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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炉随手

风绿几度陈炉镇，
落草曾生宋时春。
垒瓮当年炉火焌，
盘墙今日旅游村。
龟蛇气象风水稳，
陶瓷造形烟火淳。
却有残宅无人问，
且留空门待归心。

永平关随手

了阔凭栏更显远，
峡关借座犹如闲。
风来面山天咏叹，
意去背水云流言。
历代遗贤骂则天，

今朝新忠夸曹瞒！
黑白两浊时乱眼，
是非孤清自澄泉。

慈善寺即记

鱼罄无声寂，
慈善有寺灵。
当年皇家地，
今日泥沙中。
幸留佛三数，
赖庇窟上亭。
千古无人应，
万年石听风。

（注:陈炉古镇、永平古镇、慈善寺
是陕西铜川、咸阳、宝鸡三市山区名
胜，作者走基层路过随手而记之。）

山中即景三首
◎ 匋 瓦

行走于阡陌之上
◎任朝政
11月27日上午，四川内江农商银

行党委书记覃才荣和纪检委书记张周
林一行人走在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花
洞村的乡村阡陌间，各自去走访村里
结对帮扶的贫困户。

覃才荣径直走进花洞村贫困户段
大如家的院子。一进门，把新买的棉
被和200元慰问金递到了80多岁的段
大如老人手中，老人紧紧握住覃才荣
的手，连声致谢。

“翻盖后的房子住着怎么样，冷不
冷……”去年，内江农商银行出资两万
多元为段大如翻修了危房，改造了厨
房和厕所，老人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作为这家的帮扶责任人，覃才荣时不
时就抽出时间来看看。

“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一个
月拿得到多少钱养老金？”对覃才荣的
提问，段大如一一应答。覃才荣又对
一旁的内江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说，你
们多留意同咱们合作的企业有没有务
工的机会，给段大如的儿子介绍一些
活儿，让他能凭劳力挣点钱。临走时，
覃才荣拉住老人的手，叮嘱老人要多
注意身体，家里有什么困难随时跟帮
扶人员说。

在村头的另一家，纪检书记张周
林把礼品和慰问金送到一位老婆婆的
手里。“天冷了，婆婆穿的还厚实吧？
家里今年收入怎么样？”张周林关切地
询问其家庭情况。“感谢党的好政策，
如今的日子不愁了。”今年家里土地都
流转给种植专业合作社了，每年有一
份固定收入，儿子就在村里的专业合
作社打工，自己有自留地种点菜。老
婆婆激动地说

中午时分，覃才荣和张周林又奔
向了下一个村民组。

（作者单位：四川内江农商银行）

秋风又起，秋叶纷纷，故乡的秋天
说来就来。

那些曾经蓊郁繁茂的树木纷纷染
上了绚丽的颜色，在秋风中瑟瑟轻摇，
与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房屋、天上飘浮
的云朵轻轻诉说不舍。

故乡沿街道多树木，春来杨柳先
发新芽，茵绿了大半个村庄，然后是榆
树、槐树次第染绿，再加之院落中的各
类果木，交相辉映，花叶争鲜，偌大个
村庄不断演绎芬芳与生命的繁荣景
象。春天的树木发出的芽是可食的，
柳树芽儿、杨树芽儿趁半黄鲜嫩时采
下，用开水一烫，凉拌、做馅儿，都是难
得的美味儿。而这些美味儿，都是房
前屋后随手可取之物。

村庄的树木不但给庄户人家带来
了味觉上的享受，还施以人们荫凉，也
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春雨沙
沙作响，老槐树下叫卖的小贩停车驻
足，和人们一起交谈……

日子一天一天拉长，阳光也越来
越热烈。伴随着五月沁人的槐花香，
村庄的绿色愈来愈浓密，鸟儿在其间
婉转歌唱，蝉声也变得清脆悠扬，喜
鹊在庭院间的槐树上跳舞，燕子在

屋檐下做窝嬉戏，一片欢乐祥和的
景象。

白天，村庄的树木为人们遮风蔽
雨；晚上，为劳累的人们送去清凉。盛
夏时节，蛙声阵阵，风儿从树叶间来，
若有似无，拂在纱窗上，幽幽的清凉送
进屋内，将燥热驱除。让人感到惬意、
感到舒心，白天的烦燥便无影无踪
了。伴着叶子婆娑的声响，人们也进
入了甜甜的梦乡。

一年的时光总是短暂，秋天又来
了，村庄里的树木也又长了一岁。它
们换上了金黄的外衣，向人们展示着
别样的美。一场秋雨一场凉，这些见
证了村庄一年风雨的树叶也将离开枝
头，以悠美的舞姿向人们告别，投入到
大地的怀抱。它们层层叠叠地聚在一
起，慢慢地干枯、慢慢地化为尘土，或
是被人收集成为灶膛里的燃料，发出
生命中最后的光与热，无憾也无怨。

故乡的树叶，年复一年，重复上演
着生命的轮回与自然法则。它们是故
乡的象征，也是故乡的守护者。叶落
又归根，在这个万物飘零的季节，我们
也要该回故乡看一看了。

（作者单位：河北迁安农商银行）

叶落故乡
◎ 贾有利

外婆在 92 岁时安祥地离我们而
去，我却因在浙江温州作票据业务没
有参加外婆的葬礼，那是我第一次痛
彻心扉。外婆离开我们已经 12 年
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在眼前，她的
圣洁高贵的品格一直激励我积极乐
观向上。

外婆是美丽的。外婆高高的个
子，大大的眼睛，身材一直不胖不瘦，
可谓十足的美人。外婆不仅长的美，
而且气质佳，有雍容华贵之质。经历
了清末的混乱、民国的战乱、抗日的持
久、开国大典的喜庆、改革开放的繁
荣，看惯了世事无常，依然保持特有独
立的个性。

外婆是勤劳的。尤其在勤俭持家
上本领突出。春寒料峭时外婆在野外
寻野菜，春暖花开季外婆把棠梨花、桐
花、槐花等所有能吃的花采摘蒸熟晒

干，炎炎夏日外婆在麦地里捡麦穗，秋
风卷残云时外婆在遛红薯遛花生，严冬
酷寒时外婆在麦草跺中捡麦籽，硬是让
舅舅和我们两家的日子过得让别人羡
慕。外婆还用勤劳换来的野菜野果野
花接济她的哥哥姐姐妹妹和邻居家，外
婆用勤劳赢得了好人缘、好口碑。

外婆是包容的。在外爷因无故被
迫停职时，外婆安慰他鼓励他，身正不
怕影子斜，于心无愧就行，让外爷心情
舒畅无忧无虑高寿93岁安息长眠。在
街长里短流言纷飞的时代，外婆从不
参与，对家人一如既往，对亲戚始终如
一，对街坊邻居态度依旧。让那些流
言蜚语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让那些
不怀好意的人无缝可钻。

外婆是坚强的。在外婆 89 岁高
龄，外爷带着眷恋带着无耐握着外婆
的手慈祥地去了天国。外婆婉言谢绝

家人的邀请，一个人坚强地生活着，她
说她要为外爷守好家，像外爷在世时
那样地生活。在外爷3周年前无疾而
终，安祥的样子如睡着一般。

外婆是严格的。小时候，我晚上
住在外婆家，外婆在月光下一边纺棉
花，一边给我讲故事、提问题，让我养
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明白了学而
不思则罔的道理。上小学时，外婆晚
上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陪着我读书
做作业。

外婆是智慧的。在我参加工作
后，外婆鼓励我练习点钞、打算盘，她
说熟能生巧，技不压身；要我学会服
务，理解客户；要我学习电脑，与时俱
进；要我发挥特长，练就“绝学”。我按
照外婆的指点一路走来，感到充实快
乐，学会善良感恩，做到问心无愧。

（作者单位：河南宜阳农商银行）

我的外婆
◎索杏利

周六早上，值夜班的妻子下班回
家，吃过早餐，我就没收了她的手机。
也许你会对此感到奇怪，这是干嘛
呀？其实，我原本是考虑她值了一夜
的班，挺辛苦，让她休息。就在我拿走
手机的那一刻，她竟和我急了，很委屈
地对我说：“老公，你给我手机，你把手
机给我吧，让我再看看。”一边说着一
边抢手机。

妻子是一名医院的护士，责任心
很强，值班的时间，出于职业习惯，怕
分散注意力，没有特殊情况，她是不轻
易动手机的。我是心疼她，让她休息
一下，哪成想，“胳膊拧不过大腿”，还
是将手机交给了人家。这回她高兴
了，躺在床上，身体在休息，眼睛却盯
在了手机屏幕上，感到如饥似渴。我
走近一看，她不是玩游戏，而是在浏览

“学习强国”网页。她对我说：“今年以
来，党支部对学习抓得可紧了，经常开
会，及时传达中央的精神，我们虽然在

医院的病房里，却也能了解到目前的
形势与政策。现在，作为一名党员，如
果不经常学习，与时俱进，就要落伍
了。”她还说，因为整天上班，没有时间
落实“学习强国”，回家有时间就得把
这课补上，眼瞅快年末了，争取网上学
习取得好成绩。

说起手机，还有一些故事，在我
的记忆里很深刻。出嫁的女儿每次
回家，见妈妈的手机总是卡顿，用起
来挺着急的，就背着妈妈上网买了一
部“苹果 11”，把妈妈感动得够呛，拿
着手机爱不释手，直夸女儿、姑爷懂
事儿，知道妈妈的内心所想。我在一
旁暗自欢喜，这下又省了我的一笔

“大开销”。
手机不单纯是一个通讯的工

具，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工作、学
习 和 业 余 文 化 生 活 。 有 了 这 部 手
机，一有时间，妻子就上网学厨艺，
经过练习成功后，就打电话让孩子

们回家品尝她的“名菜”。累点儿对
她来讲不重要，她想要的是一家人
团圆坐在一起，当都说菜好吃时的
那一份喜悦，真应了那句“累并快乐
着”。小手机可真神奇，坐在家里，
手指轻轻一按，走遍神州、周游世
界，吃穿住行，要啥来啥，送货上门，
真是享受啊！

我也是，自从用上智能手机以后，
痴迷地喜欢上了拍照。上下班的路
上、休息日、季节的变化、人文风情等，
还有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我都会及时
地扑捉，摄入镜头，将有意义的素材经
过挑选加工，配上文字，传递给报刊、
网络、自媒体等，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份
记载所带来的那份快乐。

但愿我们用掌上的手机，记录好
完美人生的每一刻，留住岁月的痕
迹，留住世间的冷暖，留住一颗感恩
的心……

（作者单位：吉林环城农商银行）

小手机里的大世界
◎ 董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