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潮涌动大美新疆 □ 马乾

神州处处

一

春日，在退牧还草、移民搬迁的哈萨克村庄，春潮在
澎湃。

新芽吐绿的林木，沐着暖阳。人们跳起黑走马（一种
哈萨克族舞蹈），一字排开在人口繁密的巷边院旁。

才放下牛鞭、褪去疲惫的牧人，从容地操起匠人的剪
刀，修葺着杨柳的枝枝丫丫。焕发新颜的生命，茁壮挺
拔。迎风舒展的身躯，奏响了新时代乡村振兴路上奋进的
凯歌。

粪土覆墒的新田，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一年之计的
春之希望。

刚挤过驼奶、布满老茧的双手，取一株鲜活的幼苗，植
进那芬芳的泥土。喷灌里飞扬的水花，欢唱着情歌。阳光
下的霓虹，折射出“两个一百年”征途上，万千追梦人额头
晶莹的汗珠。

二

春日，在平整新墒、接连天际的瓜地、棉田，春播正
农忙。

北斗导航的无人播种机，正隆隆地欢唱。现代化的铁
牛，挥动它灵活的臂膀，有条不紊地播种下秧。它铿锵而
高蹈的步伐，酣畅淋漓地诉说着，现代科技的骄傲。

一把把种子，庄严地撒下。一串串生命，悄声地孕
育。柔软而纤细绵长的滴管，像千丝万缕、纵横交织的血
脉，源源不断地输送生命的营养。透亮而薄如蝉翼的地
膜，像娇嫩的肌肤，把春日的暖阳，深情地蓄上。

一行行棉埂，一垄垄瓜地，在和煦的阳光下，熠熠生
辉。像大自然纵横豪迈的肌理，讲述着大美新疆春天里的
故事。

看淡不看破 □ 石兵

世象杂谈

这世上的事，看破了容易，看淡了比较难。
看破了，也便是放手了放松了放弃了，一拍两散一了

百了，看似洒脱从容，实则畏难逃避。看破的理由极多，每
个人都能找出十个八个，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看淡之后几
乎无人会去寻找理由，因为看淡者自己清楚，理由只是自
欺欺人，判断与选择才是重中之重。

看淡一件事，是了解事物的本质之后依然认真对待，
是了解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看淡之后，内心不再燥
热，行为不再鲁莽，不再操之过急，不再强取豪夺，而是依

顺着事物的自然规律，恪守道义公德，笃信水到渠成，所谓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谓君子坦
荡德厚流光，便是看淡名利，守住初心，便是淡泊明志，宁
静致远。

看破不说破，是自保之道，看淡不冷淡，是自助之行。
这世上的聪明人极多，但能获取大成功者却屈指可数，究
其原因，便在于人看事的立场与做事的态度不同。

人生在世每天要做的事，无非便是思想与行动。思想在
前行动在后，人便不会像无头苍蝇四处乱撞。看破者以思想

的名义阻断了行动，看似遗世独立矫矫不群，实则是假清高
真虚伪，看淡者以包容的思想指引着行动，看似不显山不露
水，实则随物赋形藏着大志趣真性情。两者优劣，一目了然。

淡看名利，不计得失，坦然自若，力学笃行，一个人才
能守住初心不失落，才能行稳致远不迷乱，才能自在从容
不操切，人生的长长短短才能沉淀成醇厚馥郁的一杯酒，
吟咏出唇齿生香的一首诗。

看淡世事，笑对人生，清零芫杂，生命常新，万事万物
始终充满着希望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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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之美

口颐之福

□ 钱续坤

在我生活的皖西南地区，清明前
后，一种由艾蒿和糯米粉揉搓并蒸熟而
成的美食——青团，肯定会闪亮登场。
姑且不说那香糯柔软、芳香浓郁的美
味，早已诱惑得灶台边的顽童们垂涎三
尺，即使在此刻，恋乡的我还是喜欢闭
上眼睛，然后放飞想象的翅膀，欣赏在
母亲掀开锅盖的瞬间，那些水灵灵、碧
绿绿的青团，在蒸笼里像一块块翡翠玉
石，那么玲珑剔透，那么美不胜收。

青团的美，首先来自原生态的食
材。艾与蒿如同春天里出生的孪生姊
妹，她们在春风里相约从泥土中钻出
来，在春雨的滋润下渐渐长出三五片嫩
叶，此时无论从形态上还是从颜色上
看，她们都相差无几，最明显的区别在
于气味：艾草奇香浓郁，蒿叶则是清香
扑鼻。由于制作青团离不开这两种食
材，所以采摘时不用细加分辨，一股脑
儿将她们放置竹篮之中，就像是把整个
春天都拎回了家。当然，在回家之前还
得在池塘中或溪水里，赶紧将刚刚采撷
的艾蒿清洗干净，否则时间过长，鲜嫩
的艾蒿便会蔫萎下去，过滤的汁水自然
大打折扣，这直接决定了青团的口感。

接下来的工作大多由母亲来完成。

灶底生旺火，待锅中水沸，把洗净的艾蒿
全部倒进去，两三分钟后快速捞出，放到
砧板上细细地切碎，再用葛布慢慢地滤
出青绿的草汁来。我曾经偷偷地用筷子
蘸过草汁舔舐过，那味道是苦中有甜，涩
中带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雪白的糯米粉是提前磨好的，将
草汁加水按照一定比例兑入其中，反
复揉搓过后，一个半圆形的翠绿糯米
团就“粉墨登场”了。不像面粉需要一
定的时间进行发酵，用糯米粉制作的
青团可立马进入下一环节，母亲将大
糯米团切成孩童拳头一般的小块，再
把小团捏成扁扁的圆心，中间放入豆
沙、咸菜、腊肉、菜头、萝卜干等馅料，
青团的雏形便“显山露水”了。

最后的工序就是蒸煮，也就是十
来分钟的时间，揭锅的那一瞬间，湿润
田野中最馥郁的那一缕草木香沁人心
脾，仿佛不经意间揭开了整个春天。
至今我才透悟：青团之美，不仅美在食
材，还美在这不厌其烦的制作过程。

青团之美，最后通过味蕾的满足得
以完满。刚出锅的青团，绿莹莹、油亮
亮、软乎乎，捧一个在手心，那香气直钻
鼻孔。迫不及待咬下一口，香糯柔软，味

道浓郁，顿觉齿颊生津，只想大快朵颐。
青团还具有韧性，咬住一小口表皮向后
慢慢拉，并不容易扯断，这与享受腊月里
吃灶糖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在吃青团
时还应注意要趁热品尝，以保证它最美
味的状态；从顶上入口，否则馅料会顺势
从两侧溢了出来；不可贪食，毕竟是由糯
米粉制作而成，不易消化。

当然，青团之美，还美在它的人文
底蕴。吃青团的习俗可追溯到两千多
年前的周朝，《周礼》记载：“仲春以木
铎循火禁于国中”，百姓息炊，“寒食三
日”。当时，北方老百姓吃的是事先准
备好的枣糕、麦饼等，南方则多为青
团、糯米糖藕等。明代《七修类槁》中
也说：“古人寒食采杨桐叶，染饭青色
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
乃此义也。”清代《清嘉录》对青团有更
为明确的解释：“市上卖青团熟藕，为
祀先之品，皆可冷食。”就连唐朝的白
居易也嗜好这一口，并留有诗云：“寒
食青团店，春低杨柳枝。酒香留客在，
莺语和人诗。”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
薰。青团只为春天而生，还不赶快与
我一道，到乡间吃青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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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事

“共享”邻居

百姓记事

□ 肖春荣

邻居吴大妈精明能干，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到我们这里，她便做起了小生意。吴大妈
儿媳生了孩子后，吴大妈专心照看孙子，等孙子上了初中，吴大妈又开始摆摊做生意。

吴大妈68岁那年，老伴不让她出门摆摊了，说自己身体不好，让吴大妈在家陪他。
前年，吴大妈老伴去世了，吴大妈一个人生活，觉得无聊，又想做小买卖了。这天我刚

下班，她就跑我家来，让我帮她写一则广告，批发价零售调味品。
吴大妈说，她娘家侄子做调味品批发生意，专门给大超市供货，质量有保障，价格也便

宜，她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做点小买卖生活得也充实。
吴大妈住一楼，带个小院，她把小院打造成了“小卖铺”，谁需要就进院来买。
别看吴大妈77岁了，做生意紧跟时代步伐，可现金支付也可二维码付款，二维码是借

用她儿子名下的。吴大妈说，儿子只是代收，回家时都得如数奉还。
吴大妈的“小卖铺”物美价廉，广告一张贴出去，还真有不少邻居捧场。
不久大家发现，吴大妈卖这些调味品一毛钱也不赚，全部按进价卖。
我问吴大妈：“没利的事儿，图啥呀？”“图人来人往啊，我不愿跟儿子一起住，婆媳之间

还是保持一定距离为好。我愿意自己一个人住，儿子工作忙，不能每天都回家陪我，邻居
来我这里买东西扫我儿子的码，他收到钱了便知道我好着呢。年龄大了，真怕自己哪天突
然病了，给儿子打电话都打不了，所以呀，还得搞好邻里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嘛。”

我听完后，很是感动，把家里的好几箱书籍送给吴大妈，让她在广告牌上添加上“图书
共享”，谁愿意看便借给谁看。大家见我如此，都把家里不经常用的物件“断舍离”到吴大
妈家了，有需要时，再从吴大妈家的“共享”堆里翻找出来免费使用。

现在，吴大妈家的“共享”小院闻名小区，吴大妈家人来人往，每天都不断人儿，有人是
来买东西，有人是来借“共享”物品，来的次数多了，大家都和吴大妈熟络起来，吴大妈有什
么活儿，遇到了便搭把手儿。吴大妈成了小区的最美大妈，深受大家尊重和爱戴，这或许
是她这辈子做过“利润”最大的“生意”吧。

大山春韵。 汤青 摄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县以移民后扶项目为载体，大力推进移民安置村美丽家园建设，
抓好移民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改善移民村生产生活条件。图为水库移民安置村——吉安
县敖城镇毓芳村移民家园美如画。 洪胜智 摄

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是栽秧的季节。在重庆万盛的苗
家山寨里，凡栽秧的苗族人家，大都要置办栽秧酒，以款待前
来帮忙的客人。

俗话说：“栽秧的酒，打谷的饭。”苗家人对栽秧酒十分讲
究，所置办的栽秧酒与汉族有所不同，汉族栽秧一天只吃三
餐，而苗家栽秧一天却要吃五餐。

栽秧的前一天，男主人负责买回新鲜猪肉，磨出豆腐；女
主人则在厨房里忙得打转，蒸糯米做糍粑。待一切准备好后，
则把腊肉、鸡蛋、花生、咂酒等端到院子里，面朝大山烧纸、烧
香。意思是祈福老天爷风调雨顺，保佑全年五谷丰登。

栽秧这天，凡已出嫁的苗家女儿，几乎都要回娘家帮厨，
外出的男子则赶回家给自家或邻居们栽秧。待天刚蒙蒙亮
时，这些精壮的劳力挑着竹筐就奔赴秧田里扯秧苗。

人们步入水田里，走到绿油油的秧苗前，先小心地试探水
的深浅，土壤的松软度，接着试拔，不能损伤了秧苗的根，把握
好基本的力度后，就开始快速地拔苗。拔出的苗满一大把时
便在水田里将泥浆洗去，用栽秧草将成把的秧苗小心捆扎好，
再抛到身后。大家一个个都暗地里较劲，看谁拔得快，谁拔得
好，谁捆得好。听说，如果能将一把秧苗齐齐整整地捆好，不
伤秧苗的茎，捆好的成把的秧苗往田里随处一扔，绝不会散，
这才是高手。

待扯到一挑（大约 120个）后，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拔好的
一部分秧整整齐齐地码在箩筐里，挑到离水田最近的地方，然
后回主人家吃早饭。按汉族的常规，一般早餐是不饮酒的。
但苗家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早餐不喝酒，栽秧冷得抖。”
所以，酒是必须喝的。当然，不能喝过量，以免影响插秧。

早饭后，大家吆喝着便开始栽秧了。栽秧前，先由栽秧高
手到田里“搭秧头”开秧门，其余人则跟着他各显技艺，各尽其

能，你追我赶，互争先后。待每人一挑栽完后，大伙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便上田坎来“打
幺台”，汉族的说法叫歇气。这里的“歇气”并非纯碎的坐下来休息，而是让辛苦的人们吃
点东西。主家不论贫富贵贱，都要煮东西给帮忙的人吃。稍穷些的人家煮汤圆，若家庭较
富裕的，则煮鸡蛋或鸭蛋，然后送到田坎边。大家一边吃喝一边说笑，议论谁栽得快栽得
好。当然，这毕竟不是正餐，只是充饥而已。吃完后稍作休息又继续扯秧子去栽，待第二
挑栽完后才回家吃午饭。

午饭时，一般都是满满几大桌，划拳斗酒的、比赛吃饭的，那个热闹劲能把堂屋的屋
顶掀翻。热情的女主人会站在某个庄稼汉的后面，冷不丁扣上一碗饭到对方的碗里。
惹得对方一阵唏嘘，而笑容又在脸上漾开了来。正餐十分丰盛，可以说是真正的“九盘
十二碗”。

在接着忙完一下午后，就迎来了苗家栽秧酒最富情趣、最丰盛的晚餐。桌上摆满了富
有苗家特色的各式菜肴，有晕有素，什么腊猪蹄、腊香肠、腊排骨、蒸肉、扣肉、连肉、蹄髈等
等，只愁桌子小了。饮的酒也是苗家人自酿的咂酒。客人入席后，主人双手捧着盛满咂酒
的大土碗，推杯换盏，你言我语，借着酒劲，吟一段酒令，说上一段四言八句，如：“大田栽秧
行对行，中间留个鲤鱼塘。情哥过路好洗澡，情妹过路好歇凉”之类，意在劝客人喝酒。劝
酒要劝到对方喝醉方肯罢休，以体现客人的殷勤大方。

如果有幸能在苗家栽秧酒的醇美中，品一缕民风，赏一段岁月，耕一处风景，那绝对是
一件幸事儿。

清明

从杜牧笔底的墨色里
年年走出一场雨水
打湿深深的缅怀

从四月故乡的凝眸里
岁岁盛开一片杏花
诉说淡淡的思念

一檐滴雨淅淅沥沥
叩醒村庄沉睡的往事
清风习习，杨柳依依
擦不干鸟鸣的啼泣

族谱，翻出泛黄的时光
在古老的宗祠里
思绪被一炷香袅袅的贯穿

一些刻上墓碑的名字
成为一个个复苏的蚂蚁
爬上心头，爬进梦乡
轻轻一咬
痛得清明的泪痕
蔓延成一个湿漉漉的节气

□ 柏秀娟

因为懂得你的忧
因为知道你的盼
每一次监测 我都冲锋在前
每一个样品 我都反复检验
每一组数据 我都彻夜无眠

农田里抽样
把春夏秋冬扛在肩
市场上监管
把日月星辰放一边
试验中比对
把病虫草鼠细钻研

为了舌尖安全
为了生态安全
我们付出心血
我们乐于奉献
我们是忠诚的药检卫士
踔厉奋发 砥砺争先

药检卫士
（歌词）

□ 吕运涛

在陕西地市级城市里头，汉中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名
字，自古就有“汉家发祥地，三秦聚宝盆”美称。加之奔流
不息的汉江源头水穿流而过，山川秀丽，汉中因此成为大
西北西南部一个历史悠久、名副其实的茶叶之乡。

史料记载，汉中地区植茶萌发于秦汉，属于古巴蜀茶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她北依秦岭、南垣巴山，茶区生
态优越，具有“纬度高、海拔高、云雾几率高、土壤锌硒含量
高”的自然地理优势，使汉中茶叶声名远扬。明朝剧作家
汤显祖在《茶马》诗中吟道：“绣衣来汉中，烘作相追随。”可
见汉中当时为“茶马交易”的重镇。

年年岁岁春相似，岁岁年年茶不同。每逢清明前后，
不断有人询问我：汉中仙毫茶怎样?并且约我一同去访茶

论道。我去过汉中数次了，对那里的茶叶了如指掌。汉中
仙毫茶是“绿茶珍品”，确为大汉一叶，乃为陕茶中的代表
品牌之一。不经一番风霜苦，难得仙毫绽芳香。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汉中市把茶叶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绿色
产业之一，加大扶持培育力度。2007年，汉中市以申请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为契机，将“午子仙毫”“定军茗眉”

“宁强雀舌”3 个茶叶品牌整合为“汉中仙毫”一个品牌。
全市共认定247个“汉中仙毫”定点生产企业，195个“汉中
仙毫”定点经营企业，走上规范的产业化之路。汉中仙毫
茶的羽翼更加丰满。

若饮茶人用高透明的水晶玻璃杯冲泡，就会看到形似
松针耸立，汤色嫩黄清淡，香气栗香幽远，滋味鲜爽甘醇，叶

底黄绿匀整，确为匠心精制，达到了五星级茶叶品质；同时
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给人带来高品位的茶文化艺术享受。

嫩芽突显尖尖俏，“汉中仙毫”创奇迹。近年来，“汉中
仙毫”先后荣获第 31 届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绿茶类国际金
奖、“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2021年，汉中市茶园
总面积达 130 万亩。累计有近 90 万人口因茶脱贫致富。
走进“十四五”，茶叶开新局。汉中市在提升“汉中仙毫”品
牌价值的同时，又将“汉中炒青”“汉中毛尖”“汉中红”等茶
品有机统一起来，构建“公用品牌+企业品牌”模式，壮大
发展，造福茶乡人民。这正是：

陕茶发展看汉中，青山绿水出佳茗。
富含锌硒绿茶优，仙毫飘香天下传。

汉中仙毫飘香 □ 韩星海

灯下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