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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歇长路里，风静远桥前。
大江环岛，浪拍云淡笼青烟。
漫步林中赏景， 唤友快门留影，
处处笑声欢。
东平休闲地，快乐火星天。
春秋去，繁花尽，已轻寒。
萧萧落木，也谱冬韵舞蹁跹。
杉树挺直列列， 枫叶燃红簇簇，
好景待来年。
花艳中国梦，博览展新颜。

1969年的春节， 来农场的知青除极少数
人留队值班外， 其余都回沪与家人团聚过年
了。 过完年后回连队，一天傍晚，看见一辆吉
普卡开到队里， 听说是农场局军代表来队里
召集队干部开会。 因为春节期间仓库无人管
理，堆放着的几万斤稻谷和黄豆发热，以至于
变质霉烂发芽，给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这在当时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 “政治事件”，
队里的干部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此后， 队里干部对稻谷保管再也不敢掉
以轻心， 就从各小队抽调人员组成专门晒粮
的班，并任命我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因为除了
晒稻谷外，我们还要做队里其他的各种杂活，
所以人们也称这个班为“小工班”。

1971年的春节又来临了， 但扬晒后的稻
谷仍不是很干，为防止发生稻谷霉烂情况，和
班里的“七 0 届”们商量后，大家一致同意年
初二就回农场，抓紧时间，把仓库里的十几万
斤稻谷全部翻晒一遍。

年初二回崇明农场， 偌大的船舱里乘客
寥寥，生产队宿舍、食堂等处往日人声鼎沸的
情景不再显现，四处一片寂静。 第二天一早，
“小工班”的十个“光头”就在打谷场上热火朝
天地干了起来。崇明气温一般要比市区低 2-
3 度，正月里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但干
活干了不久，背脊后面就微微有点出汗了。一

筐筐稻谷总有二三百斤重，两人扛起就走，装
在麻袋里的一袋也有百多斤重， 大家动作麻
利而娴熟地掮到水泥场地摊开晾晒。 干到起
劲时，有人还嗷嗷地对着旷野大声吼叫两声，
反正四周也没有人影。

远处泥路上忽然隐约出现几个人影，走
近了才认出为首的是农场负责抓生产的武装

部沈部长。他看到我们年初三就上班在劳动，
既有点惊讶，又有点感动。在询问了有关情况
后， 他热情地向大家表达了节日的祝贺和鼓
励，并当即夸赞我们为“晒粮战线上的一面红
旗”，大家听后精神上很受振奋和鼓舞。

傍晚时分， 我们又得把场地上几万斤稻
谷收回到仓库里去。 虽然一天下来也没有晒
到什么太阳，但经西北风一番劲吹，原先的潮
气和湿气也被吹去了不少。

因为放假，所以队里食堂也不开灶的。我
们就到队里崇明老职工家里，请他们帮忙，胡
乱搞些饭菜， 再加上每个人从自己家里带来
的食物，欢快地聚在一起进行会餐，倒也蛮热
闹的。 大家一边吃菜，一边喝着崇明老白酒，
时而还兴奋地讲些在沪听来的一些传闻，气
氛融洽而热烈，感觉颇有几分《水浒》中英雄
好汉的气概。

以后几天，我们不敢有丝毫松懈，坚持每
天把仓库里的稻谷扛进扛出地进行反复翻

晒，经过如此一番倒腾，保证了全部仓储稻谷
的安全存放。

这年的春节，我们虽然比别人辛苦，但心
里很踏实。 如果不是春节期间赶来加班劳动
的话，十多万斤稻谷万一有什么闪失，那真才
后悔莫及呢。 顺便说一句，那时加班，可没有
什么“一工算三工”的，况且我们当时压根也
没有想到过这事。

节后，场部召开生产会议，队里的支部书
记和连长都去参加了。会议结束后，回来开大
会进行了传达。在传达过程中，他们高兴地说
道： 以前参加这种会议， 总是有点提心吊胆
的，因为经常会受到上面的批评。可这次我们
却露脸了，因为“小工班”的晒粮工作搞得好，
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领导的表扬。

此后，场部宣传组还专门来人，约我写一
篇关于搞好晒粮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文章。 那
文章写好后交上去， 很快就在全场各连队的
大喇叭里播出了。

多少年过去了，每逢过年，我总会不由自
主地想起在农场那年春节晒粮的往事。 我在
农场五年半，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连队的晒粮，
感到自豪的是，在我负责期间，没有发生过一
粒稻谷的霉变。但我深深知道，并不是我有多
么能耐， 主要是在我背后有着一群充满青春
理想和朝气的青年人。

贺航母山东号入列
杨源兴

莫道百年惊海烽，
双航入列乃从容。
穿云破雾降山鬼，
踏浪行波腾剑龙。
弱国当初难自信，
大邦今日怕谁凶。
手中唯有方天戟，
临水才能一笑逢。

冬思
刘宏松

风卷起几枝枯黄，又摔落成几缕忧伤，
远处的那片片红叶，絮语扑面的清凉，
看云朵慵懒的天边游荡，看朝暮季节的缠绵，
谁言已等了好久，舞者的芳踪，
向往梦的轻抚，那含情脉脉的灵动。

若即若离的雨
龚启和

到了那个季

你飘忽的身影

又开始沾花惹草

我就知道

你定会惹哭

山里的那些杨梅枝

直到每一颗眼睛

都哭得通红

你真不该

拿你的玩世不恭

去伤害一颗颗

纯真而青涩的心

冬日里的秋霞圃
李良琪

冬日里的秋霞圃

没有萧瑟的冷风

没有摩肩接踵的人流

阳光淡淡的

湖水浓浓的

一切美都是那么恰如其分

一切美都都不张扬

享受冬日里的宁静

早就听说离我居住小区不远的地方，有
一棵存活了六百多年的银杏树。 记得我在十
年前搬来此地居住时， 还特意前往探看过一
番。在我的印象里，这棵垂垂老矣的银杏树若
与相同岁数的老树比较， 似乎显得格外衰败
苍老。然而它却依然孤傲笔直地耸立在那里。
尽管它的树干就像一坨破败的枯木， 连表皮
也已几乎脱落干净。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
这棵光秃秃的树干两旁， 也不知啥时冒出两
棵小小的银杏树丫， 而且这两棵树丫还与那
老树紧紧贴靠在一起， 好似一双儿女亲密依
偎在母亲身旁一般。多年来，这对小银杏树不
仅长得枝繁叶茂， 连带着这棵老树竟也冒出
了新的枝丫。若是到了春夏时节，新老枝叶交
相绽放， 还真的是一番生机盎然的景象。 后
来，我因忙着一些家庭琐事，也就无暇探望这
棵返老还童的古树了， 也不知这棵高龄古树
现今岁月安好？

前些日子，我去参加街道读书会，有人提
起江湾镇马上就要启动新一轮动迁改造工

程。 于是我不禁想起江湾古镇距今也有上千
年的历史了吧？ 据江湾镇的活地图陆金生老
师介绍，我现在居住的小区，很久以前均属宝
山江湾地区管辖。至于眼下将要动迁的地块，
在过去应该是江湾古镇最为繁华的地段吧。

俗话说：虬江十八湾，弯弯到江湾。 由此可以
想见，远古时期江湾古镇的面貌，定然是一派
河道纵横、水网遍布的田园风光。即便到了民
国年间，江湾古镇也依稀可见寺庙众多、古树
参天的江南景致。乃至到了抗战时期，江湾地
区屡遭战火摧毁，一些年代久远的老房子、老
建筑几乎消失殆尽。再后来，江湾古镇几经拆
迁重建，原先的老旧建筑早就没了踪影。而我
刚才提及的这棵有着六百多年树龄的老银杏

树，哪里还说的清楚它最初的来历哇？尽管这
株古树依然默默无语地耸立在原地， 但是它
却历经了多少时代的风云变幻、 见证了多少
家族的兴衰浮沉？

古人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说的是人
的生命非常有限， 犹如草木经历一个春秋便
会凋零似的那般短暂。 并由此告诫人们要珍
惜时光，活在当下。 当然，这句话还有另外一
层意思，说的是人生苦短，理当及时行乐，这
就有点消极悲观、不求进取的味道了。 此外，
还有一句老话说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说
的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久了， 便会自然而然地
生发出情感交流的需求， 故而人与人之间要
有理解包容之心。其实，人类社会在地球上生
存繁衍至今，也不过几千年的历史。 然而，就
在这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人类社会发生了

多少次战争与杀戮哇？ 就拿眼下世界上几个
核大国拥有的核武器来说， 不知道可以毁灭
人类社会多少次。 难道我们的人类真的会有
一天亲手毁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倍加
珍惜这个滋养我们的地球，惟其如此，我们这
个地球村里的家族成员才能真正结成人类命

运共同体， 才能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无限美好
的未来！

由此我又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刘禹锡的

诗句 ： “沉舟侧畔千帆过 ， 病树前头万木
春。 ” 该诗既表达了诗人对世事变迁与命
运沉浮充满着乐观豁达的心境， 也体现出
诗人不为现世功名利禄所累的博大情怀 。
于是我又想起上海的隆冬季节即将来临 ，
刚才提到的这棵老银杏树是否过得安稳 ？
真的该去看看它老人家了。 昨天上午，连续
下了几天阴雨的天空总算云开日出。 我赶
紧骑上电瓶车，来到久违的古银杏树旁。 只
见老树四周飘洒了一地的金黄色树叶 ，那
两棵幼小的银杏树又明显地长高长大了 ，
它们还是那么紧紧地缠绕在老树的周围 ，
看来这一大家子将会长久地环抱在一起生

长。 哦，老树发新芽，小树攀新家，好一派和
谐共生的自然景象。 我默默地望着这株重
获新生的银杏树，沉思良久。

我站在银杏树下沉思
文/张潮洲

寄小读者
著者 冰心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I286.6/3130-138

冰心 （1900.10.5-1999.2.28）， 福建
长乐人， 原名谢婉莹。 1923 年赴美留
学，专事文学研究。 曾把旅途和异邦的
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发表，集结为 《寄小
读者 》，举世为之瞩目 ，至今仍然声誉
不衰。

华罗庚
小杂货铺里走出的大数学家

著者 徐鲁
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2019
I247.53/2226-3

华罗庚少年时家境贫寒， 初中毕业后辍学在
家，帮父亲照看杂货铺，却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
趣。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对数学的热爱，华罗庚自学
成才，从江南小镇来到清华园，继而走出国门，最
终成为一代数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