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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到清明节了，人们又纷纷回来，踏
青扫墓，祭拜先人。这也不由让我想起
了一位革命烈士。

之前，我在合陈工作过十多年，每
年清明节，都雷打不动参加祭扫活动，
深切怀念革命先烈。

后来，虽然调离这里，但那每次祭
扫活动的浩大场面，还历历在目，常常
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这里所说的，正是令人景仰的严
昌荣革命烈士。

提起严昌荣烈士，人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以昌荣烈士命名的昌荣镇和
位于镇南部车路河畔的严昌荣烈士纪
念碑。

或许一些人并不知晓，在离昌荣
镇向东北三十多里的合陈镇（当时合
塔圩奚塔庄），恰恰还有一个特殊的烈
士陵园，同样静静肃立着严昌荣烈士
纪念碑，上面赫然写着“严昌荣烈士永
垂不朽”几个大字。

为什么会有两个？区别在哪？又为
什么是奚塔庄呢？

严昌荣（1913-1943)，是湖北省松
滋县沙道观人。早在1930年参加工农
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
军排长、连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
在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调
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军事教员，后
调皖南任三支队五团营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严昌荣任新
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团长，率领
全团首战泰州，歼灭伪军一个团。

1942 年 6 月初，当日军侵占苏中
四分区三阳镇之后，趁敌人强拉民夫
赶修三阳、九隆公路之际，严昌荣巧妙
地指挥部队在三阳镇以东斜桥地区伏
击敌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
歼灭日伪军两百多人，生俘三十多人，
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9月22日夜，日伪军二百余人，侵
犯新四军苏中四分区二鸾中心区。第
七团奉命集中主力在二鸾东南二公里

的谢家渡附近地区歼灭敌人。战斗打
响后，严昌荣指挥机枪连和小炮班集
中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经过十多个
小时的激战，终于将保田中佐大队全
部歼灭。

1943 年 9 月，第七团又奉命攻打
日军兴化县唐子镇据点。为了压制敌
人火力，掩护部队进攻，严昌荣亲自用
掷弹筒向龟缩在据点里的敌人发起攻
击。因掷弹筒意外爆炸，不幸牺牲，年
仅29岁。

严昌荣团长牺牲后，地方组织想
方设法，派人将其遗躯包裹好，运送到
后方的合塔圩奚塔庄一带，后方人员
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将其掩埋。

因为当时的这里是新四军的后
方，兴化县政府临时办公地点就隐蔽
在奚塔庄，一些部门机关都散住在附
近的农户家中。

有一次，我到奚塔村调研，村支书
就曾饶有兴趣地指认给我看，这间是
组织部，那间是宣传部，还有这一间是
妇女工作部，眼前那一个个并不起眼
的房子，竟然还藏着这么多红色历史
故事，顿时让我肃然起敬。

也让人恍然大悟，当时为什么夜
行30多里，将严昌荣烈士的遗躯送至
这里，也就不难找到历史的答案了。

当年，兴化县抗日政府为了纪念
严昌荣，决定将唐子镇改名为昌荣镇，
并修建纪念碑。1944年又在兴化合塔
圩奚塔庄为严昌荣修建了墓碑，后来
为烈士陵园。

由此可见，昌荣和合陈两地均与
严昌荣烈士有着不解之缘，唐子是严
昌荣烈士的牺牲之处，奚塔则是严昌
荣烈士的安身之地。

由于严昌荣戎马一生，浴血奋战，
战功显赫，惊动了新四军的高层领导，
粟裕专门为他题了词：“挥戈杀敌，迭
奏肤公，苏皖健儿称翅楚；溅血成仁，
无负我党，江淮勇士学楷模。”这段题
词被镌刻在纪念碑的正前方，熠熠生

辉，更具有非凡而厚重的意义。
严昌荣烈士陵园，现坐落在合陈

镇幸福村，位于风景秀丽的塔子河畔。
多少年来，上级主管部门和合陈镇历
经多次修缮，陵园内外环境美观，苍松
翠柏，陵园中央矗立着高大的纪念碑，
显得格外醒目而庄严。

严昌荣烈士，那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教育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人，烈士陵园成了当地最宝
贵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昌荣镇联络了许多当年与严昌荣
团长一起出生入死、英勇奋战的老战
友、老将军、老领导，鼎力打造严昌荣
红色景区，规划用地263亩，设立武器
装备陈列场和主题展览馆，前来祭扫
参观学习的游客人数日益增多，被授
予江苏省“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示范基地和泰州市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成为一张靓丽的红色名片。

严昌荣烈士家乡的当地政府，本
着追寻革命烈士一个不漏的精神，在

“寻找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方面，
下了大功夫、真功夫、硬功夫。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少年的
苦苦寻找，终于有了下落，也是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兴化，并及时接
上头，随即派一名政协副主席带队，不
远千里来到这里，专门到合陈镇寻访
祭拜，在茫茫楚水大地上终于找到了
家乡豪杰的英灵之处，一行人很是感
慨和慰藉。

松滋市这种永不言弃，锲而不舍，
对革命先烈高度负责的态度，也深深
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

昌荣、合陈、沙道观，这三个地方
终究成了严昌荣烈士的三个定格和坐
标点，而永远载入史册，烈士的“三地
之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传为佳话。

泱泱大国，红色江山，确实来之不
易，越是在这红红火火的和平年代，越
要追思和缅怀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袁小龙严昌荣烈士的“三地之缘”

□刘永福清明忆恩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母校大垛

中学读高中，舒洪亮老师是我的政治
老师。他个头不高，脸形酷似鲁迅。教
学语言质朴，通俗易懂，板书别具一
格，他写最后一竖总是拉得较长，类似
毛笔书法中的悬针。舒老师讲课，声音
洪亮，名副其实，而我一直误以为，他
的名字是“宏亮”。

舒老师大学中文系毕业，教过语
文，也教过政治，用他的话说，是“丢
了翻耙拿扫帚”。乡村学校，师资匮
乏，“兼课”很正常，兼着兼着就变成
了主课。当时的大垛中学在师资严重
缺乏的情况下，有些科目高考平均成
绩，甚至超过省重点中学。没有舒老师
这样一批优秀教师，我们的高考成绩
肯定要大打折扣。

舒老师中学和大学时期学习成绩优
异，多才多艺，还是出类拔萃的学生干
部。扬师院中文系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
召，支援革命老区教育事业，在阜宁县吴
滩初中等地教书7年。1970年秋天返回
兴化后，先后在乡镇戴窑中学、大垛中学
任教近20年。在大垛中学，他从一个普
通教师，做到教导主任、副校长。

让我直接对舒老师心生感恩的，
是一双旧胶鞋。那时的大垛中学条件

非常简陋，在我们教室和宿舍之间，隔
着一个操场，操场东边铺着零零碎碎
几块砖头，算是一条通道，通道上铺路
的砖头很不称职，有些陷到泥里去了，
有些还冒着泥浆，下雨天，我们只能像
青蛙一样，跳跃着走过。我家庭条件较
差，一年到头，只有一双布鞋，夏天也
就罢了，冬天下雨，鞋子都湿透了，晚
自习只能两条腿麻花似的挤在一起，
自己给自己取暖。有一个初冬的雨天，
我刚到教室门口，准备剔除两只鞋上
粘满的泥巴。舒老师正好路过，他就问
我，为什么不穿胶鞋？我说我没有胶
鞋。他又说，你去拿双干燥的鞋子过
来，把湿鞋换掉。我说，我就一双鞋。
舒老师愣了愣，就走开了。第二天，他
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走到没人的地
方，送给我一双用报纸裹着的旧胶鞋。
我的内心十分感激，谢谢到了嘴边却
没说出来。

高考查成绩的事情让我对舒老师
更是肃然起敬。应该是7月中旬的一
天，我和同学到大垛中学查看自己的
高考成绩。有人说，舒老师到县城文教
局去取学校的高考成绩了，下午坐帮
船回来。我们就到码头等着。舒老师下
船后带着我们到他家里一起看。我当

时有些亢奋，路上忍不住问了一句：
“舒老师，我考得怎样？”舒老师低沉
地回了一句：“你考得不好。”就这一
句，吓得我两腿发软。想到高考考不
上，对不起父母，不能给学校增加一个
本科名额，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学校。
到了舒老师家中，我看到了我们班的
成绩，我们班考了4个本科，我超本科
线2分，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一下
子明白，舒老师说我考得不好，他是认
为我应该考得更好。我才知道，舒老师
是那么看重我，对我的希望值那么高，
这完全超出我的意料。

1989年 9月后，舒老师调到他的
母校江苏省兴化中学工作，并担任学
校政教处副主任等职，继续为教育后
勤发挥余热。我后来被聘到该校任教，
我们成了同事。他看上去还是那样从
容自信，接触多了，就能感受到他的轻
松诙谐、宽厚仁慈。工作单位大了，工
作量明显增加，他对工作又特别负责，
凡事亲力亲为，这导致他两腿膝盖骨
受损严重，退休后经常疼痛，两个膝盖
骨先后都动了手术。走路蹒跚，长期得
不到锻炼，身体机能衰退很严重。

恩师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驾鹤西
去，享年84岁。师恩难忘。是为记。

清 明
○韩廷玉

（一）
春涛拍岸。花也是

一叠花瓣涌动后，由馨香领路的潮
淹没了人间

淹没了风。吐绿之柳坐在湖上一语不发
那些曾经的涟漪，只在记忆里

打着浑圆的圈圈儿
此时，剪燕吐出口的呢喃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

痛，兼呻吟

淹没了阳光。恨不能长出蝴蝶翼的小草
挤满小径，这肠子般的长十八弯的弯哦

它们低眉，它们
用垂泪代露

豁出去了。土丘旁老柳树上
放弃歌声的乌鸦，决计去寻觅

欲来的杏花雨

（二）
站在旧窗台前小心侍弄从前的花草

东风吹了吹，风铃声紧了紧

房前屋后的小巷依旧那么窄那么深
被磨破皮的老砖块
静静躺着，一声不吭

风雨一路。老墙壁长出了斑驳
仿佛一张穗粒饱满的脸

而秋千上的岁月仍然不急不躁
就在那里摇晃着

从墙缝里挤长出的油菜花，开了
一只蝴蝶的气息，来来回回在一个人的窗前

快递着，三月潮汐

（三）
是不是选择了最好的裟衣

给自己穿上，然后就能快活地去
躺倒在隔音房里

从此，再也摸不着风
听不见雨。世界如此安静

不敢想象，曾经快人快语的你的心里
竟然也长出了洁癖——
嫌鸟儿吵闹，怪腊梅太冷

又怕上涨的江河水淹没春梦

是不是，还担忧
仆仆风尘很快污染了窗口
让你瞧不见花开花落
可你如何知晓啊——

一个站在雨中的人
分明听见了，小小的隔音房里传出

雨打梨花的声音

（四）
穿过枪林弹雨，用沸腾的血

给自己垒一座坟墓

那么多弯弯曲曲，走过
才知盘山路，原来是

登天之梯
那么多河流，淌过
终明了山水之间

需一群提笔画鸟的人给旷世作一幅
鲜活的高山流水

如今，远离了炮声的人间
遍地的灼灼香

一定是你们——
梦寐以求的桃花源

想起小时候，死冷死冷的冬天，河里结了
厚厚的冰，我们最爱玩的就是“跑冻”了。家乡
是垛田，无舟不行，当“千里冰封”之时，垛与垛
之间，庄与庄之间，也就没了阻隔，我们高兴跑
到哪就跑到哪。阿锁有个姑姑嫁在盐城，他还
想跑到盐城呢。盐城远了点，可荒田不远，就在
村子南面，是个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大一片湖
面。

那天吃了早饭，我们踏着冰面跑到湖边，
发现几条渔船也“冻”在那儿。这下苦了他们
了，河湖都封了盖，鱼是没法捕了，船更是没法
行了。然而渔家并没“窝”在船上，好像也在跑
冻，扛着长柄榔头，沿着荒田边走边打，不知在
干什么。

“打冻鱼——打冻鱼——”阿锁大叫起
来，语气里透着兴奋与得意，显得很有见识。

我们几个赶忙跑去验证他的话，快要到
了，渔人举手直摇。我们不敢近前，只得跟在后
面亦步亦趋。于是，我们看到了冰面上一个又
一个的洞，洞里浮着一层碎冰。

这时，渔人将榔头举过头顶，先猛砸一
下，再敲碎冰面，继而探手进洞，如变戏法般，
抓出一条黑鱼。

“我说的不错吧——”阿锁骄傲不已。
跟了一路，我们看出门道了。原来结冰

了，总有一些鱼儿“陷”在塘里游不出去，透过
冰层隐约看到，有的冒气泡，有的翻浑水，有的
一动不动。渔人一记榔头将其打晕，没晕的也
蒙了，一头钻进泥里，仍在原处，你只要破冰捉
鱼就行了。这些鱼大都是黑鱼，也有鲫鱼，偶尔
在滩边还会看到甲鱼。

忽然，渔人又高举榔头，一连串用力击
打，完全不是刚才的节奏。我们凑过去一看，冰
下面白花花全是鱼，敢情碰上大凹塘了，那是
附近村庄的农人挖土留下的，俗称荒垡塘。

如此这般有趣，谁都不提到荒田里玩了。
渔人把荒田四周搜寻一遍，似乎再无“冻

鱼”可打。我们不免扫兴，以为该收工了，有人
开始往停船的方向走，但仍有人留在原处打

冻，只是离滩边稍稍远了点，也不再捉鱼，而是
单单就打一个大洞，洞口圆圆的。这边打洞，刚
才回去的几个人又过来了，手上抓着一把长
柄捞海。我们以为是来捞鱼的，可洞里哪来的
鱼？不见鱼，那就是捞冰了。可也不见他们把碎
冰往外捞，而是统统推到冰层下面，还把洞底
下的淤泥划去。一个洞口打好了，走上两三篙
子长的一段，再打一个洞，就这样一直往下打。

看渔人打洞有什么意思？阿锁说，肯定还
是捕鱼。这还要你说，可怎么捕鱼呢？阿锁也不
知道。快到中午了，渔人还在打洞，我们都怕爸
妈责怪，慌慌地回家，心里到底惦记着荒田里
的事，饭碗一丢，又来了。

此时太阳正旺旺地晒着，有股小阳春的
味道。渔人已经忙开了，这次带上了鱼罩。只见
其中一人将鱼罩支在冰面上，罩口对着冰洞，
慢慢向前推进，接近洞口的瞬间，迅速抬起，顺
势将鱼罩猛地扣进洞里。那洞像是量着鱼罩
大小而打的，恰到好处地
就大了那么一圈。随即就
有人用捞海捞鱼了，只捞
了两条鲫鱼，感觉并未捞
尽，应该还有，又俯下身
子伸手摸……

“我知道了——我知
道了——”阿锁自作聪
明，“鱼闷在冻里也要出
来透气晒太阳，肯定要往
洞口游的，假如再喂点吃
的就更好了……”

我们听任他吹嘘，不
过他说的似有道理。大冬
天的谁不喜欢太阳呢？人
如此，鱼也不例外吧。

“ 快 看 —— 快 看
——”阿锁又咋呼起来。

顺着看去，有个老者
正在脱裤子，脱得只剩裤
衩，一跃跳进鱼罩。我们

不由打了个寒噤。老人扶着罩沿，脚下一顿搅
动，稍稍停顿，然后双手撑罩，身子往后一缩，
坐到罩上，只见双脚盘着好大一条鲫鱼，过会
儿又是一条鲤鱼。见有人围观，老人索性表演
开了，接二连三用脚趾头夹起几条小鱼……

这也太厉害了，我们一个个脸上满是敬
佩和崇拜。

“爷爷你不怕冷啊？”阿锁到底忍不住问
人家。

老人笑笑说：“怕呀，还有更冷的，石榔头
打了十八下才见水，那才叫冷呢。”

“还能捕到鱼吗？”这回轮到我好奇了。
“咋不能呢？”老人反问一句，又自语道，

“没办法，混嘴呗。”
无需我们央求，老人讲了一通冰下放网

捕鱼的事。我们似懂非懂。不过有一点听明白
了，在老人眼里，不管什么天气什么环境，只要
愿意，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捕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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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除了祭祖、扫墓和踏青，品尝
水鲜螺蛳也正当时。细雨斜织，春水涨绿，“瓦
屋螺青披雾出，锦江鸭绿抱山来”。

“清明螺，赛过鹅”。冬天，螺蛳要潜伏到
泥土里冬眠，等到春天再爬出来。刚爬出土的
螺蛳泥腥气小，而且养了一个冬天，肉质肥美。
更关键的是，这时候的螺蛳还没有产籽，壳里
没有小螺蛳。所以，清明前后的螺蛳，是一年里
最鲜最美的时候，比“肥鹅”还要鲜美。

我家在长江之北，是里下河水网密布地
区，河水清且涟漪，螺蛳甚多。螺蛳是书面语言，
我们家乡方言就直接说螺螺。当绿油油的小麦
开始拔节，黄灿灿的油菜花竞相开放时，经过
几场春雨的滋润，螺螺忽然间膘肥体美起来。
此时，我们走出户外，沐浴春光，并不失时机地
获取“清明螺”，主要用“摸、拾、耥”三种方法。

摸者，老少皆宜。之所以用摸而不是捉和
抓，是因为螺螺与鱼虾不一样，只要看见在那，
伸手捡起毫不费力。这就想起乡间人常说的
另一句歇后语：煨罐摸螺螺——跑不出瞎爹
手。既然瞎爹都能摸螺螺，可见此事多么容易。
无论是河埠头的石缝边，还是塘边的水草里，
伸手一摸就是一大把。有条件的人还会穿上
皮衩子，手端簸箕网，沿河边摸下去，一路扫
荡，会收获很多。有时都不必下水，在田间地头

的泥塘里，或在注满春水的牛脚印里，只轻轻
一摸，就有好多，个头大着呢。

拾者，小孩居多。春天里，大人罱的河泥
用戽锨戽到河坎的塘里或用吊桶把河泥吊翻
到草泥塘里后，便会有些鱼虾跳将出来，虎头
鲨、青虾、昂刺……几乎什么小鱼都有。待河
泥稍淀，还会有螺螺慢慢沿出。我们一帮小孩，
不顾未尽的寒意，光着脚丫子，裤腿挽得高高
的，踩进软软的泥塘里，拾螺螺，摸蚬子。

耥者，皆为大人。耥螺螺是要一把力气
的，大人用一种自制的被称做耥网子的工具，
也就是在长竹篙顶头装一小网斗，沿河岸顺
推下去，只捣鼓那么几下，提上网斗，除去一些
河底杂物，大多的便是螺螺，还有一些小鱼小
虾，有的一网下去便有好多，只几网，便足够一
家人吃上好几顿了。有的人家没有这种专用
的耥网子，便用一只铁篮子，以长绳扣着，抛入
水中，待沉入水底再往上拖，若巧的话，有时也
能拖到不少螺螺。

清明时节，我的家乡几乎没有人家不吃
螺蛳的。不过，刚获取的螺蛳是需要“吐”的，先
把它们放在清水盆子里养。滴上香油，它们便
会张开盖子吐出泥沙来，再换水吐上几次就
干净了。然后用剪子或老虎钳，“咯吱咯吱”地
夹去螺蛳的尾巴，再洗净放在清水里泡，一些

残留的脏东西便会跟着清水排出来。我的家
乡多以葱头椒丝爆炒，喷酒加糖，再倒上少许
红酱油，后加宽汤，汤一开即出锅，这种做法比
较清淡，着力突出螺蛳自身的鲜味，不仅螺蛳
好吃，汤也鲜美异常，儿时用这种螺蛳汤泡饭，
饭量常常不知不觉地就大增了。街头大排档
还加以五香八角、加糖，汤极少，成黏稠状，这
种螺蛳大多极入味，鲜味浓烈。螺蛳食用的方
法还有很多，可以与葱、姜、酱油、料酒、白糖一
起炒，也可以煮熟后挑出螺蛳肉，可拌、可醉、
可炝。这时节，用韭菜炒螺蛳肉，是比较经典的
做法，这时的韭菜正当季，属春季第一菜——
春韭柔嫩味香，螺肉肥嫩鲜美。况且，我们这儿
的人都相信：“清明食螺，眼不生疴。”

“一味螺蛳千般趣，美味佳酿均不及”。嘬
螺蛳，是非常有情趣的。螺蛳在烹调前，已剪去
螺蛳的“尾巴”，保持前后空气流通，这样才能
嘬得出来。嘬螺蛳时，舌尖抵住螺蛳口，嘴巴轻
轻一吮，汤汁连同螺肉应声滚到了舌尖，又脆
又韧；个别嘬不出的，用筷头往里一捅，再用力
一吮，鲜美的一团肉就到了口腔里，颇有“退步
原来是向前”的禅意。

《本草汇言》曾称：“螺蛳，解酒热、消黄疸、
清火眼、利大小肠之药也。”清明螺真是个好东
西。不过，螺蛳性寒，也不宜多食。

□房干森清明螺，赛肥鹅

“桃红柳绿菜花
艳，又是明寒踏青
时”。村野泛绿，柳絮
如雪花般漫天飞舞，
布谷鸟的吟唱响彻云
霄，触目之处一派明
清丽质、一派生机盎
然。

田野阡陌间的油
菜花次第开放，不几
日便连成一片，铺天
盖地，濡染了朴素的
村庄。油菜花在春天
阳光的舞动下，异常
金灿亮丽，令人走进梵高色彩丰
沛、汪洋恣肆的画境里。

轻风如笛似箫，有一种丝绸般
的滑润，有一种处子般的清新。船
娘们头裹方巾，身着花衫，悠闲地
摇着橹，身姿袅娜，船儿轻捷地滑
过菜花染黄的河面。一群群游客正
在咔嚓、咔嚓地摄下风情万种的

“小桥流水人家”和“桃花红李花
白菜花黄”。

河岸边，几位老者蹲在青草丛
中静静地垂钓，随着一阵泼喇喇的
声响，一条鳊鱼或鲫鱼便拎上岸
来，引得行人心生歆羡。

人们欣喜地走进草莓园采摘鲜
嫩甘甜的草莓，走进乡野里挑挖嫩
绿的野菜，采撷明媚的春光，采撷
缤纷的向往，采撷浓郁的乡情。

去乡间踏青，会看到会船表
演。汉子们分列船上，手握竹篙，
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整齐划一下
篙起篙。姑娘媳妇们披红戴绿，手
持木桨，一齐划水，小船燕子般迅
捷前行。河两岸密密麻麻的人群爆
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鼓声阵阵，
彩旗猎猎，热闹的场景、热烈的气
氛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整个乡村沉
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
斗春归。”旷野上、公园里，到处
是欢呼着、雀跃着放风筝的老人和
孩子，一地的欢乐在流淌。天空中
飘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有拖三条长
尾巴的四角风筝、八角风筝、瓦片
风筝、孔雀风筝；还有带着哨口，
遇风如笙似笛，凌空轻奏，悦耳动
听。各式各样的风筝凭风飘忽，灿
烂了春日晴空。人们放飞心爱的风
筝，释放郁结的愁绪，吐纳清新的
空气，享受美好的春光。

春日单车骑行确是一道高丽的
风景线。骑行在大好的春光里，你
会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生活的激
情。你可以深入大街小巷、田塍阡
陌，找寻城市里最美丽的细节。微
风拂面，快慢之间，欣赏沿途风
景，感受乡土人情，尽显惬意之
情。

你也可邀三两知己徒步快走或
慢跑。踏青的人都风流，都风雅。
在空气新鲜的郊外逛逛，既呼吸了
新鲜空气，又达到了运动耗脂的效
果，进入身心俱泰、物我两忘的境
界。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中闻马
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
飞。”身居闹市的人们可抛开琐碎
和喧嚣，玩怿山水，游目骋怀，心
滓澄清，你会感到世界是多么美
好，生活是多么幸福。走出快节
奏，融入小城慢生活，带露而行，
卧草而眠，探蕊寻香，暖风荡胸，
诗情画意，踏青春半，岂不是一桩
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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