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平和县长乐乡是客家聚集地，为闽
粤三县交界所在。这里山岭连绵，莽莽
葱葱，丰富的绿色资源成为当地最为耀
眼的生存与发展新姿态。来到长乐乡的
集镇上，蓦地进入你视野的一排排崭新
楼房，会与你在途中领教到的那满眼的
苍翠形成视觉上的反差，这样的现代元
素无疑撞了一下你的心尖。如果面对的
是你这样敏感的外来客人或走基层的记
者，乡党委书记涂来顺在提到当地的发
展时，就一定会对你强调说：“我们将围
绕绿色发展这一主题，以绿色资源为依
托，大力发展脱贫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乡长林志伟会介绍说，长乐乡正在实施
全域无死角的互联互通交通网络，在村
村通水泥路的基础上，规划实施连接永定
道路、云平高速，打造长乐到厦门、漳州、
龙岩一小时经济旅游圈，形成村村相联、
路路互通的便捷交通网，把长乐建设成为
平和闽粤开发交流的桥头堡。云平高速
通车后，革命老区就结束了境内无高速的
历史，为山老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长乐乡的资源是绿色。若你打开地
图，在交通便捷的今天，这个闽粤三县交
界所在，还有打造长乐到厦门、漳州、龙
岩一小时经济旅游圈的潜在优势。到了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绿色经济是你触摸
得到的，只是旅游圈呢，给一个边远的地
方规划出这样的大蓝图，底气何在？

二

在新民主革命时期，长乐乡是一片
热土，是一个被誉为“八闽第一枪，福建
井冈山”的地方。坐落在境内的平和暴
动纪念馆、平和暴动烈士纪念碑、将军
洞、南委电台、陈彩芹故居、罗明办公遗
址等二十多处红色革命遗址。游客参观
这些红色革命遗址，倾听血与火时代洪
流的回响，红色旅游文化的丰富资源将

在这里得到生动的表达。涂来顺说：“过
去，我们着重在保护红色遗址上下功夫，
今后，我们还将打造成为可观、可感的精
品旅游线路。”

与这些革命遗址相呼应的，是长乐
乡风光旖旎的生态水系。10多公里长的
梅潭河穿越长乐乡全境。集镇区沿河两
岸的千米大堤由条石砌成，拦河坝给予
集镇区一道舒缓的水域，与蓝天白云、翠
绿山景相映衬，游客站在横跨两岸的大
桥上，在水流、鸟鸣声中入诗入画，领受
来自大自然与人文交汇的另一种熏陶。

长乐乡打造的是“一廊四区八节点”
的生态水系，把红色遗址与生态景观形成
完美结合。光这个项目就投入资金近

2000万元，2017年8月份开工建设，将梅潭
河沿岸人文融入红色、客家民俗等文化氛
围，打造原生态魅力河道与红色景观廊道。

以文化为元素、融合多元，利用不同
载体而构建、再造与整合——这样的“文
创”，其成效十分明显。长乐乡党委副书
记林明达说：“独具特色的红色元素串点
成线，盘活了当地的红色资源，每年吸引
各地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瞻仰参观学
习。”吃红军饭、走红军路，成了民众喜闻
乐见的旅游项目。

三

长乐乡为创建宜居村镇，先后投入
3000 多万元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
建治污长效机制，垃圾日清保洁、污水处
理、水土保持、生猪养殖污染治理、土地
复垦等，生态效益持续向好。所施行的精
准扶贫也促进了宜居新村建设，通过扶贫
帮扶与项目带动，村道硬化，架设太阳能
路灯，使得重点革命老区基点村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通过培育富民产业，盘活抛荒
地，发展特色农业及中草药种植，积极融入
周边旅游线路，开发红色山村游等一系列
扶贫造血举措，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多年的
贫困村因此迈上一条小康路。

当红当红色遗址色遗址

坐落坐落在优美的生态中在优美的生态中
▱何 也

一

二月的风，微凉，二月，是桃花最好
的季节。

一场春雨的滋润，漫山的桃花灿烂
如红霞般，灼灼其华。如果你跟我一样
喜欢，就去桃园赶一场桃花的盛宴吧。

在春日里，阳光正好，桃花正红。一
朵朵，或妖娆多姿，或含苞欲放，随心所
欲的姿态，妩媚又满怀激情。

桃园的精灵，轻轻地落在花瓣上，久
久不曾离去，它们，是否也沉醉在桃花园
里，不知今昔何昔。

二 月 春 归 风 雨 天 ，碧 桃 花 下 感 流
年。桃花红的季节，是属于春天的味道，
春天的色彩。暮云春雨，那一抹桃花流
年，惊艳的不仅仅是光阴，还有年华安好
的岁月。

一面素颜，一地花影，迷醉了谁的眼
眸？伴着春天的气息，请允许，让一场流
年花事，在岁月里姹紫嫣红地绽放。

流年似水，光阴如梭，世事沉浮起
落，人类的悲喜并不相同。惟，桃花依旧
笑春风。

二

早春的梅，暗香浮动。
有着高尚坚贞的情怀，有着铮铮铁

骨的豪放，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梅，注定成为人们千古吟诵的“岁寒三
友”。

问世间，什么样的坚毅情怀，才能有
如此傲雪斗霜的品格。纵使天寒地冻，
也不改严寒怒放的本色。

雪在飘，风在吹，梅在舞，欲语还休，
欲走还留。只是一朵梅，却如飘舞在雪
地上的女子，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绽放
着生命的芬芳。

梅，生命的本质就是奇迹。我们应
该像梅一样，珍惜生命的价值，在生存中
获得自我超越，经得起繁花似锦，也撑得
了朴实无华。

雪，一片一片，纯白无瑕。梅，一朵
一朵，丽质芳菲。不知是雪映衬着梅，还

是梅渲染了雪，在冰天雪地里，轻淌成一
阕清丽婉约的词曲，任人吟唱“寻常一样
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那一朵一朵的梅，透过几度春秋，恰
似故人归。

三

阳春时节的郊野，樱花园里草长莺
飞，春色满园。

风，吹得樱花瓣纷纷扬扬飘落，却摇
曳出一地深蕴的幽香。蜂蝶翩飞其中，
她们在这些粉色的花瓣上，编织着未来
的梦。

在某一棵樱花树下，有个女子，面容
姣好，神情落寞地驻足停留在花下，眼
里，有深深的期待。彼时，花开正好，花
的光影投射在女子孑然的身影里，有流
年旧时光的薄凉之韵。

我们的一生，总要与很多人擦肩，遇
到很多花开，看透很多山水，谁能不离不
弃到地老天荒？被岁月风干的，不仅仅
是一城旧事，还有那些相惜相知的温暖，
娉婷的花影下，那女子的回眸，又璀璨过
谁的生命？

很年轻的时候，用过一个网名，冰雪
落樱。

当初，爱极了这个名字。冰雪，纯
净无瑕；落樱，娇柔凄美。试想，雪地里
有 一 抹 轻 轻 落 下 的 樱 花 ，孤 寂 ，决 然 。
自有一丝俏丽，一丝妩媚。那是冬天的
春色，是心中的眷恋。那时，太年轻了，
觉得自己的际遇有如雪地上的落樱，孤
独地盛开，孤独地飘落，有不为人知的
境遇。

一朵花，与一个人的缘分，是注定。
一些看得到的风景，一场没有结局的缘
分，是天意。不必刻意追究，花开花落自
有宿命。

冰雪落樱是年少岁月的情怀。岁月
远离，梦亦无痕，我只是习惯回望，只想
做个恋花人。

彼时，彼刻，安享这样的时光，即好。
春色的郊野，风，微凉。花，娇美。

人，安好。这应是世上最好的景致。

心有芳菲春常在
▱江惠春

2020 年，终于在人们的各种牵
绊和念想中缓慢度过。四季经过了
滞重的更迭，在人们的隐隐期待里，
春节悄然叩响了小城人家的门扉。

姐姐于前年底从香港提前退
休，回来照顾父母亲，也在小城度过
了整整一年。一年来，她在辛苦忙
碌之余调羹做汤，养花种草，从一个

“都市白领”变成了大家眼中的“家
务巧姐”。

几乎每天的早市刚开张，姐姐
就开始了匆促的一天。从写字楼的白领人
士过渡到市井里会挑瓜菜的勤快主妇，她
仅用了一两个月时间，便开始有了自己的
经验，譬如芥菜，沉一些的水分足，疙瘩脆
实捏不动的较新鲜。若是包心芥菜则要注
意叶柄越肥越好，下锅后才绵软回甘。辗
转于灶台炉间，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打
厨艺，那就是擅于制作西米露、糕饼等各类
点心美食。她认真给自己的作品取了好听
的名字，如紫霞仙子、冰山拿铁、蓝海水晶、
富士初雪等。还特意声明，“蓝海水晶”用
的原料是可食用的蝶豆花和天然花青素，
味美而漂亮。我们夸她把夏日里的一抹蓝
都装进了杯子，这样的日子都变成了诗。她
笑着说“民以食为天”，制作甜点既收获了快
乐又享受了美味，何乐而不为。

脱下围裙，姐姐从厨房里走出来，就
变成了院落里的园艺家。那些杜鹃、月
季、君子兰、郁金香等一一上架，在她的侍
弄下都成了珍宝。姐姐还得意地告诉我，
迎春与连翘都是小黄花，只是枝条形状与
花瓣上有些不太明显的区别，现在终于分
清了。每一样花卉迎回家姐姐都郑重移
栽配上不一样的花盆，她特别喜欢那几个
暗灰色的不起眼的陶瓷花盆，认为灰色是

一种朴素又优雅的颜色，远看古拙，近观
却令人心动沉思。

原本想，平静的生活会如同电视连续
剧般日复一日地上演。可是，任谁也没有
料到，这样的剧目情节却在这个年前的冬
天突遭卡顿，停滞了下来。

一天早晨，母亲在弯腰收拾东西时猝
然晕眩倒地，紧急送往医院，医生诊断说
是脑溢血，因为母亲年纪大了建议先进行
保守治疗。于是我和姐姐开始了每天几
趟往返医院的日子。她再也顾不上园子
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变着花样给母亲做一
天三顿的汤饭。厨艺也派上了用场，精心
搭配瘦肉、冬菇、干贝熬成粥糜，或将排骨、
荸荠、黑木耳煮成面线汤，小心地给母亲喂
食。那个阶段，母亲的手脚几乎不能动弹，
说话也含糊不清。我和姐姐都暗暗担心，
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
谁来回应呢？住院一个月后，母亲终于重
新站立起来，重新学着走路。有一天，在
医院长长的走廊里，我和姐姐一左一右搀
扶着母亲走路，母亲脚上的拖鞋在地板上
啪嗒作响，母亲突然模模糊糊嘟囔出几个
字：像小孩子了。我和姐姐惊喜间，真觉
得母亲成了孩子，我们成了母亲了。

母亲终于会说话会走路了。母亲的

声音、表情和思维，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
点慢慢复苏，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新年
快到时出了院回到家。大病初愈后的母
亲如孩子般快乐，对前来看望她的人满怀
感激。姐姐也恢复了每天上下午由厨房
里的生活家到院落里的艺术家的日子。
也许人的本性就是感念一切美好的东西，
世界上最值得感念的东西是时间。这会
儿时间在我们的身边静静地行走。相信，
随着时间的行走，一切的苦难和阴郁都会
走远。剩下的，就是宁静的春光和祥和的
心情。好好整理一下自己，就又是一个全
新的自己，又有正常的全新的生活会在我
们的手中创造出来。

姐姐越来越自如地在生活和艺术中
来回切换了。美食和美景依旧在她的手
下轮番变幻着美丽的花样。她说，用心生
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就能变成琴棋书画诗
酒花。做个平凡日子里的画手，把生活的

诸味，当成调色板上的斑斓：从米的
饱满，理解耕耘的辛劳；从油的滑
香，理解人生的丰泽；从酱的浓郁，
理解情感的醇厚；从醋的微酸，理解
爱意的回甘；从菜的清淡，理解日子
的朴素，从柴草的烟飘里思念邈远
的起起伏伏的群山。姐姐终将平淡
的日子，梳理成丰蕴的诗意和无限
的远方。

节前她又建议，如去年般到花
市再买些花来。望着姐姐欢欣雀跃

徜徉于各个花店，贪婪地捧回水仙、腊梅
等的身影，我想，节令已经过了立冬了，春
的消息已经到了，大地上万事万物已经有
了润泽清新的气息，那么，我们还在等待
什么呢？就让我们把心里沉闷了一个冬
天的情怀呼唤出来吧，和春天一样，绽放
出她固有的生机。

春天真的要来了。走上街头，感觉到
寒冷的空气里流溢着一种春潮的东西。
忽而觉得让人冷静的季节同样别具诗情
画意。其实，所有的季节我都欢喜。四季
的更迭总在遵循大自然的美感规律，无论
冷凝和热烈以及繁荣和萧瑟，只要心中时
时有琴棋书画诗酒花，所有的季节都会如
诗如画。

就把心灵当做一块乐土，种上自己喜
欢的树，无论繁茂或凋零，丰硕或贫瘠，辛
勤地耕耘。来年里仍做一名幸福的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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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地方风物

一

感君知我爱梅心，邀约家山惬素襟。

小径驱车入空谷，忽惊漫野雪云深。

二

姑射婆娑展玉颜，瑶台一别竟无还。

岁寒不见南州雪，应是纷纷落此间。

三

缘牵两岸结良姻，我愧夸称系线人。

岭上霜枝同醉赏，色香清绝最精神。

附记: 2013 年夏月，诏安学子小徐与高

雄才女小李在“海峡两岸青年闽南文化研习

营”交流活动中相识（时我负责该项工作），其

后两人相知、相爱，2019 年冬月喜结连理，成

就美好“两岸情缘”。现小徐在家乡工作，小

李博士任教于闽南师大文学院。

庚子腊月雁飞、姿莹
伉俪邀赏白梅林

▱施榆生

你，祯羲

你的爸妈怎么那么会给你取名字
祯羲，珍惜
你把清晨的一寸一寸光阴沃土
种上宋词雅韵
你的老家，青青的山岗，飘荡着莫耶，

谱写的故乡的原风景
听，少年拉的小提琴曲，也解风情
稚拙的小河淌水，携风的手
书写外婆美篇的记忆

语瞳，你饱蘸的浓墨，在春联里绽放海棠
千百年的炮仗，也在点横竖撇捺里穿上唐装
你手执话筒与春天的使者对话
让一座座花园，浓缩着春的盆栽
热烈，而美

嘉星，你回襄阳的路有十八弯
你从国庆，就准备踏着星光出发
待你虔诚地叩响
万水千山，万水千山
外公对你的挂念，已在夕阳外
只是尚好，你不是流浪的小燕子
外婆，刺眼的白发
张开温暖的怀抱
拥抱妈妈带你回家
外婆的除夕夜，思念的皱纹
随着璀璨的烟花，舒展

亿城，小帅哥，你的寒假生活开满七色花
阳光都愿意为你长满鹿的角
只是——
你写的字，也和你一样可爱
自由自在，想伸长手脚就伸长手脚
想打哈欠就打哈欠，耍脾气了，把嘴都撅得老高

赓耀，你真是一只可爱的小蜜蜂，“原野”游遍
虽然，你不是推开窗门，迎接晨曦的追风少年
但是，晨跑的足音，是你锦绣年华里
奋进的鼓点

明涛、子聪
你们是碧波漾漾里勤学苦练的小海豚
培颖、诗宸、奕辰
你们的竹镶之窗，书香盈满
思宁、诗凌、陈果、墨丫
你们的调色板，调出多少牛年的祥瑞
早春桃花的渐变，麦浪秀色裙裾
……
你们，五十一个幸福的孩子
在寒假归隐山林时
我用心灵执笔，流泻下
你们又一段难忘的时光

难忘的时光
▱杨炳光

风情万种

将平淡的日子梳理成将平淡的日子梳理成
诗意和远方诗意和远方
▱朱向青

每每想起腊月二十三做“米香”，那份美
味的甜香和节日喜庆热闹总浮现于前。

一到十二月，祖母就催着她的三个媳妇
赶快“荫麦”了。就是将专门挑好的饱满麦
粒，放在木质的抽屉里，盖上旧衣物保温；早
晚各浇一次水，抽屉柜底板有接缝，正好可以
滤水。约莫过了十来天，终于看到和小草长
得差不多的麦秧挤满了各个容器……和我们
熟悉的稻子秧苗差不多。但是大人却能将绿
绿的草煮成香甜四溢的麦芽糕，真神奇。这
是我孩提时代一个甜蜜的谜团。

过两天就要煮麦芽糕了，这时的我们哪
还有心思干活啊，一个个紧跟在祖母后面看
着她忙碌。祖母看出我们的心思，就说：都别
馋，该放牛的，该赶鸭的，该拔草
的照样去，中午回来才有得吃。
那种期待，就如天天盼着屋后芭
乐树上那颗微胖的芭乐快点转
黄。后来才知道，这些麦秧还要
洗净，放到石臼里舂出麦汁，再和
煮熟烂的糯米混在一起煮才会熬
出麦芽糕的。这个过程，被大人
派去外面干活的我们往往看不到。中午回
家，十几米开外就闻到那股诱人的焦糖味，赶
紧放下手中的农具，直奔灶台。麦芽糕，在锅
里慢吞吞地翻滚，时不时鼓起一个小小的圆
泡。“啵”的一声破开，散发出一股浓郁粘稠的
香气，好像故意在引逗那四五个眼巴巴的小
孩。祖母放一碗冷水在灶边，隔个三五分钟
便捞起一小勺麦芽糕放入碗里，熟练地捏
捏。终于在我们如狼似虎的目光中笑道：“可
以啦！”我们便抢着把灶窟里还在燃烧着的柴
火都扒出来，再从灶下窟铲些灰，把火炭的余
火也灭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屏息凝神，只用眼

神互相交流着。祖母笑笑看了看
我们，却只是不紧不慢地先舀出
一小盆，放在一边，然后再利索
把 锅 里 所 有 的 麦 芽 糕 都 舀 出
来。过会儿，得空了，便抓过一
把筷子，用筷子端挖提绞转，转
出 一 团 麦 芽 糕 ，塞 到 每 个 人 手
里。哦，那散发着热气的焦糖香
味，瞬间凝固成永恒的记忆。那
儿时的原味麦芽糕，不知为什么
就是现在各种奶味巧克力味草莓味都无法
企及的。

煮麦芽糕只是春节的序幕，接着还要留
心的是等那个爆爆米花的大叔来村里吆喝

“爆爆米花啦”。他一年只来一次，而且每个
村就呆两三天，是绝不能错过的。赶紧舀两
三斤大白米，抱一小捆木柴，付给几毛工钱，
用上一个下午 (要轮流等)，在几场吓得小孩
躲得远远的巨大“砰砰”声后，就可以背上一
大袋的爆米花回家了。有了这两样，就可以
开始节前的重头戏——做爆米香。

做爆米香，那才叫一个热闹。都是几家
几家凑到一起做的。爸爸妈妈，叔叔婶婶，还
有姑姑姑丈都在场，刀、砧板、圆瓶、空气袋、
瓮都要洗净到位，尤其是那两个大大的圆簸
箕。祖母主持，在大鼎里，先加热融化麦芽

糕，再倒入爆米花，然后用大锅铲快速翻搅，
直到爆米花和麦芽糖完全融合在一起。然后
再快速铲到簸箕上。男女主力马上围上，俯
身向前，用空圆瓶趁着热气“米香”还没凝固

成形，使劲地推平整，压结实，直
到均匀地铺满整个簸箕。一眨眼
工夫，一颗颗爆米花老老实实地
挤在一起，动弹不得了。这时，就
要开始切，先横后纵先切一条条，
再切一块块，那脆脆的声音，和着
那欢快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一堆堆爆米香，如一座座小山。

这会儿要赶快用不透气的塑料袋装好，放入
瓮中，把口封紧，这样才能保住它的酥脆。我
们几个小孩子，则围着一堆角料，美美地享受
着大人给的奖赏。

这爆米香，每家每户都做，一做都是好几
大袋。要不，除了自家的孩子没得吃，春节期
间各种拜祭也没什么贡品可供了，而且过年
亲朋好友来串门时没个招待的。当时全村连
一个小店也没有，想买也没得买。

有了这香香脆脆爆米香，年味就浓了，年
味就甜了，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年少的我们
对年最深最甜的记忆了。

香甜记忆香甜记忆
▱曾芳艳

春到了
曾俊勇 摄于南靖梅林村

心香一瓣雅韵新吟

心香一瓣馨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