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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
在乡间小路上。我踏着轻快的
步伐，回到了久违的老家。空气
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
让人心旷神怡。我此行的目的
地，是堂弟顺明的家。

我到达时，顺明正在堂前的
小场坪忙碌着。顺明六十开外，身
体依旧健壮，头发斑白，脸上刻着
岁月的痕迹。他的性格开朗，总是
带着一抹淳朴的微笑。小花圃里
的丹桂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秋菊
傲霜挺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他见我来了，连忙放下手中的活
计，热情地迎了上来：“哥，你可算
回来了，快进屋坐。”

我随着顺明走进了这座中
西合璧的三层楼房，外墙瓷砖铺
面，屋内装饰简洁而质朴。堂屋
正中神龛上供奉着祖宗牌位，显
得庄重而神圣。后面一排三间的
小屋，辟作厨房和餐厅。房屋四
周，有围墙栏杆。整个场地在山
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全是从乱石
窝里开辟出来的，不占耕地。

“哥，你看我这房子，怎么
样？”顺明自豪地问我。

“不错，不错，真是气派。”
我赞叹道。

“这都是上头的政策好，让
我们农民也能过上舒心的日

子。”顺明感慨地说。
中午时分，顺明夫妇开始

忙碌起来，准备着午餐。鸡是从
场坪里捉来现杀的五谷杂粮跑
地鸡。鱼是池子里现捞的鲜味。

“哥 ，尝尝这鱼 ，新鲜得
很。”顺明一边说，一边给我夹
了一块拌上姜辣蒜葱末和紫苏
叶的鱼块。我尝了一口，果然香
甜微辣，鲜美无比。我连连点
头：“真是太好吃了，弟妹的手
艺真是一绝。”

“哪里哪里，哥过奖了。”弟
媳谦虚地笑着。

酒是弟妹酿制的重阳米
酒，味道醇正，润口沁心。我和
顺明把酒话桑麻，话题自然转
到了如今农民的生存现状。

“哥，你看现在政策多好
……像我这样的农民都有自己
施展本事的舞台。”顺明一边喝
着酒，一边感慨。

“是啊，在如今这样的大气

候中，勤劳加心灵手巧的农民，
日子越过越好了。”我附和道。

“你看看我这小菜园，各种
时鲜蔬菜应有尽有。”顺明指着
窗外的菜地说。

我望去，只见左边一片绿
油油的菜地，生机盎然；右边是
鸡舍鸭棚和小水池，鸡们正在
草地上啄食，鸭子在水面上嬉
戏，一派怡然的田园风光。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
一起放牛的日子吗？”顺明突然
问道。

“当然记得，那时候我们无
忧无虑，自由自在。”我回忆起
儿时的欢乐时光，“只是那时生
活有点拮据。”

“现在虽然生活好了，但那
份纯真的快乐却越来越少了。”
顺明叹了口气。

“是啊，时代在变，我们也
要适应。”我安慰他。

顺明的脸上又露出了笑

容，说道：“哥，你说得对……”
我们继续聊着，从过去的

回忆聊到现在的生活，再到未
来的设想。酒过三巡，菜过五
味，我们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哥，你看我这车库，孩子
们回来的时候，车就停在这
里。”顺明指着右边的偏房说。

“是啊，现在孩子们都有自
己的事业，你也该享享清福
了。”我说。

“享清福？我可闲不住，每
天不干点活，浑身不自在。”顺
明笑着说。

“那你可真是个劳碌命。”
我打趣道。

“劳碌命就劳碌命，只要能
过上好日子，累点也值得。我要
趁着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再上
个台阶。”顺明坚定地说，眼里
充满着自信。

夕阳西下，我们依旧在把
酒话桑麻，聊着那些关于土地、
关于生活、关于梦想的话题。在
这个宁静的乡村，我找到了久
违的宁静和满足。顺明的家，不
仅是一个小康之家，更是一个
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港湾。我们
共同期待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黄三丛，武冈市双牌镇退
休教师）

乡土视野

把 酒 话 桑 麻
黄三丛

南林村阿勇养殖场

阿勇欣开养殖场，喂鸡喂狗喂牛羊。
牛羊肥壮妻儿醉，鸡狗成群酒肉香。
昔日水中捞月影，今朝圈内作文章。
财源茂盛绝非梦，致富何须去远方。

长乐乡建勇榨油坊

顾客连绵料不断，一年四季昼宵忙。
花生菜籽油茶果，汗水机声明月光。
榨下琼浆流欲醉，囊中巨款敢张狂。
常行好事乡邻敬，借得春风著锦章。

长阳铺张顺良羊场

放牧趁天光，歌声绿牧场。
羊亲鲜露草，画展小丘冈。
上路三鞭哨，归圈一地床。
银元修福道，大厦耸华章。

青草回族村蔗糖坊

村院制糖坊，秋冬日夜忙。
三更生景色，四季有春光。
曾恋园中翠，尤贪榨下黄。
车船装绮梦，富裕醉回乡。

（杨焕湘，邵阳县诗联协会副主席）

古韵轩

夫 夷 庭 院 写 实
杨焕湘

在我心中，流淌着一条河。
我去过许多的地方，见过了

许多的河流，也看过许多大海，但
我最爱的还是家乡那条蓼水河。

蓼水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
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生机与
活力。河水清澈见底，仿佛能洗净
世间的一切尘埃。每当晨曦初照，
整个河面便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
辉。河水缓缓流淌，带着夜的凉意
和晨的清新，潺潺作响。岸边，野
花烂漫，美得让人心醉。

春天，蓼水河两岸万物复苏，
嫩绿的柳丝轻拂水面，桃花以及
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将河水
映衬得更加温婉动人。夏日，这里
是孩子们嬉戏的天堂，欢声笑语
在河面上空回荡。记得儿时，常与
伙伴们在河里洗澡捉鱼摸虾。那
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如今想来仍
觉温馨。每当夕阳西下，老人们总
爱坐在河边的老柳树下，摇着蒲
扇，讲述着那些古老而又神秘的
故事。秋天，蓼花盛开，艳红如火，
与金黄的稻田、蔚蓝的天空构成
一幅绝美的画卷。冬天，河水虽
静，却更显深邃。河面上偶尔飘过
的薄雾，更是引人遐想。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蓼水
河的爱恋愈发深沉。它不仅仅是
一条河流，更是一条生态链。河
水滋养着这里的草木蔬菜，使高
沙地区的粮食产量常年充足。同

时，这里的水生动植物资源也非
常丰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驻
立蓼水河畔，我不禁为这里的美
丽风光所倾倒。这里的风景，充
满了诗意和浪漫。这里的百姓，
则淳朴而热情。

多年前，蓼水河曾被污染：河
水浑浊，堤岸遍地垃圾，臭味扑
面，令人恶心且痛心。好在，镇党
委和政府采取了强硬有力的措
施，对那些唯利是图破坏河流和
生态环境的人予以坚决的打击和
处罚，并且对长达 3 公里的沿河
堤岸进行整改，才有了蓼水河今
天的魅力。

前不久，我和几个朋友沿着
河堤散步，忽然发现前面堆放有
东西。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些建筑
垃圾。难道要把这些垃圾往河里
丢吗？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谁还这
么低素质？我往四周打量，终于看
到了一个人。我便问他：“这些垃
圾是你堆放的吗？”“是呀！我喊了
一个手扶拖拉机正准备把这些垃
圾拖出去。”那个人笑着说。哦，原
来是这样。我尴尬地笑了……

我爱蓼水河，爱它的清澈与
宁静，爱它的四季变换与生生不
息。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我
永远的牵挂与眷恋。无论我走到
哪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对
蓼水河的爱恋，都将如影随形，永
不褪色。

精神家园

生 命 之 源
姜贻强

在家乡湘中地区，猪血丸
子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冬季美
食。别看它灰不溜秋，可是历经
数百年传承的美食，是邵阳人
眼中的“黑珍珠”。我的婆婆就
是一位做猪血丸子的能手。

记忆中，每到腊月临近，在
晨曦微露的清晨，村子里便陆陆
续续响起了猪的嚎叫声。这时，婆
婆就开始为做猪血丸子忙碌起
来。从仓里拿出自家种的黄豆，精
挑细选出个儿硕大的，用一个大
大的盘筛盛着，放在冬日的暖阳
下，扎扎实实地晒上一个上午。这
些饱满的黄豆，一上磨，便一股脑
儿欢快地往磨眼里钻。豆剖开了，
洒在了簸箕上。但见婆婆身手利
落地一团、一抖、一抛，簸箕上下
翻飞腾挪，趁势将豆皮抛洒了出
去。如是反复，行云流水般，剖好
的豆肉和豆皮便分离开来。整个
过程，性格温厚的婆婆干脆得没
一点拖泥带水，迅速地把豆肉浸
上水，第一道工序完成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婆婆已

经在磨豆浆了。虽说家里已有了
磨豆浆的机器，可婆婆却执意要
用老式的花岗岩石磨磨，说这样
磨出来的浆，格外细腻浓稠，做
出来的豆腐味道才够纯正。冲
浆、过滤、烧浆、点卤，一整套流
程下来，等我们都起床的时候，
豆浆已变成嫩嫩的豆腐了。

在豆腐脱水的过程里，婆婆
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剁得碎碎
的，再把配好的肉拌进脱水豆腐
里，淋上新鲜的猪血，放盐，使劲
儿捏碎、搅拌均匀，再揉成一个
个大小适中匀称的团；抹上油，
放在炕筛上，再将筛子挂在火塘
上方，等待柴火的柔熏细燎。

这时是千万不能心急的，
如果用大火烘烤的话，失去的油

份太多，丸子变得干涩开裂，味
同嚼蜡。不管我们再怎么心急地
想很快吃到这丸子，婆婆都不为
所动。她每天守在柴火灶边，一
丝不苟添柴加火。整个过程，她
忙上忙下，谁也插不上手。

等上十天半月，当丸子的表
皮变得黝黑发亮，还渗出少许油
粒，用手指戳一下，软硬适中时，
丸子就可以吃了。洗净切开一个
来，只见里面红得发亮，豆的清香
伴着肉香，让人垂涎欲滴。关于丸
子，婆婆也有她独创的炒法。她先
把丸子切成厚薄均匀的一片片，
放在一个瓷花碗里摆好，蒸上十
来分钟，撒上点葱花。如果喜欢辣
一点，还可以放上一点辣椒粉。艳
红的辣椒粉、暗红的丸子、青椒及

葱白，夹杂在一起，香味袅袅，一
道色香味俱全的地方特色菜就可
以上桌了。夹上一块，咬上一口，
唇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我想，
也可能只有婆婆才做得出这么独
特的猪血丸子出来吧。

那些年，我们夫妻俩带着
儿子在异地他乡讨生活，回乡
的日子很少。带去的猪血丸子
不好保存，久了就会生霉菌。婆
婆每年冬天都会多做一些丸
子，用油坛子仔细收好。她说，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回家来，都
能吃她做的丸子。

这些年，我们回到了家乡
定居。婆婆年岁渐老，身体也大
不如从前，但她每年冬天仍然会
不辞辛苦地做猪血丸子。在她看
来，猪血丸子不仅仅是一种食
物，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儿女
喜欢吃，亲戚乐意要，就是对她
辛劳的最大赞赏。而我们在忙碌
的生活中，能偶尔回家吃上一顿
家常美食，感受那份浓浓的亲
情，就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经历。

樟树垅茶座

冬 月 丸 子 香
吴艳红

作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我深知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
特的星星。他们或许因为身体
或智力上的缺陷，无法像其他
孩子一样在校园里尽情奔跑学
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
去了追求知识的权利。有些孩
子无法到校读书，为了让他们
也能感受到教育的温暖，就必
须送教上门。在邵阳县特殊教
育学校，一直有37个身影在送
教的路上执着前行，不管严寒
酷暑，不论雨雪风霜。他们以实
际行动践行着“关心下一代，教
育好孩子”的神圣使命。

带着教具与康复器材，载
着温暖与爱的力量，他们奔波
在邵阳县23个乡镇场。曾有人
问，你们来回奔波不累吗？他们
回答，累，但是这些孩子也是我
们的学生。送教上门，也不仅仅
是传授知识，更是传递爱与希
望。要让这些孩子知道，他们并
没有被社会遗忘，他们也有权
利追求知识和梦想。一袋水果、
一箱牛奶、一双鞋子、一件棉衣
……每一次送教，孩子们都会
额外收到一份礼物，这是党和
政府的牵挂，是学校和老师的
关心。

从我第一次参与送教，就
跟着王老师。是她领着我走进
送教学生家中，也是她让我学
会了走进家长和孩子的心中。
王老师每次送教前都会做十足
的准备，今天要给小宇（化名）
带玩具和本子，要给小琳（化
名）带彩笔，还要给小智（化名）
带衣服，这些衣服都是王老师
从自己家带来的。看到王老师
耐心地教孩子们洗手，给他们
换上干净的衣服，给他们洗脸、
擦嘴巴，我触动很大。

那个叫小琳的小朋友，她

有着小小的身躯，漂亮的脸蛋。
如果不听家长说，我们很难相
信她是一个先天盲孩，在她 3
岁的时候还被诊断为自闭症。
手里捧一个音响，躲在角落里
听歌是她每天的常态。在王老
师的带领下，我们逐渐走进了
小琳的心里。最开始，面对陌生
人她会逃避，现在她可以和我
们一起听音乐交流。后来，听说
小琳意外被烧伤，王老师二话
不说带我们一起去烧伤医院看
望小琳。命运给小琳关闭了一
道门，王老师却用爱心和耐心
为她打开一扇窗。生活没有疼
惜小琳，王老师就用爱来包围
她，带她去感知更精彩的世界。

还有个叫小晨（化名）的小
女孩，因肢体残缺无法去学校
上课，轮椅是她最忠实的伙伴。
她日复一日进行着康复训练，
期间从未打消学习的信念。有
一天，我无意发现了她的小乌
龟。同样热爱动物的我，从那天
起开启了不一样的送教模式。
我不再是一个知识的灌输者，
而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听她滔
滔不绝地讲她的小乌龟、介绍
她最爱看的书、描绘着她对外
界的渴望。现在，她已经能够跟
正常孩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
今年 4 月，她在学校的演讲比
赛中获了奖，并作为代表参加
了全县的比赛。我由衷地为她
感到骄傲。

送教的时光就这样匆匆
而过。37 名老师用青春，写下
一首朴实无华的赞歌。在未来
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怀揣着
敬畏生命的心，守护这些微
光，共同谱写特殊教育事业的
辉煌篇章！

（郭梦雅，任职于邵阳县特
殊教育学校）

守 护 微 光
郭梦雅

五彩斑斓

杨运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