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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入梦回故园，窗前老树杏花
开。今晨文友发图片，一枝烟霞向蓝
天。难道繁花似锦的春天就这么悄悄
地来到眼前了吗？难道是老屋窗前那
株寂莫了多年的老杏树送梦于我，想让
主人回去看一眼它的春色吗？于是，性
急的我立即打车向老家赶去。

30公里的车程很快就到，当车停在
门前时，代管房子的表妹也拿着钥匙来
开门了。走进已20多年没人居住的院
子，映入眼帘的破败中，唯有窗前那株
也有20多个年轮的老杏树轻摇着几枝
细碎的花和更小的蕾，在向我显摆着它
的存在。

“二姐呀，这房这院可是我大娘72
岁时回来建的，这杏树苗还是你从市里
买回来的呢。”表妹说。

我仰脸闻着杏花的
清香，抚摸着那年干旱、
因没人浇水枯死了的半
边树杈，想着母亲那时独
自一人借住在邻居门房
里，指挥一众乡邻工匠拆

老屋、起地基，盖起了5间红顶青砖的大
房子，还为女儿栽下了一棵春有烟霞、
夏有浓荫的杏树。用心良苦的母亲啊，
热爱老家那一方热土的母亲啊，您远去
了，您盖起的新房也破旧了，您栽的杏
树也没人打理了，您的儿女也衰老到步
履蹒跚了……

想到此处，我拍打着拥入怀中的粗
糙杏树身干，竟落下了几行清泪，而仍
在怀中与主人呢喃撒娇的老杏树落了
我一头一身的花瓣雨。此时，我突然想
起一个“朝花夕拾”的词。记得这是鲁
迅先生一本散文集的书名，起初是叫
《旧事重提》，而后在修订再版时改为
《朝花夕拾》。从字面上看，应该是早上
的花朵掉了一些，傍晚的时候把它拾起
来。我理解其更深层含义，应是鲁迅先
生原书名《往事重提》的意思。

“二姐，咱打开屋门进去看看吧，杏
树对着窗户的那个大房间，可是俺大娘

专给大姐和你回娘家时住的呀！”表妹
说。

我向表妹摆摆手没让开门，因为屋
子里不仅哪哪都是勤劳母亲为儿孙盖房
修屋的心劲，哪哪都摆满了我们使用过
的高低柜子高低床，哪哪都散发着母亲
希冀儿女和睦团结、子孙兴旺绵延的深
情厚意……这种场合和气氛，真怕也已古
稀有余的我受不了，不如躲着不看。

走出院子前，我不仅为老杏树松了
土、拔了草、浇了水，还俯身捡拾了地上
的落花，也算是对想起来的“朝花夕拾”
一词有个对应的交代，更是对老杏树不
离不弃独守老屋20多年的一点感谢
吧！

“二姐快看，西墙根又长出一棵小
杏树！”顺着表妹的声音，我快步走到才
半人高、大拇指粗的小杏树前，不知是
高兴还是激动，不仅对着小杏树连连作
揖，并一连声地交代表妹，一定要照顾
好这一大一小两棵坚守老屋的杏树，且
又吟出了鲁迅先生的名句：“在我的后
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
是枣树。”而我的老屋前院里也有两棵
树，一棵是母亲栽的老杏树，另一棵是
自生自长的老杏树的孩子——小杏树。

我离开农村老家几十年，思乡之情
从未改变。春暖花开，朋友约我上山采
风，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欣然同往。

仲春时节，古老的小山村处处散发
出春的气息。那精雕细琢的楼院砌墙
青石，古色古香、高大的门楼和阁楼，雕
花的门窗拱圈与门楼亮窗，独具匠心的
外墙体上随处可见用作拴牲口的“猫耳
洞”和“上马石”皆有明显的明清风格。
尤其是那块镶嵌在大门拱下的门匾，镌
刻着“一树百获”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
目。村民代代眼望木刻四字，种地植树，
培育人才，勤于耕读，功留千秋。村内外
现存树龄数百年、树围几人抱的老槐树、

黄楝树和松柏树有近十株，那是祖先留给
后人的财富，被林业部门挂牌保护。古树
老房相映成趣，在暖阳和风里充满生机。
身临其境，我张大嘴巴，尝一口新鲜的春
味，尽享这原始的乡村气息，感受着家乡
春天的美好。

冬去春来，山村、田野已是春意盎
然，桃红梨白油菜花黄，在春光里跟绿
树青山勾勒出一幅彩色画面，让人流连
忘返。

“人勤春来早”，最早给人们带来春
天信息的，是村里勤快的留守中老年
人。他们依托养猪放羊、喂蜂取蜜、种
植药用皂刺三大支柱产业，一开春就忙

活起来，村内外处处是一派繁忙景象。
村口的防火点、值勤点有佩戴着红袖套
的值班员坚守岗位；斜坡上的皂刺田
里，老妪少妇正挥锄除草。村中央整齐
摆放着一行两层蜂箱，养蜂人正戴着防
蜂帽面纱，小心翼翼地掂出一筐蜂巢，
用刷子轻轻扫下蜜蜂，再用刀子麻利地
刮掉蜂巢蜜。蛰伏了一冬的蜜蜂从箱
口飞进飞出，嘤嘤嗡嗡，纷纷扬扬。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里的乡亲
们正在谋划一年的致富蓝图。他们实
干加巧干，播下春天的希望，必将迎来
丰硕的收获。

二月绿萌柔，
白鹅荡水游。
云烟竹雨覆，
鸥鹭杏林讴。
柳暗动耕土，
风和甩钓钩。
夜读春色赋，
谈笑在沙洲。

春风习习，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清
澈明亮，白云朵朵悠然飘荡，大地回
春，万物复苏，到处弥漫着春的气
息。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站在沁河大堤上抬头观看，堤上
杨柳依依，那些细细的枝条上生出一
串串幼芽，像绿色的小谷穗，稚嫩而诱
人。柳枝在春风中翩翩起舞，让人感
到春的韵律。堤边的那棵玉兰树高大
挺拔，满树的玉兰花正在争相开放，花
朵洁白无瑕，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放
眼望去，沁河水清澈透亮，一群白鹳时
而站在河边，时而欢叫着跳进河里戏
水，溅起团团水花。

田野里的麦苗己经返青，绿油油
的像一个绿色的大绒毯向天际铺
开。一切草木都在萌动。一丛丛、一
片片的枯草根部有幼芽用劲地顶破
泥土露出了脸，有的已绿茵茵展示着
英姿。

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
啼。燕子、柳莺等候鸟尚未归来，麻
雀和喜鹊成了初春的主角。麻雀一
群群地掠过空中，又降落在树上、房
顶或屋檐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虽
然声音有些嘈杂，但带来了春的暖
意。还有那一对对的花喜鹊，跳出
高筑在枝丫上的家，站在枝头用力
地抖动着翘起的尾巴，并且扯着嗓
子欢叫不停，像在告诉人们春天来
了。

人勤春早，农人把农具修好，擦
得干净锃亮。现代化的农机也都仔
细检查保修，确保春耕春播顺利进
行。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村路
上一辆辆手扶拖拉机满载着农家肥
驶向田间，让田地得到充足的底肥。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天播下
新的希望，盼望秋季五谷丰登粮满
仓。

蔬菜大棚里更是一派忙碌的景
象：那长成的卷心菜、生菜、青芛、韭
菜……绿油油一片。人们正在忙碌
地收割蔬菜，然后整齐地摆进纸箱
里，搬上菜商的运输车，驶向四面八
方。还有那一畦畦育好的菜苗青翠肥
壮，只等时令一到，便被栽到棚外的大
地上，在阳光的沐浴下，在雨露的滋润
下，茁壮成长。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
于晨。”“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校园里传
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又听见孩
子们的美妙歌声：“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村
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
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春天在小
朋友的眼晴里……”那声音如天籁之
音，清脆悦耳，优美动听，让我仿佛看
到孩子们那一张张笑脸如迎着春风
向着春阳的一朵朵春花，在阳光下尽
情绽放。

侧耳静听，仿佛听见春姑娘轻盈
的脚步声。她迈着美妙的舞步，甩开
美丽的长长水袖，让百花盛开，让百草
丰茂，让百鸟齐鸣，让山清水秀，让家
乡的春天如一幅绝美的画卷，展现在
人们眼中。我情不自禁地赞叹：美
哉！家乡之春。

老屋窗前杏花开
本报老年记者 杨凤莲 春到家乡

本报老年记者 陈丽娟

家乡的春天
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

老有所感
本报老年记者 周月云

老茶慢煮更清甜，初绽新花反易残。
风雨人生虽可叹，芸芸相望不需怜。

春 游
本报老年记者 赵成良

二月春风暖，
微寒不觉凉。
呼朋携老友，
把酒赴山乡。
一别宅家苦，
初尝野外芳。
归来平仄定，
落笔写诗忙。

春柳景明
□严 瑾

新 闻 力 量 成 就 卓 越 生 活 http://www.jzrb.com 零售壹元3909990 8797077有奖新闻报料

2024年3月
星期四

农历甲辰年二月十二

21
今日16版 总第6838期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007

扫码关注
焦作晚报微信
新浪官方微博：
@焦作晚报

焦作市
民呼必应平台

■ 社长：王爱军 总编辑：王静锋 执行总编辑：王 言 ■ 本期总值班：李相宜 统筹：史 凯 编辑：赵 恒 版式：赵 恒 校对：马 丽 组版：常 琳

▲ ▲ ▲▲ ▲ ▲

详见详见AA0202版版

▲ ▲ ▲▲ ▲ ▲

详见详见AA0202版版

详见A02版

市交通执法部门
对旅游用车开展专项检查

我市2023年
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20余万件

“豫H”车主喊话“冀J”好司机

“感谢出手帮忙，欢迎再次来焦作！”

本报今日推出《春日焦作探花记》栏目，记录绽放在我们小区、公园、学校、单
位、街心游园等的“花花”们，展现焦作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欢迎您成为

“春花”推荐官，推荐身边可人的花以及它的故事，联系电话：（0391）3909990。图为
市民在美人梅旁拍照。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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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品读焦作 一首歌唱响焦作 一条视频爱上焦作

我市面向全国征集文旅形象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