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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

歌赋

人月圆五首
为共建同心家园而作

文 袁正中（绿春苑）

（一）

同心建家争俏丽，结伴小康行。
国强民富，神驰意往，奋力前进。
齐心共建，城貌新颜，翠竹长青。
心灵相通，家国共进，终慰生平。

（二）

东风漫舞拂红尘，晴空暖在身。
改革辉煌，万事皆好，盛世逢春。
绿遍江南，联接桃浦，共享天伦。
同心家园，万家灯火，更显精神。

（三）

壮丽辉煌七十载，九州舞翩跹。
展新时代，家国同步，风雨履坚。
砥砺前行，共进小康，欢歌年年。
同心家园，同心歌唱，喜满人间。

（四）

共建家园动真情，豪气满在身。
为国为家，激情满腔，奋发同行。
碧水蓝天，晴窗纵笔，步步紧跟。
同心建家，共奋圆梦，红遍乾坤。

（五）

七十韶光满中国，风华满当今。
山河新霞，人民幸福，瑞气光临。
同心家园，日增鲜丽，辉瑞当今。
铭记初心，欣观来日，彤彤红心。

如梦令·攀登
文 沈方（永汇新苑）

五月二十七，
中国登山队又一次登顶珠峰，
这是六十年后

又一次与珠峰亲密接触，
也是四十五年后

再次把测量觇标矗立在世界之巅。
风雪冰峰狞狰，峭壁危岩绝境。
何惧万仞珠峰，高举国旗登顶。
登顶，登顶，再铸雄心问鼎。

门前的小河
文 梁晨光（雪松苑一委）

小时候

我寄养在风景秀丽的苏州

那里有外婆 有小伙伴

有许多依稀斑驳的往事

而印象最深的是门前那条小河

那条不知流向哪里的小河

两岸倒映着苍翠的垂柳

鸟儿在石桥栏杆上欢快啁啾

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悠闲遨游

还有缓缓而过的乌蓬小舟

每到日落时分

外婆总要牵着我的小手

在河边给我讲述美妙的传奇故事

后羿射日女娲补天

我最爱听的是大禹治水动人传说

星转物移

小河早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幢幢摩天大楼

我赞美祖国日新月异

心中不免难舍那条小河

生活

日记

夏日忆旧
文 严志明（樱花苑）

小时候的夏天除了高温的炙

烤和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唱外，最让
孩子们欢呼雀跃的就是暑假。 那时
的暑假不仅没有铺天盖地的补习

班，就连作业基本仅限于一本 《暑
期生活》， 顶多语文老师会额外再
布置两篇作文。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跟随弄堂
里本地阿奶的孙子，一起去他家绿
杨桥农村的大姨妈家做客。 虽然离
家并不远， 但因初次来到农村，我
对一切感到既陌生又新鲜。 吃着农
家自产的新大米和有机瓜果蔬菜，
捕捉树上的小鸟 、知了 ，再到小河

里洗澡游泳， 河浜里捕鱼捉虾，虽
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充满大自然气
息的“农家乐 ”生活场景至今依然
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小时候的夏天 ， 家里没有冰
箱 ， 但在弄堂里的尽头有一口水
井，到了夏天井水就成了天然的冰
水，男孩们会用橡皮篮球去掉一半
箍上铁圈装上绳子打井水。 井水不
像冰水那样刺骨，是一种沁人心脾
的凉爽感。 中午，我们会把西瓜放
在吊水用的篮球里放到井底，到了
下午三四点钟再从井里拿出西瓜

吃， 那就是天然的冰镇西瓜了，冰
凉爽口，味道好极了！

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弄堂里

渐渐热闹起来 ， 很多人都搬出桌
椅、拿出饭菜在弄堂里，或马路边，
一家人围坐吃晚饭。 邻居间互相问
候，或请对方坐下来吃饭 ，那种水
乳交融般的邻里情令人深刻。

天色暗下来了 ， 路灯亮起来
了，弄堂里的男女老少 、拖儿带女
搬出凳椅来寻占凉爽处。 小矮凳、
长板凳、竹椅等都搬出来了 ，有的
老先生还泡了茶请邻居们品尝 。
乘凉时 ， 阿姨妈妈们在一起家长
里短 ， 讲述发生在弄堂里的奇闻
趣事 ， 议论当日小菜场的物价行
情 ； 叔叔大伯们则会讨论国内外
的体育赛事 。 我们几个学生拿着
小矮凳围坐在爸爸的藤靠椅旁 ，

听爸爸讲《水浒传》《三国演义 》等
故事。

我的爸爸虽然只是个电车工

人，学历也不高 ，但有一肚子的故
事，孩子们屏气凝神 、津津有味地
听着故事，简直比在课堂上听老师
讲课更专心。 每当爸爸讲完故事，
孩子们总是依依不舍，拉着爸爸的
手说：“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

时光荏苒，岁月不居。 如今，我
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搬进小区，住进了新居，家家有
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 ，高温酷
暑， 足不出户就在室内抵御燥热。
但童年时代的夏日生活，至今回想
起来，仍觉余味无穷。

难忘故乡甜蜜蜜的糖
文 卢忠雁

上海故乡的糖， 在我的记忆中
非常深刻。

小时候喜欢吃糖，最中意的糖是
大白兔奶糖、花生牛轧糖，还有传统
椰子糖等。 这些糖，给我们过去的生
活带来了浓浓的甜味，更是那时思乡
的“礼物”，而今回忆起吃糖的时光，
就会有满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那时，记得每一次回沪探亲，总
要到淮海中路去买一些糖。因为，那

里的糖品种多， 更因为有我上述所
叙中意的糖。 至今， 在家中的厅室
里，茶几上还放着的糖果盘，总是少
不了这些糖。当做家务累了，或是写
作时间长了，不知不觉走到茶几边，
在糖果盘中拿一颗糖， 随即一剥糖
纸，往嘴中一丢，马上就有甜丝丝的
味道溢满嘴中。

这不， 当我在写今天这篇随笔
时，不经意间，从糖果盘里拿了一粒
大白兔奶糖，剥开糖纸，一股奶香味
入鼻，一放入嘴中，甜丝丝，奶粉香

特别浓。
那时候， 我远离家乡， 思糖心

切，写信给了父母，提出能否寄一些
糖果。 我左等右盼，未见邮局寄来。
一日， 有同事拿了两张邮局领取包
裹的单子，兴匆匆赶过来，给了我一
张，我一看领取包裹单子上的名字，
心里一乐：这是我心仪的糖果呀！

于是乎， 与同事约好去小镇邮
局，当我拿到上海邮来的包裹时，抑
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马上向邮局的
服务员借了剪刀，拆开包裹，里面有

大白兔奶糖、花生牛轧糖、传统椰子
糖，还有一些其他的糕点。又看见一
张小纸条，是妹妹写的：“哥，你好。
父母工作忙，未能去买糖。我抽空去
淮海中路买的糖，又寄了些糕点，祝
你一切好。 ”看罢，实为感动。

怀念以前的日子， 有这些糖补
充，使我们走过了苦尽甜来的日子。
而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糖般甜
蜜美好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越过越
开心，越过越红火。每每吃到故乡的
糖，仍然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书画
共赏

荩《天佑中华》
水根（善水楼）

▲《天佑中华》
忻贤穗（李子园六村）

荨《爱与希望》
（粉笔画）江智华（绿春苑）

▲《担当与共》
（版画）鲍国 （雪松苑二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