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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军（新乡市）□红尘微语

漫步在城市的街头，钢筋水泥间忽
然飘来一缕若有若无的香气，像是记忆
深处被轻轻拨动的琴弦。抬眼望去，惊
喜地发现一树楝花正簌簌绽放，细碎的
紫白花瓣层层叠叠，宛如天边被揉碎的
云霞，温柔地晕染着城市的天空。那清
新淡雅的花香萦绕鼻尖，瞬间打开了时
光的闸门，无数与楝树有关的回忆如潮
水般涌来。

儿时的豫北乡村，楝树是最寻常的风
景。它们或立在村口老井旁，或守在邻家
院角处，高大挺拔的身姿撑起一片片绿
荫。每到夏日，浓密的楝树叶不仅为燥热
的村庄增添了一抹清凉绿意，更是家家户
户的“天然卫士”。犹记得走亲戚送麻烫
的日子，母亲总是踮着脚，从门前的楝树
上摘下几片翠绿的叶子，仔细地盖在竹篮
里的麻烫上。我跟在大人身后，提着这带
着楝叶清香的礼物，走过蜿蜒的田埂小
路。一路上，楝树叶就像忠诚的“小卫
士”，凭借着独特的气味，将嗡嗡乱飞的苍
蝇挡在老远，直到把完好无损的麻烫送到

表亲手中。
乡村的夏天总是热闹非凡，偶尔还

会传来杀猪的声响。邻居家杀猪贩肉，
楝树叶便成了守护美味的秘密武器。刚
宰杀的猪肉泛着新鲜的光泽，引得蚊虫
围着打转，连家狗也在一旁馋得直转
悠。这时，大人们不慌不忙地采来一大
把楝树叶，均匀地铺在案板上的肉上。
楝树叶特有的气息弥漫开来，仿佛编织
出一道无形的屏障，那些蠢蠢欲动的小
动物们只能望而却步，让这新鲜的猪肉
得以安然无恙，为一家人的节日餐桌保
留住最诱人的美味。

孩童时期的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
奇，楝树上圆润可爱的果子自然成了我们
探索的对象。那果子裹着金灿灿的外衣，
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仿佛在无声地
召唤着我们。终于有一天，我和小伙伴们
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偷偷爬上树，摘下
几颗楝树果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刹
那间，一股苦涩怪异的味道在口腔中炸
开，直冲脑门，令人作呕。那苦涩滋味至

今难忘，从那以后，我们远远看见楝树果
子，就会想起那份“惨痛”的教训，再也不
敢轻易尝试了。如今想来，这何尝不是童
年里最特别的趣事呢？

时光流转，在茫茫人海中，我遇见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的爱人。缘分
就是这么奇妙，她竟也对楝花香情有独
钟。每到楝树花开时节，她就像个欣喜的
孩子，拉着我漫步在楝树下。微风拂过，
花瓣纷纷扬扬飘落，她仰着头，任花香萦
绕周身，脸上满是陶醉的神情。那一刻，
看着她温柔的侧脸，楝树于我而言，不再
只是记忆里的乡村风景，更承载着一份独
属于我们的浪漫与温情。

如今，站在城市的楝树下，看着满树
繁花，那些与楝树有关的过往，如同老电
影的片段，在脑海中回放。它见证了我无
忧无虑的童年，承载着我与爱人甜蜜的时
光，更寄托着我对故乡、对亲人的深深眷
恋。楝香悠悠，岁月漫长，愿这份与楝树
的不解之缘，这份独特的情怀，永远珍藏
在我的心间，温暖往后的岁岁年年。

楝香悠悠岁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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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着布衣盘中餐，
劳动人民作奉献。
高楼大厦遍地立，
多少汗水在里面。

（二）
神州处处是春天，
军队将士戍边关。
百业井然多和谐，
综合治理成效显。

（三）
中国制造声誉远，
产业工人加班干。
环卫绿化遍城乡，
建设美丽好家园。

（四）
人民似水载航船，
推动时代永向前。
自己当家作主人，
万里江山代代传。

□诗词采撷

劳动者之歌
□张郁（新乡市）

老家的房子是在我十几岁时翻新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处建筑的精美
惊艳了乡邻。此后，父亲举家搬迁，在西
部的城市打拼多年。过年才偶然回来小
住，屋子没作任何整修，所以老房子很大
程度上保留了我少年时所有的记忆，院子
还是当年的院子，墙还是当年的墙，只是
当年簇新的家具已破败落后，走廊里精致
的雕花也暗淡无光。以前贴的年画，上面

密密地结着蜘蛛网，唯有挂在屋角的相
框，迎面带来过去的时光。

拭去相框上的灰尘，穿越时光，让人感
叹岁月匆匆。我们家的相框里最上面的那
张照片是在姥姥家照的全家福，照片上的
姥爷一脸慈祥。姥爷命运多舛，却一生善
良，早年丧妻，一个人拉扯大六个儿女，晚
年时二舅受伤致残，大舅又先他而去。那
时候，母亲和姨妈们还年轻，站在姥爷的身

后一脸幸福。那时大舅还在，二舅也未受
伤。两个舅妈淳朴勤劳，表姐表弟快乐阳
光。那几年，应该是苦命的姥爷一生中最
为舒心的一段日子。多么珍贵的全家福，
现在照片上的亲人，已如蒲公英一样散在
各个城市，好久不曾相聚了。

一件旧物，一段历史。相框带着时代
的记忆，锁牢了一段时光，让所有经历过
的人，用回味把思绪拉长！

□有感而发 □王庆云（封丘县）

相框中的旧时光

1978年新乡县中学恢复招收初中部
学生，从全县招考了 100 名初中生，分设
初中81班、初中82班（据有关老师讲，前
50名分到81班，后50名分到82班），我分
到了初中 82 班。1978 年 8 月至 1981 年 7
月我在初中阶段学习，1979年9月加入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共
青团员，任班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委员，曾
被评为优秀团干部。1980 年 3 月我出席
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乡县第七次代
表大会。

1981 年 9 月我考入新乡县中学读高
中，入学时我们有4个班（高中64班、高中
65班、高中66班、高中67班），我被分到高
中 65 班，我们原来初中 82 班的同学居
多。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分文理班，我又到
高中64班学习，在校期间，历任班团支部
书记、校团委委员，曾被共青团新乡县委
表彰为优秀团干、新长征突击手。1982年
11月我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乡县
第八次代表大会。

1984年高招，我考入百泉农业专科学
校，在植保系读植保专业，任班团支部书
记，系团总支文体委员，曾被评为优秀学

生干部等。
1987年我从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原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分到了我的
家乡新乡县小冀镇工作，1988 年 11 月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小冀镇第五次代表
大会选举，当选镇团委书记，在近五年的
任职期间，带领全镇青年开展各种健康
有益的活动，如科技、尊老爱幼、体育比
赛等。开展农业科普知识讲座、科技星
火带头人活动，提高农村青年的科学种
田水平。利用“青年之家”积极开展帮教
活动、南北互助活动。如我帮助张青村
团支书杜学军利用化肥厂糠醛下脚料栽
培平菇获得成功，仅原料一项每千斤可
节约成本70元；在南北互助活动中，帮助
上蔡等县培养乡镇企业技术工人 55 人，
学员返乡后自办工厂，产生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项活动中被共
青团新乡市委评为先进单位；在企业青
年中开展 QC 小组，进行科技攻关、优质
服务、青年绿化工程等活动。例如锅炉厂
团员白有仪等人在小型号锅炉研究中，积极
钻研，使产品提前15天投产。镇供销社团
员开展优质服务，玻璃钢厂团员小冀—太

山路绿化工程被共青团新乡市委评为优
良工程。与市公交公司三队八路车共建
文明线路活动，被共青团新乡市委命名为

“文明线路”；在学生团员中，为了解决好
少先队与共青团的衔接，我创建了小冀镇
少年团校，使超龄的少先队员提前接受团
的教育，我亲自讲团史、团的知识 17 期，
受训人员1500多人。少年团校的建立在
新乡市属于首创，《新乡晚报》《河南团讯》
都曾作专题报道；针对新形势下如何搞好
农村团的工作，我们进行了团的组织建
设、作风整顿、统一思想，探讨出了新形势
下怎样搞好团的工作。我们在各村成立
了“青年之家”，使农村团的各项工作有了
新的起色。1988年11月我出席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新乡县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
当选第十届共青团新乡县委委员。在我
主持团委工作时，小冀镇团委被共青团新
乡市委、共青团新乡县委评为先进团委。
1988年我被共青团新乡市委评为新长征
突击手，1989年、1990年被共青团新乡市
委评为优秀团干部。

感恩团组织的教育培养，致敬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

致敬共青团：我的“团缘”
□青春记忆 □梁常运（新乡市）

是铸铁打造的筋骨，
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
不锈不腐。
立在原地，
他耐住了寂寞，
也经受了孤独。
如一位将军，
守护着一方热土。

是父母打造的景物，
曾经解一家之用水，
自给自足。
这口压水井，
勾起我许多的记忆，
和记忆中的父母。
想到他们的含辛茹苦，
早已泪眼模糊。

是时光打造的音符，
在生命的河流中，
亦歌亦诉。
一井一家园，
延续一脉的风水，
将岁月留住。
从此不再漂泊，
找回我心灵的归宿。

一口压水井
□张学贵（新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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