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六十岁的人，三十岁人
的心脏。言下之意，人活地年轻。如
今我已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觉得自
己还是年轻，生活得有滋有味，我与
网络有缘，网络让我不退休。

2003年，企业因关闭破产，我
提前离开了企业。也就是说，告别了
企业成为自由身人。可当时我还不
到 50 岁，说年轻也快到半百了，说
老人可谓正当年，用人们常说的一
句话说，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人工作
经验正是比较丰富年龄段的人。但
现实让我与原来的企业彻底告别
了。有道是，人挪活，树挪死。

别的人离开企业，还可以继续
发挥作用，可我我曾经在企业宣传
部门工作，离开企业能做什么呢？况
且，我的右眼残疾（八级工伤）。那

是 1982 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个小夜
班，我因车制一个零件，被飞出来的铁
屑击中右眼，后改为钳工。也许钳工闲
余的时间多了，加上平时比较喜欢写
作，经常给厂里写广播稿以及给当地的
媒体写稿，发的多了被领导看中了，走
进了机关。开始我写字时不用戴眼镜，
因为我的另一只眼还是好的。但由于我
每天整理材料，写稿子，用眼过多，导致
视力每况愈下。从戴 100 度的老花镜
到戴上 300 度的老花镜，如今要戴
400 度的老花眼镜。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几乎与电脑
无缘的人，如今，竟然与电脑分不开，
我在人民网认识了很多朋友，把我的情
思洒在了我的指尖上，并多次参加人民
网开展的征文活动，其中有的作品获了
奖。也许写得多了，我先后在人民网观

点频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文明
网以及东方网建立了个人文集。

最令我感怀的是，2013 年 2 月
份，我在家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且很客气地称呼我：“是沈宏胜老师
吗？”我忙答道，“是啊，请问你是？”
“我是《红山网》的，请您给我们写
稿。”我一听写稿，立即来了劲头。不
加思索地回答说：“行啊！”这样，我与
《红山网》挂上了“钩”，天天坚持为
其提供稿子。可能写得比较勤奋，
2013 年 12 月，我应《红山网》之邀
请，专门到乌鲁木齐市与网友们探讨
写评论。到乌鲁木齐，是我平生第一次
乘座飞机，第一次出了一趟远门，让我
终身难忘。虽然视力每况愈下，但网络
让我有了第二职业，可让我继续为党
的事业做好宣传，甘当“自干五”。

网络让我不退休
□阿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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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是一样的福字
剪的是一样的窗花
挑的是一样的红灯笼
挂的是一样的画
我们生在华夏
守着共有的民俗文化
不管你在海角天涯
都是一样的家

包的是一样的水饺
喝的是一样的香茶
唱的是一样的新年谣
说的是一样的话
我们住在神州
团圆相聚在一个屋檐下
满堂儿女喜气风发
举杯祝福中华

中国年
□李庆锋

一个早春的日子，
天空竟然飘下了雪花。

白蝴蝶的舞翅，
俄耳甫斯的白色歌翼，

无声地飘落，飘落，飘落……
雪，白得发蓝。

世间的一切能否如此？
忧伤淡定如雪。

早春雪飘
□丛奉璋

（一）

没有约定
那么随意任性
悄悄地来来到盼望中
夹杂着浅浅的心语
铺垫成皑皑经典
———吟诵
昨日的心境

白色的浓度作修辞
修饰花开漫地情绪
———随风
舞起
爱的过程
融进我的文字
让诗歌再一次生动
春天的梦可以作
但梦的酝酿在今日
下雪了

你梦了吗？

（二）

悄然之间飞飞扬扬，
早已是乱花迷眼
清冷中
洁白带有暖意
唤醒了心中的纯情
漫不经心的亲吻
花瓣
给原野一身晶莹
修饰着梦中的春心
舞动的雪花
亲密的将我抚摸
感受出热血涌动的深情
心中的炽热滴答滴答
唤醒我们童年的冲锋！

哦
好大的雪……

初雪
□庞迎胜

在我的人生体悟中，冬天真正的
标志，不是那缕凌寒的西风，也不是舞
动着洁白风韵的雪花，而是梅。

记忆中，梅是开在我幼小心灵上
的处花。当年老家清苦而温情的小院
里，长着一株梅。这株梅很知趣地长在
与大门迎面的一个小小墙角。每年的
隆冬，大雪纷纷的日子，不管你是否能
注意到她，她仍会一如既往地盛开满
枝金黄灿然的梅朵，给本来寒碜无比
的小院，娆得富有生气。

那时候，小孩子们没有什么可以
玩耍，下雪的时候，我和村的娃儿们一
样，就喜欢悄无声息地溜过大人们的
监视，到外面玩堆雪人、打雪仗、滑雪
坡……往往总会把妈妈花费好多夜晚
才做成的棉靴和棉裤糟蹋得不成样子。
这样一来，不定哪天就会受到严厉的惩
罚。我能深记小院的那株梅，也是因玩
雪，糟蹋了新棉靴和厚棉裤，被父亲惩
罚，罚我零距离那株寒冷中争强的梅。
父亲是想让我像梅一样，被大雪和寒风
狠狠清醒一下。可是，就因为这次惩罚，
使我的心，意想不到地贴近了梅。

那时的父亲可能永远也不会知
道，在我的心里，玩就是一种温暖和欢
喜，只要别把我关在屋里，那就是快
乐。儿童的贪玩力量是无可比拟的，那
么冷峻的天，我竟然站在大雪纷纷的
天幕底下，没感到冷，我怀着一份欣喜
的心情开始细心地审视梅。我首先惊

奇于那些被白雪裹挟着的灿黄梅朵儿。
看着她们，我的心感到异常的温暖，并且
又奇异地由一朵梅联想到了一张灿然如
花的脸———我知道，那是整天微笑在一
顶红帽儿下的一张脸———我的玩友小丫
丫的那张脸。

那时在我在冬天里，受到父亲这样
的惩罚往往会有很多次。可每次在梅朵
儿面前，我就会想到那张脸。丫丫是我最
好的玩伴，她常常会给我变出一个糖豆，
或者是给我报警“快跑，你爹来了”什么
的话……因而联想起那张脸，心上就温
暖。可是在父亲心里，他认为的可是寒。
父亲往往在惩罚我的几分钟后，就会拉
着恶狠狠的脸来到了我面前，一把就把
我抱到屋里，并以很快的速度，将我的靴
子和袜子都扒拉个精光，尔后塞进暖烘
烘的被窝窝。接着，他就蹲下来自己生气
不说话。这样的局面，是我最最害怕的。
可是，有一天我反而大着胆子跟父亲说
话。但是还没说出一个字儿，就被父亲恶
狠狠地跟顶回去了。父亲说：

“还没冻着是吧？”
“不是，爹，那梅咋就不怕冻着呢？”
“你就该像梅，放在冰天雪地上冻

个透！看你再狂！”
“不是吧爹，那梅咋就越冷天才越

会开花哩？”
“那是地热。”
“啊！爹，你想把我当成一朵梅？爹

把我塞进被窝里，也是地热吧？”

“……”爹看看我，好半天不知说什
么好了，只是眼圈儿突然就红红的了。爹
这时候，好像手没处放似的，就会起身出
口长气，再把我的被窝拢拢紧，就出门
了。

就那一次和梅的亲密接触，使我和
父亲有了一种亲密的情怀。虽然，我说不
明是什么落在了心底，可是我却心田里
有了一朵灿然而坚强的梅。我会时常在
寒冷的冬天，和人生逆境中，想到那株雪
中绽放梅香的梅，以及恶狠狠中给我对
话和掖被子的爹。

我在城里卖房子的时候，父亲就嘱
托说，一定要买个带些空地的房舍。后来
才知道，父亲要把老家小院的那株梅的
“儿子” 移到城里来。父亲为移活这株
梅，整整一个春天都坚持住在城里，一直
待那株梅枝上鼓出了嫩芽芽时，才舍得
说，得回去看看老家了。

后来，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来城里长
住，每天他最喜欢听的仍是有人评头论
足他栽的那株梅。要是客人一进门，就跨
梅长得旺实，朵儿开得灿然，那父亲这一
天就会享受在喜悦中。最令我记忆很深
的是，有一年的冬天，天下了鹅毛大雪，
外面还刮着刺骨的寒风，可是半夜里父
亲却披衣打手电去看梅。看过后，就自言
自语地说，梅朵终于开灿了。这也许是父
亲栽植的梅第一次开满枝头的缘故，父
亲就格外的高兴。父亲在城里高兴时，表
达的方式，常会在孙子身上体现。我记

得，就那株梅第一次开满朵的第二天吃
午饭时，父亲就跟他孙子说：“咱的梅开
满枝了，看着了吗？”

孙子说：“看着了，爷爷要是怕梅朵
跑了，我用手机把她拍下来，并且配上说
梅的诗和曲，放到电脑里，给爷爷听和看
咋样！”这时候，父亲就特喜欢地说：“还
是孙子知道爷爷的心……”因而就一股
劲地给孙子夹菜。

现代化的进程，也许父亲还没反应
过来，然而他的孙子辈却已经掌握的很
娴熟了。一天夜里，孙子就将爷爷请到了
自己的电脑桌前坐定，然后轻轻行动键
盘，顿然间，小院里的那株梅就悠然自得
地由远而近扑面而来，随着梅儿上的雪花
和梅朵的次第绽放，一曲悠扬抒情的“一
剪梅”也同事响起……接着，爷爷扯着孙
子一路欢欢喜喜地的画面缓缓而来……
尔后，爷爷和孙子就坐在雪花飞舞中的
梅下，聆听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墙
角数支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
有暗香来……

那场面，不知在父亲的心中有多么
重要，直到父亲临终还挣扎着要看那个
梅花与诗情的场景。父亲是在那个有梅
有孙子唱诗的场景中幸福的远去的，而
正因如此，梅香也永远地开在了我们一
家人的心田。父亲是个粗人，但是他喜
爱梅的凌寒和坚强，而父亲的温馨，也
正是看到了他的子孙们都喜欢上梅的
品格。

心田有朵梅
□宋殿儒

早晨起来，窗外一片洁白。下雪
啦！我兴奋地喊着老公和儿子：“快
起来，下雪了，今天我们到岭南赏雪
去。”儿子一听就欢呼起来。

吃罢早饭，我给儿子穿戴严实，
老公开车，我们直奔岭南。可是，车
刚走到城西就走不动了。老公下去
查看，说前边出事了，堵车。儿子哭
丧着脸说：“雪人堆不成了。”我探
出身看看周围安慰儿子说：“宝贝
别难过，我们绕道走。”老公质疑地
看着我。我一拍胸脯：“你忘了，这
边是我老家，这些村子我闭着眼都
能走过去。”老公笑了。

老公按照我的指引将车开上了
乡村公路。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我
们顺利走过一个又一个小村。雪仍
然在下，广袤的大地早已变成了浩
瀚的雪海。儿子像只欢快的小鸟，比
比划划说个不停。我按按他的肩说，

你就消停一下吧。儿子不但没停，反而
指着前边大喊起来：“妈妈快看前边
有个雪人。”我瞟了一眼说：“那不是
雪人，是路标。”瞬间我又觉得不对，
以前这里没有路标啊？正疑惑着。儿子
又喊起来：“妈妈那不是路标，是人，
他在动。”我仔细一看，那根白色的路
标真的在晃动，是一个人在跺脚。

我和儿子一起注视着那个浑身上
下全白的“雪人”，那人一定是在哪站
了很久，不然怎么会被雪包裹得那么
严实呢？儿子问我：“妈妈下这么大雪
那人站在哪干嘛？”我思沉着说：“他
可能有病，也可能是个傻子。”老公笑
着说：“还可能是打劫的。”“儿子，妈
妈害怕。”我应着老公的话语用手捂
住了头。儿子抄起身旁的雪铲，勇敢地
说：“妈妈别怕，我来保护你！”老公哈
哈大笑起来。

我笑着搂过儿子，感慨地望着站

在百米外的那个“雪人”，难道他没有
家吗？那“雪人”似乎也正在向我们这
边张望。我们的车离那个“雪人”越来
越近，越来越近，忽然，我觉得不对劲，
那“雪人”弓着的背、使劲向前探着看
的头怎么有点像母亲啊？我揉揉眼仔
细再看，天啊，真的是我母亲！“妈！
妈！”我大声喊叫起来。

车嘎然而止，我不顾一切地冲出
车门抱住母亲急切地问：“妈，你怎么
啦？你怎么在这呢？你不在家到这干什
么来了？” 母亲笑着说：“我来等你
呀！”我愠怒了：“你傻呀，这么大的雪
你不在家好好待着上这来等我什
么？”母亲依然像个孩子似的满眼含
着笑，抓住我松开的手说：“今儿是礼
拜天，我寻思着你可能回来，怕你迷
路，就上这岔道口来等了。”

“妈———”，我紧紧地抱住母亲，
热泪夺眶而出。

岔道口的母爱
□刘秀娟

结婚那天，她终于懂了，原来父亲是那么舍
不得她。婚礼上，父亲将她的手牵到新郎的手上
时，声音哽咽了，嘴唇哆嗦了好一会，才说出“我
将女儿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待她……”她看
到了父亲眼睛里晶莹的泪花。

还在她上中学读书时，她就对父亲产生了抵
触，父亲经常回来得很晚，有时候还醉醺醺的，可
是，父亲回到家时，总要小心翼翼地打开她的房
门，看一看她是否在学习。如果她躺下了，父亲就
会发火，骂她不爱学习，没有上进心。时间长了，她
对父亲爱理不睬。

上高中时，她执意去了一个较远的学校，学
校要求住宿，每个星期周五回来，到家时，母亲总
会炖上她喜欢喝的排骨汤，做她喜欢吃的糖醋鲫
鱼。父亲会坐在一边看着她大口大口地狼吞虎
咽，不时提醒她“慢点吃，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那一天，菜摆上桌，是红烧甲鱼，母亲告诉她“你
爸前天就买了野生甲鱼等着你回来呢？”她嘴一
撇道：“谁稀罕！”说是这么说，吃起来丝毫不谦
让。

考上大学后，父亲经常给她打电话，总要问
这问那，问得她挺烦，最后还要求她每个星期六
必须主动打一次电话回家，可是到时候还是父亲
打来电话给她。上大二时，父亲又反复叮嘱她“暂
且不要谈恋爱，学有所成后，自然会有更优秀的
男孩子追你！”或许是离家远了，她不再像过去那
样厌烦父亲了，有时候会耐着性子陪父亲说上几
句，这时候的父亲就会非常开心，口若悬河，值得
她提醒说“老爸，今天就说到这了，我得休息了”。
父亲这次意犹未尽地挂断电话。

大学毕业工作后，一年也只有放年假时才能
回来，那次过年赶回家来，忽然发现父亲和母亲
都有点见老了，过去父亲是不戴眼镜的，现在看
书看电视都要戴眼镜了，她给父亲和母亲都买了
衣物，另外还给父亲买了两瓶“剑南春”，父亲抱
怨她刚上班挣不了几个钱买这么贵的酒是浪费，
叮嘱她下次如果买酒就买“红星二锅头”带回
来，并说“买酒要买对的，不能买贵的，红星二锅
头喝起来够味”。她当了真，在下次回来时去超市
买“红星二锅头”，这才知道这酒原来只有二十
多块钱一瓶。那次过年回家时，她对母亲制作的
卤牛肉大家赞赏。不久，她就经常收到快递寄来
的卤牛肉、红烧羊肉、板鸭、卤鲜鱼、香肠什么的。
她觉得这样寄太麻烦了，便打电话给母亲不让再
寄了。母亲在电话那头道“你还是对你爸说吧，都
是他吵着让寄的。”她知道同父亲说了等于白说。
那一次她出长差回来，给父亲打电话，冲着父亲
发了一通火“让你不要寄，你非寄，这回好了，全
坏了。”父亲在那头耐着性子等她发完了火，只说
了一句话“你这丫头，真不识好歹。”便将电话挂
了。说归说，气归气，食品还是照样寄。

结婚前，商量婚礼事宜，父亲坚持说：“你们
结婚我支持，婚礼一定要回来办！”并表示再多的
费用都由自己掏。她知道，父亲为了她结婚几乎
倾其所有了，但是她也明白父亲是个要面子的
人，如果不风风光光将女儿嫁出去，那无疑会让
父亲觉得很没面子。

婚礼上，父亲挽着她的手走向红地毯，在她扭
头向两边致意时，看到了父亲耳际的白发和眼角
很深的鱼尾纹———她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时候一
下子集中到父亲脸上的，一种深深的愧疚悠然而
生———这个自己一直充满抱怨和不满的男人，其
实是天底下最舍不得他的人，也是爱她最无私的
人。如今，她将要属于另外一个男人，而他还会在
心中依然默默地爱着她并为她继续操心劳
神———这就是父爱呀！忽然间，她明白了，父亲对
婚礼的坚持，并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是想亲
手将自己最爱的女儿交给另外一个最爱自己女
儿的男人，只有当着所有他的亲人和朋友、同事
的面，似乎才会有底气，才会放心。

父爱情深
□杨勤华

去年金秋十月，桂树绽花，金橘飘
香。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我们一行
36人，作了一次“长江三峡精华三日
游”。游览壮观宏大的长江三峡雄姿及三
峡大瀑布等奇妙景观。

10月 18日晨 8时，我们驱车来到
三峡游客中心宜昌港，搭乘精品峡江豪
华游船观江景。8时30分，游船准时开
航，引导游客顺江而下慢慢观赏一个个
炫目耀眼的两岸和江上风光。

首先，穿过夷陵长江大桥。远远可
见宜万铁路桥横江而立如彩虹飞挂天
际。正目视间，一列动突然由南向北从
大桥上飞驰而过。那静卧的大桥和飞动
的列车在江水中的叠加倒影，灵动，波
摇，在阳光照射下一派金光闪烁，若隐若
现，似海市蜃楼之状，叫人惊奇不已！游船
渐行渐远。我站在船头，近观右岸一侧滨
江公园的诗话般美景，仰视镇江阁的高
耸入云，还瞭览到三江大桥天水交融的
景象……

9时 18分，终于近距离见到闻名
于世的“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
的尊容了！看：大坝上的三排闸门，水流
喷涌而下，似白练飞珠；它的下游江面白
帆点点，百舸争流。这时，恰巧有一艘豪华
邮轮从我们眼前的江心中缓缓向上游开
进，船头犁出万道白线，船尾开出朵朵白
花。而三层邮轮上的游客则个个心花怒
放。很多人离开趴着的栏杆展臂向我们
招手、问候。我们也互致慰问和祝福……

葛洲坝的两端，连接着一座座奇峻
的大小山峰，每座山上都有别具一格的
景点。这里只说著名的“毛公山”。毛公
山坐落于江北岸的一个山巅上，因它自
然形成形似伟人毛泽东的巨石而得名。

说起这毛公山的由来，还有一段有
趣的故事：此山原名黄牛岩，长江水路
在此九曲回环。1956年，毛主席横渡长
江后，写下了《水调歌头 游泳》词，其
中的“高峡出平湖”名句，表现了主席
想在此建大坝的豪情壮志。三峡工程总
指挥部专家论证后，真的将坝址选在了
黄牛山脚下的三斗坪镇。在毛主席诞辰
百年的 1993 年，恰逢三峡工程在此破
土动工，“毛公山”被施工人员发现。在
那“一江万里独当险，三峡千山无比
奇”的黄牛岩顶上，得见毛主席的安卧
像，怎不令我们后人拍案称奇，如遇天
估人瑞也！

9时 38分，游轮进入三峡之西陵
峡。沿途原汁原味的峡谷风光，让我们
又大饱眼福：既有雄伟的千峰矗立，又
有万亩红透之枫林。且看山崖壁上陈毅

元帅的即兴题词，不只赞叹了苏子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千古绝唱，也热情
讴歌了浩瀚长江之伟之美！……总之，江
上岸上景点应接不暇，看得我们眼花且心
花。真是壮哉美哉，唯我中华之大好河山！

10 时 17 分许，我们离船登岸，乘电
梯来到坛子岭观景台。它是国家五A级
风景区，也是三峡大坝工程旅游观光的制
高点。登临了山顶，极目远眺，既能远视到
200余米之遥三峡大坝全景及两岸风光，
又可四射到近处所有景观。

但见巨人般横卧江面的世界罕见之
大坝，坝体海拔196米，由五级船闸组成，
分上下各二条航线，接力排水注水，天成
水涨船高。

一眼望去，整个大坝显得既高入云天
又入水深遂。浪花飞溅达数丈高，且水推
浪涌，一拨又一拨巨大的浪潮似翻滚的沸
水在猛击坝体；又似一个个从天而降的仙
女散花，争相抛珠撒玉！而固若金汤的坝
体，均为混凝土重力坝，它全长 3035 米，
底宽达124米，坝顶宽超15米，大坝高度
为 185米，再大的洪峰再高的浪，奈其
何？！真是“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
同时不可忽略的是，三峡大坝总库容达
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量为 221.5
亿立方米，可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水库还可根据季节不同适时调洪，而调洪
则能削减洪峰流量达每秒 33000 立方
米。资料称：三峡工程是世界上综合效益
最大的水利枢纽，在防洪、航运、蓄水北
调、发电、抗旱、旅游观光等多方面受益惠
民，多项指标属世界水利工程之最！

11时 12分，大家随人潮进入“三峡
截流园”，观摩浩大工程 1997 年 11月 8
日大江截流的实况电子演示屏：目睹了当
年造就的 28 吨重载流石———定江山石，
并再现了三峡遗址———中堡岛的原貌
……犹如回到了创建三峡大坝的火热年
代，浮现出一幕幕撼天动地的英雄造坝群
体……之后，还游览了“千里三峡纪念
馆”，欣赏了“踏遍三峡千峰万”的风景区
图片展。那一幅幅抢拍于施工前、施工中
的动人劳动场景，特别是建成后的三峡大
坝壮丽巍峨之姿，再次把笔者带入烽火连
天，战天斗地的豪迈之境，瑰丽之景，美好
之忆……

下午4时起，游船经过葛洲坝上的三
峡3号闸门。先是闸门缓缓上升，游轮也
随水位同步上升，2分钟后闸门又下降，不
到5分钟水位陡降30多米。16时8分，闸
门停降，上下游江水恢复了平衡。这时，游
轮只用2分钟便顺利通过了三峡船闸，驶
入烟波浩渺的江面……

三峡游记
□徐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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