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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春，明媚之季，亦是花海荡漾之时。春，是一首无

声的诗，是一幅无形的画。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每逢

这盎然生机的季节，我总能在微信中感受到一丝不同

于往常的温暖和活力。微信这个虚拟而又真实的世界

里，春天以另一种姿态绽放，它不仅在朋友的动态里轻

轻掠过，更在每一条消息的往来中悄然滋长。春天不

再是由单纯的景色构成，而是通过每一个表情、每一句

话、每一次互动，悄悄绽放。

那是一个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将我

从睡梦中唤醒。我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点开微信，便

看到远方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你看，我们这里的樱

花开了！”附带的是一张粉嫩的樱花照片。那一刻，仿

佛春风拂面，我的心也随之荡漾开来。虽然相隔千里，

却因这微信里的春天而感觉彼此近在咫尺。

微信里的春天不止于此。朋友圈里，有人晒出了踏

青的照片，绿意盎然的草地上，几个孩童在奔跑嬉戏；有

人分享了自己种植的郁金香破土而出的小视频，生命力

的顽强让人赞叹；还有人写下了春日游记，字里行间流

淌着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与向往。这些生动感人的画面

和文字，都在传递着春天的气息，让人心生向往。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清代诗人高

鼎用这样的诗句描绘春天的美景。而在现代，我们通过

微信这个小小的窗口，也能感受到这份诗意。尽管忙碌

的生活常让人应接不暇，但微信里的春天提醒我们，不

要忘记了身边的美好，不要忘记了心中的那份柔软。

有一天，我在微信上发起了一个话题：“你眼中的

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朋友们纷纷回复，有人说是嫩绿

色，因为看到了柳树发出的新芽；有人说是金色，因为

迎春花在晨光中熠熠生辉；还有人说是粉色，因为桃花

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这些色彩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微

信里的五彩春天。

然而，微信里的春天并不总是阳光明媚。有一日，

一位老友发来消息说他失恋了，看着那悲伤的文字，我

仿佛能感受到他心中的冬天。我回复道：“别难过，春

天总会来的。”很快，他的回复让我眼前一亮：“是啊，没

有了冬日的寒冷，怎能更好地迎接春天呢？”这样的坚

韧和乐观，也是微信里春天的一种模样。

微信不仅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它更是连接心灵的

桥梁。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分享踏青的喜悦，还是感

慨生命的奇迹，都能让人感受到春天的美好。我们还

可以分享自己的快乐，也可以倾诉自己的烦恼。就像

春天的种子需要土壤和水分，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交流

和理解才能茁壮成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微信里的春天也在不断变换着

形态。从初春的嫩芽到翠绿欲滴的叶子，从含苞待放

的花骨朵儿到绽放成花海，每一个瞬间都有它独特的

风景。而我们，就像是那只在花间飞舞的蝴蝶，时而停

歇，时而飞翔，享受着每一次与春天的邂逅。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微信里的春天给了我们一

丝慰藉。它让我们在繁忙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在喧

嚣中寻找到了内心的和谐。每一次滑动手机屏幕，每

一次点击发送，都是我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真实感

情的过程。

“微信”里的春天
◎ 裴金超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抖音如同一个包罗

万象的大舞台，将清明这一古老的传统节日以全新的

面貌呈现在大众眼前。手指轻划屏幕，一段段与清明

有关的短视频扑面而来，它们像一扇扇通往不同时空

与心境的窗口，带着我领略清明的多样内涵。

一打开抖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组拍摄清明祭

扫的视频。在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高耸

入云，前来祭扫的人们整齐列队，向革命先烈敬献花

篮，默哀鞠躬。一位讲解员深情讲述着烈士们的英勇

事迹，话语中满是对先烈的崇敬。评论区里，网友们纷

纷留言：“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缅怀先

烈，吾辈当自强。”这些简短却饱含深情的文字，传递出

对英烈们无尽的追思与敬意。通过这些视频，我虽未

能亲身前往现场，却同样感受到了庄严肃穆的氛围，领

悟到清明祭扫对于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意义。

划动屏幕，场景瞬间切换到乡村田野。金黄的油

菜花漫山遍野，构成一片金色的海洋。视频拍摄者用

镜头捕捉下了一家人在田野间制作清明美食的温馨画

面。长辈们熟练地将鲜嫩的艾草洗净、焯水、打成泥，

与糯米粉搅拌均匀。孩子们在一旁好奇地观看，时不

时伸手参与。不一会儿，一个个圆润的青团就摆满了

蒸笼。当热气腾腾的青团出锅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评论区

里，有人分享着自己家乡的清明美食做法，有人感慨着

浓浓的亲情。这些充满烟火气的视频，让我感受到清

明不仅是追思先人的时刻，也是家人团聚、享受生活的

美好契机，承载着人们对家庭和生活的热爱。

随着手指的滑动，一段清明传统习俗表演的视频

吸引了我的注意。画面中，身着古装的演员们翩翩起

舞，展现着清明荡秋千、放风筝的场景。女子们坐在秋

千上，身姿轻盈，在蓝天白云间来回飘荡，笑声在空中

回荡，与湛蓝的天空、嫩绿的草地相互映衬，构成一幅

美丽的画卷。视频的拍摄者巧妙地运用特效，为画面

增添了几分古韵，让观众仿佛穿越回到了古代，亲身感

受清明习俗的独特魅力。弹幕中，网友们纷纷点赞，表

达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与赞叹。

抖音里的清明，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远在

他乡的游子也能感受到家乡清明的氛围。许多在外工

作的人通过拍摄视频，分享自己对家乡和亲人的思

念。他们或是讲述儿时清明的难忘经历，或是展示家

乡的清明特色，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家乡的眷恋。这些

视频下面，总会有许多网友留言安慰、鼓励，形成了一

个充满温暖与关爱的网络社区。

抖音里的清明，是多元文化的交融，是情感的汇

聚。它让我看到了清明在新时代的活力与魅力，也让

我更加珍惜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情感纽带。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应当善用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传承和弘扬清明文化，让这一古老的节日在新时

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抖音”里的清明
○ 聂顺荣

乡间的春天

最初从那纤细的柳枝上爆出一粒新蕊开始

然后盛开出一瓣瓣春天的语言

撒在明亮的水面上

水，就一片汪汪地绿

天，就一片阔阔地蓝

春天在悄无声息中走来的时候

春燕便从南方一个个返回了

它们寄居在农舍的院内、屋中

灵巧的小嘴一声声鸣叫是对农夫

一冬的思念和对春天无限的祝福

乡间的春天

是夹杂着汗腥味和泥香味的春天

走进田野

一派农忙

春耕的老农扶着一架架木犁来去匆匆

犁铧，凝聚起七彩的春光

在一浪浪翻滚的泥土里闪忽

希望在泥土里拱芽

在汗水中拔节

早春时节

穿过童年嬉耍过的那片桃林

一夜之间

披上了一件淡淡的嫩黄的新装

你惊喜地走近春天将它寻觅时

可它却又倏然消失

春的踪迹出现在那远处的河堤上

田野里滋滋抽芽的

沟河里悠悠游动的

烟囱里袅袅抒情的

都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

无论是春光照亮的白昼

亦或是寂静的黑夜

民歌始终伴着春天的柳笛和鸟鸣

在农夫动情的喉咙里悠扬着

在村姑翕动的嘴唇里缠绵着

每一曲优美的旋律

每一个生动的音符

都流淌着千年来风情十足的民间爱情故事

乡村小学

孩子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意气风发地走进校园

风徐徐地在校园的操场上闪动着翅膀

或许你感觉它有些凉

或许你还感觉它留有冬天的影子

但从教室里传来的那暖融融脆亮亮的读书声中

我们感觉到春天已经在乡村小学里开始

那一排排举起的小手难道不是一棵棵

破士而出的绿芽么

一年之计在于春

乡间的春天依然与这句农谚相伴相随

乡间的春天
□ 李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