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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
何时不再“雾里看花”

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加强现制现售饮品食品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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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难而上的迎春花
读懂了惊蛰深情的目光
奋力冲破寒的羁绊
尽情地绽放青春的活力

高雅洁净的玉兰花
和着春风的韵律
风姿绰约地走向春天
顾盼生辉的眸子
点燃了一树灿烂的春光

花中西施杜鹃花
在杨柳风温柔的亲吻下
打开了紧闭的心扉
芬芳玲珑的身姿

天真烂漫的眼神
惊艳了岁月
甜美了爱情

明眸善睐的油菜花
钟情于白云的玉树临
风
不能自已地
怒放出诱人的馨香

万物复苏的拔节声
和着滚滚春潮
踏浪而来
势不可挡

1963 年 2月，我光荣参军入
伍，穿上了崭新的军装，从此由一
个农村青年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骄傲。

当年3月5日，全军掀起了学
习雷锋的新高潮，军营上下学雷
锋、做好事蔚然成风。“作为一名刚
入伍的新兵，要向雷锋同志那样，
处处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
党指挥……”这是连队指导员在全
连学习雷锋动员大会上的一段讲
话，“学习雷锋不能只挂在嘴上，要
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新兵训练十
分紧张，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全连
官兵立马起床整内务，叠被子、打
被包，全服武装集合出操跑步、队
列练习，一直做到完全熟练、整齐
化一为止。在训练场上，练习摸爬

滚打、投弹射击，做一名合格的战
士，这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一种表
现。

1964年3月，我所在的铁道兵
某部为了修建京原铁路线，临时驻
扎在北京西郊一个依山傍水的小
山村，我们班被安排在村南头姓陈
的老夫妇家中。那年我已被提升
为副班长，我同班长商议，决定利
用星期天休息时间，动员战士们开
展做好事活动，帮老乡把院子里的
一坑土肥运到其自留地里。

班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争先恐
后地冲向肥坑，各自背起装满肥料
的背篓奔向田野。我的河南老家没
有背篓，也没有用背篓背过肥料，一
开始还比较轻松，可后来感觉越背
越沉，我都有点吃不消了。但是作

为一个副班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拼尽
全力，始终跑在全班的最前列。陈
大娘用碗盛着凉开水，送到战士们
嘴边，还用毛巾擦着战土们脸上的
汗珠，不停地劝道：“孩子们，喝口水
再干吧！”“大娘，我们铁道兵是铁打
的汉子，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小战
士李志顶背着背篓边回答边跑，生
怕落在别人后面。

满满一坑土肥运完了，班长看
看表，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就提前完
成了任务。在脱衣准备睡觉时，我
发现不少战士的肩背被背篓绳勒
得又红又肿，有的脚上还起了血
泡，但是没有一人叫苦说累的，雷
锋同志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他们、
激励着他们。

儿时，看到父亲为
盖房子因没有大梁和
檩条而发愁时心痛不
已，心想，我长大了要
栽树，让树长成大梁和
檩条，再盖房子时父亲
就不用发愁了。

上学毕业后参军、
参加工作，有关树木的
知识了解得更多：树木
浑身是宝，调节空气，
美化环境，保持水土不
流失，抵御风沙。

成年后，我确实栽
植过许多树，有的长成
了梁，有的长成了檩，
不过父亲没有用上，我
们的住房变成了钢筋
水泥结构，不用木质的
大梁和檩条了。但无
论如何，我爱植树的习
惯一直保持到退休，保
持到现在。

老家在马村区安阳
城街道土门掌村，离市
区不远，我和老伴经常
回去，一是院子里养了
几只鸡，二是院外种了
菜和树。春天回去，不
仅仅是喂鸡、给菜浇水，
还有一项工作——种
树。自退休的10多年
里，我和老伴在乡下栽
植的各种树木少说也
有100多棵了，今年就
栽种了7棵。

我们先是在院子
里植树，又在屋后栽
植，再后来到开荒的土
埂矸石埂上栽植。

在矸石埂上栽植
树木困难较大，不仅树
坑要挖得大些，还要
填上好的土壤，有时
遇到石头，锤砸镐刨
半天也挖不好一个树
坑 。 这 样 的 树 坑 漏
水，要想保证树的成
活率，还要勤浇水，还

要适当地施些肥料。
地 离 村 庄 有 一 公 里
多，每次我都要骑三
轮车灌上水拉到地里
浇灌，很是辛苦。但
看到一株株小树长出
嫩绿的叶子，我高兴
得 忘 记 了 疲 劳 与 辛
苦。

我回乡栽种树木，
树苗是在集市购买，后
来亲朋好友送些。现
在，有的树木根部会长
出一些小树来，只要移
出栽植，几年时间就能
长成大树。栽植的树
木有苹果树、梨树、桃
树、枣树、石榴树、香椿
树、柿子树、花椒树、梧
桐树、榆树等，有的早
已挂果，自己家吃不
了，还送给左邻右舍和
亲友。

春天，院子内外杏
花、桃花、梨花依次绽
放 ，为 小 院 增 色 添
芳。夏天，绿树成荫；
秋天，硕果累累。这
些树木，不仅装扮了
小院，还装扮了村庄。

“山城过雨百花
尽 ，榕 叶 满 庭 莺 乱
啼”。炎黄子孙重视
植树造林由来已久，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
和国家领导人也非常
重视植树造林，每年
的植树节，都会带头
参加植树活动。作为
一名普通公民，我在
植树中得到乐趣，家
庭得到了实惠，山乡
增添了一抹绿色，还
为山阳的美丽、祖国
的美丽作出了一点贡
献，很有成就感。

我爱植树，今后仍
要坚持，多植树，植好
树。

近日打开手机，网友晒出的一
张老照片让我眼前一亮。那是60多
年前，博爱豫剧团在山区演出后分
社领导的一张合影照，虽年代久远，
但我仍能辨认出其中一些人。仔细
在记忆中搜索，当年他们牵头为山
区百姓请大戏的一幕幕历史碎片，
渐渐在我脑海中清晰地连贯起来。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农历
正月里，寨豁公社田院分社筹委会
请县豫剧团上山演出。剧团团长
听说田院是全国著名劳模卢凤仪
的老家，又是闻名遐迩的戏剧之
乡，便欣然受邀。那时山上还没有
公路，大家把剧团的行头、道剧等
绑在驮架上让牲口驮着，百十号演
职员跟在骡马队后面，沿着崎岖山
路，步行30多公里，来到分社所在
地田院村慰问演出。

听说剧团来分社演出，田院村
及其周围的十三四个山村的人们
早就兴奋不已。他们几天前就纷
纷运来木料和秫秆，在分社门前的
两块大谷垞地搭建戏台，垒起锅
灶，为演出作好准备。山下的小商
小贩也不失商机，卖肉丸、炒凉粉、
冲藕粉的，卖花米糖江米糕、冰糖
葫芦的，卖发卡、别针的摇货郎等，
也早早在戏台周围画地摆摊儿，做
起了生意，那场景比昔日赶庙会还
热闹几分呢。

头天晚上，戏台两侧上方，两

盏明亮的大汽灯高高悬挂，把台上
台下照得如同白昼。当天傍晚，田
院村四周的山梁上闪烁着一条条
用火把和马灯组成的灯龙，那是翻
山越岭、顺着山间羊肠小道来看戏
的各村乡亲们。

大戏即将开始，剧团乐队敲起
锣鼓家伙，铿锵有力的响声在山谷
回响，我的心也随之沸腾。当地民
间艺人高元明老人说快板书烘托
气氛，令台下观众啧啧赞叹。本想
正本戏该开始了，不料在琴师定调
试音之后又上演了一出垫戏《赶
脚》，那滑稽的表演和欢快的场面，
又赢得观众不时叫好。

焦急的等待过后，正本戏《天
仙配》终于开演了。一阵紧锣密鼓
之后，伴随着悠扬的豫剧过门琴
声，台上帷幕徐徐拉开，饰演七仙
女的演员小玉兰闪亮登场，场下观
众顿时发出热烈的掌声。故事情
节一幕幕展开，观众凝神静气追着
剧情往下看：秀才董永卖身傅家为
奴，以所得银钱葬父，孝行感天。
恰七仙女有思凡之意，玉帝乃命她
下凡，与董永结为百日夫妻。后因
他们违犯天规，玉帝令七仙女返回
天宫，只许他们每年农历七夕在天
河鹊桥相会……随着剧情矛盾冲
突跌宕起伏，我的心情时紧时松、
时喜时悲。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

热闹。那时我还年少，看戏的审美
观很肤浅，不过从那时起，我积累
了一些戏剧知识，如戏剧的角色有
生、旦、净、末、丑，何为台词、潜台
词和布景、道剧等。我也从此爱上
了豫剧，渐渐成了一位戏迷。

为了演职员吃好睡好，各村都
踊跃送来米面和棉被，每天还为
他们宰杀一只山羊慰劳；剧团为
了感谢大家，还派出小分队到偏
远山村为老弱病残者送戏上门，
小玉兰给当地善良的申妈妈做了
义女……

历时数天的演出终于落下帷
幕。剧团离开那天，村里村外的乡
亲们纷纷前来送行。大家彼此恋
恋不舍，依依惜别。这次演出虽时
间短暂，但演员们精湛的演技让山
里人大饱眼福，过足戏瘾，当地百
姓也受到了戏剧文化的熏陶。从
此，山村的男孩女孩们开始练走
场、学唱段、练空翻、学倒立、折软
腰、学武打。放牛、放羊的在山坡
上练空翻；犁地、赶车的在田间、路
上不时甩一声响鞭，清一下嗓子，
来一段豫剧清唱……原本就是“戏
窝子”的田院村又涌现出许多“戏
精”。目不识丁的老戏骨张九德和
申世银老人脑子里装着100多部
戏曲，组织村里的“戏精”们开始排
练。村里的怀梆剧团和响器班从
此红火起来。

忆起童年看大戏
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

当兵的岁月
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

我爱植树
本报老年记者 秦世江

春之歌
本报老年记者 侯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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