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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思翠

都市蛙鸣

夜已深，刚欲睡，却听到窗
外传来“呱呱”声。侧耳细听，
那“呱呱”声愈加清朗、明晰，
贴着地面钻进耳朵。这分明是
蛙鸣，但又觉得不可能，在这
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森林里，
哪来蛙鸣？“走，出去瞧瞧！”老
伴忽来兴致。

出小区东门往北几米，循
着逐渐响亮的“呱呱”声来到
了藻港河边，这里是新建的藻
港生态公园。霓虹灯下，那蓊
蓊郁郁、婀娜多姿的树木，似
一堵绿色的围墙，挡住了喧
闹，赶走了焦急。“咕咕咕”“呱
呱呱”，蛙鸣在灯光掩映、草木
幽幽的河床上爆裂、炸响，鼓
点式的演奏，这儿一串，那儿
一串，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将
藻港河的美与神秘渲染得淋
漓尽致。“还真是田鸡（青蛙俗
名）叫啊！”老伴激动地说。他
打着手电筒，企图逮一只青蛙
带回家放在“空中菜园”里养
玩，但都市的蛙异怪灵敏，刚
伸手抓它，便“咕咚”一声跳入
水中。

河沿是木质的栈道，早不
见了行人，不远处却有垂钓
者，老伴一眼看出是他的渔
友，便迎了过去。我依旧在栈
道旁，以静默的姿势，全神贯
注，谛听一河蛙鼓，体验曹豳
的“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
塘独听蛙”的绝美意境。漫步
在蜿蜒的小河旁，树影婆娑，
霓虹闪烁，仿佛置身于世外桃
源，青蛙们就像一个个率性的
田园歌唱家，时而引吭高歌，
时而浅唱低吟，时而轻松欢

快，时而激情澎湃……静心聆
听，越发觉得夜的空旷、深邃
和恬静，给人一种空灵净化、
心旷神怡之感。恍惚中，我仿
佛回到了童年的蛙声里。

我的老家在苏北里下河腹
地，那里是一马平川的平原，
水网密布，是赫赫有名的鱼米
之乡。在乡村四季如画的乐章
中，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蛙鸣。
无论是细雨敲窗的春晚，还是
星光闪烁的夏夜，在房屋四
周，在河畔田野，在草丛林间，
蛙们上演着一首妙不可言的
自然协奏曲，使万籁俱寂的夜
空荡漾着美妙的旋律。尤其梅
雨后，蛙鸣悄悄地把人们带入
盛夏，到了“暮蝉声尽落斜阳”
的傍晚，恰是“青塘迤逦尽蛙
鸣”之时。

那时我家屋后有一偌大藕
塘，长满绿色植物，艾蒿、菖蒲、
黄花菜、无花果、茭白等，塘里
面是水生动物，长鱼、甲鱼、泥
鳅、田螺、蛤蜊、螃蟹、鱼虾……
一年四季，诗情画意。每逢夏日
雨后或晌晚，便是青蛙的天下。
“呱呱呱”先是一只青蛙叫开
了，声音清亮而诱人。接着，另
一只青蛙立马回应“呱呱、呱
呱”，叫声有些小心翼翼，又有
些迫不及待，两只青蛙一唱一
和，像二重唱。紧接着，又有“呱
呱、呱呱、呱呱”，三只、四只，像
是小合唱。不一会儿，无数青蛙
异口同声，恣意高歌，叫声密
集，轰轰烈烈，如同一场蓄谋已
久的大合唱。

这时候，我们一群乡下孩
子再也按捺不住了，立马从闷

热的屋子里蹦出来，蹲在塘边
或田埂上观蛙逗趣。看，刚出
洞的大青蛙仰着脖子“正襟危
坐”，白白的大肚皮一鼓一鼓
的，腮帮子两边吹起两个大气
泡。也没见它张嘴，就发出“呱
呱”叫声。好奇而顽皮的堂弟
企图伸手去触摸那泡泡，谁
知，大青蛙“呱”的一声，跳进
了水里。

而我最喜欢静静地看青蛙
捕食害虫的过程。瞧，一只美
丽的绿衣大青蛙慢慢地爬了
过去，它轻轻地坐下来，高昂
着头颅，一动不动，聚精会
神，伺机而行。倏地，它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弹跳而起，
伸出它那长长的舌，一下子
将稻叶上的害虫卷进了嘴里。
那弹跳卷食的姿势，宛若一
位魔术大师的精彩表演，让
站在稻田边的我惊讶不已，
拍手鼓掌。
“老太婆，太晚啦，快回

家休息吧。”老伴打断了我的
思绪。“咕咕咕”“呱呱呱”，
青蛙们扯开大嗓门，仿佛在
“欢送”。它们不闻不顾，勇往
直前，在这都市的静夜里直
抒胸臆。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
儿敢作声？其实，我们人类何
尝不是一只只青蛙，在人生旅
途上跋涉，传唱着一支代代相
传的丰收歌，企盼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于是，我回到家里，
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在电脑
上敲下了这些文字。然后，枕
着蛙声入眠，感到从未有过的
踏实和舒坦。

王生华

缅怀母亲

8月 30日，是个难以忘怀
的日子。母亲就是在两年前的
这个日子去世的，走完了她 99
年的人生旅途。

母亲的前半生是受尽苦难
的，说她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
也不为过。一生生养了 9个孩
子，顺利长大的只有 6个。在
那个年代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
饭穿衣问题就实属不易了，艰
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值得庆
幸的是，后半生母亲苦尽甘来，
子孙满堂，儿孙孝顺，其乐融
融。

母亲擅长做鞋绣花，她这
一生做的鞋，用不计其数来说
是毫不夸张的。母亲八十几岁
还在为孩子们一针一线做棉鞋，

我的那双棉鞋一直舍不得穿，
至今放在鞋柜的显眼位置。看
到鞋我就想起母亲戴着老花眼
镜，白天坐在大门口做鞋，夜
晚还要挑灯夜战的场景。这不
仅仅是一双双鞋，更承载了对
子女们的无限深情和挚爱。
母亲的拿手好戏还有做饭，

只要吃过她做的菜肴，无不交
口称赞。印象最深的是她 93岁
那年，我带了温州的客户去了
母亲那里，母亲非要亲自下厨，
在短时间内烹饪出了一大桌菜，
冷盆热炒、蒸菜砂锅，荤素搭
配的常州家常菜应有尽有。用
餐时客户直呼好吃，连连称赞
老太太不简单。
母亲是个平凡之人，更是勤

俭持家之人，让一个八口之家，
靠着她做纺织工人和父亲做皮
匠的微薄收入，渡过了各种难
关。尤其是在上世纪 60年代初，
家人们还处在吃不饱穿不暖之
际，母亲作出了最英明的决
定———勒紧裤腰带买房子。当时
父母硬着头皮砸锅卖铁买下了
三间房，加上老房子一共有四间
房子了，儿子每人一间，有前有
后，独门独户，这解决了若干年
后儿子们结婚最大的难题———
窝。现在回想起来，可见母亲是
何等英明！

说不完的点点滴滴，聊不
完的桩桩件件，写不完的母子
情深……我将永远怀念您，母
亲。

□ 礼嘉镇坂上老干部支部 庄志萍

近年来，位于礼嘉镇东北
的何墅村深耕“幸福墅”党建
品牌建设，因地制宜，聚焦乡
村治理，持续抓好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和老村庄整治提升，乡
村振兴工作交出靓丽答卷。
2023年，何墅村荣获“江苏省
特色田园乡村”称号，获评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评选。

走进何墅村，河水清澈，
树木葱茏，生态美、环境靓，一
派江南水乡田园风光。为了建
设美丽新农村，何墅村进行了
积极探索：以道路硬化、绿化，
河道整治等为重点，加强生态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久抓好
村域环境整治，着力解决农村
环境“脏乱差”问题,不断提升
乡村“颜值”；保留五桥遗址、
百年榉树、何氏宗祠等历史文
化遗产，展现独特的历史文化
和景观风貌。

如果说干净整洁、一步
一景的美丽村容是乡村振兴
的“面子”，那么，村民持续
提升的幸福指数就是乡村振
兴的“里子”。建设和美乡
村，既要顾“面子”，还要重
“里子”。

柏油路绵延向前，76 栋
三层小洋楼朝南而立，内有电
梯、中央空调、地暖。2022年，
何墅村按照“自愿自主、一户
一宅、建新拆旧”的原则，率先
试点宅改自建区项目。现在，
村民住进新房子，过上新生
活。而在小楼的不远处，田间

地垄阡陌纵横，蔬菜长势喜
人。2023年年末，76户村民认
领了何墅村“幸福墅”小菜园。

考虑到村域面积较大，老
年人居住比较分散，何墅村还
开设了老年助餐中心，每天中
午烧好饭菜，由村里的志愿者
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送上门，
保证每个老年人都吃上热乎
饭菜。宣巷头小组 90多岁的
宣伯贤、史玉近夫妇从志愿者
手中接过热腾腾的饭菜，满意
地说：“想不到坐在家里还有
人给我们送饭吃，真幸福！”

今年，何墅村党总支将自
建区党建公园建设作为本年
度先锋书记项目。为了解决自
建区文化氛围不足、休闲场所
不够的现实问题，何墅村在自
建区西侧幸福河道及小菜园
周围进行党建红色文化建设，
将“幸福墅”党建品牌融入各
个角落。党建公园建成后，将
为何墅村的党员群众新增一
个学习、休闲的好去处。

何墅村的变化，是共建共
治共享理念的实践成果，是学
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的生动
写照。在这里，乡村演绎美丽嬗
变，百姓生活安居乐业……一
幅景新、村美、人和的和美乡村
新画卷正尽情地铺展开来。

《入秋》钱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