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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儿管家乡叫作“老家”，老家的运河，就是流淌在白城
市境内的一条人工河，老家人习惯地称作“运河”。它兴建于
1958年大跃进年代，南北走向，全长87.46公里，蜿蜒流经十几
个乡镇，为周围数百公里内最大的一条运河。

老家的气候干燥，多风沙，少雨水，十年九旱，人们盼水心
切，望眼欲穿，开挖一条人工运河就显得非常必要。经过全县
（当时建制为白城县）人民两年多的苦战奋斗，终于建成蓄水。

迄今，60多个蹉跎岁月虽已过去，但老家的运河却一直驻留
在我的脑海，流淌在我的心底。这份缠绵亘久的情愫，总会引出
一段难忘的记忆，浮出一程尘路的往事。

记得老家运河开挖的那年，我刚好13岁，读小学四年级。那
年8月运河工程开工时，来自全县各中小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和机
关企事业乡镇的建设大军汇集在近百公里的施工线上。我们小学
生体单力薄，得两个人抬半篮子土，要6个人一组来推拉一辆木
制独轮车。几天下来，人就渐渐吃不消了，累得汗流满面，气喘
吁吁，浑身酸痛。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铲车、吊车、挖沟机，连
二八式拖拉机都少见，即或木制独轮车也是很有限的，全靠人挑
马拉，靠拼体力。在断断续续一年大多的挖河劳动日子里，已记
不清锹把磨破我多少掌心的血泡，扁担血印过我多少肩上的疤皮
了。如今每回首当年千军万马会战运河工程的壮阔画面，仍觉得
历历在目。每谈到老家的运河，总是怀有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
悦，为能亲身参加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河网水利工程建设，成为
老家运河的一名建设者、亲历者和见证者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老家的运河竣工不久，时任白城地委的一名副书记、当时的
运河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曾以运河为背景，创作了一部反映洮儿河
两岸人民改天换地英雄业绩的长篇小说《洮儿河飞浪》，一时广为
流传。据说，《洮儿河飞浪》不仅让老家人民改天换地精神传扬四

方，也使老家的运河小有名气，成了老家人民引以为豪的鲜亮名
片。记得运河竣工后，学校在学生中组织一次“爱我白城运河”
的主题征文活动，我写的散文《白城运河情思》获了奖，又经学
校推荐后，作品刊载在当年的一期《中国少年报》上。这是我有
生以来发表过的首个作品，也是我与老家运河不解情缘的开篇记
载。

老家的运河，通常情况下都是碧水汪汪、微波荡漾的，自然
而然地成了孩子们玩耍的一片天地。在那个物质匮乏和文化生活
枯燥的年代，老家的孩子们很难追逐到柳丝垂绿、芦花飘香、蝉
鸣欢喧，能有条运河这样可供玩耍的去处，就很觉心满意足了。
每逢盛夏时节，我们七八个半大小子常在河水里洗“野浴”，玩

“狗刨”，打水仗，追逐嬉戏，激起的一束束水柱，散开的一圈圈
涟漪，把串串的笑声洒向河里，飘向天际。玩腻了，就到河堤坡
上翻跟头、打地滚、摘野花。玩累了，便躺在岸边绿茸茸的草地
上，凝望着深远的蓝天，细数着朵朵白云，编织着梦幻，任凭蚊
虫叮咬，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无忧无虑。这些个珍藏着少年时
代的欢悦时光，叫人难以忘怀，以至于几十年来还不时在梦中浮
现。

老家的运河是多情的、可亲的，曾给老家人民带来可圈可点
的吉祥和福祉。它不仅解决了沿岸近千公顷农田的灌溉问题，成
为洮儿河灌区后备水源输水渠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防汛分洪排
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秋，白城遭受百年不遇的洪
水突袭，洮儿河水暴涨，以每秒百米速度向南冲来，就在洪水咆
哮肆虐，白城被淹险象迭起的紧急关头，运河分担了险情。镇西
段闸门打开后，洪水冲涌至铁岭段九孔桥洞，浪头跃过桥顶，如
脱缰的野马势不可当，危急时刻，最终用炸药炸开了运河所有的
河网闸门后，洪水才乖乖降服，“城下之围”方得以解除。这是老

家运河刚好40周岁时为老家人民立下的头等功，造就的大福祉。
老家人民对此挂记在心念念不忘，感恩在心，亲昵地唤作它为母
亲河、吉祥河。

老家的运河，虽然没有京杭大运河那样烟波浩渺，没有“引
滦入津”那样工程浩瀚，没有都江堰那样秀丽多姿，但它却是老
家的一道晶亮耀眼的景观，好似一条波光粼粼的绿色飘带萦绕在
城市的周围，优化着生态环境，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近些年来，
地方政府投资建成的运河带状公园、木质游船码头、跨河小桥、
人行梯道、楼亭阁榭、镭射路灯、砂石路面，与整个环城林果带
融为一体、交相辉映。清澈水面上的鸢尾、水葱、苇草等水生植
物摇曳生姿，神态各异。杨柳排阵，鸟语花香，蛙噪蝉鸣，渔翁
垂钓，小桥流水，蓝天白云，恰是一幅幅“丛林环碧水，游鱼戏
青波。爽风舒柳眼，枝头任鸟歌”的江南水乡独有的经典画面，
让人流连忘返，陶然欲醉，给老家的自然风光带来了道不尽的诗
情画意，成为老家人们休闲、旅游、怀旧的好去处。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怎能将你忘
怀。”每当李谷一《乡恋》这首满怀深情的歌声萦回在我的耳畔
时，仿佛这旋律和老家运河的潺潺流韵同交响，这曲调和胸中涌
动的缕缕情思共和鸣，而这旋律和曲调所表达的不正是我对老家
运河的一片眷恋不已的深情吗？

老 家 的 运 河老 家 的 运 河
□王桂林

当我
在北方的雪地写下你的名字
当我
在边关哨所思念着你的温情
当我
在飘扬的国旗下向你致敬
我的祖国 我亲爱的祖国
我已不知如何向你诉说
因为我的血与肉 我一切的一切
早就与你一脉相连
任谁 也不能分割
想你时满含热泪
唤你时声声无言
是的 我是如此痴恋着你
像春风痴恋着绿杨
像细雨洒过苍茫
纵使有再多的人问我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爱你 我的祖国
没有儿女情长 没有风花雪月
只有一个赤子的心声
因为他爱 爱这可爱的祖国
爱你壮美无垠
是那八百里衡越的山川
是我日夜守望的长城
爱你温婉多情
是那油纸伞掩映着江南荷花妖娆
也是那莽莽苍苍的草原和牛羊
爱你大河奔腾
是那黄河九曲
浊流婉转的奔流之美
是那长江浩荡
哺育着两岸儿女的恩泽之情
是的 我爱你我的祖国
拨散岁月的云雾
回望你千年的路
那灿烂悠远的文明如此美丽
那秦砖汉瓦的宫殿令人敬畏
古老的长城
像巨龙横卧 蜿蜒在群山之巅
守护在这片土地
几千年了
一代又一代儿女
为此自豪 为此骄傲
也曾历经磨难
遭遇强盗和禽兽
一个世纪留下的伤口
无数个年代里
依然血流不止
可你从不畏惧
是的 五千年沧海桑田
任岁月悠悠
任狂风暴雨
可你依然用坚实的脊梁撑起东方
纵使岁月多波澜
因为你的名字 叫中国
我用手掌抚过你万里江山
我想说
不论你是贫瘠还是富饶
我都爱你
爱你的生生不息
我骄傲 我的祖国
我骄傲你疆域辽阔
我骄傲你祥和宁静
我骄傲想你就会觉得温暖
我骄傲提笔写你
就是一段传奇 一首盛世的安康之歌

军旗
我给您敬礼
从小长在军营里
听着军号滴滴
看着飘扬的军旗
看着父辈在军旗下敬礼
学着父亲举起手来也给军旗敬礼
那时对军旗的概念没有理解上去
直到我参军走进军营
对建军节八一
对血染的军旗
有了深厚的情谊
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
感到骄傲自豪无比
一生中有了战友的称呼
感到相当牛气
虽然离开部队已经三十八载
但军魂已经铸就在军旗里
绿色铺满心底
八一 永远是我们的节日
敬礼祖国
敬礼军旗

花开民主富强间，
友善文明举世瞻。
常奏和谐筑梦曲，
自由平等朗尧天。
心随公正求同道，
法治庄严写大千。
诚信良知皆敬业，
痴情爱国寄鸿帆。

军旗，我给您敬礼
□马立群

七律·嵌字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永昌

写给祖国的诗
□王宝宝

情感氧吧情感氧吧

佳作浅评佳作浅评

奶奶的荞面条，记忆中的美味、
亲情的味道！

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奶奶煮的
荞面条，最爱欣赏的也是奶奶擀面条
的过程。

自家产的荞麦磨成粉，兑上白面
和一个鸡蛋，凉水和面，不停搅拌，
面团成型后，颜色并不好看，发灰发
暗，像掺了土一样。奶奶会把小盆扣
在面团上，搁置一会儿。那时我还

小，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以为奶奶
会变魔术，再掀开小盆的时候，案板
上就是面条了。在好奇心驱使下，我
用小手把盆沿掀开一条小缝，瞄上两
眼。只可惜那个“灰胖子”没有什么
变化。

长大后，才知道“扣盆儿”的过
程叫醒面。科学地说，醒面半个小
时，是让面团内的蛋白质有松弛和重
构的时间，面团中的蛋白质重新恢复
了应有的空间构形，得到了很好的舒
展，这样使面更加地筋道、柔软，口
感也更加的细腻和顺滑，用我们东北
话说“贼哏究”。

面团扣上盆以后，利用这个时
间，奶奶去准备面条的灵魂伴侣——

卤子。夏天通常是鸡蛋卤或者青菜
卤，而我最喜欢的是冬天时做的酸菜
卤。

大缸腌渍的酸菜，捞上来一棵，
去掉老帮和烂叶，只取中间一段，配
上半肥不瘦的年猪肉，剁成细细的臊
子，在奶奶的妙手下，在烟火气中，
很快就烹饪出一碗香喷喷的酸菜卤。
酸菜卤盛上来时，家人们往往发出啧
啧的赞叹声。经常是面条没有做好
呢，我已经偷偷地吃了半碗卤子了。

如今，一看到小品里说“卤子不
要钱”，就想起年幼的自己站在锅台
沿一口接一口吃卤子的画面。

终于等到奶奶掀开了“魔术师的
幕布”，“灰胖子”依然还是那个“灰

胖子”，既然它自己没什么变化，那
么就得奶奶上“刑具”了！只见奶奶
不慌不忙的把一人来高的大面板放在
炕上，擦拭干净，把面团放在上面，
用擀面杖向四周用力的碾压，一点点
的面团就擀成一张薄薄的大面饼，奶
奶又将擀面杖卷入其中，用面饼紧紧
包裹住，反复向外推卷。如此几次
后，将其展开，撒上适量的干面粉，
再从另一个方向重复这个动作，直至
将面团擀成薄片为止。奶奶家的面板
比我年龄都大，已经有了裂痕，尽管
爷爷已经用铁丝在两头紧紧的箍了两
道，但是每次用它和面擀面还会咯吱
咯吱的响。

那和谐的韵律，总是伴着奶奶慈

祥的笑脸，即使是家里最困难的那几
年，奶奶也把生活的艰辛都揉进了面
条，捧出一家人的吃食，脸上始终洋
溢着笑容。她把对家人的疼爱放在一
双手上，让我们品尝到生活的幸福和
美好，也感受到希望。

考验刀工的时候到了，奶奶把大
面片整齐的叠好，手起刀落，叨叨叨
叨……每一根面条的宽度都不超过3
毫米，一转眼，面条切好了。

下锅喽！已经提前煮沸的水，面
条下去便寂静了，不过很快就又开始
翻滚了，填一点水进去再寂静，再翻
滚，如此反复几分钟面条就熟了，捞
上来，喜欢吃凉汤的就用凉水过一
遍，喜欢吃热汤的就直接盛进碗，淋

上几勺酸菜卤，拌一拌，再配上奶奶
自己腌的小咸菜，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吃得热火朝天。

吃撑了也不打紧，再喝上两碗热
腾腾的面条汤，奶奶说这叫“原汤化
原食”。

如今，我总是抱着很挑剔的态度
评价面馆，爱人一句话戳中我的泪点：
不是奶奶给你擀的荞面条，怎么能是
那个味呢？是啊，我心中珍藏的永远是
奶奶擀的荞面条。奶奶擀的荞面条，才
是我四溢着香味的美好回忆。

或许，我思念的，既有那艰难岁
月里满满的亲情，还有长存记忆深处
的一份感恩。一双不能忘怀的手，托
举了我们这个家的明天！

奶 奶 的 荞 面 条
□欧大力

戏水戏水 刘杰刘杰摄摄

关中尧是军队老作家姚明的新
笔名，他在 20 多岁就在解放军
报、中国青年报和散文月刊等报刊
发表多篇散文，《一捧沙》便是其
中之一。退休后发现姓名与篮球运
动员姚明相重，遂以新笔名代之。
散文集《一捧沙》是关中尧继《谁
跟我看世界》之后，讴歌军人奋斗
精神、颂扬军人红色基因、解读军
人爱情困惑的旧作新编。迄今读来
依然新鲜如初，绵长隽永，耐人回
味。

在跨入新时期、担当新使命、
实现强军新目标的征程中，聆听历
史足音，传承红色基因，无疑是不
忘初心、铸牢军魂、砥砺奋进的精
神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
捧沙》仍然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和感
染力，这使人不得不佩服作者观察
历史动向、驾驭作品走向的能力。

这是一部专写基层小人物、小
故事的文集。收入集子的16篇散
文，没有写大形势、大气候，也没
有写大事件、大干部，全都是反映
基层官兵和下乡知青的题材。但每
篇文章都能小中见大，使一滴水折
射出太阳的光芒。聚沙成塔，集腋
成裘。这部集子让人看到，我军每
一个基层官兵，如同一颗颗有着顽
强生命力的螺丝钉，都希望把自己
紧紧拧在各自岗位上，让祖国的钢
铁长城固若金汤。

《一捧沙》向读者重新展现了
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无论是
早自1974年创作的《迎春湖》，还
是晚至1988年创作的《军人，祝
你幸福》，关中尧笔下的真人真
事，都打着共和国军人忠于党，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的深
刻烙印。《迎春湖》中的测绘兵袁
朝及其战友，在4700米高原上爬

兵卧雪立钢标；《楚尔玛雪夜》中的“老战”，带着12岁儿子翻越冰达坂救战
友，让读者看到了高原官兵“吃苦无怨无悔，缺氧不缺精神”的血性。在《河
西新人》《金色的杜鹃》《一捧沙》中，下乡女知青仲飒英的果断干练，藏族赤
脚女医生央金心系病人的朴素情怀，从中山医学院走进大漠深处女军医的自豪
爽朗，莫不令人感动，催人奋进。

在这部集子中，关中尧用三分之一篇章写了红色摇篮里的故事。三军会师
的会宁城旧貌换新颜，延安的宝塔山、杨家岭、延河水、南泥湾，欣欣向荣，
一派祥和。堪为宝贵的是作者在这些题材的创作中没有吟风弄月的闲情逸致，
没有故弄玄虚的引经据典，而是写这里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采访《东方
红》作者李有源的记实文字不长，却用陕北农民的朴实语言，浓缩了老百
姓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热爱，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
感受。写南泥湾时作者对于经过长征和南泥湾大生产的江西老表，给予浓墨渲
染，从老战士的经历和交谈中悟到：“世间名利地位无非过眼云烟，只有震撼
人心的精神财富才是永恒的！”在《杨家岭的小花》一文中，作者遇到没有离
开延安的北京下乡女知青白静时，用“两根齐肩小辫紧紧挽住了青春”形容她
的靓丽飒爽，用纠正新讲解员的发音描述她的工作态度，用喜欢北京带来的小
花衬托她的心理感受：“这花儿叫开不败，我从小就喜欢它，如今，和我一起
来陕北的伴儿，只有它了！……首都机场那块儿挺多的，戴红领巾的时
候，我常去，籽儿就是从那儿采的呢！”读到后来，我才知道白静是一位
治学严谨的老教授的女儿，母亲久病卧床，哥哥出使北欧长居国外。但老教授
却写信鼓励白静：“女孩儿也要立丈夫之志。偌大中国，哪儿不是炎黄子孙的
家！”

《一捧沙》记叙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的运用得心应手，读来跌宕起
伏。特别是《军人，祝福你》一文，作者把痛心疾首的胸臆注入笔端，用夹叙
夹议夹抒情的技巧和差不多一个中篇的文字，描述了改革开放早期军人在商品
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别愁离绪，情仇爱恨，悲欢离合，使人心灵为之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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