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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种田跟爹妈，农民艰辛刻胸膛。
初中毕业学种田，三年之后去扛枪。
时值全国遇困难，新兵训练饿肚肠。
粮食定量吃不饱，愁坏部队诸首长。
连长苦思想主意，发动干部种菜忙。
每天开饭加素菜，新兵老兵渐长胖。
延安精神放光彩，学习雷锋好榜样。
三五九旅为楷模，生产自给斗志昂。
入党之后当班长，吃苦耐劳我先上。
带领全班撸袖干，开荒种菜受表彰。
“文革”波澜涌部队，炊事工作不赶趟。
部队支左到东海，我是支委下伙房。
学习毛著心里明，当兵干啥都一样。
团结协作深挖潜，每周食谱换新样。
驻地周边想主意，翻耕土地种菜粮。
数垅蔬菜令人喜，黄瓜豆角尺把长。
十年参谋常练兵，得闲就到菜园忙。
出力流汗强身体，成筐鲜菜送食堂。
我当部长三十七，始终保持农民样。

军事工作争先进，常率部属到农场。
养猪喂禽种粮食，丰收硕果大伙享。
坚信劳动改造人，防修拒腐炼修养。
服从裁军回故地，分工中心沉村乡。
诚拜老农学农艺，收麦耕田又栽秧。
退休住城挺憋闷，乡间择地建新房。
家前屋后种果蔬，种地养老胜天堂。
春夏满地丰收景，秋冬庭院瓜菜香。
每逢战友同学聚，临别果蔬赠几样。
如今农村大变化，偶见农民地里忙。
青年进城去打工，家留老人和儿郎。
逢年过节大团聚，亲人离家泪又淌。
老人留守看家园，没人种田草疯长。
想到种田眯眼笑，农民根本不会忘。
热爱劳动保本色，艰苦奋斗幸福长。
干部必须常下村，广阔天地练思想。
农村生活多体验，贪腐人数必定降。
康养名城新追求，活力姜堰快步上。
重视“三农”党号召，百姓富裕国家强。

我爱种田
♦石如寿

除夕这天午后，在小巷
和码头上忙碌的人渐渐少
了，前户后院的烟囱陆续
冒起白烟，似乎在比试谁
扬得更高更远——因为升
腾的烟雾无疑是人丁兴旺
的标志。暮色徐徐铺来，
村子里一下子变得庄重起
来，三三两两归家人的脚
步有些匆忙。

屋里屋外打扫得清清
爽爽，木头窗扇还散发着
用水擦过的湿气。菩萨柜
上供奉着堆叠的水果，金
色的香炉擦得铮亮。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合
奏了大半天，飘出来的鱼
肉的香味就不曾间断过。
锅台上已经放了三五碟凉
菜，洗净的大碗整齐地候
着，就等掀起锅盖盛装。
灶膛里的火苗变小了，年
夜饭马上就要开始。

爸爸起身掸掸衣袖和
裤管上的灰尘草屑，从高
处扯下毛巾丢进盛着热水
的脸盆，一手按着边缘儿
一手捞起来在脸上画圆，
接着是两手一使劲，拧干
了来回擦脸和手。随后理
理衣领，紧紧腰间的皮带，
走到条柜前，恭恭敬敬地
点燃几炷香，继而转身在
门口的砖沿上搁了几支。

随着袅袅萦绕的烟雾，
盛着鸡鸭鱼肉等菜肴的深
碗大盘陆续上桌了，碗碗
满当当，盘盘油晃晃，此时
此刻，我眼前浮现的就是
鸡鸭满圈、鱼虾满舱的幸
福光景。最后上桌的理所
当然是盛着整条大鱼的瓷
盘，妈妈就像服务员报菜
名那样提高了语调：“鱼头
朝东，年年有余哦！”虽然
都是平时见过的菜品，除
夕夜竟然就像加持了佛光
和仙气。

“ 来 ，吃 块 芋 头 遇 好
人。”“吃块猪血有血气。”

爸爸每年都会说这两句，
这 是 我 家 年 夜 饭 的 主 题
词。我记不得小时候家里
吃团圆饭时聊叙的具体内
容，不过还记得爸爸最后
总是说：“再吃点青菜豆
腐，保平安。”

今年我家的年夜饭“鸡
鸭鹅鱼肉”依然是标配。
我差点忘了，爸爸特别钟
情大块头的红烧肉，每一
块都肥瘦相间，每一块都
有我大半个手掌大，他每夹
起一块塞进嘴里都会满足
地说：“这肉真好吃！”看着
一桌子的大鱼大肉，我笑着
问爸爸：“明天是不是还吃
这些菜？”爸爸兴致盎然地
说：“是啊！”他没有注意到
外孙女已经撅起了小嘴。

我向爸妈建议：“要不
明年我们也去饭店吃年夜
饭，省得在家里忙碌。”妈
妈一手执筷子一手托着碗
说道：“大年三十往外跑？
家里样样都有。”我掏出手
机，本想让他们看看饭店里
吃年夜饭的火爆场景，却意
外地刷到网友晒的“过年
了，又要吃剩菜了”的搞笑
视频，不禁“噗哧”一下笑出
声来。这时爸爸又在耳边
提醒我：“来，吃块猪血，还
有芹菜也要吃。”“好咧！”
我开心地应着。

其实，年入七旬的爸妈
并不热衷吃大鱼大肉，满
满一大桌饭菜的年夜饭就
是他们这代人血脉里流淌
不息的基因。爸爸出生在
贫寒家庭，爷爷三十多岁
就过世了，当年的大年三
十，他们兄弟六个连一块
肥肉都吃不上。如今他把
最向往的富足生活搬到大
年三十的饭桌上，既是对
美满生活的展示，也是对
美好未来的憧憬。我忽然
懂得了年夜饭的意义，还
有爸爸妈妈的心思。

我家的年夜饭
♦夏玖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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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匠诗人”老宋
♦钱雪

这个冬天，58 岁的“瓦匠
诗人”老宋内心暖流涌动。笔
耕不辍的他2015 年加入了泰
州市作协，2024年底成为江苏
省作协会员，而且是他生活的
姜堰区该年度唯一入选者。

老宋大名宋圣林，他是个
瓦匠，在工地上与钢筋水泥打
交道了大半生，与诗歌也“相
守”了30年。他中等身材，面
庞瘦削，常年劳作的手爬满了
皱纹与老茧，诉说着生活的不
易与时间的堆叠。

然而这又是一双充满诗
意的手，筑砌着远方和梦想的
心灵之屋。

老宋初中毕业，上学时便
对诗歌产生了兴趣。工作和
成家之后，利用碎片化的业余
时间阅读和创作诗歌，并且与
诗歌结下了不解情缘。

1995年，28岁的老宋在家
乡姜堰的小报《罗塘天地》发
表了一题为《致春雨》的小诗，
这是他的习作第一次印成出
版物上的铅字。当时他收到5
元钱稿费，这差不多是他干半
天瓦工的工资。其实到手的

“米”不算多，但对老宋是巨大
的鼓舞。对一名创作者来说，
还有什么比发表作品更令人
兴奋？

还是1995年，老宋为了诗
歌远赴北京，这是他人生中的
第一次，千里走单骑。那个冬
天他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收
到一封挂号信，通知他参加
《中国现代诗》联手《诗探索》
举行的名家编辑讲座和改稿
会议，诗坛名人李瑛、牛汉、谢
冕，杨匡汉，吴思敬、韩作荣、

李小雨等人都会出席。
三天的活动费用要他缴

纳550元，且不包括来回的车
费，老宋果断决定参加，尽
管这样会花去他两个多月
的工资。

时隔30年，当年的名家名
编大多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
悉心指导和谦逊随和依然深
深地留在老宋的脑海。回过
头看，老宋觉得这趟“追星之
旅”还是很值。

对于诗歌的痴迷和狂热，
老宋的家人表示理解和支
持。因为他也在努力干活，赚
钱养家，虽然右手不忘“星
火”，左手仍有烟火。

老宋的同事善意待他写诗
的人很多。老宋之前的老板是
清华高材生，每次到工地视察
都不会忘记和老宋谈诗论词，
经常说起清华大学诗社的故
事，还让老宋把诗拿给他看，并
且当场点评。在这个公司，老
宋从打工仔干到了施工队长。

老宋喜欢的诗人很多，早
年喜欢艾青、臧克家、牛汉、顾
城、舒婷、食指等，现在喜欢张
二棍、刘年、李不嫁、余秀华、
王计兵等。写诗 30 年，老宋
记不清写了多少首，只知道大
约在刊物上发表了300多首，
其中包括《扬子江诗刊》《星
火》《青春》《诗歌月刊》。他的
诗歌还被收入《2018江苏新诗
年 选》《中 国 乡 村 诗 选 编》
《2020中国微信诗歌年鉴》等。

老宋写的都是现代诗，虽
然平实质朴，但是真挚动人，
耐人寻味，他的创作灵感大多
来自真实生活。

2015年，老宋的父亲突然
离世，沉浸在悲痛之中的老宋
抬眼看到偏屋后面的柿子树，
想到往年柿子挂满枝头的时
候，父亲便会摘下来拿到城里
去卖钱补贴家用，而今柿子还
在，父亲却走了，他大脑里火
花迸发，猛然冒 出 一 句 话 ：

“那么多的柿子还在树上等
着”，于是以此为题写下这首
诗：“那么多的柿子还在树上
等着/它们出奇的安静/连路
过的秋风也放慢了脚步/它
们等呀等呀等/一天一天又
一天过去了/还是没能等来
我的父亲……”稿件投出去
三天，《泰州晚报》就刊发了，
并且赢得一片点赞。

老宋觉得写诗并没有秘
诀，唯有多读多练。就像陆游
所讲的那样：“汝果欲学诗，工
夫在诗外。”付出终将有回报，
也许会迟到，但还是会到。

写诗不能养家糊口，也不
能光宗耀祖，但是为老宋平凡
的生活点亮了一盏灯。这灯
光让他在尘世间多了一个念
想，一份希望，一种力量。或
许这灯光不足以照耀他的整
个人生，但是不可或缺，特别
值得珍惜。

如今老宋依然每周写两
三首诗。他的下一个目标是
加入中国作协。他心中的“珠
穆朗玛峰”虽然不容易攀登，
可他会一直向前进发。

都说现在“诗歌已死”，
“瓦匠诗人”老宋并不悲观。
他已经写了 30 年，还会继续
写。写诗的人还活着，诗歌又
怎么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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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社会

本报讯（通讯员 曹
昊）3 月 4 日，上海市普陀区
委组织部负责人到我区驻
上海流动党员党支部调研
指导工作。

普 陀 区 委 对 流 动 党 员
管理非常重视，搭建“区—
街镇—基层党组织”三级工
作体系，推行“一码一信一

卡一书”（流动党员报到码、
致流动党员一封信、流动党
员联系卡、学习书籍），引导
流动党员主动找组织；建立

“一对一”结对联系机制，及
时为流动党员提供帮助；挖
掘流动党员发挥作用的典
型 事 迹 ，打 造“ 身 边 的 榜
样”。普陀区委组织部希望

上海市姜堰商会认真履行
流动党员党支部职责，积极
发挥商会平台作用，切实做
好姜堰籍流动党员管理服
务工作，推动新时代流动党
员管理工作走深入实，全面
加强流动党员队伍建设，引
导流动党员主动融入普陀
高质量发展大局。

龙凤缘：匠心铸就家居传奇

随着各地陆续实施手
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添
置了一部华为平板，因其更
注重智能化和便捷性，让人
追求智能的体验更爽。

在“两新”政策引领下，
高技术、高能效产品备受青
睐，带动相关产业向智能
化、高端化转型。从过去的

“以旧换新”到如今的“购新
补贴”，消费刺激政策不断
聚焦民生实际，让老百姓感
受到更多实惠。手机等数
码产品普及广、单价高、更
新快，是信息时代家家户户
的必需品。新政策不以“交
旧”为前提，体现人性化设
计，顺应群众期待，降低消

费门槛，有效提升“用户体
验”，让消费者更加舒心、放
心。这充分表明，这个决策
是建立在现实消费基础上
的顺民心举措。

再说以“旧”换“新”。
卧室里一款老式挂壁空调
成摆设几年了，虽能用，但
是噪声大、效果差。2024 年
高温天气即将上线，恰逢空
调销售旺季到来，又值全国
家电以旧换新如火如荼，到
城区的京东去选中一款格
力 凉 之 沁 壁 挂 式 卧 室 空
调。在销售人员指导下，登
录“废旧家电以旧换新”微
信小程序，填写旧家电信
息，预约上门回收时间。收

旧人员上门拆走旧空调，开
具《家电以旧换新凭证》。
带上凭证和身份证，到京东
交款，大幅优惠直接抵扣，
还赶上当日第一单的优惠，
一台新空调非常轻松愉快
地办成并很快被专业人员
安装到位。那个夏天过得
最凉快，冬天至今又在享受
它的温暖，别提多惬意了。

赶上新时代，耳闻目睹
这场发生在寻常百姓家的

“两新”实践，国家“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让旧家电中的钢铁
以更高品质回归生产线、塑
料获得新生；让消费者既告
别高耗能、低品质的过去，

更在智能、绿色、健康的新
维度上重新定义现代生活
的幸福阈值。凉之沁空调
搭载的 360°运动导风板，
通过 0.5℃精准控温技术，
将居室温度波动控制在人
体最舒适的区间；其光敏传
感系统能根据昼夜自动调
节显示屏亮度。这种润物
细无声的智能，本质上是对
生活美学的重新定义。

在政策与市场双轮驱
动下，“两新”工程构建新型
社会契约。政府补贴、企业
让利、平台赋能的组合拳使
以旧换新优惠幅度最高可
达 40%。这不仅是经济账，
更是民生账。从老旧家电

的规范化回收到绿色智能
产品的迭代升级，“两新”政
策搭建的不仅是商品流通
的桥梁，更是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向往的阶梯。随着政
策持续加力、新型消费发展
不断加快，“AI+消费”领域
相关消费产品和场景将迎来
发展机遇，智能音箱、智能照
明等智能家居产品市场规模
有望持续扩大，智能网联汽
车市场规模将保持快速增
长，具备AI功能的手机和平
板等电子产品将推动消费电
子市场进一步复苏。可以相
信，当更多家庭在数字消
费、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等
新型消费领域触摸到时代
的脉动，便能获得换“新”购

“新”更顺“心”的真切感受。

换“新”购“新”更顺“心”
□兴姜之堰

本报讯（记者 黄文
婧 石玉）昨日下午，姜堰
龙凤缘床具江苏有限公司
新品定销会开幕。来自全
国各地的家具经销商与采
购商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家
居行业盛会。

作为家喻户晓的床垫
家具生产厂，龙凤缘从 2002
年创立至今已走过 20 多个
春秋，成为我区家居行业一
张亮丽名片。龙凤缘生产
基 地 近 万 平 方 米 ，设 备 精

良，工艺先进，拥有产品设
计及研发中心，不断推出满
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还引
进 自 动 化 弹 簧 床 生 产 设
备。“现在一床弹簧只需要 7
分钟就可以完成。”工人程
连娣介绍说，“以往人工操
作一床弹簧需要 20 分钟，新
引进的弹簧床生产设备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龙凤缘专注打造高品
质的床垫和家具。选用优
良的进口乳胶、独立袋装弹

簧等材质，倡导自然生态，
坚持品质至上、客户至上的
经营理念；制作工艺更是精
益求精，例如床垫的弹簧耐
压次数高达 100 万次，超国
际标准 10 倍以上，布袋重
80 克，比一般厂家 用 料 更
实在。凭借这样的品质坚
守 ，龙 凤 缘 赢 得 广 大 消 费
者 信 赖 ，产 品 畅 销 省 内 外
200 多 家 家 具 店 和 大 型 宾
馆、超市。

为了顺应市场变化，龙
凤 缘 积 极 创 新 营 销 模 式 ，
在 巩 固 现 有 市 场 的 基 础
上，通过抖音、电商等平台
推 广 ，让 消 费 者 更 直 观 地
了解龙凤缘的产品和品牌
理念。

展望未来，龙凤缘床具
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宝
才表示，将继续秉持工匠精
神，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服
务水平，加大研发投入，推
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新
产品，为消费者打造更加舒
适、健康的家居生活。

日前，市民许大爷向太宇邮政支局赠送锦旗，感谢
该局防诈工作细致、接待热情，及时帮助他追回2000多
元网络误充资金。 应婷婷 戴金慧 摄

普陀区委组织部指导我区驻沪流动党员党支部工作

本报讯（记者 石
玉 实习生 吴琳苗）春
日暖阳唤醒大地，也点燃
了 花 卉 市 场 的 销 售 热
潮。日前，记者走访本地
花卉市场，一片繁忙景象
映入眼帘。花卉业主穿
梭苗木间，忙着整理货
物。花卉摊位上，各类树
苗摆放得整整齐齐，不时
有顾客前来询问。

花卉业主刘俊元介
绍：“每年一到春天就进
入最忙碌的阶段。春节
过后，咨询和下单的客户
就不少。今年开春以来，
订单比去年增长了大概
20%，特别是一些果树和
适应本地气候的景观树
苗很受欢迎。”

市场需求的增长对
花卉从业者的准备工作
提出更高要求。刘俊元

介绍：“为了在旺季满足
客户需求，我们早早行动
起来，备足苗木，同时根
据市场反馈，优化苗木品
种结构，引入一些新的优
质品种，保证顾客买到好
品质的树苗。”

对于许多初次购买
树苗的顾客而言，后续的
养护至关重要。刘俊元
凭借多年经验，分享实用
养护要点：“这些树苗买
回去大都要把这个头修
剪一下，肥料少施一点，
到 5 月份左右开花之前
要杀虫，打点药水，其他
没什么注意的。”

花卉市场的繁荣不
仅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也为当地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力。随着春
天的步伐加快，预计花卉
市场的热度将持续攀升。

花卉业主正忙碌 只为春来添新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