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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 文

春天是个形容词，有太多的形容词来点缀赞美。但是，春天
也是个动词，春天也是来采摘的。

春天里，各种野菜也冒出来了。挎个篮子，拿着铲刀，去田间
地头挖野菜，是特别有趣味的。荠菜、蒲公英、枸杞头、野蒜……
各种野菜会让你眉飞色舞。在寻找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寻味春
天的气息，好似，舌尖也踏青。挖野菜，其实，是在田埂上，感受泥
土的味道；在寻找中，享受那种收获的喜悦；在蹦跳中，陶醉于欢
腾的快乐。这些野菜可是上等的食材，美味又营养。那种原汁原
味，是大棚蔬菜远远无法比拟的。荠菜饺子，清炒枸杞头，野蒜炒
咸肉，光看名字，就让人垂涎欲滴。

春雷响过，春雨下过，地衣萌发了。地衣形状像耳朵，又俗称
地耳。不过，小家伙挺调皮的，喜欢和你躲猫猫。它会藏在草丛
里，石缝中，树根下。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将它们抓住。地衣
炒鸡蛋是特别美味的一道菜，口感爽滑，营养丰富，也是很好的下
酒菜。但是，正如，“樱桃好吃树难栽”一样，由于地衣吸附力强，
容易黏上杂草、泥土。因此，比较难洗。这需要极大的耐心，看
来，美味佳肴也不是那么容易吃到嘴里的。

松树下会生长出一种松树菇，它的鲜美程度与营养价值要远
远高于我们平时吃的蘑菇。不管是炒肉还是做汤，松树菇都是极
佳的食材。能吃到那真是有口福。在有些山上还隐藏着一种名
叫“蕨菜”的野菜，一般清明前后就大批的从土里长出来。掐去根
部，选择上部嫩的部分。这蕨菜采回去用开水加盐焯水后，放太
阳底下晒干。蕨菜红烧肉，或者炖腊肉，能让你多吃几碗饭。

其实，野菜是“挑”，地衣是“捡”，蘑菇是“采”。要运用到“挖”
这个动词，挖竹笋是最形象不过了。笋子长在土里，根系比较发
达，根部深埋土壤里。笋尖露出地面。笋根那部分也是精华所
在。要想弄出一个鲜嫩完整的春笋，还是要保留些根部。会挖春
笋的人，手拿锄头，先稍微把笋周围的土弄开，露出笋根，然后对
准部位，一锄头下去，笋根就断了。一个完整的笋子就破土而
出。由于是熟练工，几乎是一锄一个准。对于没有专用工具的挖
笋人来说，也有属于自己的挖笋方法。最有趣的是看过一个人，
他挖笋如挖掘出土文物般，用小刀一点点将笋连根挖出来。那份
细致与耐心，挖笋的样子，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好竹连山觉笋香”。这些刚挖出来的笋，笋体肥大、洁白
如玉。素有“山珍第一品”的美誉。春笋的食法很多，荤素百
搭，它一经与各种肉类烹饪，就显得更加鲜美，炒、烧、煮、
煨、炖等皆可。一根大点的竹笋，可根据每个部位鲜嫩程度的
不同，分档食用，各具特色。如嫩笋尖可用来炒食；中部可切
成笋片，炒、烧或作为菜肴的配料；根部质地较老，可供煮、
煨以及与肉类一起煲汤，还可放在坛中经发酵制成霉笋，炖食
别有风味。吃着春笋，慢慢感觉味蕾上春的气息，好似又回到
故乡那片长满春笋的竹园。

采春，采的是情趣、味道、收获、快乐……带上好心情，去拥抱
春天，去采春天馈赠的宝贝吧。

辛夷花是一种在早春很耐看的
花，它尖如毛笔头，又称木笔，早春
花绽枝头，初苞长半寸许，及至花开
似莲，小如盏，紫苞红焰，吐莲与兰
花香，木有清气。

想去辛夷坞看花，当然是受唐代
诗人王维影响，“木末芙蓉花，山中发
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空
寂的山中，溪边一蓬茅小屋，花树人
影，主人不知去哪儿了？其华灼灼，
兀自开落。

辛夷坞，陕西蓝田县境内、终南
山下，四周高而中间低的谷地，长着
一大片辛夷树。

只可惜，树在寂静的山谷里，去
的人少，美轮美奂的辛夷花无人欣赏。

关于辛夷坞，王维在 《辋川集·
序》中说，“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
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
岭、鹿柴……竹里馆、辛夷坞、漆
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
尔。”可见北地的群山深处，山谷里长
着枝苞漫逸的辛夷树，辛夷坞是王维
和友人常去散步的地方。

它不同于江南的桃花坞，人烟繁
华，花朵灿烂，只在寂静的空谷，等有
心人专门拜访。又有着某些相似，一个
缀满桃花，一个绽放辛夷花；一个结桃
子，一个花谢变成一味草药，但从经济
价值来估算，辛夷树不如桃树。

也不同于杭州的梅家坞，一垄春
茶，接一垄春茶，明前连谷雨，一川
碧碧茶树，草木生烟，四周青山环
绕，茶山叠嶂。

又不同于苏州邓尉山坞的梅花，
洁白如雪，清风徐来，阵阵幽香。

坞，这个词让人觉得有静气。一
片静静的山谷，总得长些什么，它有
一种小气候，四周群山遮拦，其间水

汽氤氲，气候湿润，可耕读，可隐
居，可怡情，山间的好多美景，是藏
在坞里，人在坞里居住。

辛夷南北皆有，古今皆有，有其
延续和传承性，它自己的草木志。唐
人周昉《簪花仕女图》，铺排仕女、白
鹤、狗等，画面以大朵的辛夷花点
缀，寓意美人与花。清人吴其濬《植
物名实图考》则将辛夷与玉兰做了比
较：“辛夷即木笔花，玉兰即迎春。余
观木笔、迎春，自是两种：木笔色
紫，迎春色白；木笔丛生，二月方
开，迎春树高，立春已开。”

每年春天辛夷花盛开的时候，我
都会想起辛夷坞，那样一个四边高，
中间低，长满辛夷树的地方，树开紫
花，花树云蒸霞蔚，完全与王维见的
是两回事——这个世界最失落的事，
是花开繁盛，却无人欣赏。

辛夷坞里辛夷花，有着怎样的应
景场面，王维诗中没有说，或许是房
前屋后三二株，或许是村庄旁边的三
排两行，或许是坡地、山梁，高低错
落的一大片。反正那个叫辛夷坞的地
方，应该站着许多花朵如酒盏的辛夷
树，春风初拂，花枝乱颤。山坞辛
夷，如节气。

与古花相识，是种缘分。我的一
位诗人朋友写过一首诗，“你先含苞成
一支笔，然后手腕一转，就批准春天
和爱情啊。”朋友站在树下，仰望着木
笔花，流露出一个诗人少有的天真。

辛夷是一味中药，通鼻塞，治头
痛。干燥的花蕾，存放在一格一格香
气氤氲的中药铺里。诗人有鼻炎，那
是他多年前为追一个辛夷花一样漂亮
的姑娘，淋雨后感冒落下的病根。每
年春天，花粉传播的季节，除了写诗
让他兴奋，鼻炎也让他不停兴奋地打

喷嚏。他从古书上找来药方，采几朵
辛夷花，煮鸡蛋吃。吃过辛夷鸡蛋，
一个诗人嗅觉敏感的鼻子，安静多了。

诗人有一个梦想，想在乡下买块
地，砌一间房，房子周围种辛夷树，
真正进入辛夷花的花意语境。他给这
间房起一个名字：辛夷居，本人就是
辛夷居士。

辛夷，就像古人解甲归田，隐逸
民间。花非花，花似花。木笔是名，
辛夷是字，它还注册了一个现代的网
名：紫色玉兰。

在时间枝头流转千年，木笔的种
子，从诗经青卷，跌落到今世凡尘，
经过多少飞鸟的流光接力？不为人知
的旧名，是脱离了原先的氛围，缺少
了彼时、彼景、彼人的意蕴烘托，辛
夷还是紫色玉兰吗？

一场花事，看它的神韵，要到最
能展示它的地方。想当年皮日休在扬
州看辛夷花，老皮在诗中说，“一枝拂
地成瑶圃，数树参庭是蕊宫。”江淮之
间的树，站在院子里，没有山石、山
涧、坡梁、天幕的衬托，总少了辛夷
坞的辛夷花泼泼大气。

它能给人遐想，想到站满辛夷树
的北方山坞。紫色本来是宁静颜色，
它又生出那么多的想象，想到人在山
坡上，站在辛夷树下，一树、一坞、
一人、一花。

辛夷坞里辛夷花与别处有什么不
同？春天的晚上，我和诗人讨论这个
问题。诗人说，王维的辛夷是落寞
的，那是他一个人的花，而你所遥望
的辛夷坞里辛夷花，花开得是热烈
的，是从未去过的地方，远方的花，
它只在一个人的山坞独自绽放。

《身边的慈善》和读者朋友见面了。
编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品尝的，是一种丰收的喜悦。
慈善的落脚点是扶贫济困，归宿则是筑起道德的丰碑，激励更

多的人向上向善。
慈善文化进校园，从慈善的“归宿”出发，用慈善文化的雨露

滋润正处在抽穗拔节期的青少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
作，2020年12月16日，以“两办”名义发文，提出了全市中小学校
园慈善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慈善
总会勇立潮头，立即启动“三年行动计划”，全市校园慈善文化建设
步入快车道。

快车道上率先跑起来的是《慈善读本》进课堂，全市初中七年
级、小学四年级的同学人手一本。此书由中华慈善总会编撰，书
中，慈善故事古今中外，慈善理念寓教于乐。跟着“读本”走，你就
会明了：世界为什么需要慈善。

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们走进江苏省镇江中学附属初中，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和同学们一起，听老师讲慈善“读本”。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老师打开了 PPT：“弱小的东西需要保
护，如果周围比你弱的都消失了，你就成了一座‘孤岛’，最后
沉没的便是你。”深入浅出的演绎之后，老师说出了这一主旨。
哪些弱者需要保护？怎样去保护？这是本讲要解决的另一个问
题。老师没有机械地回答，分别用布带蒙上两个学生的眼睛，一
个要走回自己的座位，一个要给自己倒杯水。作为家庭作业，老
师已提前布置给大家了，这两位同学依然不能如愿。这一堂课，
对同学们的触动是可想而知的。

“伸出一双手，献出你的爱。”
走进丹徒区茅以升实验学校的慈善画廊，远远地就看见一个

大红的“善”字，这一警句紧挨着红红的“善”，图案耀眼，让人心仪。
在镇江，用慈善画廊宣传慈善文化的学校，遍布城乡。“生活中

的善越多，生活的情趣也越多，二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托尔斯
泰的这句名言，我们是在丹阳市陵口中学的操场旁遇见的。这些
警句，还有慈善故事、慈善好人，都做成了图片，有的还辅以园林
石、广告画、雕塑等，展示在画廊里，与同学们朝夕相处。

2022年 4月，市教育局、市慈善总会面向全市中小学开展了
“向善向上·健康成长”青少年慈善征文大赛。大赛收到征文3089
篇，经过评选，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评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
三等奖30名、优秀奖40名。

透过一篇篇征文，我们看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力量。
“现在我还小，我可以学着追随光，靠近光；等我长大了，我可

以努力成为光，传递光。”这是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写在征文里
的愿景。她说的光就是“善”。

有些事，注定要刻录在人生的记忆里。
那个盲人老婆婆听到声音就兴奋地说，噢，是你！小姑娘，我

记得你！这位初中七年级的“小姑娘”记住的却是那个公交站台。
她在征文中写道：“好心人！10路公交来了，请叫我一声。”沙哑的
声音传来，但没有人回应，就像一颗小石子滚落山涧，本就细微的
声音更是被无尽的黑暗吞噬。等待回应的就是这个盲人老婆婆。
公交车像流水一样，一辆接着一辆，带走站台的乘客。10路来时，
站台只剩下她俩。此刻，那个被黑暗吞噬的声音又一次在小姑娘
耳边回响，她忐忑地上前，怯怯地说道：“婆婆，10路来了。”小姑娘
意外的是，老婆婆竟和她一个站下车。后来的日子，小姑娘常常会
在站台遇见她。每次小姑娘都提醒她，扶她上车、下车……小姑娘
好久没在那个站台上车了，偶尔去，站台也是空空的。有一天，小
姑娘在另一个站台上了车。上车后，她就看见了老婆婆。车上的
人愈来愈少，下一站就是她的站点了，小姑娘悄悄走过去，说：“婆
婆，到站了。”老婆婆先是一愣，随后笑道：噢，是你！小姑娘，我记
得你，小姑娘。

“我记得你，小姑娘。”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荡起了小姑娘心中
的涟漪，她好生欢喜，好生激动，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拿
起笔，以这句话为题，提交了应征稿件。

这样的故事，都是身边的慈善，虽然平凡，却让人温暖，更让人
看到未来和希望。我们将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征文汇编成书，作为
编者，我们为这些身边的慈善点赞！我们分明看到，“善”的种子已
经在这些青少年的心田萌芽、生长。

疫情散去，大地回春，我陪几个客人
去扬中。意外的是，他们对扬中的桥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从镇江出发，绕过巍巍圌山，迎来雄
伟的长江三桥，同时左侧长江一桥、右侧
扬中长江大桥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三座大
桥横跨两岸，江水横陈，山水相映，正巧
一群白鹭飞过，优雅的身影高高地印在蓝
天之上。

看到他们欣赏的神情，我介绍，长江
一桥建于1994年，是由扬中自筹1.62亿元
在本岛最早建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前几年
又修缮一新。此地曾有“姚镇班”去镇江
和栏杆桥至丹徒大路的汽渡。一桥率先结
束扬中“孤岛”历史，通车之日，全岛轰
动，万人空巷。扬中长江大桥是北侧主江
泰州大桥在南夹江的延伸。长江三桥建于
2014年，总投资 12亿元。三座大桥使扬
中进入镇江半小时经济圈。

“‘一眼看三桥’，李白有诗：‘两水
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这里‘三桥’落
彩虹，别具风采。” 有人说。

“要致富，修桥铺路是首步。这些桥
是顽强不屈的扬中人求富思变的杰作。”
有人说。

我继续介绍，扬中四面环江，资源缺
乏，两头在外。过去没有跨江大桥，外出
唯一靠船。“长江无风三尺浪，跑马行船
七分险。”一遇台风、暴雨和大雾，几天
封航停渡，严重影响生产生活，许多企业
深受隔江之苦、缺桥之痛。

出行看天、过江靠渡，是我从小的印
象，并多次遭遇封江待渡、有家难归的困
境。“对岸百弓地，隔江千里遥。”有位文
人写扬中渡江不易：又逢雾重，顿足行程

误。两岸辎车困阻，何日南桥北渡？建跨
江大桥是多少代扬中人的梦想。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激荡下，敢闯敢干
的扬中人从内心生起对“一桥飞架南北”
的渴望，自费建造长江一桥，这在全国尚
是首例。

一桥的建成，鼓舞了扬中人的志气，
他们“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在 20余年时间又连续建造六座跨江
大桥。2004 年建成长江二桥，将本岛与

“岛外岛”西来桥相连。我有幸参加通车
典礼，那日路上行人像过节赶集，群众爬
满桥边的屋顶和大树，一睹大桥风光，有
位围观的老人因过于激动昏厥被救；2012
年建成泰州大桥。还有西来桥西夹江“幸
福大桥”、南夹江“幸福二桥”。

扬中建成七座跨江大桥，改写了“非
船莫渡”的历史，构建了内外畅通的大交
通体系，让小岛独洲成为连接苏南、苏北
的“交通走廊”，全面融入“扬子江城市
群”“长三角一体化”，并开辟了联结世界
的通道。

到了扬中，他们迫不及待要看泰州大
桥。此桥是世界首座千米级三塔连跨悬索
桥，泰镇高速贯穿全境，改写了扬中“无
高速”历史，大大缩短与南京和常州的时
空距离。

路上远远可见泰州大桥高耸的桥塔，
像巨龙腾空的桥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泰
州一端港桥一体。桥上，南来北往的车辆
川流不息。俯瞰扬中，生态绿岛尽收眼
底，百里江堤似水上长城蜿蜒延伸，繁华
的城镇和林立的高楼清晰可见，浩荡的长
江仿佛从遥远的天边倾泻而来，各式船舶
在桥下穿梭。

“早年曾经在此乘船过江，沧海桑
田。”有人说，并吟诵：“昔日路止逾鸿
沟，往来渡扁舟，而今大桥跨南北，物流
车潮竞自由。”

“这些跨江大桥是改革开放带给扬中
的奇迹，印刻着伟大的时代变迁，并为扬
中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有人接着说。

离开泰州大桥，领略了县城的繁华去
我新坝老家。一路又见许多小桥，它们巧
妙地融入宽广的马路、崭新的街巷、精致
的别墅、纵横的港河间，在繁华的街道、
整洁的村庄和蓝天碧水间展现独特的风姿
魅力。他们赞叹：扬中是水乡，也是桥
乡，既有大浪淘沙、惊涛拍岸的大江风
貌，又有小桥流水、波光潋滟的田园风
光，是充满诗意的栖居港湾。

我介绍，这些小桥是世世代代扬中人
生活的必需和依靠。扬中由长江淤沙冲积
而成，东晋始浮水面，后逐渐形成四个沙
洲组成的岛县。费孝通先生写扬中：大江
奔腾欲何至？天落三岛集于此。岛上始有
人烟只有 400多年，但扬中移民敢于战天
斗地，不仅在沙洲上围田垦荒，而且筑坝
建桥，新坝镇即是清初新筑连接三洲的大
坝和新桥而来。

艾青说：“当土地与土地被分割的时
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的时候，智
慧的人类站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扬
中江河相通，境内河桥密布，无桥不成
路，无桥不成村，无桥不成镇。过去扬
中人出门见桥、上街穿桥、纳凉上桥、
嫁娶过桥。

我离开家乡40余年，至今还记得不少
名桥，如县城的三茅大桥，见证了一座城
市的沧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栏杆桥，

曾是繁华的小集市和渡口；八桥的唐家桥
和公济桥，因曾发生围歼日军的激战而扬
名；西来桥镇惠明桥，是纪念抗日烈士赵
惠东和杨明。还有扬子大桥、建设桥等。
有的桥名已演变成地名，一个弹丸之地，
含桥地名有70多处。

扬中历史上由何人何时何地建起第一
座桥，已无从考证。据有关资料，1949年
前有各种桥梁 690多座。它们是跨越水上
的艺术品，谱写着浑然天成的怡人旋律。

在筑坝修桥铺路的历史长河里，扬中
形成了独特的桥文化，积淀和培育了自力
更生、发愤图强、勇立潮头、勇闯新路的
奋斗精神，这种精神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形成的“跑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
说上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
四万”精神一脉相承，并在乡镇工业发展
和改革开放中大放异彩。

扬中的大桥小桥，忠实记录着扬中人
追梦的脚步。桥史，某种意义上代表扬中
的发展史，闪耀着扬中精神的光辉。

不知不觉，到了新坝大桥。我告诉他
们，我小时候见的是木桥，一度是沙石
桥，后来是水泥拱桥，我和小伙伴曾经在
桥洞玩捉迷藏，在桥下游泳。现在是漂亮
的石雕桥，依桥而兴的集镇建设也面貌一
新。不久，夜幕降临，华灯初放，桥上桥
下，一片流光溢彩。

万里长江入海流，千年绿岛应潮生。
近年来，扬中坚持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
国知名的工程电气岛、绿色能源岛、生态
旅游岛，“江中明珠”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站在扬中岛，我们仿佛站在一艘巨轮
上，它劈波斩浪，正向着现代化的未来阔
步前行。

冬藏万物，人也猫冬。在暖被窝里，在空调房
里，在大浴室里，一个冬天的冬藏，藏得严严的，一
个冬天的冬衣，裹得紧紧的，一个冬天的冬捂，捂得
懒懒的。

从冬天里唤醒，精神抖擞走进春天里，那就需
要来一次春风中的沐浴。

望春归，想象诗词中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
柳醉春烟的春天，期盼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春景。脑
子里闪现明代袁宏道《满井游记》里“高柳夹堤，土
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的描述，陶醉在孔
子也陶醉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快乐中。

这是春望。
沐春风，从室内走向室外，从城里走向乡野，从

沐浴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开始。
初寒料峭的春风，雨水节气的滴滴春雨打在身

上，一寒战，冷冷的，惊蛰节气的丝丝寒风吹在脸
上，一激灵，凉凉的，把你从冬天的冬眠中惊醒。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人勤春来
早，万事日相催。醒得越早，走进春天越早。

这是春醒。
早春二月，三三两两，或者一人，来到郊外，奔

着青苗，寻着青色，踏青郊游。
踏青就是踏春，春从地上的小草尖尖而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青青小草

是春天最早的使者，无数棵小草从地底下冒出来，
为春天打底色。这是脚底下的春，这也是春天的路
标，哪里有绿，就寻绿而去。在草地上走走，在草地
上躺躺，户外小帐篷搭建在草地上，这是与春天最
亲密的接触。而在草地上放纸鸢，头顶蓝天白云，
脚踏青草一片，牵着风筝线，在春天里画出游春的
五线谱，这是从古到今大人小孩的赏心乐事，是春
天里最具有诗情画意的怡情美事。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抬头望，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万千杨柳枝是
春之声的琴师，柳条穿梭，犹如弓弦拨动，你凝神谛
听，春之声圆舞曲在耳边回响。万千杨柳枝又是春
天的舞女，在春风中婆娑起舞，婀娜多姿，你定睛观
望，一场场芭蕾舞在春天里的空中舞台轮番上演。
听琴声，观舞蹈，春天的舞台每天都在上演大自然
的精彩节目。

踏青寻青，柳色青青田园新，清清河道绕村
宅。水沟中，野塘里，水清清，春水绿如蓝，四季最
澄澈。半亩方塘就是春天的镜子，走到塘边，看看
水光潋滟的春水，照照春天里的自己，沐浴着春风，
沐浴着春光，春天里的自己被春天梳妆打扮，也是
清凌凌、亮晶晶的春仙子。

在很多人看来寻春赏春一定是寻绿赏花，醉入
丛中。其实春天最美的景色是另一种青色，那是青
青麦苗在春风里摇曳的青色。

到春天的麦田边走一走，春光无限，生机勃发
的春天才真正走进你的心里。

春分以后，小麦拔节。麦田里起伏的碧浪是胜
过烟柳的最美春好处。走在麦田边，天之蓝，蓝莹
莹，地之绿，绿油油，碧浪轻轻涌动，有一种在海南
岛陵水碧海边散步万里澄澈的喜悦。

早晨的晨雾和朝露给麦苗洗脸打扮，苗仙子披
着朝霞万道金光织成的霓裳羽衣贵妃出浴。中午
时分，阳光灿烂，把晨雾朝露披盖在麦苗脸上的面
纱全部揭开，麦苗大大方方地露出了纯净的孩儿
脸，不但散发着晶莹的光泽，还散发着淡雅清香，似
草似花，似有似无。阳光下干爽的清香，带来了媲
美森林氧吧的纯净新鲜空气。在这里，有麦苗草
原，任何的清新剂，清香剂，加湿器，都不要。到这
里来走走，坐坐，慢慢地走，细细地看，轻轻地闻，浅
呼吸，深呼吸，把心扉打开，对心肺做一次彻彻底底
的清洗。

这是春游。
乘着春天的大好时光，去游一游。早春沐春

风，仲春沐春雨，暮春沐春景，春天的洗礼，浴后的
神清气爽这就是春天的赐予。

身边的慈善
□ 陈泰龙

采食春天
□ 张帮俊

人间彩虹扬中桥
□ 张伟清

沐春风
□ 周竹生

辛夷坞里辛夷花
□ 王太生

占 春 徐 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