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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年前，一种伤悲在校园里蔓延。听老师说，其他年级的一个同学

得了很重的病……我们都感到很震惊。
他需要做手术，术后还有繁多的治疗，此时的费用已经高达 50多

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不亚于泰山压顶。我们情不自禁地
想为他做些什么。但是能做些什么呢？钱——筹款——对，筹款！我
们帮他筹款！

那段时间，我们整个年级都在热火朝天地捐款，整整11天，终于筹
得一些善款，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沮丧在我们之间蔓延。不幸中的
万幸，不仅学校，附近村庄、工厂，都在为他筹款。大家拼尽全力从死神
手中拽回他。

大约两周后，我们前去探望他。20多个同学把病房挤得水泄不
通。洁白病床上的他，孱弱的身躯，憔悴的脸，帽子下已“寸草不生”的
头，显得格外虚弱。家长颤颤巍巍地接过善款。所有人都哭了，他，他
的父母，我，我们，整个病房的人……我们都在紧紧抓住这仅存的希望
与曙光，我们坚信黎明会到来。

再过一个月，整个小镇传递着爱心的接力棒，人们为他祈祷、祝
福。这不是一缕清风，这是一股龙卷风，正在撞开死神的獠牙。他不是
一个人！他的身后有熟悉的人，陌生的人，有大方的人，吝啬的人，有贫
穷的人，富有的人……还有更多人。

我们与你同行，我们站在你的身后，在曙光下，印成一个同心圆。
我们与你相伴，我们将爱心的风吹满丹阳，我们相约在第三个春天里。
他，奇迹般康复了！我们唱啊跳啊，世界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向善向上，终将快乐成长。

（二）
今年春天，扬中江洲中学七（2）班黄语桐同学的义举激荡了人心。

本该是明媚的春光，可怕的疫情却卷土重来。一地地封城封村，停工停
学，大家心里不是滋味。黄同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病毒不断分化，
什么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妖魔”层出不穷，她真想做降
妖伏魔的孙大圣，“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惜她现在还
不能走上抗疫一线工作，思来想去，终得一策：征得父母同意，她将从小
积攒下的数万元压岁钱，捐献给市红十字会与上海疫区，希望能为抗疫
人员多购买一些口罩和防护服。

这是一名品质高尚、气质淳朴的阳光女孩。我为她点赞的同时，不
禁想起了两年前我家的一件相似往事。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劈面袭来，口罩成为最抢手的“宝贝”，
但“百元易得，一罩难求”。幸运的是，我家有亲戚做口罩生意，故此我
家屯了不少口罩。疫情面前，众人皆是“逆行者”。经全家商量决定，我
们拿了 500多只口罩在小区门口免费发放。那一刻，多少熟悉与不熟
悉的感激、赞叹的笑容，绽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家都为能够在危难之
际为人们分忧而欣慰。全国总动员，打赢了年度抗疫大战。至今，我们
仍然难忘那一幕。

我们，少年向慈善，快乐共成长。
我还想起“造桥女孩”严意娜。她志愿到甘肃省的一个贫困山区去

支教，当她看到学生们上学时要经过峡谷，要沿着山壁走到谷底，从谷
底的河流淌过，再从谷底沿着另一边山壁爬到山上来时，便萌发了帮助
当地孩子造座桥的愿望。最后，在许许多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她募集
善款 117万余元，造了一座“爱心桥”。自那以后，无数孩子走过这座
桥，把欢笑撒在桥上，把梦想蕴在心中，一起快乐成长。

我想起每年9月5日，同学们带上自己的零花钱投入象征着爱心的
捐款箱。数额有大有小，爱心不分彼此。

我想起小学的“爱心义卖”，其目的不仅是给学生一个出售闲置物
品与购入新奇事物的平台，更是将义卖的交易款捐赠给留守儿童、山区
孩子，像严意娜一样造桥，像无数爱心人士一样购书、建房、赠衣……

“慈善”是什么？是心意，是行动。它是在狂风暴雨中翱翔的一只
只海燕，它是惊涛骇浪中劈波斩浪扬帆远航的一艘艘舰船，它是在无垠
乌云中迎来的一缕缕曙光。

今年迷上了蒸菜。以往，一年里
至多在应季的蔬菜上市时蒸上一两
回。偶然间看微博里有人晒的两盘
菜，配图下面写的一是洋芋擦擦，
一是胡萝卜擦擦。名字可爱，颜色
讨喜，仔细看做法，和蒸菜一样，
很简单。

正好厨房里备有土豆，于是，土豆
洗干净，削皮清洗，切丝，清水里再淘洗
去淀粉，晾干，拌面，上锅蒸十来分钟，
然后倒在大一点的盘子里，放调味料拌
匀，就可以吃了。面粉的软香混合着土
豆的清绵，是不同于炒土豆丝炖土豆的
另一种别致的味道。

蒸菜并不陌生，而蒸土豆丝对于我
却是有新意。生活不就是这样嘛，保持
一份好奇心，才不会在平淡岁月里变得
麻木迟钝而感受不到生命的喜悦。

蒸菜可以说是我家乡的一道特色
菜，也是一道很乡土的菜。如今物质条
件好了，宴席上也少不了这道菜，且非常
受欢迎。大鱼大肉的油腻里，吃一口蒸
菜，青菜的清香在唇齿间回荡，这时候就
会体会到什么是"人间有味是清欢"。

很多青菜都可以拌面做成蒸菜，不
同的青菜做出来的蒸菜又有不同的味
道。最经典的是蒸荠菜，"春在溪头荠
菜花"，荠菜是野生的，也只有春天才能
吃到。

犹记得少时和一群邻家孩子在田
野河边挖荠菜的情景，大家一手拿着小
竹篮，一手拿着小铲子，看见一棵荠菜，
赶紧蹲下挖起来。其实，荠菜遍地都
是，只是很享受那种发现的成就感。兴
冲冲去挖荠菜，并不为吃，只是觉得好
玩。蒸菜是不在渴盼的食物之列，在孩
子的眼里，味道寡淡，和平常吃的稀饭
馒头没什么区别。

喜欢吃蒸菜的是大人，他们总能在
四时季节里找到可以蒸的青菜。春天
时，蒸荠菜。夏天时，就蒸野苋菜，这时
植物的生命力尤其强盛，到处是野苋
菜，绿油油的，弯腰掐下一把苋菜叶，几
天又发出来，似乎永远吃不尽。秋天
时，可以蒸红薯叶。红薯还在泥土里奋
力生长的时候，它们的大叶子在大人们
眼里是一道好菜。冬天时，青菜是珍贵
的，除了白菜萝卜，集市上还有芹菜。
芹菜茎炒菜，叶子摘下来翠绿绿的，拌
上面，蒸着吃，一点都不让它们浪费。
蒸芹菜叶不太好吃，粗纤维多，嚼起来
比其他青菜硬一点。

对蒸菜起好感是长大后离开故乡，
一个人在寂寞的阴雨天最容易思念故
乡的食物，看看厨房里有一把芹菜，少
时母亲蒸芹菜叶的情景如在眼前，学着
母亲的样子一步步，把寂静的叶子蒸成
了一盘温暖的菜肴。尤其是快要熟时，
芹菜叶和面粉混合的清香随着蒸汽在
屋子里萦绕流动，那样亲切的味道会让
人不由得热泪盈眶。哪怕是芹菜叶的
硬，在心底也觉得是好的。

越来越喜欢蒸菜，因为它的清淡，
简单而美味，不用烈火烹油，不用五花
八门的调味料。就像人随着年纪的增
长，会越来越喜欢简单，喜欢简单的人，
简单的心境，简单的衣着，简单的食物。

少年向慈善
快乐共成长

□ 赵佳瑞

美味的蒸菜
□ 耿艳菊

故乡在我心中是什么？是一幅春
雨江南、草木葱茏、生机勃发、清新
雅致的丹青水墨画；是一首莺歌燕
舞、蛙鸣鸟唱、水土流芳、韵味无穷
的田园诗；是一座迎潮头、遏浪头、
牵云水、呼日月、富灵性的美芳洲；
是因河豚闻名中外，盛产鱼虾、刀勺
唱吟、妙手生香、挑逗天下人味蕾的
鳞鲜文化地。

“清圻碧甸展空幽，翠玉盘间鸟
唱稠。水上花园灵秀地，江中丽岛太
平洲。”这是我的故乡扬中市，因四
面环江、地处扬子江中而得名。全市
由雷公岛、太平洲、西沙岛、中心沙
四个江岛组成，人口 30多万，素有

“鱼米之乡”“江中明珠”的美称。我
的家乡有两多：一是水多，长江水域
面积 88平方公里，内陆面积中水域
面积占10%以上，河港纵横，格田成
方，与江相通，村头见水，堤眺长
江。尤其是这几年的“铁腕”治水，
使扬中境内的大港小河，又呈现“岸
边观绿水，河底映蓝天”的醉美水乡
景象；二是绿多，走进扬中，花木扶
疏，遍地皆绿。特别是 2003 年以
来，政府投入巨资修筑的全长120公
里的环岛堤顶公路，不仅是防洪大
堤，更是一条绿色长廊。堤外江滩广
植杨树、柳树、芦苇等树木，与江水
相依相随，形成“和风淡雾独清幽，
湿地青芦舞鹭鸥。绿色滩涂千万亩，
绵延耸秀绕洲头”的画卷之美；置身
其间，又有“韵带清风吻额头”的惬
意之爽。

扬中的美，美在乡村。这么多年
来，扬中坚持和谐与小康并举，生态
与发展并行，大力开展绿色村庄、绿
色社区、绿色厂企、绿色家庭、绿色
庭院建设。现在的扬中，“和风丝柳
荡清波，月季梅花簇绿萝”“可在溪
观鱼戏草，亦听树鸟在谈天”。归田
园居，梦里水乡，无愧于“国家卫生

城市”“国家生态市”等称号。
扬中的美，美在人文。“江水天

生融血液，穿云破雾竞风流”“生花
妙手惊天下，水毓灵根脑海中”。扬
中人拥江水之利，也得江水之灵气。
如果将长江比喻为一个人，到扬中境
内江面宽广，水流平缓，恰是中年，
已没了少年的稚气，青年的躁气，却
多了一份沉稳、大气、责任和担当。
扬中人弄潮头、博浪头、坚韧不拔、
不事张扬、举止内敛等等，正是亲江
近水养成的性格。典型的扬中“供销
员经济”形成的“四千四万”精神，
即：“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
户，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
苦”，解决了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
的大难题，为扬中乡镇企业崛起立下
奇功，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闯出了一
条新路。现在扬中每年有一万余名供
销员奔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是

“产品推销本领强，追风逐浪勇开
荒。以诚为本赢天下，苦亦香甜富一
方”的最好诠释。

扬中的美，美在产业。扬中“紧
盯市场研新品，踏遍青山四海售”。
智造很强，是远近闻名的“电气岛”

“光伏岛”“长江制造业走廊”。其中
电气领域更是中国最大的工程电气原
料市场，并被授予“中国工程电气名
城”。制造业强带动了经济和其他各
行业的发展。全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近5万元，位列中国县级市全面
小康指数前列、全国百强县市。

扬中的美，美在鳞鲜文化。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水资源，使扬中成
为“长江三鲜”（河豚、刀鱼、鲥
鱼） 最佳产地，也孕育了独特的鳞
鲜文化。扬中成洲之时，到这里谋
生的先民以捕鱼为主，不同的民风
民俗和饮食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
以鱼为主材的扬中菜历经数百年组
合得以升华，形成了独特的烹饪文

化和技法。“河港通江水质优，鱼虾
妙品占鳌头。河豚美味鲜天下，宴
席珍馐俏九州”。河豚鲜美，历来为
世人所爱。在扬中河豚烧法多种多
样：有红烧、白汁；有河豚焐秧
草、河豚烩茼蒿、河豚烧竹笋、河
豚小火锅；还有河豚斑子烧扁豆、
河豚全席等。这些菜品“道尽鱼虾
美馔鲜”，闻之则“垂涎欲滴摄灵
魂”。在扬中会烧河豚的人很多，其
中注册的河豚烹饪大师就有几十
人。当然民间高手就更多，各怀技
法，各有特色，真是“炊烟一缕农
家绕，香引宾朋与洞仙”。从 2004
年起，扬中举办以推介河豚菜肴为
主要内容的“中国扬中江鲜美食文
化节”，美食搭台，经济唱戏。一年
一度的美食节，成为推介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发展，提升扬中知名度
和美誉度的盛大节日。当前长江禁
捕，但由于科技的发展，仿自然生态
养殖取得成功并形成规模。现在不
仅美食文化节期间，食客、游客、社会
贤达、商企负责人蜂拥而至，平时到
扬中品尝养殖的“长江三鲜”的人也
络绎不绝。“风和雨润绿葱茏，画里乡
村水产丰。天下鳞鲜文化地，河豚美
味在扬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乡村旅游的兴起，江
鲜文化将越来越繁荣，必将成为扬中
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种子生来泥土长，瓜藤结蒂靠
阳光。溪流活水知来处，且将闲吟献
故乡”。虽然我离开家乡已 40 多年
了，但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沟一河，
金色稻浪、白色江鸥，春天的马兰、
竹笋、河豚，秋天的豆果、莲藕和
蟹，像长江水一样溶入了我的血脉之
中，刻在我的心里。家乡的水土滋润
了我，养育了我，赋予了我智慧和力
量。我无以回报，谨以此文表达对家
乡真挚的爱和无限思念。

老兵把闪着幽蓝之光的钢枪交接
给了新兵

老兵又把长着小白杨的哨位交接
给了新兵

还有那神圣的界碑
描了又描的鲜红“中国”
以及绝不退让的誓言
也统统交接给了新兵

远处带着白帽的山峦
山谷里飞翔的雄鹰
半山腰溜达的云雾
见证着这一庄严的时刻
哦，还有正在缓缓升起的国旗
喷薄而出的太阳

老兵脸上的冻疮，高原红
都要一个不少地交接
巡逻路上还有一座坟茔
石头堆起的坟茔
也别忘了交接
那是老班长为救战友牺牲的地方
每年他的祭日一定要点燃一根

香烟
这是他的爱
也是他的痛
每一次对象告吹
红彤彤的烟头都会在哨所旁闪烁

怎样守得住寂寞也一定要交接
否则想家时新兵一定会流泪
数数天上的星星吧
它们都是驱散孤独的亲人
也不妨回首看看身后的祖国，你的

母亲和无数个母亲
正在和平幸福地生活
把无悔的青春最后交接给新兵吧
老兵唯一不会交接的是落下的

伤痛

有的时候在多个微信群中看到热心朋友转发的链接，或新闻趣闻
类或政文时评类或心灵鸡汤类，有时也有先进人物评选、名特优产品
征集广告语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内容，有的群中会广泛传播互
动，可谓热火朝天热闹非凡；而有的群却是寂寞静悄鸦雀无声。前者
不必说，这里侧重说说那些微信群转发链接少有阅读，更少感慨品评
回应附和的怪象。

微信群看得见摸不着，却也是一爿小天地。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
大家在各行各业耕耘，工作生活压力大。可生活一定还是有弹性的。
除了忙于工作讨生活，吃饭睡觉人际交往的工夫还是可以有的。此外，
仍有相当的人群对诸如此类链接信息不以为然，一味觉得与自己没有
一毛钱的关系，淡然处之从不理会。但是，能茫茫人海成为群友，总是
志趣相投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朋友圈的阅读互动，就有可能是
一次学习、启发思想的机会，更是和朋友亲人的交流机会。

有的人对别人的诉求视而不见，却在有求于别人的时候望眼欲
穿。试想，你从不施舍支持帮助的心意，怎么有底气奢求在你需要的
时候，期望别人主动地为你付出，给予你无保留的关怀支持？平时认
为别人诸事与你无关，事不关己漠然不理，你就应该预料到，反之亦
然的道理。有时候，我们舍得花一点时间，投一些精力，去经营一份
感情，可以收获珍贵的友谊。

我有时候想，人间虽众生百态，我们只能做一种人。但你永远不
敢讲，你这辈子永远不求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唠叨“人不辞路，船
不辞港”的道理。说的是人离不开谋求生活的道路，都得有依靠别人
的时候；船也是依赖水系航行，依靠水港泊停。路与港是人与船的依
赖、生存的基本途径。简单的话语，时时告诫我们，人难免出门在
外，总有需要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人生旅途，要友爱他人，与人为
善，尽可能帮助别人。对别人的支持就是给自己储蓄，有个保险的宣
传语说得好，不要等风雨来临的时候才想到我。说的是平时要做有心
人，未雨绸缪多思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由此联想到有关方面每年组织的“慈善一日捐”，开学季的“助
学活动”，慈善关爱困难职工“暖流行动”，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群，有
的是因发生自然灾害受到了伤害，有的是因病一时困难。在这个时
候，我们就要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毫不迟疑地伸出援
手，人人以微薄之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贡献我们的一点心意来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从家开车经扬州到第二故乡
镇江，当汽车从东到西穿过扬州城
区、拐弯向南行驶在通往渡口的润
扬路上时，脑海里就浮现“瓜洲”
这个地名，就想到王安石的“京口
瓜洲一水间”，想到“京口”，就浮
现镇江城区的路和景，心情就更有
些迫切，想早点到了瓜洲，过了汽
渡，踏上镇江的土地。

从 1998年离开家乡到镇江上大
学起，我每年都要到镇江好些回，每
次过了扬州城往长江边上来，我都是
这样，想到了瓜洲，进而想到瓜洲对
岸的镇江，还不由自主地要再念一遍

“京口瓜洲一水间”，过了瓜洲，咱就
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啦！

二十多年前，从家乡淮阴到镇
江上学，坐的是老旧大客车，颠簸
在运河岸上的237省道，一路上，不
仅有汽车发动机持续轰鸣的声响，
车窗玻璃也是哪儿都响；四五十座
的客车，时常超载挤进六七十人，
车前头发动机盖上、车厢过道里都
坐满了乘客，加上来往打工返乡的
人们总是大包小包，整个车厢拥挤
不堪，各种气息混合在一起，坐在
客车里，真是特别难受。那时，京
沪高速公路还没建设、润扬长江大
桥更没影子，短短不到两百公里的
路程，一路颠簸，大客车沿途又带
客上下，当经过扬州江阳路往渡口
方向时，往往已经五六个小时过

去，整个人在车里疲惫不堪，真想
早点下车。

此时，大客车一路向南，快到
瓜洲了，也就快到长江边上渡口
了，希望就在眼前了，想到了瓜
洲，想到了“京口瓜洲一水间”，我
的心情怎么能不激动呢？加上我又
很喜欢镇江，每次回到镇江，看到
熟悉的城市，心情都是十分愉快，
所以，我更加喜欢瓜洲，喜欢从瓜
洲登上渡船，横过长江，上岸，就
是镇江。那时，过长江只有这镇扬
汽渡可过，大货车、大客车、小轿
车都要在渡口买票，等待，登船，
过江，上岸，这也是一段比较漫长
的时间。渡口永远是排着长长的车
队，兜售食物小商品、卖报纸杂志
的人要么在车窗外不停吆喝、要么
和驾驶员熟悉的可以上车兜售，虽
然让人厌烦，却也是热闹情景。此
刻的我，想着镇江就在眼前不远，
心情有点好，往往会买份报纸翻
翻，或者买个包子茶叶蛋吃吃，不
急不忙等着上汽渡，过长江。

客车上了汽渡，我往往就下了
车，我喜欢在渡轮上看长江，看东
来西往的巨大货轮，宽阔江面，波
浪起伏，听着汽渡发动机的轰鸣，
望着越来越近的镇江岸，心情舒
畅。渡轮抵岸，我也就不上客车
了，直接走上江岸，走出渡口，外
面就有 10 路公交车。坐上公交车，

一路坦途，很快就到了我的学校镇
江师专。这一段路途，从瓜洲到京
口，也就是从江北到了江南，是我
到镇江的路途中最激动、最开心的
一段行程，每次，都是心情愉快。

1999 年的暑假，我骑自行车返
家，经过渡口，乘坐过行人渡船

“从镇江到瓜洲”；2005年润扬长江
大桥建成通车我也很多次坐车经过
长江大桥“从瓜洲到京口”，感受这
气势磅礴的大桥和如此便捷的过江
交通。再后来，我买了汽车，节假
日经常向南过扬州经镇江停留，再
前往苏州上海浙江，每次，我都不
太喜欢走润扬大桥，只要条件许
可，我最喜欢的还是经瓜洲、上渡
轮、过长江、上京口，每次的感受
都是那么的激动：过了瓜洲，就是
长江，过了长江，就到镇江了！我
又回到了镇江！

我喜欢“从瓜洲到京口”这一
段行程，因为，我喜欢第二故乡镇
江。几年前，我在镇江买了房，虽
然一直闲置着，但是只要有时间，
我都会“从瓜洲到京口”，去看看我
的房子、逛逛师专的校园；待明
年，我家女儿就要上大学了，或
许，女儿就在镇江，或者，她在江
南某个城市某个大学，我要把镇江
的房子装修起来，然后，经常地开
上车，“从瓜洲到京口”，去看望女
儿，带她回到咱们镇江的家。

故乡情
□ 奚必芳

从瓜洲到京口
□ 吴 波

从漠视微信群链接说开去
□ 陈炳林

精 灵 赵少辉 摄

交 接
□ 靳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