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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进这片充满活力的土
地上，公路绿化历经了漫长而
精彩的发展历程。从起初简单
稀疏的行道树，到今天的“一
路一景”，武进公路像一道道美
丽的彩虹，飞舞在这片锦绣大
地上。

上世纪 50年代初，曾经的
武进公路绿化是道窄绿缺、失
管荒芜。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
绿化品种单一，多以矮小的灌
木为主，经常是“春栽、夏荒、
秋枯、冬光”，绿化成效甚微。
上世纪 70年代，武进县专门成
立了绿化领导小组，设立了办
公室，各级领导把绿化工作提
到重要位置，发动群众大搞绿
化运动。结合农村林网化的要
求，所有道路逐步种植了树木，
绿化品种拓展到灌木和乔木相
结合。上世纪 80年代，全县公
路绿化已初具规模，基本实现
了绿树夹道、浓荫蔽日。上世
纪 90年代，全县公路绿化蓬勃
发展，经过多年努力，东西南
北四条干线公路形成百里林带，
犹如绿色长城，蔚为壮观。其
他县乡道路也都披上了绿色盛
装，武进连续多年被省里评为
绿化先进。进入新世纪，随着
公路建设进入快车道，带动了
公路绿化的全面提升，特色景
观提升工程在全区范围“开
花”，出现了“开门见绿、抬头
见花、转身即景、满城皆景”
的现象。穿行在绿树成荫、鲜
花簇拥的车行道，漫步于苍翠
碧绿、红花摇曳的景观路，细
细品味道路两旁的风景，你会
觉得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为配合“大美武进”建设，
近年来，武进又因地制宜规划
设计公路绿化方案，以洁化、
绿化、美化为抓手，打造“一
路一品”特色景观路，武进公

路的“颜值”一路飙升。先后
建成了樱花大道、月季大道、
海棠大道、玉兰大道、乌桕大
道等主题公路，呈现了“三季
看花、四季有景”的景观效果。

岁月交替，武进公路如一
条条神奇的彩带，在四季轮换
中呈现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
卷。春天，武进大道玉兰盛放，
满树繁花，如琼林霜袂；长虹
路樱花烂漫，落英缤纷，如云
似雪；武南路、环湖路、揽月
路的海棠绚丽，芬芳扑鼻；312
国道紫荆灿若锦绣，满园春色，
美不胜收。夏天，延政路、环
湖路的月季姹紫嫣红，张扬蓬
勃；长虹西路边的荷花亭亭玉
立，幽香清雅。秋天，延政西
路、蒋许线的紫薇色彩斑斓，
让人心旷神怡；青洋路、武进
大道、湖滨路的栾树，给人们
带来初秋的金黄色彩和阵阵凉
意；延政路、嘉新线的水杉树
体高大，林间渗透的丝丝光线，
仿佛将游人引入童话般的世界；
仁庄线的石竹五彩亮眼，充满
诗情画意。冬天，青洋路的乌
桕色彩更为丰富，如火如荼，
经久不凋；广电东路、长虹西
路的梅花云蒸霞蔚，暗香浮动，
让人流连忘返……美丽的武进
公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四季
不同的赏景体验，在路上感受
诗和远方。

展望未来，武进将继续致
力于公路绿化建设，不断创新
和完善绿化养护模式，让公路
成为连接自然与城乡的绿色纽
带，为人们带来更多的美好与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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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冰

小学时候，课间活动是最
期待的快乐时光，尤其是冬天
的课间，更是充满欢乐，在我的
脑海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

那时，乡下的冬天特别
冷，大地早早就被冰雪覆盖。
村前的小河和池塘冻得结结实
实，吃水得凿了冰块回家融
化。低矮的屋檐下，永远挂着
长长的凌凙（冰溜子），几乎
能碰到人的头。路上的行人少
了，村子里也只有在好天才能
见到几个老人在向阳的墙角晒
太阳。

尽管天冷，我们还得去上
学。我们的小学是一座破庙，
教室四面透风，好像一个冰
窖。北面的窗户没有玻璃，虽
然糊了纸，但经不住风吹雪
打，那凛冽的北风，仍从窟窿
和缝隙中肆虐地钻进来。一群
乡下孩子衣着单薄破烂，有的
穿的是哥哥姐姐的“馋皮头”
（旧衣服），破旧不堪。有的穿
的还是几年前的小衣裳，因个
子长高了，那短小的冬装便衣
不蔽体。而且，男孩没有棉
帽，女孩没有围巾，顶多足上
穿一双自家编的芦花靴筒。那
如刀似针的冷风直往衣裳里
钻，像是要刺入人的骨髓，身
子便不禁发抖，手上满是红肿
的紫血（冻疮），失去了知觉，
连铅笔也握不住，翻书就更加
笨拙。甚至感觉连舌头也冻僵
了，一说话，嘴里便冒出一团
白雾，念起书来不听使唤，呜
哩哇啦，含糊不清。有几个同
学，常常拖着总也擤不完的鼻
涕，咳嗽声更是一声连着一
声。有时候，雪花还会飘进教
室，落在身上、书本上，要不
停掸掉，一节课下来，地上会
积存一层厚厚的雪。

于是，下课钟声的响起，
便成了我们最盼望的时刻。因
为，下了课，我们就可以像麻

雀一样飞出教室，蹦蹦跳跳，
暖和暖和身子。学校没有操场
不能跑步，也没有任何体育器
材可以活动，但我们有办法。
女孩子玩的，一般是跳绳、踢
毽子，器具简单，不受场地限
制。我们男孩，玩的是具有男
子汉气概的游戏。这游戏参与
人多，激烈、刺激，瞬间就能
完成从严寒到酷热的转换。

斗鸡。此游戏二人成对
斗，也可若干人互斗，有时参
与人多，则可数十人混斗。方
法是单腿站立，另一条腿小腿
弯曲，抬起平行，一只手抓住
脚，单足蹦跳，与对方或冲
撞，或碾压，或拱顶。一方弯
曲抬起的腿松开落下或整个人
摔倒，则为落败。这个游戏，
比的不仅是体力、耐力，还有
巧劲。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同
学和我斗鸡，论体力我明显处
于下风，在他如飓风般地向我
袭来时，我向旁边敏捷地一
闪，他始料不及，因用力过
大，站立不住，直往前猛冲，
倒在了地上。他不服气地说：
“你偷奸耍滑，不是真英雄！”
我笑笑说：“我这叫兵不厌
诈，出奇制胜。”

克灰堆 （克，土语，压
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人
摞人，或者叫叠人塔。将一个
人或几个人扑倒，倒地的人如
不能爬起来，其它人便纷纷压
上去，一摞压着一摞，压在下
面的人哇哇叫，压在上面的人
哈哈笑，站在旁边围观的更是
声嘶力竭地叫喊、跺脚，比参
与的人还起劲。你完全不用担
心会出什么危险，灰堆底下的
一般是高年级的大孩子，而且
通常是块头大的，他们乐意做
垫底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彼
此默契得很。如底下的人无力
挣扎，压的人就赢了，很快一
个个就站起来了。如果底下的

人冲破重压，站了起来，压的
人便宣告失败，进入下一轮。
如此循环往复，乐此不疲，虽
然累得气喘吁吁，但寒意顿
消。

轧脂油渣。学校大门两
边，是轧脂油渣最好的地方。
我们靠墙站成一排，两边的
人使劲往里挤，一边用力，
一边嘶吼：“轧出来的呒老
嬷 （没老婆）！”中间的人如
果被挤出，就只能走到边上，
继续拼着命地往里挤。这个
被说“轧出来的呒老嬷”的
人，决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嘲
笑，更不甘心做一个呒老嬷
的人，因而愈加使出浑身力
气往里挤。因为两边力量悬
殊，人墙往往忽而往左，忽
而往右，犹如海浪拍岸，时
进时退，杂乱的吼叫声也随
着人墙的移动，一浪高过一
浪。在用力的过程中，由于
混乱不堪，有的鞋子踩丢了，
有的衣裳纽扣掉了，这倒没
什么，有的连裤子也褪下来
了。因为那时都是穿的绾裆
裤，束腰的是一根布条，一
使劲，布条绷断了，裤子也
就掉下来了。而有人里面连
裤衩也不穿，引得大家笑得
合不拢嘴，吓得那些女生赶
紧捂着眼晴跑开了。

这些活动虽然原始、粗
犷，但我们苦中不觉苦，苦中
有乐趣，在校园里留下一片笑
声。我们下课走出教室，一个
个不住地“筛糠”，冻得像根
冰棍。10 分钟后，却像刚从
火炉里出来的铁块，体内仿佛
有熔岩在流淌，全然没有了寒
冷的痕迹。

如今，孩子们穿着厚实的
羽绒服，教室里开着暖和的空
调，几乎没有挨冻的忧惧，但
也领悟不到斗鸡、克灰堆、轧
脂油渣的愉悦和幸福了。

课间乐

形如文笔钟灵秀，千载骚人奉为神。
每见紫光呈瑞兆，遥知甲第梦归真。
笔魂桂葆常州府，义气花明万里春。
梯转七层还远眺，运河夕照浪粼粼。

文笔塔

□ 赵军

一园八景入图谱，名冠东南数晋陵。
古刹鸣钟融日月，青峦映水洗萝藤。
蓬台文笔气凝紫，花径风桥香破塍。
莫怪游人看不足，此中文化最无朋。

红梅公园（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