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阵雷声，穿透
因疫情而显得漫长的冬季
一根竹笋，冲破土地
向燕子打听春天的讯息
蚯蚓蠕动着身体
邂逅一片稚嫩的胚芽

春来了
一抹绿烟在枝头飘绕
就像小鸟换上新的羽毛
勤劳的蜜蜂振动翅膀
奔向一朵小花的怀抱
一袭暖风擦亮一江春水

柔风拂面，细雨无声
耕牛驮着盎然的生机
向我款款走来
犁铧翻开旧年往事
花开疫散，春色满园

□何品品

春来了

444 2020年3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方咸达

广 告 部 ： 5861508 13605629133 （ 联 系 人 ： 钱 莉 ） 订 阅 ：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订 价 ： 全 年 价 100. 00 元 印 刷 : 铜 陵 日 报 印 刷 厂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义 安 大 道 北 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 2 4 4 0 0 0 电 话 ： 总 编 室 ： 5861226 编 辑 部 ： 5860131 （ 传 真 ） 办 公 室 ： 5861227

文 学 副 刊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多人
却急不可耐了。不少地方人群露头，呈
现聚集态势，人群密集的场面很是让人
担忧。

我所在的河北小城也是如此，很多
人出现在公园里，到处寻找春天的踪
迹。大爷大妈们见了面，忍不住要往一
起凑。有的人索性连口罩都摘了，美其
名曰“呼吸一下春天的新鲜空气”。我
想说的是，胜利时刻还未到来，大家千
万别盲目乐观。我们之前付出了那么
大努力和代价，有可能因为某些人的疏
忽大意而前功尽弃。

人们想念春天的心理可以理解，谁
不想在久违的春风里尽情呼吸？谁不
想在初绽的春色里撒撒欢？可是，现在
真的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吧，再等等春
光会更美。

有人说：“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
待花枝老。”我要说，春天何需寻，花枝
不会老。如今，春天的画笔还是生涩
的，放不开，只能这儿涂一笔，那儿抹一
笔。这样的春色总觉得不够酣畅，我们
的眼睛千寻万觅，也不能完成春天的精
美构图——总有一些角落，是春天不能
抵达的地方；总有一些边缘，是春天忽
略的地方。最美的春光应该是，昂首是
春，俯首是春，侧目是春，回眸是春，从
任何一个角度看，眼前都是一幅绝美的
图画。春来草木生，花开千万朵。春天
的花枝一直是最美的春景，大自然创造
了品种繁多的草木，所以春天的花枝呈
现出此落彼开的景象。大自然从来不
缺乏万紫千红，总有很多花会等着我们
去欣赏。

这个春天，我们停下了脚步，可是

春天却一路前行。时光从来不会停下
来等人，我们应该像搭乘列车一样，赶
上哪趟就乘坐哪趟。错过了春寒料峭，
会赶上风清日暖；错过了花枝初绽，会
赶上百花盛开；错过了冰河解冻，会赶
上春水汤汤；错过了春山初醒，会赶上
满山蓬勃……总有美景让我们期待，而
且再等等，等来的春光更美。

再等等，等春天抵达深处，我们便
会一脚迈进春天精心营造的盛大舞
会。再等等，大自然会还你一个浓墨重
彩的春天，会还你一个锣鼓喧天的春
天。

先停下脚步，让春天前行。等绿
色染透了世界，到处都是青翠欲滴的
绿色，当你见到泼墨淋漓的春光，会
由衷地赞叹季节的慷慨和豪气；等百
花开始争奇斗艳，草木芳菲满人间，

我们会被春天的这袭华丽盛装深深吸
引；等流水欢腾，唱响一首优美的赞
歌；等鸟儿归来，小兽雀跃，蜂儿舞
蹈，蝴蝶飞翔，虫儿鸣唱，一切属于春
天的主角粉墨登场，大自然的精灵们
开始一场盛况空前的表演。你方唱罢
我登场，春的舞台从此不寂寞；没有
什么能够阻止春天的生机盎然，没有
什么能够阻止春天的蓬勃灿烂；等春
天的风变得更暖了，我们换上轻盈的
春装，奔向春天的怀抱，尽情呼吸新
鲜空气，尽情释放满心热情。

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如今，
且让我们耐住性子，管住脚步，心怀
期待和憧憬，等等，再等等。等到春
光更美之时，再欢聚。那时候，春天
更加绚烂，山河更加锦绣，人间更加
繁华！

□马亚伟

再等等春光会更美

时光如水，一去不回。
倏忽之间，王成美先生已经离开我

们整整一年了。一年前的阳春三月，先
生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74岁的年轮
上，作为我的良师、挚友，我深感悲痛，
唏嘘不已。

回顾王成美先生的一生，正如挽联
所云：“正直做人慎处事光明磊落一
生”，我想这是对王成美先生一生高度
的概括。

王成美先生于1971年2月参加工
作，先在铜陵有色第一井巷公司基层工
区和宣传科工作，1976年至1977年
借调到安徽日报社工作，1977年10月
起先后在铜陵有色报社、铜陵有色党委
宣传部工作，1983年2月起先后担任
《中国冶金报》、《中国有色金属报》主任
记者，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优秀的新闻
工作者。

长期以来，王成美先生酷爱新闻事
业，以维护新闻的真实为天职，善于钻
研业务，对工作孜孜以求，表现出优秀
新闻工作者的素养；他勤于去生产一线
采访，善于捕捉新闻，从事新闻工作以
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采写了大
量反映铜陵有色公司改革和生产经营
的新闻稿件，作品常在新华社、人民日
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级媒体
上发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从上
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起，王成美先生的
名气在新闻界和铜陵有色员工中就有
很大的影响。当我还在井巷公司在铜
山矿的基层区队从事井下工作时，就经
常从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上听见或读
到王成美先生采写的新闻报道，由于自
己爱好文字，是后学者，那时他在我的
心中仿佛是一座山，令人仰视。

我和王成美先生的接触，是在八十
年代初期。经组织推荐，我参加了市委
组织部、市委办公室、市人事局联合招
收的铜陵市第一届秘书班的考试。我
住在铜陵有色招待所（今五松山宾馆），
没料到王成美也住在那儿。

晚餐后我在院子里散步，一个皮肤
黝黑的陌生中年男子问我，你是井巷公
司的周宗雄？我点点头。他又问道，你

是来考秘书班的？我说是的。请问您
贵姓？我问道。他说，我是王成美。
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记者，不愧是
大记者，消息就是灵通。就这样我们认
识了。

没想到几年后，我成了一位业余通
讯员，偶尔也有一些新闻报道见诸报
端。这样，我和王成美的接触便多了起
来。我们在一起纵论世事风云，向他请
教写稿的技艺和诀窍。他总是不厌其
烦地讲解着写新闻稿要注意的事项，如
时间要快、角度要新、语言要实；新闻工
作者的基本素质，什么腿要勤、嘴要勤、
手要勤……给我们启发很大。后来我
在井巷公司从事宣传工作，每次单位举
办通讯员学习班，都请他去给我们讲
课。他不仅讲消息写作，还讲通讯写
作、调查报告写作、新闻述评写作，每一
次，我们都受益匪浅。通讯员们都说，
王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大家都爱听。

王成美先生对人真诚，性格直率，
坚持原则，爱憎分明，不像有些人说话
藏着掖着，说半句留半句。他说话口无
遮挡，有话就说，可谓忠言逆耳。但他
这样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他说话不大
顾及别人的感受，往往使人下不了台
阶。我常常在背地里告诫他，要他说话
注意点方式方法，可他根本听不进去，
依然我行我素。他说，你要我说假话，
这办不到，我就是这样的性格。

王成美先生一大嗜好就是抽烟。
我每次到他办公室，办公室里总是烟雾
缭绕，我就说，王老师，你少抽些烟行
么？他总是对我笑笑说，人家都不说
我，就你周宗雄时常管我的事。我说，
王老师，我是希望你身体好。他笑着
说，我知道。

王成美生病住院后，我曾去探望，
他乐观地说，等病好了，他要把烟戒掉，
但酒还是要喝一点的。他说还要把他
的的新闻作品集出版的事做好。哪知
这成了永远的遗憾。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王成美那种
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敬业精神；那种
为人坦荡，乐善好施的高尚品德，值得
我们永远学习和缅怀。

□周宗雄

良师挚友

完成了工作交接，我一个人来到
值班室，想着再有十来天，就要离开心
爱的工作岗位，鼻头一酸，眼泪不争气
就滚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脆弱的人，对于退休
也早有心理准备，可面对同事意味深
长的眼神和轻声的招呼，我动容了。
悄悄抹去泪痕，走出值班室，开始下午
例行的工作巡检。生产在继续，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还未取得最终的
胜利，我虽是一个将要“退役的老兵”，
但心永远也不会离开。

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国家经历
着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我人生为数不
多的几次大考之一。疫情袭来，全民
应对。在度过了最初的惊愕、焦虑、惶
恐之后，我静下心来，对自己的工作进
行了细致的梳理，确立了目标：制度要
遵守，任务要完成，疫情要防控，人员
设备要安全。我们净化站，对冬瓜山
铜矿来说是水之源。我们一旦感染了
新冠病毒，带来的危害难以估算。防

疫无小事，全站职工心知肚明，配合积
极，主动防疫：戴口罩、测体温、勤洗
手，每个措施都做得一丝不苟。净化
站位于半山腰，针尖小的洞斗大的
风。防疫要求多通风，工人们开着窗，
宁愿让自己冻着，也不让工作场所成
为疫情肆虐的密闭空间。

我特别感谢疫情期间一直坚守岗
位的女工，疫情再严重，她们的工作节
奏没有乱，良好的心态没有变。不能
聚集，就找专业书籍来看，实在忍不住
了，就对着青山放开歌喉。再多的不
便，再大的压力，她们用柔弱的肩膀，
担起来，抗下去。每次见到我，她们脸
上都含着盈盈的笑意，我知道，这笑脸
的背后是不屈不挠的坚韧和默默无闻
的奉献。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又是
这样令人感动……

虽然我们净化站远离厂区，虽然
疫情的警报一直在响，集团公司的领
导来了，厂领导来了，车间领导来了，
他们给我们送来防护用品，也送来了

鼓励，送来了信心。关键的时刻，一句
话，一个手势都是力量！

作为一班之长，我不仅要做好个
人防护，更要带着全班同志共克时
艰。自己能做的事情，再麻烦，也决不
假手他人；职工需要代班，我第一安排
自己；做报表、做台账，严格按照准确
精细及时的要求做好……自己是忙点
累点，可我这样的机会不多了，最后一
班岗我必须做到完美收官。

下班了，走出净化站的大门，我禁
不住停下了脚步，回头望了净化站，多
么熟悉的厂房，多么可爱的工友，多么
团结的集体。二十多年了，这里的一
草一木我都熟稔，这里每一滴水珠我
饱含的深情，怎么能说再见？！

围墙外一簇簇樱桃开了，粉色的
花朵明快艳丽，宛如我最美的青春岁
月，都化作枝头的繁花，报道着春天的
消息。

春光如海，春风拂面，怎么能说再
见……

□张灵红

不说再见

央视推出的“考古公开课”节目，内
容生动活泼，我很喜欢。这个节目使我
想起从事文物工作的朋友，以及点滴往
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凤凰山铜矿
工作。一个炎热的星期天，铜陵市文管
所叶所长陪同省考古研究所杨所长进
矿找我，要求我带他们看万迎山。万迎
山就在我家住宅楼的对面，隔着一个山
洼。山不算高，山头自东向西延展，像
一架伫立于天地间的屏风。矿里在其
山体以下的四号矿体搞过一次大爆破，
朝南的半边山坡坍塌。大量的黑色略
带玻璃质的炼渣暴露于地表，伴随炼渣
出现的还有许多几何印纹陶片、残损陶
豆、陶鼎足、石臼石球等等。这些春秋
战国时期的遗存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
注。

那天，我们几个人沿着万迎山南
坡、踩着炼渣缓缓行进。我向杨所长
一行介绍情况，四号矿体没爆破以前，
这山坡上长满了杂树和灌木丛，人没
办法行走，誰晓得底下埋着这些东
西。杨所长说，之前，山脚到铁石氹就
有碎渣，考古普查时对渣样作过化学
分析，铜铁成分与铜禄山战国遗址的
基本一致。如今原生态炼渣加上生活
用品暴露出来了，面积这么大，我个人
看，这里具有先秦时期炼铜场的特
征。我们站在古代炼铜场上举目眺
望，凤凰山盆地一览无余。虎形山，药
园山，横山岭，凤山岭，宝山陶环视，山
林茂盛，田野葱茏。相思河从南边的
相思树奔我们流过来；流过金牛洞，流
过铁石氹，流过万迎山，最终流进顺安
河。顺安河通长江。杨所长说这条相
思河毫无疑问是古人采矿炼铜的运输
通道。

叶所长多数时间在低着头捡陶
片。这些陶片有罐子上的，有陶釜上
的。他说古人很聪明，泥胎成形以后，
在泥胎内外刷一层薄薄的泥浆，烧制成
夹砂陶器，扯平了膨胀系数，不容易开
裂；古人还把他们所熟悉的事物画成图
案，刻在陶拍上，用陶拍在没有干透的
泥胎上拍印，装饰他们的生活用品。叶
所长把他包里的陶片倒在地上让我欣
赏。我看到有席编、叶脉、米字、菱形、
水波、田字格几何印纹，令人眼花缭
乱。说话之间，他的眼睛盯住了2米开
外的地上，那土里露出一块物件，在太
阳底下散发着诱人的乳白色，像玉又像
青白瓷。但见他快步走到跟前，蹲下去
用手铲小心翼翼地剔除周边的泥土。

烈日似火，挥汗如雨。只见他轻轻地起
出那器物——嗨，原来是块挺瓷实的塑
料皮！

初冬的一天，叶所长再次来矿找
我。这次他是一个人来的，来为金螃蟹
的事。有人捡到金螃蟹是山沟里的大
新闻，我也听说了一些情况。人不是我
们矿的，是驻矿单位的职工家属，住在
铁石氹。她捡到之后，拿到凤凰山银行
营业所去卖。那玩意有上海牌手表那
么大，外框及蟹爪、蟹腹用黄金制做，中
间鑲着一块椭圆形的玉石，做工十分精
巧逼真。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不要玉石，
要卖，必须拆开当废金收购。持有者没
有卖。消息传出，一传十，十传百，竟被
说成价值连城的宝贝。该单位保卫部
门出于安全考虑，将金螃蟹锁进保险柜
代为保管。

我陪同叶所长来到金螃蟹发现现
场，引路的就是那位捡到金螃蟹的妇
女。她说她在衫木窠里搂衫木刺搂到
的。这地方是一处山脚冲积坡地，矮的
是灌木，高的是衫木树。这里的衫木树
不是单棵，而是多棵拥挤成一丛一丛
的，当地人叫衫木窠。衫木刺是衫木树
的叶，呈针状，扎手。秋冬季节，树叶由
青转黄变枯，掉落堆积在树根上，将其
收集回家烧锅是非常好的引火柴。抬
头向上望去，黑压压的衫木林一直延伸
到山坡顶。林间散布着许多老坟茔。
近几年，有人在山坡上扒铁矿石，满山
坡被扒得沟沟壑壑。

叶所长捡起一根枯枝，在妇女指
认的衫木窠里扒拉起来。我问他扒
什么，他说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遗物。
我劝他别费劲了，自从出了金螃蟹，
这地方早被许多人来扒拉过了。他
判断，金螃蟹应该是随葬品，被沟壑
里的雨水从老坟里冲出来。随后我
们上山，挨个查看老坟墓石碑上的纪
年。墓碑年代最早的是明朝晚期，多
数属于清代至民国。我们回到山脚，
叶所长谈了他的看法。隋唐以降，科
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梦寐以求高
中“一元一甲”。为图个吉利讨个彩
头，从明朝开始，民间便把螃蟹的形
象融进生活用品。玉雕摆件，金银制
品，笔筒砚台，杯盘碗碟都出现了螃
蟹纹饰。绘画更不用讲了，齐白石就
画过不少螃蟹。这座山上墓碑的时
间范围、可以与螃蟹吉祥纹饰流行时
段相对应。

如今，这只金螃蟹静静地躺在铜陵
市博物馆的展柜里。

□朱益华

体验“考古公开课”

没有哪个春天
会像今天这样安静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给春天带上沉默的口罩
昔日熙攘的街巷
在春阳下寂静
和煦的春风
吹拂着紧闭的门扉

没有哪个春天
会像今天这样温暖
战疫、逆行者、火神山
这些动听的词汇
在瞩目的武汉
汇聚成春的消息
流淌成滚滚春潮

尽管春寒料峭
东风总会解冻
雪融草绿的盛景
是历经困苦的浴火重生
春天在窗外
暖意在心中
负重前行的尽头
是岁月静好的阳春

□魏益君

这个春天有温度

一
青草还没苏醒，北雁未曾南归。

是谁闻到了初春的清香，让院中的枯
枝点染了绿意？

一场春雨，不期而至，抵达灵魂的
彼岸。思念纷纷而飞，款款而落。一
起缠绵拥抱，轻吻了春天，沐浴一次禅
的洗礼。

细雨打湿了南归大雁的翅膀。水
洗的天空，一行行书信变化如烟，萦绕
云霞。所有往事，因一场春雨，开出了
清新、淡雅与芬芳。

屋檐下的雏燕按捺不住，呢喃私
语。等待多情的东风，喊绿柳条，吻红
桃花。

青灰瓦上，油亮的雨点若隐若现，
露出笑靥，仿佛年轻歌手在演奏。优
美的旋律唱入泥土，软化了大地的肌
肤。

一对白鸽子从屋顶天窗探出脑
袋，张望春天。一只缩了回去，守候巢
中的宝宝；一只冲向蓝天，打破了平
静。

藏掖一冬的相思，随着一场春雨，
绽放出昙花旧事，如烟似梦。和煦的

暖风中，春意渐浓。
二

春天的脚步走遍大地的每一个角
落。

姹紫千红的草木，游走在城市与
故乡之间。寒梅零落，如一颗颗感恩
的心，守候枝头。

没有一个故乡，不藏有一个动人
的春天；没有一位游子，不在胸间别一
枚乡愁。

故乡的田野垄上，麦子抽出新
芽。躲在土壤里的蚯蚓开始活动。屋
檐下，几吊玉米，几串红辣椒，成了春
燕的口粮。

村前村后，破冰的流水，如母亲的乳
汁，甘甜温暖。浣纱女，探春的丝巾被鱼
虾嬉戏。河床上的卵石，静静躺着，目送
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走过……

天空与河流把春天互让。山涧的
杏花在人们的视野外，被春风逗笑。

春夜里，微风酡醉。月亮和柳芽
儿窃窃私语，缠绵似情人。蜜蜂与梨
花偷偷相爱，所有心事含苞待放。

鹭鸶成对，在湖心芦苇深处放歌。
我撑一支长篙——寻找遗留在去

年春天，有关鳜鱼的传说……
春天里，去赴一场桃花雨，醉倒在

山村阡陌，斜风细雨阅尽多少春色。
春天里，需要一把绿色的火苗，燃

烧希望，在灰烬中摇曳重生。
春天里，有十个海子。一个用诗

歌在天堂喂养上帝，还有九个走失于
麦地——喂马，劈柴。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

三
走入春风沉醉的夜晚，桃花粉红

如蝶，在一瞥间被笑开了。她们躲闪
在春天背后，咯咯地欢笑。

满园的欲望一朵挤一朵，把月光
赶到草地上。

桃花儿，裹青草为裳，月光朦胧两
颊。星星在睫毛上神采飞扬。唠唠叨
叨的除了采花的蜜蜂，就剩下她们挂
在枝头的心事。

我说春夜如酒，好把往事沉醉；她
说不是所有的柳絮都愿意纷飞。我说
酡红的花瓣相映你月华的美；她说异
乡总有相思的疲惫。

夜深静悄悄，几株桃树沉默了，对
夜空绽开笑容——笑这个游园痴人。

□汪亭

春光美
风景这边独好 谢成龙 摄

铜官山铜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