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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傍晚 北孔庄村人独有的浪漫和诗意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图① 北孔庄村南侧小桥流水，一
幅田园风光的美丽画卷。

图② 白鹭湿地公园广场为大家提
供了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图为村民舞动
健身龙。

图③ 北孔庄村的孩子们正在享受
假期的快乐。

图④ 白鹭湿地公园生态优美，每
天都会吸引远近的游客前来打卡。

（本文照片均为本报记者吉亚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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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

高考，一年一次，这是国家选拔人才公平而有效
的途径，因此，高考成绩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当今年
的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北孔庄村沸腾了，村里的杨
在琪以666分的高考成绩引起全村人的关注。

在北孔庄村，早已形成了关注高考的氛围。每
年的高考前夕，村里有几个孩子将要参加高考？高
考成绩出来后，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是村民普遍
关注的话题。而这风气的形成，得益于村里的奖励
制度。该村村委文化专干刘海玲说：“村里规定考
上一个大专生奖励300元，考上一个本科生奖励
500元，这是十几年不变的老规矩。”

笔者认为，奖励的钱不在多少，关键是形成了
关注高考、激励学习的机制，形成了良好的村风，这
种机制和村风带来的社会效应，远远高于制度本
身。

对此，杨在琪同学频频点头。更让他称道的
是，每年春节杨家祠堂的家风家训教育和新华书店
购书卡的发放，无形中成为他努力学习的动力。

出生于2005年的杨在琪，今年6月25日出高
考成绩的当天，正好是他的18岁生日。666分的高
考成绩给自己送上了一份珍贵的18岁生日礼，也
给他的爸爸、妈妈送上了一份大礼。

杨在琪的爸爸、妈妈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
人，对于儿子的成长，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
这丝毫不影响儿子的成长。

杨在琪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1米7的个头、
微胖的身材，十分健谈，一笑露出一颗小虎牙。他
说，平时妈妈忙于超市的生意，爸爸忙着搞运输挣
钱，家里还有一个大他5岁的哥哥。

在琪的小学辗转了4个学校。小学、中学阶
段，他的成绩并不十分拔尖，初中时期，在实验学校
的最好成绩是前十名，到了高三，成绩突飞猛进，经
常考班里第一名、年级前三名。

谈到学习的收获，杨在琪认为首先是学习能力
的培养。学理科的他绝不会放过似是而非的题，做
题就要研究透彻，一道题只有真正研究透彻，才有
可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达到会做一批题、一类题
的效果。其次是树立目标，通过一个个小目标的实
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达到大目标的突破。

提起高考成绩，他说并不是最理想的成绩，不
过，18岁的青年已经能十分辩证地看待问题了。
他说，一次考试并不能定终身，后边的路还很长，考
研、考博都是机会，只要努力，人生的机会还很多。

谈起自己的成长，杨在琪说需要感谢的人很多，
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还有他的班主任原春宁和
其他老师以及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他都想感谢，是他
们的陪伴和鼓励伴随着他的成长。特别是自己从小
生活的北孔庄村，这里的氛围让他受益终身。

北孔庄厚植了土壤，一茬茬小苗茁壮成长。每
年都有几个孩子参加高考。杨在琪无疑是幸运的，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成长于这样的土壤之上，
他像一棵幼苗无忧无虑地生长。

杨在琪说，他对祖国充满希望，北孔庄和祖国
一样，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他希望将来的自己能为
祖国和家乡建设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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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马村区武王街道北孔庄村什么时候最
美？傍晚时分吧！傍晚时分，这里有着独有的浪漫
和诗意。

浪漫之一：家门口就是公园

傍晚时分，你来到北孔庄村，会看到不少人携
家带口走出家门，问他们去哪里，他们会异口同声
地说——到白鹭湿地公园。

这时，暑气已散去，忙活了一天的家长，会把窝
在家里一整天的孩子带出去“放放风”，首选打卡地
自然是家门口的避暑天堂白鹭湿地公园了。 三
山半落青山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白鹭湿地公园经
常有白鹭在这里翱翔、安营扎寨，这里水光潋滟、杨
柳依依；这里空间大，有树、有花、有鸟、有鱼，在家
人的陪伴下，孩子们在公园里纵情玩耍，好不快
乐！“白鹭湿地公园，就是我们村的后花园。”不少村
民会这样说。

所以，夏天的傍晚，北孔庄村上演着和白鹭湿
地公园的美丽约会。

浪漫之二：竹林流水人家

傍晚的北孔庄，勤劳的人们还在村前屋后的自
留地里忙碌着，真有点古诗里写的“力尽不知热，但
惜夏日长”。

傍晚的村庄特别静谧，为竹林、流水村中绕的
风景氤氲了一层朦胧诗意。

路边的明沟里，溪水潺潺，在这“孔子问礼处”
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去把水弄污了，所以这里的水
清澈、干净，一路欢快地流进修武幸福湖里。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村子里处处可见亭
亭玉立、青翠欲滴的竹子，有竹子为伴，就多了一分
静趣、雅趣，说是“诗意的栖居”也不为过。

浪漫之三：郁郁葱葱“见贤思齐”路

北孔庄村有一条路，路的高处写有“见贤思齐”
几个字，估且称之为“见贤思齐”路吧。

这条路约长约几百米，路两旁栽植有松树、竹
子等，郁郁葱葱，每天都有不少村民从这条路上路
过，傍晚时分、夕阳西下，走在这条路上，凉风习习、
清凉无比。

夏天傍晚，北孔庄村还有很多浪漫的小事儿，
比如去文化大院里唱《诗经》，比如坐在院子里，摇
着蒲扇聊天；吃用凉水冰过的西瓜等……可以说，
傍晚的北孔庄格外“治愈”，让人乐而忘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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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三伏天，
赏荷正当时。

在市龙源湖公园龙源湖东南角，多
了一大片荷花。映日荷花别样红，每天
这里都吸引“摄友”来此拍照；莲叶何田
田，不少画友干脆在这里支起画架，每天
在这里画荷花；还有的小朋友，穿着汉
服，以这片荷花为背景，背诵古诗词，这
幅画面格外生动，传统文化的香气扑面
而来。

荷花广受喜爱，在月季公园、龙源路
黑河，都广泛种植有荷花。在不少高校
内，池中的荷花也是独有的一道风景线，
惊艳所有人。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师专
的荷花（这里的荷花是从河北白洋淀引
来的品种）广受赞誉，看到这一池池荷
花，都想化身为李清照笔下的那个快乐
少女——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
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正如一篇文章所说：盛夏赏荷，是古
今文人的一大快事。不仅是因为荷花代
表中国文化崇尚的出淤泥而不染的高
洁，还因为荷花身上蕴含着一种重要的
中国智慧：心之静。越是酷热，荷花开得
越是娇艳，亭亭玉立在滚滚热浪之间，显
得那么娇美，那么安静，那么享受。

不仅市区有，沁阳、武陟、博爱等，还
有修武宁城公园烟雨楼旁的荷塘，都堪
寻访。

荷花盛开，许你一个最美夏日。走，
去赴一场荷花之约。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图①③④⑥⑦⑧ 博爱县清化镇街道王庄村村口的河道里，盛
开的荷花美景。 程 全 刘瑞芳 摄

图②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图⑤ 鱼戏莲。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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