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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都喜欢音乐。年初
二，是我俩结婚纪念日。女儿悄悄
在网上订好新年音乐会门票，给了
我们一份惊喜。
年初二晚上，上汽·上海文化广

场内外灯火通明，掩映在绿化丛中
的剧场，在灯光勾勒下更显富丽堂
皇。由于疫情，剧场上座率约有 7
成。我看了一下四周，观众有老人、
情侣，还有小朋友，剧场内很安静。

新年音乐会演出的曲目，是被
称为“圆舞曲之王”的小约翰﹒施特
劳斯及家族的作品。随着乐队奏响
《蝙蝠序曲》、《春之声圆舞曲》和
《雷鸣电闪波尔卡》等，一首首耳熟
能详的乐曲把大家融进了高雅、轻
松、豪华的艺术氛围。在欣赏音乐
时，我很注意观看乐队指挥的手势。
国家一级指挥范焘的指挥，时而舒
缓，时而激越，充满激情富有张力。
乐队在他指挥下，密切协同、整齐划
一，节奏感极强。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响起，我

闭起眼睛细听：好像感到黎明的曙
光唤醒大地，春天气息在多瑙河上
荡漾，阿尔卑斯山下的姑娘们欢快
起舞。音乐旋律，有时像流水淙淙，
有时像疾风骤雨；有时优美典雅，有
时欢快奔放。我同妻子曾夜游多瑙
河，这是船上播放的唯一曲子，在两
岸璀璨灯火映衬下，听来令人陶醉。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除序奏

和尾声，由 5 小节组成，形成波澜
起伏、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回
味中，我忽然想到梅陇的嬗变，不也
是一部动人的交响乐吗？至少她有
过去、现在和未来 3 个乐章。过去
自然是苍白的，现在是亮丽的，未来
肯定是辉煌的。
梅陇“撤二建一”以来，特别是

近几年来，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梅陇破茧化蝶。围绕“北优南
拓，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梅陇交
通路网结构优化，环境整治实现突
破，社会治理成效显著，民生事业蓬
勃发展，“美丽家园”鲜花怒放，城

市精神深入人心，核心竞争力全面
提升。“全国文明镇”的荣誉，无疑
是一支最为恢弘亮丽的交响曲。

奏响动人的交响乐并不容易。
如果把镇党委和政府比作指挥，把
各级管理人员比作乐队，梅陇人民
就是参与演出的特别观众。无论是
现在成功奏响的乐曲，还是将启奏
的“未来之镇”乐章，指挥、乐队和
观众缺一不可。
“未来之镇”交响乐内容很丰

富，至少包括商业商贸集聚、产城智
能融合和人文环境优美等乐章。那
么，梅陇怎样才能奏好这部温暖壮
美的交响乐呢？首先当然需要指挥
正确。比如，思路清晰、收放有序、
严格规矩、把握轻重缓急等等。同
时，乐队要听从指挥。高度统一、各
司其职、密切协同，各拉各的弦、各
吹各的号必定乱套。

新年音乐会上，当《拉德斯基
进行曲》响起时，指挥家示意观众
用掌声和着音乐节拍互动，时轻时
重、时慢时快，观众笑着参与，增强
了互动和艺术效果。
那么作为特别观众，梅陇人民

在“未来之镇”交响乐的演出中应
当做什么呢？
除欣赏、鼓掌外，就需要我们更

积极、更深入参与进去。比如，支持
和配合指挥及乐队，监督和提出改
进意见，尽力把自己化为一个个美
妙音符……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确优

美，否则断不会广为流传，被誉为
“奥地利第二国歌”。我想，在党旗指
引下，梅陇“未来之镇”交响乐，会以
更实的内涵、更深的意境和更美的旋
律，演绎得灿烂辉煌而载入史册！

（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

那一年我5岁，爸爸从冰
天雪地的门外带着冬季特有的
清冷气息走进烧着火炉的堂屋
里。他接过妈妈递上来的毛巾，
一边拍打着满身的雪花，一边
感叹：“真冷啊，今年应该是个
好年头———三十晚上雪打灯，
瑞雪兆丰年啊。小菊呢，她要的
灯笼杆我已经树起来了。”我
从里屋的炕上一下子蹦下来，
趿拉着鞋就要跑出去，却被爸
爸一把拉住。“来，在这里看。”
爸爸用毛巾擦掉窗上的霜雪，
一道天光便透射进来，阴暗的
房间顿时变得光亮。
只见院子里竖起了一根高

高的木杆，一簇被各色彩纸条
装饰好的松枝“长”在木杆的
顶端。松枝的绿意带来一丝春的气
息，彩色的纸条随风飘曳，为节日增
添了喜气。“您在哪里弄的松枝啊？
真漂亮！”我搂着爸爸亲了一口。
“这个啊，要保密！”爸爸转身就去
糊灯笼了。
北方的冬季，寒冷且寂寥，过

年就成了我们一年的盼头。春节前
一个月，各家各户就开始置办年
货，写春联、剪挂钱儿、挂灯笼，左
邻右舍提高了嗓门打招呼，那个热
乎劲听着都让人舒坦。红红的灯笼
是大年里不可或缺的角色，家家户
户的庭院里都竖着灯笼杆，暗自比
着谁家的灯笼更加红火漂亮。
过年糊灯笼是我家除夕这天

的“必修课”。外面冰天雪地，屋里
温暖如春，窗台上的萝卜花开出金
灿灿的花朵。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热
炕上，一边聊天，一边糊灯笼。爸爸
是高级木工，糊灯笼对他只是小菜
一碟。他用大红纸在灯笼上左右比
量，用尺子量出灯笼的大小和灯笼
骨之间的距离，再在红纸上画好形
状。妈妈则发挥剪纸才能，顺着线
条一块块裁下来。我喜欢看妈妈剪
纸的样子：手握剪刀，嘴角挂着笑
意，一缕头发垂落下来，在窗子透
进的逆光里形成一个美丽的剪影。
在妈妈的手里，那剪刀就像游走的
小鱼，“游”一圈，灯笼纸就剪好
了。爸爸用浆糊把红纸一块压着一
块地依次贴到灯笼骨上，因为是
“量体裁衣”，爸爸糊出的灯笼永
远是那么圆润服帖。妈妈把剪好的
亮黄色云花环贴在灯笼的上下两
端，再用同色黄纸剪成流苏贴在下
底的周围。我在一旁不时递给他们
剪刀，就这样三人协作，一个漂亮
的灯笼很快就成型了。
到了晚上，我们把灯泡装在灯

笼里，用绳子吊到灯笼杆上，打开

电源，灯光顿时从红色
的灯笼里透出来，照红
了整个小院，增添了一
份节日喜气。在整个正
月里，无论多么晚回家
都有灯笼照亮回家路，
它就像一个家人在家
门口迎候着我们。

每年从除夕之夜
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
家家悬挂的红灯笼，点
亮了小城寂寞的冬季。
初一一大早，走出家
门，放眼望去，我们的
街镇就成了灯笼的“博
览会”，那是北方冬季
里的一道别样风景。
对灯笼而言，正月

十五晚上才是它们大出风头的时
候。每个家庭，只要愿意都可以把自
己制作的灯笼拿出来参加县文化馆
举办的灯笼比赛。在文化馆门前的
广场上，元宵节展出的灯笼有上千
件，一排排、一列列地悬挂着，犹如
一条条灯的河流。不仅如此，每年的
灯会都要举行秧歌比赛，扭秧歌的
人们左手举着灯笼，右手甩着绸带，
优美的腰肢随着秧歌曲在灯海和人
海中摇曳。
和爸爸一起去观灯是我记忆

中最快乐的事情。我是家中长女，
平时爸妈总是把爱分给比我小四
岁的弟弟，小孩特有的占有欲让我
倍感失落。但到正月十五就不同
了，只有我能跟着爸爸一起出去
玩，这一天，爸爸是我一个人的。
我骑在爸爸的脖颈上，在如梦

的灯海里流连，感觉自己是在灯的
海洋中游泳，那红红的灯笼美丽似
幻。我张开双臂欢呼着：“爸，这么
多的灯笼啊，好漂亮啊！我也要买个
小灯笼！”“好，好……”爸爸的话
音未落，一个卖灯笼的老爷爷已经
不失时机地把小灯笼递到爸爸的手
上……“爸爸，我要冰棒！”“爸，我
要气球！”“爸，我要糖果！”“爸，那
边有秧歌，我要看……”我任性地
在爸爸的脖颈上撒着欢儿，爸爸则
慷慨地满足着女儿一个个愿望，这
天的我成了爸爸的小公主……
如今，不再有爸爸陪我过春

节，不再有爸爸糊的红灯笼。夜不
可阻挡地降临了，爸爸的声音从远
方传来：小菊，灯笼杆竖起来啦，灯
笼挂上去啦。我冲出房门，一个金
灿灿的灯笼杆竖在我家的门前，灯
笼那么红，正随风摇曳着……爸爸
微笑着转过头去，留给我一个熟悉
的背影……

（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

致敬奋斗

姜凯

百年华诞开天地，战疫脱贫无悔行。
山路迢迢川浩渺，党旗飒飒岁峥嵘。
逢时立志襟怀阔，律己修身风骨清。
层九高台于筑土，慎终如始踏征程。

（作者系世纪苑小区居民）

新春赋

许蕊蓉

爆竹声中又一春，金牛奋力转乾坤。
时辰更替人增寿，日月轮回国立根。
报喜红梅频怒放，迎新绿柳显温存。
赋诗作曲舒豪气，百岁征程感党恩。

（作者系高兴二居小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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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梅陇】

耕耘
剪纸 胡卫星

（作者系镇收藏侨之家
成员、德国侨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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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更新
篆刻 杨靖

““ ——————梅陇人民大家谈””

牛年大吉
篆刻 毛雪峰

(作者系源梦苑小区居民）

音乐会之联想
周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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