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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贤遗失电动自行
车车牌，车牌号：黄色（超
标）- 邵 阳 0017333，声 明
作废。

▲ 体 彩 网 点
(4305009157)遗失湖南省行
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
一份，收据号：05192766，收
据金额：贰万元整，业主：阮
翠华，声明作废。

▲芙蓉衣巷遗失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502MA4PWUK6XD，
声明作废。

新宁代办处

▲新宁县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管理站遗失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宁县支行开户许可
证两份，核准号分别为：
Z5558000020604、
Z5558000020703，特 声 明
作废。

洞口代办处
洞口县永安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学校遗失湖南省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车辆
证，证号：湘交运管邵字
430525800211号，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287029106

遗 失 声 明

江初昕

初夏，菜园子的蔬菜一片郁郁
葱葱。豇豆、苦瓜、丝瓜长势良好，看
着眼前半人多高的藤苗，母亲说，该
是搭架子的时候了。这天，我扛着一
捆小竹子，母亲则拿了一把浸过液
的稻草和撕成条状的塑料皮，到自
家的菜园里，给蔬菜搭菜架子。

西红柿矮矮壮壮的，上面开了
不少黄花，也有的长出了翠绿的西
红柿，小小的，宛如玛瑙一般。母亲
说，西红柿也是要搭架子的，相对
于其他，只不过简单点，只需在苗
根部插上一根拇指粗细的小木棍，
用稻草轻轻扎上，以防西红柿长大
后，秧苗承受不住结出的果子，倒
伏在地上，甚至折断掉。母亲嘱我
在秧苗下插下木棍，而她则逐棵用
稻草进行绑缚。一棵棵西红柿秧苗
在母亲的手中拨弄，就将稻草轻轻
绑上。绑好后还拨动一下，感觉不
是太紧就可以了。

黄瓜藤上这时已经长出了不
少黄瓜，黄瓜的架子前期已经简单
地搭了下，只是现在黄瓜藤苗上从

下至上开始长满了不少黄瓜，毛刺
刺的黄瓜头上还顶着一朵黄灿灿
的花蕾，非常惹人喜爱。藤苗上还开
满了小黄花，加上浓密的叶子，一副
负重累累的样子，如不及时加固，被
大风一吹，就会倒伏在地。母亲怕原
来搭的菜架子不牢靠，钻进密实的
叶丛中，插下竹棍，并用塑料绳扎
牢。用手试了试，觉得牢靠多了。

豇豆苗才长成半人多高，苗梢
摇曳不定，随风摆动，也是该搭架
子的时候了，只有搭了架子，才会
长得更加迅速。倘若不及时搭架
子，藤苗就会匍匐到地上，雨水多
的时候，藤苗就容易烂掉。母亲说，
豇豆最肯长，一茬一茬的，要从五
月一直长到十月，摘掉一茬，又会
长出一茬，隔上几天来摘，就是满
满一竹篮。豇豆直至寒露降临，才
偃旗息鼓。因此，豇豆的架子要搭
牢靠些，每株根底下插两根竹子
外，上面还横一根小竹子，和各株
的豇豆连接起来，形成一道藤墙，
这样，经得住风雨，不会轻易倒塌
掉。而且，豇豆的菜架子竹竿要比
别的还要长点，攀爬得高，空间相

对大点，豇豆也就结得越多。
苦瓜和扁豆的架子相对是要

复杂点。一般是在前面的四角立下
四根木桩，上面用横木架好，像一
个“口”字形，又在上面架上横木
条，或搭上树枝，将藤苗引入后，就
在棚架上安营扎寨，青翠欲滴的苦
瓜，紫红色的扁豆都从木架缝隙
中，倾泄而下，一团绿色的藤蔓围
拢在一起，看着就觉得舒心。

丝瓜的架子可因地制宜，倘若
菜园的旁边有树木，可以搓根稻草
绳引向树边，让丝瓜攀爬到树上，
丝瓜藤沿着稻草绳一圈圈缠绕，一
路攀爬，留下了一架黄灿灿的花
儿，慢慢垂下细条翠绿的丝瓜下
来。要想摘树上的丝瓜，就把镰刀
绑在竹竿上，顺势用力一拉，丝瓜
应声落下。

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菜架子
终于搭好了。母亲捶捶背，揉揉腰，
看着满园青翠的蔬菜，露出欣慰的
笑容。不久之后，红的西红柿、青翠
的苦瓜丝瓜、梳着两条辫子的豇豆
满园都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农家画
跃然于眼前。

搭 牢 菜 架 挂 果 蔬搭 牢 菜 架 挂 果 蔬

南风挥笔，蘸几滴鸟鸣
湿漉漉的意象醺染农历的宣纸
留白处，阳光慰贴的
已不是春的工笔

蜜蜂的幸福，穿过四月的拐角

在一朵花上返青
蝴蝶是会飞的诗笺
点亮岁月的风情
大地渐次被浓绿倾覆

油菜献出豆荚，桑蚕入驻婚房

一畦畦灌浆的麦穗
在守望的眼眸中铺开辽阔
蛙声依旧，绽放的乡音
滋润乡村的梦
而炊烟，从不喊苦
默默地偎依着村庄
不知不觉间就把
耕牛反刍的故乡
抬高了几寸

初 夏

赵自力

虾在老家很常见，米虾
居多，它们太过于娇小了，喜
欢群居。也有马虾和黑壳虾，
个大味美，备受孩子们的青
睐。小龙虾绝对算得上是“稀
客”，偶尔有几只，但不常见，
更没有上过农户们的饭桌。

前几年，村里成立了农
业合作社，乡亲们流转了种
了几十年的田地。父亲他们
放下锄头，从农民“变身”为
工人，在家门口务工，帮忙在
合作社做事。“立夏到，龙虾
跳”，每年的夏初，小贩们的
货车在村口堵成了长队，争
相购买小龙虾。那段时间，小
龙虾成了中心话题，从养殖
到价格到各种吃法，都可以
聊它个小半天。

小龙虾在村里占据了
“根据地”后，受益的就是乡
亲们了。由于小龙虾会爬田
埂，会钻洞，生存能力极强，
导致塘里河里堰里都是它
们的身影。特别是在下雨
天，水流把小龙虾冲到了更
远的地方。一时间，小龙虾
在我们那里不仅站稳了脚
跟，还不断“开辟领地”，成
为十里八乡都喜欢的精灵。
最高峰的时候，毫不夸张地
说，老家只要有水的地方，
就有小龙虾。虾一多起来，
平静的水田一下有了生气。

“以前下塘摸鱼，下河摸虾，

现在小龙虾到处都是，够你
们捉的了。”今年立夏一过，
父亲就发微信语音来，“怂
恿”着我们回家捉虾。

一回到老家，到处是虾
的气息。广袤的田野里，大大
小小的池塘星罗棋布，宽宽窄
窄的河道纵横交错，潺潺的流
水唱着不老的歌谣。戴着草帽
挽起裤腿，大人们捉虾捕虾，
小孩子们钓虾逗虾，昔日平静
的田野被渲染得格外热闹。父
亲在帮工之余，也弄了一块虾
田。远远望去没什么动静，走
近一看，小龙虾都在水草中觅
食，见有人来，纷纷一弹一跳
地逃到深水里。

“想吃龙虾了吧，多钓
点，让你们尝尝鲜。”父亲嘱
咐我们。我和孩子趴在田埂
上，用线系住蚯蚓，丢到虾田
深水里。龙虾吃食时，轻轻把
线一提，就钓起来一只个大
的龙虾来。不要一个小时，就
能钓小半桶龙虾来。孩子像
被口香糖粘住了似的，趴在
田埂上就舍不得挪身。回家
后，妻子帮父母洗虾剥虾，然
后精心烹饪美味的大虾。一
大盆红彤彤香喷喷的小龙虾
上桌，吸引着全家人的眼球，
筷子夹也好用手拿也罢，顾
不得吃相了，肆意地品尝着
大自然的馈赠。

每年立夏一过，小龙虾
就在老家的虾田跳跃，那是
老家夏天里最动人的画面。

龙虾跳跃的夏天

高原袖珍湖

白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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