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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抹胭脂香自来，冰心玉骨卧瑶台。

平生不负春风意，满目清寒更许开。

题 海 棠
★阿卫国

桃樱李杏不须分，遍地清香醉煞人。

织绿堂前回燕子，斜斜两两更啼春。

春 分
★阿卫国

春暖花开，万物生长。乡村金黄色的油菜花静悄悄得竞相绽放，

到处一片又一片金黄金黄，滚滚的金浪铺天盖地，田野里、山岗上，处

处是一片迷人的风景线。

无论你置身于什么地方，油菜花的香是真的香，那沁人心脾，让

你神清气爽，让你情不自禁的喜欢。从来没有一种花像油菜花一样

既可以这样的万亩齐放，又可以美得如诗如画。

恣情地绽放在湛蓝的天空下，朴质泼辣，热烈奔放，漫野铺展着，

簇簇精瘦的黄花，在初夏风浪里摇曳，似与游人赏客嬉戏相乐，过分

地热情惹得人儿情不自禁，或是和它们合个影儿，或是低眉嗅它香，

人在花丛里，花在人心中。

最让人感动的是整片整片地开放，开得最团结，开得最抢眼，金黄

的颜色，不分彼此的花朵，一齐在阳光下绽放，那是最接近阳光的花。

这时的蜜蜂是最忙碌的，嗡嗡的一大群，蝴蝶也不停地飞舞，花香不是

浓烈的，是淡淡的香味。油菜花开的时候，它的茎和人差不多高，叶子

也是绿中带着银白色，像是镀上了非常细致均匀的月光。

油菜花堪比菊花黄，但远不如菊花硕大饱满，用朵来修饰，显得

做作失真，用枚来装点，倒显得贴切生动，如果是一朵油菜花，被好事

的人扯下，扔在地上，它不会招人怜惜。它没有傲娇的外表，更没有

娇气的脾性，不像牡丹，华贵得宠，它朴实得太不起眼了。

在阔大的青叶衬托下，形成一簇进而一大片，满地都是黄。黄，

就有了气势，有了力量，宛如行为艺术的泼彩，漫野扑来，跃着金光，

炫目辉煌，让人招架不住。

田间的油菜花，那充满朝气的黄色，那自始至终的黄色，沉淀在

它的花瓣之上，染尽原野。阳光下的油菜花开得灿烂，驻足其间。看

到油菜花那挺拔的生命力，看到深情的土地无私地滋养着世间万物。

春风吹起，菜花摇曳，仿佛满地流金。那金黄的光泽，伴随着淡淡

的芬芳，交织成一幅春日诗画。

走，看油菜花去
★君亭

把初心播撒在田野上，

田野就长出一片希望。

麦苗绿油油，青爽爽，

清风吹来，阵阵清香。

像大海涌动着绿色的波浪，

一曲春之歌激情荡漾。

把使命系在大棚里，

大棚里就飘出蘑菇香，

各种珍稀菌啊，

香过黄河，香过长江。

香入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香的幸福的味觉好绵长。

油菜花开了，

那充满诗意的黄色，

开得春天心花怒放。

春风舞动着春天的舞姿，

舞动的祖国山河芬芳。

半熟的草莓着大红，

熟透的草莓爱深红，

采摘的草莓像灯笼，

这甜蜜的灯笼，

照的咱农民心里明。

把党的宗旨牢记心间，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让我们奔跑在致富的大路上，

撸起袖子加油干！

宝丰珍稀菌产业园
★徐占领

宋朝杨万里作诗说：“诗卷且留灯下看，轿中只好看春光。”我们现在有轿车可以看到更远

的春光。3月5日，宝丰县作协组织去宝丰县李庄乡采风，我们也算不负春光。

翟集村路两旁，麦苗青青，还没有进村就让我有了敞亮的心境。老房、老街、古井、古树

……是中国传统村落的典型组成元素。走进翟集，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美丽乡村的绮丽画卷：

街道干净整洁，房屋错落有致，翠竹或花木，依院门而立。街边院外，时不时有石垒的矮墙，围

着的地方是小片的菜地，无非是几行蒜苗，几行菠菜，起薹的是油菜。也有不种菜的，门前桃

花含苞。住在农村的人真惬意，把春天搬到了家门口。入目的多是崭新的楼房，可我还是感

受到了浓浓的古意。村子东北，重修于雍正年间的关帝庙，红石做基，青砖砌墙，灰瓦覆顶，古

朴得就像一座民舍。

关帝庙、付家祠堂、王家大院、王清勋老宅等十几处古建筑得到了修复。

在翟集街上我们与一棵古树相遇。古树无言，看一个个人们欢声笑语。古树经年的脉络

里记录下尘世间发生的悲欢离合。这里有大将军冯异的故事，还有村里醋业的发展史。相似

的故事，不同的主角，而此刻我们就是主角。这棵古树已有一千多岁。那些往事早已散落成

一地风干的树叶，幽幽地散发着岁月的沉香。垂下的枝条上鼓满芽苞，不几天就会春意盎

然。要知道，我们拥有的今天弥足珍贵，因为逝去的昨天已成往事。

村民们或下棋或聊天。和他们交谈起来，他们对现在的变化，有掩饰不住的喜悦，说过去

那些老房子住的人不多了，许多房倒屋塌，杂草丛生，街上没有下水道，晴天也是污水横流，脏

乱不堪。看现在多好，种了花、栽了树，铺了路、安了路灯，还修建了小广场。堆满垃圾的寨壕

沟清理后还引来了运粮河里的水。

翟集村头的一块麦田里，一对夫妻正在给麦苗浇灌返青水，而他的不远处，另一位村民正

在打畦培育红薯苗。车打地头通过，去程庄。

程庄街上的石板路是用中央财政支持的古村落保护资金新铺的。石板虽说不是原来的

石板，但也算为程庄街道两边的古宅老房找回了魂。石板路连接着石台阶，石台阶通向幽静

的深宅大院。双脚一踏上石板路，我的脚步不由得放慢，虽然我知道这不是古时的石板，但我

心里一样对它敬重，古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这些石板安放在这里，带着传承的使命，再过百

年也是后人眼里的古物。我在石板路上徜徉，抚摸着石墙上的拴马石，感慨万千。尔后顺着

程氏老宅中间一条幽深的巷道向巷子尽头走去。凝重和沧桑布满长着青苔的老墙，时光的深

巷里是青砖黛瓦历经风雨洗刷的厚重。

程庄是被后人尊称为二程的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后人迁此定居，故名程庄。

程庄村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建筑主要是程家大院和刘家大院。程家和刘家大院都是明清

建筑，青砖铺地，红石为基，旧式的木制门窗，即使时隔百年，纹理仍清晰可见，且结构坚实，古

朴精致。灰瓦覆顶，五脊六兽，工艺精美，栩栩如生，连兽头上的触须都保留完好。

一座红石砌墙白灰勾缝的门楼里榆木门框上的春联还是簇新的样子，上下联是“天增岁

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是“春回大地”。

就要离开程庄时，我听到稚嫩的读书声从木刻花纹的窗格里透出来，似乎让我感受到二

程理学的神韵依然是古村生生不息的魂。斑驳的石板路和座座古宅老屋，仿佛在传递着古风

遗韵。

翟集和程庄都是国家级传统村落，翟集还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李庄乡正利用古村资

源进行文旅融合。古色古香的展厅内，数百口大醋缸陈列整齐，浓浓的醋香扑面而来……在

翟集村的中原米醋非遗体验中心，人们通过沉浸式体验了解米醋传统酿造工艺过程，认识了

翟集，感受到醋文化的博大精深。近年来，李庄乡积极推进该村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善、村庄

业态培育、村民持续增收，以发展乡村旅游为抓手，把古建筑打造成特色民宿，发展成为市民

周末休闲的好去处。

去外口村的路上，时不时会看到一簇簇的迎春花，它们在路边的崖壁上，在土丘上，在石

缝里。一朵朵黄花，星光灿烂，点缀着还没有多少绿意的山林。在外口村看到的是和翟集、程

庄完全不一样的风光。外口是山村，有山地、林地和湿地，房屋建筑也是依山就势，片状、点状

的农舍质朴自然，墙体通通被涂上了土黄色，接近泥土的颜色，它们和大地融为一体，就像点

缀在山水间的精致小品。倒流河从南向北潺潺从两个居民点中间穿过，一座小桥连接河两

岸。外口村还是一个有着红色革命记忆的村庄。宝丰历史上最后一次战事——程寨沟剿匪

战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桥东头是围着山体修造的一面风景墙，墙面上以连环画的形式讲述

着那次荡气回肠的战斗故事。而桥西则是解放广场，广场南边的石墙上书写着在那场战斗中

牺牲的12位烈士的名字。环绕整个山村的水系在广场一边变身为一渠清水，打动昼夜旋转的

水车后又流向河里。广场新铺的甬道可以通向堤岸，沿堤岸漫步，绿草青树让人心旷神怡。

水渠边有两位村妇边浣衣边说笑。这里的百姓生活悠然自得，宛然一幅乡村乐居图。而广场

上的英雄墙又告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

外口村的景象是李庄乡实施“水系连通，引水入乡”工程的缩影。这项工程打通了全乡境

内水库、河流、沟渠和池塘，“清清活水绕村流、绿树成荫花果香”的美丽画卷正在李庄徐徐展

开。

过不了几天，李庄大地就会梨花白、桃花红，期待李庄春色浓。

春 回 李 庄春 回 李 庄春 回 李 庄
□张振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