻蜓、做游戏，乐不归家。炎
炎夏日，孩子们“拉帮结伙”，瞒着
家长偷偷跑到河里洗澡，没完没
了，往往被家长追到河里拖回家。
夜晚，河道成为大人的“专属”，瞬
间河道里热闹起来，大人们站在没
腰深的水里，搓洗着一天的燥热和
劳作的疲惫。而到了深秋季节，马
颊河则呈现出别样的美。芦叶飞
黄，水汽蒸腾，薄雾淡淡，朦胧缥

缈，河水也脱去了往日的喧嚣，平
静舒缓，悠闲淡定。村庄、河谷如
少妇轻纱敷面，半掩半露，半笑半
颦，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亢奋、感
叹和不忍触摸。有时雾气即将散
去，天空又飘洒起细雨，微微的凉，
令人神清气爽。间或有几只小鸟
穿掠其中，活动的画卷中便又多了
一些点缀，乡土味道更加醇厚。在
河滩、野地里疯跑，任由身心放
松，真有“斜风细雨不须归”的
意境和融入大自然的舒适。寒冬
腊月，河面冰封，厚厚的冰层甚
至被冻裂出一指宽的缝。放眼望
去，泛青的冰河平滑如镜，阳光
铺洒，返照成晕，色彩斑斓，如
梦似幻。两岸往来，也省去了多
跑几里路过桥的麻烦。青年儿童
做成简易滑冰车，或站或坐，随
心所欲地滑行耍闹。稍不留神就
会滑倒，被摔得四仰八叉，疼得
龇牙咧嘴。乡人一代代传承，享
用着马颊河无穷的眷惠，享受着
马颊河不尽的抚慰。时光荏苒，
村庄也在悄然演变，诠释鸣凤在
竹、白驹食场。

河与人血脉相通，秉性相融。
河是人的寄托，人是河的具象。悠
悠岁月，时移事易，有多少爱喜悲
忧、跌宕离合，都随流水汇入遥远
的传说。村里有一位出生在上世纪

二十年代的老先生，书法和文章在
当地颇有名望，家家户户的书信和
过年的春联都找他代笔。老先生对
马颊河情有独钟，据说搜集整理了
不少关于马颊河的资料和民间传
说。我领略过他的口才，老先生讲
起马颊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
的学问让我着迷、令我敬仰。

离家久了，河与人时常跃入
梦境，时间愈久情结愈重。记得
在部队服役期间，我曾出差到过
河南省濮阳市，听说马颊河的源
头金堤河就在附近，便匆匆赶过
去，踏堤漫行，折柳寄情，掬水
眺望，以解思河念乡之情。马颊
河的上游窄且缓，不及家乡的雄
浑气势，娴静有余刚性不足。感
觉虽有落差，但毕竟“千里同风
无远近，未分秦陇与潇湘”，看过
之后，内心焦灼相对舒缓，惟愿
流水载去期盼，捎去祝愿。

事过多年，一次回家的机
会，又一次见到了家乡的河，也
见到了那位老先生，跟他聊了很
久，说起马颊河，诚心诚意地将自
己的一首诗写出来留下，等待他润
色修改，却一直没有音信。一年之
后，偶遇村庄来客，问起来才知老
先生约在半月前已作古，他收存的
一些书籍随之散落，一生形成的文
稿也化作青烟随他去了。

故乡的马颊河故乡的马颊河
□ 贾维平

怪柏

两百年前的闪电和惊雷
还在碗口粗的身体里左冲右撞
疤瘤累叠，锁住天火
半山腰惊心动魄的刹那
凝固到可以对峙时空
默默注目半分钟
怪柏长进心里，枝条触动肺腑

怪柏呀，尘世的俗子
窥见天地鬼斧神工
身旁轻轻地呼唤
像流星划过苍穹，许下心愿
改弦易辙了人生
想想怪柏，苍山茫茫
有心人独立特行

三棵树

一半根须赤裸在阳光里，另一半
探进大宋朝的城墙
汲取光阴的营养
枝干畅达如江畔少女舒展腰身
叶子碧绿是浑身水汽的纤夫
痴痴迷迷，释放生命里的号子
稳如磐石
只有心仪的人，才会放心安居

三棵树比肩而立，高过城垣和房屋
红布条系满错综的根
许愿的好心人，在历史和自然面前
因为自愧不如，就更加爱护
三棵树象征着活力和美好
在蓝色星球，这样的安排
不可期，但是我遇见了

还有那古寺钟声，萦回枝桠间
衔接着朝代和血脉

樱花飘下

从发丝到脚趾，樱花飘下
像一场及时雨
逗她玫红色的唇。谁的语言里
聚集着亲人爱人情人和坏人
互不相识，却各有归处

旋转、舞蹈，以比花落更快的速度
从婴孩到中年，所有的幸福天真
搅拌在樱花雨里
大地收藏一些，空气传扬一些
还有笑脸，以仰望的姿势
独立，不再老去

那个晃动树枝的人，驱走春风
花朵颤动、剥离，会生出些果实
就像她走出花雨
会有些回忆，香甜、濡湿

黄河滩种一棵树

那条大河，从巴颜喀拉山裹挟的
千古苍天和万载愁绪
将，抚慰你新斫的伤口
河水依然激荡出创世的养分
就像北方女人，依旧用粗糙的嗓音
雕琢着她朴素的生活

与古老的坟墓相依
与往来的游人为伴
一棵树在黄沙里落地生根
多年以后，将作为一种报答
看大河东进。曾经的人已坠入黄土

枝桠间白鹭小憩，听河水又带来春汛

老藤

已经把心肠掏空了，付与尘寰
皮囊尽是生命的破绽
向四周向上方攀援
五彩云霞包裹着怎样的梦幻
堆积有始无终的厌烦
但是还有新枝和嫩叶
从曲径和户牖窥见容颜早衰
江山不变

如打坐的僧人，熙熙过往云烟
只有根须纵横交错，黑暗和孤单
辜负了良辰美景和精致生活
情怀空空如也
还能活多少年并不重要
水路桥梁连同亭台楼榭都不见老
老藤，用尽气力
似乎心有不甘，只是愈显皮肉单薄

槐林记事

黄须菜、柽柳、罗布麻
以及苇蒲和芦荻
正以整齐的方阵，飘过槐林的追忆
神仙沟穿越了码头闹市
不焦不躁地洗出了
一棵槐树成长的澄明和忧思

造访者，在莽林中追随自己的树
在蜂群里看护一串花
并结绳记事。历历在目又含混不清
槐树根部萌动新枝
而树冠已开始干枯
纵然心有千结

应对人生仿佛刚刚开始
只有倾听，才能凿开
浅笑和淡妆，回到沉默的新淤地

连翘

一树黄金，没有多余的孱弱和芬芳
毕竟属于梦境之花，不畏困苦
却令贪心的人头昏目眩

连翘有沉默的权利
她的苦衷将在盛夏被人采撷
去疗愈那些无谓的干咳
还人间些许清静

蒲姑春草

古国余温尚在
蒲姑春草是唯一的信使
把地下王朝的春天，送回人间

柔韧、新鲜、不惧冰雪
蒲姑春草在正月里就茂盛起来
总要赶上元宵节
灯笼和烟花会散出遥远的烟火味
让人着迷
仿佛那里的人
每个夜晚都释放着情怀
永远不离不弃

看看蒲姑春草，冬天瞬息转暖
日渐衰老的人再挽起手
流浪刚刚开始
沿着春草的路线
徒步到海边
三千年的路程
只待一个春天

那是7月的最后一天，周末下午
的一段闲暇时光。明媚清澈的阳光
落满了绿意葱茏的小院。小院里花
儿在静静地开，鱼儿自在地游，灰鸽
子散开光洁的羽毛，静卧在树荫里
……我沏一壶淡茶，端坐在书桌前，
轻敲键盘，任思绪信马由缰。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时光的
流逝总是有些敏感，特别是面对一
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一周、
一月，甚至一年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总是保持着遗憾和留恋。随心写点
什么，或许能够在这段时光中刻下
一道印痕，就如同到了某个景点，找
块木头或石头，刻下“某年某月到此
一游”，以证明曾经拥有过这段时
光。

那时，暑假已经过去大半，曾经
完美的度假计划，消逝在每天琐碎
的事务中。时令已经进入大暑三候，
下一个节气便是立秋。感觉什么都
没有来得及做，一个夏天就这样过
去了，什么都没做成，半年多的时间
就浑然消逝了。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年轻
时，宏大的理想、完美的人生设计，
转眼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才发现一
切都不是设想中理想的样子，如同
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交出一张最完
美的答卷，心存遗憾。

今年是我毕业30周年，有几个
细心、热心的同学发出倡议，用文字
来记录曾经同窗4年一起走过的时
光。喜欢舞文弄墨的我，理所当然
地、自告奋勇地提出，要交出一份作
业来记录描述我心中的30年岁月。
30年的时光，感觉需要记录怀念的
事情很多很多，但是真正落笔时却
是轻描淡写，浮华烟云，没有记录描
绘出心目中最理想的光阴。

岁月是禁不住回想的，30年弹
指一挥间。看到青春年少时期与同
学们在学校时的合影，除了感伤还
是感伤。那时的我们如此年轻，正值
豆蔻年华；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青
春飞扬，眼神中透着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无限自信和向往。循着这份美
好和向往，每个人都投入到了属于
自己的真实而朴素的生活当中。30
年过去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
沧桑，眼神中那份清澈、透亮和美好
都变成了对现实的无奈、从属和归
依。在现实生活和岁月面前，我们谁
也不是赢家。

回忆总是美好的。经过了岁月
的过滤和时间的沉淀，那些恩恩怨
怨、飞短流长早已经被岁月淘洗掉
了，剩下的唯有感念和祝福。有的同
学甚至庆幸，我们班40个人都还健
在，一个也没有少，认为这就是最大

的幸福。对这个标准心中感觉有些
别扭，但是，仔细想来，又何尝不是
呢？身边又有多少曾经的朋友、同
学、同事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
色彩斑斓的世界。疫情、疾病、天灾、
人祸，以及各种意外都躲藏在静好
的时光背后，虎视眈眈地盯视着我
们每一个人，一不留神就露出狰狞
恐怖的面孔和爪牙，让人防不胜防，
能健康平安地活着，不就是最大的
幸福吗？

今年上半年，写出像样的作品
不多，但我却在认认真真地构思、创
作一篇《二十四节气令》，我希望把
中国最古老、传统的文化、规律有序
的时间节令和滚滚红尘中错乱纷杂
的事情用文字记录下来，让逝去的
岁月留下时代的光影。我按照春夏
秋冬四个篇章来分别书写，一个季
节一个篇章。

小满，这个节气给我的印象最
深，冲击最大。我认为，它是二十四
节气中最有哲理、最富智慧的节气，
包含着许多人生哲理。

人生小满，是生活的大智慧。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
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
全。”“北大满哥”这一首描写小满的
诗在网络上流传，这首诗颇有苏轼
先生的洒脱和豪气，实属诗歌中的
上品佳作。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人生小满
的最佳状态。林徽因在她的散文《蛛
丝和梅花》里写道：“拿梅花来说吧，
一串串丹红的结蕊缀在秀劲的傲骨
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地
错落在老枝上，你便会心跳！梅花最
怕开；开了便没话说。索性残了，沁
香拂散同夜里炉火都能成了一种温
存的凄清。”这是对花未全开的最美
阐释。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国文化
的智慧在于不求极致圆满，小得盈
满，小成小安。但是，真正能够看得
透彻、想得明白、做得洒脱的又有几
人？纷乱喧嚣的物质社会，在金钱和
权利面前，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心平
气和、宠辱不惊呢？人生小满是大智
慧，也是大考验。30年多年了，还能
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地工作生活
着，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几十位
同学、三五个挚友，还能够举杯畅
饮、促膝长谈，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吗？

人生小满，小成小安。
坐拥一方小院，抚花弄草，读书

品茗，看花开花落庭前，享云淡风轻
天外，安安静静地度一段假期，享一
段静稳安好的岁月，就是人生最大
的幸福。

人生小满人生小满
□ 杨玉美

出居住小区的大门，就是滨州
中海西北岸的一片湾塘，这里风光
旖旎，经常有人在岸边垂钓、散步。

每当荷叶繁茂、荷花盛开时，
清晨我散步走到这里，总会不由得
停下脚步，舍弃继续前行去领略中
海那开阔的水面和云天变幻云水
相映的美奂风景，转而驻足凝望这
一片面积不大的荷塘，观察这个看
似宁静的“小世界”里，正在上演的
一出出“灵动”。

晨光里，除了在连片荷叶的缝
隙里不时漾起的幻彩波影，还有水下
鱼儿游动形成的小小涟漪，我更注意
找寻水面荷叶上的鸟儿。除了天上飞
过的鸥鸟、喜鹊，水面上掠过的燕子，
还有不时在岸边芦苇丛中飞起飞落
的麻雀，此时在这片荷塘里所能观察
到的水鸟只有两种，一是水鸡，二是
池鹭，它们会不时地同框出现在我
的手机拍摄镜头里，有时同样是站
在相近的荷叶之上，只不过水鸡是
在荷叶上奔走，而池鹭则是在荷叶
上伫立，更多的情形是水鸡下到水
中游动，而池鹭仍伫立于荷叶之上，
二者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水鸡是我们这里最常见的，有
时三三两两甚至独自，有时数十乃
至数百只成群，栖息、活动于水势
相对平缓的河湖湾塘。这种鸟儿被
人们看到时，总是处于一种机敏、

警觉的状态之中，除了偶尔在荷叶
上面奔走，就是下水游动觅食。一
旦发现有人靠近，不是迅即扎猛潜
水，就是展开翅膀向远处逃离，其
飞翔的姿势很特别，往往在不太长
的飞翔距离中，在飞经的水面上留
下一串爪子扒水的“航迹”。水鸡在
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一
般会栖息于水边芦苇丛或者靠近
水边的岗坡树丛内，因而人们在冬
天也常见到其在冰面和陆地上活
动觅食。偶然见过十几只水鸡腾空
飞到几十米的空中，随后飞越了一
片土岗上的小树林，但根据日常所
见，总感觉这种水鸡没多大飞翔能
力，应该不会飞得太远。

而池鹭呢，以前在我们这里并
不常见，应该是因为近些年我们这
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它们才年年来
到这里。小池鹭的体型看上去与大
的水鸡相差不大，只是在它伸长脖
颈时，要比水鸡修长很多。我们日
常见到池鹭，多数是在连片的荷塘
中呈伫立状态，若不是其灰白相间
的羽毛与周围碧绿的荷叶有一些
色差，其静止伫立的形态往往与周
边突出水面的某些荷叶非常相似，
让人非静心搜寻，不容易发现它，
或许这也是池鹭天生的一种防御
敌害的伪装本能吧。池鹭常常在距
离人们十几甚至几十米的荷叶上

伫立，这让人们感觉它们不惧人
类，所以它们也是让摄影爱好者感
觉非常“配合”的理想拍摄对象。在
人们对池鹭进行拍摄时，它甚至会
飞挪到距摄影者更近的位置，然而
当人类走进距它十米左右的距离
时，它也会警觉地飞走。

在我看来，水鸡和池鹭虽然生
活在同一片荷塘里，但生存觅食方
式却大相径庭。与水鸡不停奔忙、
以动治动、主动追击水中鱼儿的觅
食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池鹭在荷叶
上的长时间伫立，则是一种“守株
待兔”、以静治动、阻击捕食鱼儿的
觅食方式。它在荷叶上长时间伫
立，能灵敏地发现水面下游动到它
近前甚至身后的鱼儿，并迅速将其
捕食。然而这样的“守株待兔”也是
灵活的，池鹭在一个点上伫立许
久，无论捕没捕食到鱼儿，都会展
翅飞到或近或远的另一个点，继续
重复这种“守株待兔”的过程。池鹭
展翅的那一瞬间，很美，让人联想
到用“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来形容
它，真的是再恰当不过。

池鹭的翅膀很大，内羽是白色
的，看到它展翅飞翔，人们会立刻
联想到鸿雁展翅。经查网上词条，
得知在中国北方的池鹭是一种候
鸟，每当深秋荷叶将要凋敝时，它
们会飞向南方，甚至飞越南海，到

马来西亚一带过冬。难怪池鹭会有
如此宽大的翅膀和与鸿雁一样的
飞行姿态，只是难免由此遐想，只
凭池鹭如此安静的“守株待兔”式
的觅食方式，它们在慢慢长大身体
的同时，又如何积蓄和贮存如此长
距离飞行所需要消耗的体能呢？或
许，它们平时长时间伫立并很少长
距离扇动翅膀，减少了体能消耗，
日积月累，存贮大于消耗使然？

看着眼前的荷塘，静谧、祥和，
内心的思绪，恣肆、旷远。环望荷
塘，思近追远，不由心生感喟：心知
荷有荣枯，鸟有留离……世间众生
皆有各自的生命样貌、生存形态、
生活轨迹，毋论高下贵贱孰优孰
劣，并发自内心地祈愿万物皆得其
所，众生和谐共生，这个世界永葆如
眼前这般的祥和与安宁。然而，我有
突然想到“食物链”，想到那水中被
水鸡、池鹭捕食的鱼儿……我顿悟，
此般的祥和、安宁，只是表面，这个
世界还有天定的规则，非人们能用
善意所左右。大自然物竞天择，人们
只有自强不息，在发展中保持理性，
全力以赴与众生万物保持和谐，这
才是人类生存最务实的道理。

回望荷塘，凝望这一方安静的
绿水，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心无旁
骛，向前走，用心去感受身边下一
处更加别样的美景。

荷塘生灵荷塘生灵
□ 潘钧国

黄河滩种一棵树（组诗）

□ 舒中

那一天，我在籽粒日渐饱满的
石榴树下，等来了快递员，办理好相
关手续，我把从家里挑选的，和从书
店购买的图书打包发往新疆。直到
这一刻，这才好似了却了一桩心
事。算算时间，从新疆旅游回来已
半月有余，那连绵起伏的高山、如网
似脉的河川、广袤无垠的草原、群群
团团的牛羊、星星点点的毡房……
仍然白天萦绕在脑海，夜里又在梦
中重逢。

但此行收获的何止是风景啊。
那天，我们的汽车在一处叫乌帕尔
镇的原野上奔驰。车窗外，大片大
片养眼的绿色一掠而过，瓦蓝的碧
空中，云朵高远，有金黄色的麦田在
微风中波浪般涌动。一行人不禁为
此美景驻足，正在大家下车游玩相
互拍照之际，“咩咩”几声羊叫从不
远处传来，原来在一处麦田边上，有
几只农家散养的羔羊正在吃草。我
们踩着高低不平的田埂，走近这些
羊群，恰好路过一片果林。大家都
不约而同闻到了一缕淡淡的果香，
欣喜地发现在茂密的绿叶间，一枚
枚黄里透红的鲜杏压弯了枝桠，让
人触手可及。这简直是不可抵挡的
诱惑，大家纷纷采摘下来放到嘴里
品尝，可没想到，刚吃了一口，这来
自新疆的鲜杏瞬间就将我们征服，
那异域的果香、蜜汁一样的甜充斥
在味蕾间，我们已经忙得顾不上赞
叹，纷纷在树下寻觅“合适的目标”，
准备大快朵颐。

忽然，同伴拍了下我的肩膀，我
顺着她的眼神侧头一看，原来一位
裹着头巾的维吾尔族妇女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近处，正盯着我们这帮“不
速之客”。大家赶紧缩回伸向红杏
的手，并快速咽下还未吃完的鲜杏，
纷纷双手合十，有些尴尬地向她表
示歉意。那位大姐两手比划着向我
们不停地说话，可大家伙一句也听
不明白，后来，她一看实在无法与我
们沟通，便转身急匆匆地向她家的
篱笆院走去。我们几个不安地互相
看了几眼，一时不解其意。

当我们一行准备赶紧溜走时，

很快又听到身后传来那位大姐的吆
喝声，大家紧张地回头一看，原来这
位维吾尔族大姐正手举着一个塑料
袋，面露笑意，向我们招手。我们这
才明白大姐回去的意图，一帮人紧
张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大姐动作
很利落，她把树上一颗颗红杏摘下
来放到袋里，还比划着让我们也一
起摘，见大姐这样实诚，我们也就没
再客气，一颗颗红杏很快就装满
了。最后大家伙一致商量要给对方
付款，可谁也没拿现金，我拿出手机
向大姐要收款码，大姐却一个劲儿
地摆手，并急切地把一袋子杏往我
手里塞，我明白这是要送给我们，但
这怎么好意思收下？在异域他乡，
我们这群游客如此冒昧地闯入人家
的果林，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缘
分。双方正在推让之际，这时一个
上小学年龄的小朋友从篱笆院里走
了过来，用普通话和我们亲切地打
招呼，随后笑着说：“我奶奶说了，这
杏是自己家里种的，让你们带着路
上吃，不要钱，因为内地的人也经常
过来帮助我们，我的老师就是内地
援疆来的。”我们听后不由大为感
动，纷纷一个劲儿地向对方致谢。

是啊！在遥远的新疆乌帕尔
镇，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一户人家身
上，在这片充满淡淡果香的果林下，
我们感受到了当地人的友好、纯朴、
率真，也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那种温情。

后来通过交谈得知，这位小朋
友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由于此处位
置偏远，有一些课外图书是他们这
里所缺乏的。于是，我们几个人当
下就商议好了，“投桃报李”，回家以
后一定要给他邮寄一些书籍过来。
那天，我向小朋友要来了具体地址
电话，说明了我们的意图，那位维吾
尔族大姐也高兴得热泪盈眶，一直
向我们表示感谢。

那天，当汽车缓缓地驶离乌帕
尔镇这处麦田边的果林时，我们不
舍地挥手道别，而这一程美丽的风
景也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仿佛也
带着淡淡果香，在心间久久弥漫。

乌帕尔镇淡淡的果香乌帕尔镇淡淡的果香
□ 王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