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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天，我常常想起童年时家门前那座爬满倭瓜秧的瓜
棚。瓜棚下有妈妈的许多“闲话（即故事）”，有姐姐们的课文，还
有一家人幽幽的梦香……

7岁那年的春天，随着父亲工作的调转，我家搬到了被称之
为第二故乡的荆家岗子屯。新家坐落于这个屯子的东南角，虽是
一所上了年纪的三间土坯房，但还结实周正。它的东面是大道，
西面是大队（村）的小学校。老屋的主人皆因这儿有学生的吵闹
和过往车辆的打搅，总觉得日子过得不消停，于是，弃老屋而搬
到屯子里的新居。可父亲不嫌弃，他说：“孟母择邻，最后就是学
堂旁住下来，这是难得的好地儿！”于是，我家花了200元钱买下
了这三间老房。

新家门前是一个撂荒多年的园子，足有一亩多地。父母觉得
可惜！于是，我们稍作安顿，便来了个全家总动员。妈
妈和姐姐们动手夹秫秸篱笆。父亲、哥哥起早贪黑地
挥动镐头，硬是把一块荒芜地收拾成了干干净净的
小园子。赶在谷雨的最后一天种上了苞米、土豆、黄
瓜、豆角和茄子。别说，经过一家人的精心侍弄，没过
几天这小园子便绿油油的一片了。

小院子里的生机给我们一家带来了不少的快
乐！可妈妈的心里还有件小事儿却一直疙瘩着。新家
的院子与小园子是由一条约一米左右高东西走向的
土墙隔着，而小园子这一边的南墙根儿还有一条两
米左右的板结的硬地儿，妈妈几次催父亲种点啥，
却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说：“都快到小满了，种什么都不赶
趟。再说这墙根儿也不通风，小苗出来也得被这墙烤死，今年
就不种了！”可是，妈妈总觉得这地儿闲着白瞎了。她说：“不
赶趟也得种！就是长出一片绿叶心也亮堂。”于是，哥哥便起
早用铁锹在距这墙根儿一段距离的地方接连翻了30多棵倭瓜
埯子。上足了粪，浇透了水，第二天晚饭后，妈妈便将刚刚萌
芽的倭瓜籽下了地。

妈妈为了跟父亲叫劲儿，每天晚饭后，她都领着姐姐们从学
校院里那口老井汲水浇灌这30多棵刚刚种下的倭瓜。别说这两
排倭瓜还真给妈妈长脸，没几天便拱破了土。

这倭瓜的苗芽刚钻出地面时很有意思。头一天傍晚，只见那
瓜苗躬着腰把地面拱得七裂八瓣的，第二天一早那乳白而晶莹
的瓜芽便呈“n”字型先拱出地面,趁人不注意的功夫，两片叶芽
便从土里挣脱出来，鹅黄色略带微绿，昂着头一个活生生的小

“丫”字。这瓜秧一天天地长大，不过二十几天的功夫，一根根食
指粗细略带毛毛刺儿的茎，便撑起一片片碧绿碧绿葵花叶般的
大叶子。没过几天，这倭瓜的叶子便使这黄土院墙失去了颜色，
郁郁葱葱地弥漫着一片绿色。

初夏时分，这倭瓜便长出了一根蔓子。最让人奇怪的是，这
瓜蔓子像是长了眼睛似的，向上长了不到二尺高便朝着园墙爬
了上去。哥哥好像看出了这倭瓜的“心思”，便找来10多棵茶碗
口粗的长木杆儿，一头搭在园子的墙头，一头搭在房檐上。纵向
搭完，又横向等距离搭些镐把粗的小细杆，这样小院儿上空便搭
起了一个网格状大架子。最初，我和姐姐们都不明白哥哥的用

意。可没过几天，这倭瓜蔓子比赛似地顺着大哥搭的架子向上
爬，一直爬到房顶，这时整个房前的小院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瓜
棚。

从此，这瓜棚便成了我和姐姐们的天地。姐姐们每天放学
后，先把院子扫净后再洒些水，放上饭桌，她们便和邻居家的同
学在这瓜棚下写作业。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就铺上草席在那儿睡
午觉。下小雨的时候，我和姐姐们还有那只小花狗及那只带着小
鸡崽的老母鸡，都齐聚在瓜棚下避雨。我们一边听着那天成的

“雨打芭蕉”，一边数着瓜棚上跳来跳去的蝈蝈。仰望瓜棚时，偶
尔还有豆大的雨滴从瓜叶落进嘴里，清凉凉、甜丝丝的！更多的
时候则是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妈妈身边听她讲那么多的“从前有
一个……”

到了农历六月，我家小园子弥漫着幽幽的绿色。而站在远处
向我家的小院儿望去，小院儿仿佛被绿色所包裹起来。若是细雨
濛濛的暑天，我家的小院儿又像是被淡淡的绿烟所笼罩着。雨后
天晴的时候，你再走近瓜棚，顺着瓜棚的角度向上看去，那硕大
的叶子有如女孩手里撑着的绿纱制成的伞，虽是一个挨着一个，
细细地看上去，还是有致地错落着，每片叶子都盛着一颗晶莹的
大露珠。再顺着瓜叶的缝隙看去，一朵朵淡黄色、绒嘟嘟的喇叭
花正热烈地开放着，有的探出了头，星星般地点缀着那弥漫的
绿。有的刚刚骨朵嘴儿，有的花期刚过，正默默地享受叶下的绿
荫和清凉。再仔细地瞧，有许多花儿的蒂下已结出一颗绿里透黄
的大珠子。哥哥告诉我，这朵花已开始结瓜纽儿了。

哥哥的话成了我日夜的期盼！期盼中，我们一次次从瓜棚下
走进了梦乡……

瓜棚下，我的第一个梦就是上学！
那年暑假快要结束的一个中午，我依旧以半张草席为床，在

瓜棚下席地而睡，矇眬中我做了一个几天来我最担心的梦。梦的
是开学那天三姐领着我去学校报名时，由于没有通过房校长的
入学考试，一着急便哇地一声哭了。哽哽咽咽的哭泣声惊醒了屋
里睡午觉的三姐，她从窗台跳出来把我叫醒。三姐问我梦到什么
了，我断断续续地说：“房校长考试我没答上，他不让我上学了！”
妈妈和姐姐们一听都乐了。到了开学的时候，还是三姐和小姐姐
一起领着我去报名上学。那天，房校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板着
脸问我的姓名、年龄，我一一回答。他又问：“你会数数吗？”我说：

“会。”接着他便让我数。我一口气数到了100，他才让我停了下

来。这时房校长的脸上便有了丝笑意，接着又问我：“你还会什
么？”我说：“我还会背诗和乘法口诀。”房校长便笑着对我说：“那
你先给我背两首古诗吧。”我一口气背完了《锄禾》《望庐山瀑布》
两首古诗，房校长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房校长又用怀疑的口气
问：“你还会背乘法口诀？”我说：“会。”于是，我又流利地把乘法
口诀从头至尾背了一遍。考试结束时，教导处办公室里一片喝彩
声，房校长便离开座位把我抱了起来。那时，我7岁不够入学的
年龄，可房校长还真的录取了我，上学的梦想得以成真。

初秋，我家的瓜棚又是一番情调儿。那弥漫着的绿叶着实是
因为经历了一夏的风雨变得老绿，仿佛比盛夏时期薄了许多。有
些叶子的边缘也变得枯黄，间或还点缀几个小虫儿咬出的洞，瓜
棚上缀满了大大小小二三十个橘黄色的倭瓜。躺在瓜棚下仰望

瓜棚，眼睛渐渐模糊起来，矇眬中那瓜棚仿佛是墨绿色苍穹，而
那一颗颗硕大的倭瓜也有若闪烁着的金黄色的星星。

大姐是我们那个屯儿的第一个中学生，放假回来她便在瓜
棚下以倭瓜为实例，给我和3个姐姐讲起了地理常识，她分别给
这满架的倭瓜按九大行星的顺序排列起了名字。还在晴朗的夜
晚，领着我和小姐姐在闪耀的群星里寻找北斗星、牛郎星和织女
星，之后便在瓜棚下给我们讲起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大姐讲完
故事后还对我和小姐姐说：“如果在10岁前，听父母的话，不撒
谎，在七月初七这天夜里，在倭瓜架下就能听到牛郎和织女在鹊
桥上会面时说话的声音。”说来也巧，大姐说这话的第三天，便是
七月初七。那天吃完晚饭后，我和小姐姐真的打算在我家的瓜棚
下听一听牛郎和织女会面时说话的声音，可不凑巧的是天还没
黑就下起了雨。虽然听不成，可大姐却鼓励我俩说：“只要你们是
一个诚实的孩子，明年的七月初七你们还可以再听。”长大后，我
才理解了姐姐们用意：瓜棚下那个美丽的传说和深刻的做人道
理。

转眼便是中秋，瓜的叶子已消退了盛夏时的葱绿，可瓜棚下
那一个个倭瓜却炫耀在空中，应该说这满架的倭瓜是妈妈心中
的最大得意。因而，那年的中秋节妈妈准备的特别起劲，那也是
全家人记忆中最快乐和最难忘的一次中秋节！

那天赏月是在瓜棚下进行的。哥哥事先把瓜棚下的小院收
拾得干干净净，月亮圆了，哥哥便在院子的中央放一张饭桌。桌
上放着一个切开的西瓜和两盘妈妈做的月饼。我们一家人团团
围坐在一起，赏月开始时父亲说：“今天是八月节，月圆人全。赏

月时，你们兄弟姐妹都要背诵一首我平日里教的古诗词，最好要
有‘月亮’二字，背不下来的要唱首歌。最后，再说说你们长大了
都想做什么？然后才能吃西瓜分月饼。”开头的是大哥，他背
诵了那首他最喜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惯看秋月春风。”
依次是大姐、二姐。二姐背诵完毕。该是三姐的了，可三姐半
天没接上茬，父亲笑着说：“淑兰嗓子好是想为大家唱支歌
吧！”三姐随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清了一下嗓子便唱起“太
阳出来照四方……”。最后一个是我，大哥说：“让老弟给大家
背两首。”于是，我想起了“窗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背诵完毕，全家人都为我鼓掌！
那天赏月，一直到云彩遮住了月亮才结束。一家人都十分畅

快，我们姐弟5人都各自说出了心中的向往，我对未来虽还懵
懂，可哥哥却为我也做了畅想。今天看来那年的中秋节，瓜棚下
赏的是月，一家人说的却都是梦想。今天说来，我的3个姐姐在
校读书时都是品学兼优，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影响，虽没有实
现她们的梦想，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她们深深地埋下了梦想的
种子，而她们的梦想之花都在她们的儿女身上得以绽放。

梦想，无疑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期盼！虽说童年的梦有些稚
嫩，可她仿佛像春天妈妈手里那枚刚刚萌了芽的种子，虽是白嫩
的芽尖儿，然而也正是有了这芽尖儿，才让它得以生根，长出绿
叶，绽放花朵，结出丰满的果实……

情满神州绽春怀，
谋篇定策“两会”开。
不忘初心筹社稷，
牢记使命众拾柴。
铲除腐恶休犹豫，
再破坚危莫徘徊。
众志成城中国梦，
扬帆稳舵向未来。

当春风掀开绿色的画卷，
当百花绽放艳丽的容颜，
五月——
踏着时代的鼓点，
带着春天的问候，
深情接受岁月的礼赞。

五月，是劳动者的节诞，
书写着劳动光荣的诗篇。
工地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
农民放歌在希望的田野上。
勤劳得秋实，智慧攀峰巅，
中国制造辟新天。

五月，是青年的节诞，
沸腾着“五四”热血宣言。

豪情点燃强国之梦幽幽，
志向表达报国之心拳拳。
相约春光里，携手新征程，
朝气蓬勃英姿展。

五月，是母亲的节诞，
拨动着感恩母亲的心弦。
无私母爱给了儿女生命，
一副柔肩扛起养育重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天下母亲超圣贤。

五月，是护士的节诞，
闪耀着天使的神圣光环。
救死扶伤的南丁格尔精神，
护佑生命的崇高职责当担。
洁白的衣帽，轻盈的脚步，
赤诚心灵日月间。

当春风掀开绿色的画卷，
当百花绽放艳丽的容颜，
五月——
刻下记忆的日子，
留住故事的片段，
永远接受岁月的礼赞！

五月礼赞
□王桂林

七律

学习“两会”精神
□乔世海

瓜 棚 绿 梦 香
□周云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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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摄 孙大娘是小镇上的一个裁缝，女儿

小梅在外面上大学。这天接到小梅电
话，说：“妈，我衣服破了，鞋子也破了，
连被子也绽开线了，难看死了，可我又不
会缝补，妈，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

孙大娘听了女儿的话，灵机一动，不
如关了半死不活的裁缝店，到女儿上大学
的城市去打点零工，做点缝缝补补的活，
还能和女儿厮守在一起。说走就走，孙大
娘简单收拾一下，坐上了长途汽车。

孙大娘正摇摇晃晃昏昏欲睡，忽然有
人大叫：“抢劫、抢劫，把钱统统掏出来！”

孙大娘给这一吓魂都没了，只见两个
坏家伙，一个逼住司机，另一个开始挨个
搜过来，两个家伙手里都有刀！

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没有人敢反抗，
个个哭丧着脸把钱掏出来，歹徒结实得像
头熊，还拿着刀，反抗
很可能带来血光之
灾。

歹徒来到孙大娘
身边，吼道：“老东西，
快把包打开！”

孙大娘哆嗦着打
开包裹，里面只有一
些杂物和一个馒头，
这是她预备路上吃的
干粮。孙大娘声音都
颤抖了，说：“我我没
钱，真的没钱。”

狗熊歹徒嘴里骂了一声，他也看出
这个老太婆没钱，可又不甘心放空，
正好肚子饿了，便一把抓过馒头，
骂声：“晦气！”然后狠狠一口咬了
下去。

电光火石间，狗熊身边的乘
客清清楚楚听到他嘴里发出轻
微的一声响──“哧”，然后一件
天大的怪事发生了：狗熊扔了刀，
跪倒在地，口冒鲜血，厉声狂吼起
来──“啊”！

这家伙把大伙吓得不知所措！突
然有人反应过来，大叫一声：“打啊！”

一枝动百枝摇，众人—拥而上，掀翻
了那个逼住司机的歹徒。那家伙自从同伴
狗熊突发意外，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早
就吓傻了。这边大伙再轻而易举地制服住
狗熊，实际上狗熊一直在惨叫，半分还手
能力也没有。

在这期间，孙大娘一直簌簌发抖，完
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警察铐住两个家伙并送到医院，
医生从狗熊嘴里取出一根绣花针，孙大娘
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早上孙大娘在把东西收拾好
后，忽然想起忘了带绣花针，缝补衣服必
须用小号的绣花针，她当时也没有多想，
便顺手把针深深插进了馒头里。孙大娘做
裁缝多年，一直有个乱插针的坏习惯。想
不到这根针一下子刺穿了狗熊的上颚和
舌头，可吓死人了。

小号针是缝补衣服的，那用来缝补鞋
子被子的大号针呢？孙大娘明明记得带着
的，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放哪了，唉，年纪大
了，记性越来越差了。

终于到了女儿的城市，孙大娘没有告
诉女儿她要来，反正开学时送女儿来过，
大学在哪儿她记得。

此时天色已晚，孙大娘背着包正慢慢
走着，背后突然响起摩托车的马达声，
声音由远而近，只一愣神的工夫便到了
身后，好像近在毫厘。

孙大娘本能地一惊，忍不住要回头
看一下，可是来不及了，马达声“呼”

的一下紧贴过来，背上的包裹带子随即
被人突然大力—拽，一下子拽脱了，然
后摩托车加大马力，呼啸着擦肩而过！

孙大娘再次吓得魂飞魄散，不好，
遇上飞车党了！

她正要叫，怪事再次发生了。
那坐在摩托车后座拽包的家伙突然

狂喊乱叫起来，在车上直蹦，又狂甩右
手，就好像给烧红的烙铁烫了一样，叫
声要多凄惨便多凄惨。他挣扎的幅度太大
了，叫声太吓人了，心慌意乱的车手一个
走神，车头喝醉了酒一样急剧乱晃，“咣”
的一声，狠狠撞上了一棵大树……

当警察闻讯赶来时，两个家伙已是
奄奄一息，然后在医院里，医生用了好
大的劲，才从拽包的歹徒手掌心──拔
出一根大号钢针。

又是钢针！
孙大娘一拍脑

袋，想起来了，在
动身前她把大号钢
针顺手插在包裹背
带上了，难怪一直
找不着哩，想不到
正好被拽包的飞车
党一把死死握在手
心。

当小梅接到警
察通知，赶到派出所时，可怜的女儿早
已吓得半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眼瞅见妈好好的，只不过—脸梦幻

的样子。
妈是吓着了吧？小梅心疼坏

了，忙上前安慰，却见妈眼神异
样地摇摇头，说：“小梅，你看
这是不是真的？”

小梅看到妈从一路屡受打
击的包裹里，掏出两沓子钱。

孙大娘梦呓似地说道：“这
钱是两家派出所给的赏金，因为

据他们说，我帮他们抓住了两伙悬
赏已久的坏蛋。女儿，咱的学费、生

活费有了，是不是？妈不会又在做梦
吧？”

小梅一把搂住妈痛哭起来，想不到
小小的两根针竟一路无敌，不，慈母无
敌！

作为白城中心医院呼吸内分泌科的
护士，我接触到的患者有很多，但我发现
真正治愈疾病的，除了药物，还有一样东
西——爱！

有一位已经出院的老大爷曾给我打
电话说：“非常感谢你的包容和理解，可
以做我的倾听者，让我有地方
吐露心声，看到你们，就像看到
自己的孩子一样。”其实这位大
爷刚入科室的时候脾气特别火
爆，属于沾火就着的性格，有时
莫名其妙就发火。

每天静点前，我都与患者
核对姓名，到他的病床前，他总
会不耐烦地说：“一天问了好几
次我的名，咋地，还记不住啊？”
而无论他怎么样，每次我都是
微笑着说：“这是对您老用药的
安全保证，也是对我们的工作
负责。”可是大爷根本不理会我
说的话。

为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
用我的真心换回他的耐心，让
他配合我的工作。

几天接触下来，我发现这
位大爷总是一个人出入病房，
经常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眺望，
没有陪护，经常自己打饭、打
水。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与
大爷沟通的突破口，在他静点
液体时，我加强了巡视，争取在
恰当的时间给予他最及时的帮助。

我一看见大爷去打水，就马上主动
上前帮他提壶，看见大爷扶墙而走，我
马上快步上前去搀扶他。几天下来，虽
然他依旧板着面孔，但已经不再对我大
喊大叫了。我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大爷
也慢慢地接受了我，并和我有了沟通和
交流。

有一天，当我给大爷进行处置时，他

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老人说:“你
刚才说话的样子可真像我闺女，哎！”听
到这句话，我呆呆的怔住几秒钟，莫名的
心酸涌上心头，我就问:“大爷，您是想闺
女了吧？”老人说:“能不想吗？她一个人
嫁到了南方，一年也回不来一次……”接

下来大爷和我讲了很多关于
他闺女的事儿，每次我都默
默地认真听完，看到他红了
眼眶，我也湿了脸颊。

通过和大爷一次又一次
的深入交流，我知道老人一
个人住在养老院，女儿大学
毕业后选择在南方安家。如
今，老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
好，经不得长途旅行，想看闺
女只能通过手机小小的屏
幕，一解牵挂。

了解了老人的心事后，
我和大爷处得更贴心了，有
时还跟他开开玩笑。我深知
老人思女心切，便想方设法
和他女儿取得了联系。当老
人康复出院的时候，是她的
女儿亲自来接他回家。当时
的场景，大爷高兴的老泪纵
横。

老人已出院很久了，可
他还会经常打电话和我唠唠
家常。从最开始大爷的不配
合，到出院时大爷对我频频

竖起大拇指，我感受到一份来自职业的
荣光，也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都说护士是提灯女神，是白衣天使，
是给人间送来关爱的人，当对职业的爱
融入到日常一点一滴的工作中时，爱会
散发巨大的能量，照亮前方！

爱

由

心

生

爱

由

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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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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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慈 母 无 敌慈 母 无 敌
□王长军

刚刚插秧
母亲，比太阳起得还早
一缕斜风细雨
没有挡住母亲的勤劳
母亲，在水牛的身后
父亲，在她的前头
山村，就这样被母亲和父亲
早早地唤醒
炊烟曼妙成一首蓝天的歌

这是雨水刚好的五月
稻田里，母亲开始
又一个年度的分行
这一个夏季，母亲的作业
以及母亲的节日都在田里

刚刚插秧的五月
山村给了母亲一个最关键的节点

田埂上，过母亲节
给母亲在田埂上过母亲节
一两枚咸鸭蛋 一两张糖饼
一支康乃馨 一件新衬衫
都是我和她孙女从省城带回

山有山的情分
水有水的源头
母亲说，这个节日
是儿女的心思
我还轻手利脚
在田埂上过，实在
秋天的葡萄能甜
稻子会长得更好

五月，田埂上的母亲
□布日古德

往事如烟往事如烟

博客视野博客视野 小小说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