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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常安

郑永友：老将返乡当“头雁”

“县水利局老郑回老家当村支书
了？ ”

“家住县城，正科级，已退二线 ，快
到花甲了， 却回那偏远的地方当村官，
图啥呢？ ”

很多人不理解。 是啊，当时，全县退
居二线的正、副科级领导都已心照不宣
地“自在”着，郑永友也不例外。 几十年
来像牛一样地干活儿，太累了！ 该好好
玩玩、享受悠闲带孙孙的家庭生活了！

往年工作的忙碌和艰难不堪回首。
1998 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秦巴山区世界
银行扶贫贷款项目 （简称世行贷款项
目）时，他是乡上的蚕桑专干，接受了这
个“烫手的山芋”。 实施养殖项目，由于
引进的新的优良品种售价很高，加之长
途运输，价格奇高。 他把种畜送到农户，
苦口婆心劝其喂养， 但是都嫌太贵，害
怕到时候还不起债，给退了回来。 退了
送， 送了退， 其中一户的小猪他送了 4
次才终于“定居”贫困农户。 一次深夜送
小猪不小心跌跤，胳膊骨折，流血不止，
包扎好后， 仍然翻山越岭给农户送小
猪。 这期间，他与乡政府分管领导一起
筹资买水泥，请技术人员为农户建设标
准化圈舍，弄得村民“一千个不愿意”却
“对你没办法”。 这批被称为 “金猪、银
羊”的 400 多头种畜，直到产子让村民
赚了钱尝到甜头， 村民悬着的心才落
地，郑永友也才如释重负。 林本河村二
组村民陈荣兵靠一头基础母猪产仔销
售年收入净增 3.8 万多元。 世界银行检
查团对双安乡世行项目区重点检查后，
以养殖、林果、基础设施为基础总结提
出“紫阳模式”，在安康地区世行项目检
查汇总会上指出，“紫阳模式”扶贫值得
在全国推广。 也许是因为他生肖属牛，
也许是因为从小在苦水里泡大，也许是
因为对村民脱贫致富有着更深的体会，
他那种特别能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
有韧性的牛劲，闻之无不动容。 这样的
干部难找啊！ 《安康日报》专题报道称他
是“拓荒牛”。2001 年郑永友被陕西省扶
贫办评为“全省扶贫工作先进个人”。 因
而，乡政府换届时，他以农民身份的乡
扶贫办主任被选为副乡长，成为吃皇粮
的国家公务员 。 这位子他一坐就是 8
年。

2008 年 8 月，郑永友调任县水利局
党委委员、 县防汛办副主任后，“5+2”
“白+黑”是工作常态，顶住了轰动全国
的“7.18”特大洪涝灾害的全过程。 人们
都说 “110”“119”“120”值班最苦 ，而防
汛工作责任重于泰山。 雨情、汛情错一
分钟就人命关天，尤其是汛期，大脑里
紧绷的那根弦就没有松过，每时每刻头
上就像悬了一把“利剑”。 防汛工作 8 年
里，他多次被国家防总和省、市、县评为
先进工作者。

2016 年，郑永友因年龄原因从领导
岗位退居二线。 “这下轻松了！ ”他对家

人说。
可是，“好景不长”， 双安镇党委在

打这头“牛”的主意。 三元村党支部原书
记考上国家公务员后，找不出一个合适
的“班长”，工作涣散。 郑永友是该村人，
如果能让这个老将回乡担任村支书，那
是最好不过的人选了！ 镇党委书记姜显
国向县水利局、 县委组织部提出要求，
得到支持。 时任县水利局局长刘洪涛
说：“我确实舍不得把老郑放走，可脱贫
攻坚工作又是统揽工作全局的重中之
重，那就支持老郑吧！ 作为局里下派干
部，有关项目局里给予大力支持。 ”但是
他们明白， 眼下脱贫攻坚战事正紧，不
少本地的村干部都吃不消， 撂挑子呢，
他能答应“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 那
就“生米做成熟饭”，试一试。

春暖花开，大地一片生机。 郑永友
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双安镇党委。 县委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程本裕将他请到办
公室谈心，告诉了“组织决定”。 此时，他
完全可以坚辞不就。 因为，除了“心照不
宣”的事儿之外，还有妻子患着慢性阻
塞性肺炎、心脏衰竭等多种疾病。 然而，
他应承了。 此时此刻，他的脑海浮现出
了三元村那亟待改变的贫穷落后现状，
以及父老乡亲那一双双渴盼奔小康的
眼睛。 与众多乡亲的困难和期盼比起
来， 个人的享受和小家的困难算了什
么？

2018 年 3 月 25 日， 在三元村党员
干部大会上，30 多人参会，全票通过，郑
永友走马上任。

三元村交通闭塞，是紫阳县的穷乡
僻壤，俗有“第二竹山村”之称，汉江擦
身而过， 彼岸就是汉阴县漩涡镇的辖
地。 全村总面积 11.8 平方公里，335 户
1275 人分布在 32 个山头的沟沟壑壑
间，其中贫困户 205 户，在册贫困人口
745 人。

眼下困难重重： 群众用水困难；电
线老化；电压不稳；通讯不畅；手机信号
差；村上无任何支柱产业；村委会办公
场所还在邻村租的房屋……

群众意见很大：“邻近的村一年一
个样，我们村依旧贫穷落后！ ”村民争当
贫困户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上访缠访
事件一波接着一波。

所见所闻，令人颇感沉重和焦虑。
郑永友提出“建阵地、抓党建、强班

子、聚民心，强力推进脱贫攻坚致富奔
小康”的工作思路和奋斗目标，并表现
出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只争朝夕的作
风和“牛劲”。

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阵地建设。 多
方筹集资金 20 余万元， 修建了三元村
党群活动中心，村委会从白马村租房办
公地搬回本村中心位置。 利用村两委换
届选举机会，将有威信、能干事的年轻
人充实到两委班子。 年轻有为的 20 多
名青壮年纷纷递交入党申请书。 全村推
选 35 名群众代表，共青团、妇联、调解
委员会、专业协会等基层组织、经济组
织样样健全。 村支部会、两委扩大会、群
众代表会等各类会议频繁召开。 打好脱

贫攻坚战有了组织保障、思想基础。
郑永友的奔波和争取，赢得省、市、

县各相关部门和帮扶单位的大力支持。
各类项目资金共计 3800 余万元先后到
位，使三元村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娘家”县水利局作他的坚强后盾，
后任局长曹仲之多次深入三元村了解
情况，还带领工程技术人员直接到各家
各户察查饮水困难，得出的结论是“用
水贵如油”。 为此，县水利局给予项目扶
持资金 324 万元。 全村共新建人饮工程
14 处，铺埋饮水管网 4.12 万米，可用的
水源全部派上用场。 有些地方没有水
源，就用提灌工程解决。 五组、六组 300
余人饮水的老大难问题，按照理论设计
两口水窖就可以解决，但是项目建成运
营后，水源供给不上，有时候村民又得
等水用。 为此，郑永友又出面协调增加
建设一处提灌工程，使村委会及钥匙房
住户的用水难问题迎刃而解，全村家家
户户终于都吃上了自来水。

经郑永友多次沟通和努力争取，县
电力局投资 130 万元 ， 架设高压线路
2.7 杆公里，低压改造 4.5 杆公里，安装
200 千伏变压器一台， 分别对 6 台老旧
变压器进行改造和提升调压。 全村从此
告别昔日的“南瓜花虫电”。 四组 16 户
人住在山顶， 属于全村供电的尾线位
置，用电高峰时低压灯泡都不亮，几年
前就向上级多次要求解决电压不足问
题，这次终于借扶贫村供电项目建设解
决了老大难。 四组贫困户吴明秀有智
障， 原来村干部担心用电安全没给供
电。 郑永友得知，上门与她沟通，见她用
电心情很迫切，就即使把供电所人员请
来给她讲安全用电常识，手把手地教她
电饭煲安全使用流程。现在，全村有 200
多户村民装上了空调， 用上了电冰箱、
烤火炉和电暖气等各种大功率家用电
器。

县交通局给予的公路项目资 金
1140 多万元，效益也很明显。 村上凭此
新修村委会驻地与 541 国道连接线，三
元村接草川村、三元村接桐安村等 6 条
12 公里联村联组公路，并全部用水泥硬
化，还实施连接双安镇和汉王镇的村级

主干道公路油翻砂 8 公里。 因公路用地
协商意见不一致等问题，他不知费了多
少口舌。 现在， 三元村公路入户率达
90%以上，村民“出门不沾灰，进门不带
泥”，彻底告别了肩挑背驮的出行历史。

此前三元村移动通讯信号覆盖不
到 40%，群众接打电话须到山顶去找信
号。 经联系并与省移动总公司、县移动
公司、县电信公司多次对接，最终获得
投资 120 多万元， 修建了电信信号塔、
微型移动信号发射站， 架设光缆 11 杆
公里。 通讯网络实现全覆盖，看新闻、刷
抖音、聊微信，身处僻壤也能知晓天下
事。

基础建设解决了群众基本生活需
求，脱贫致富还得依靠产业增收。 在县
茶叶局、 县移民局的大力支持下，1000
亩“陕茶一号”高标准示范茶园、1000 亩
“九叶青”花椒园建设起来。 整理完一片
花椒园的一天，一个把郑永友叫表叔的
年轻人来到村委会，理直气壮地说：“郑
书记，你要给我写个东西，保证我家三
年不出事！ ”原来是因为砍掉了一座坟
园的杂树，年轻人认为“坏了风水”。 郑
永友被愚昧和狭隘激怒，一顿劈头盖脸
的痛骂把这年轻人轰了出去。 “没有五
山斧，不砍六山柴。 ”事后郑永友说。 他
那刚正火爆的脾气在村民中传扬开来，
村上修路、建房，再也无人敢拿“风水”
之类的理由说事。

庚子年小雪后三日，雨过天阴，我到
三元村采访，驱车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切身
感受村上的巨变，目之所及，见到不少村
民正在给茶苗和花椒树施肥。脚下这成片
成行的茶园，是上年栽的，很难发现缺苗。
我问为什么茶苗成活率这么高，正在割茶
园里套种的辣椒秸秆的一组村民刘方翠
说：“我们按照村干部要求， 用生根剂浸
苗，窝子挖得深，培土用得细，地膜盖得严
实，村上又把水管子拉来让我们给苗子淋
水，水淋得足，所以活得好。 ”郑永友指着
那起起伏伏的山峦，说：“现在三元村没有
撂荒土地。 一等地保命（种粮），二等地种
茶，三等地种花椒。村民增收、乡村振兴就
靠这青山呢！ 我要实现家家有产业、人人
有事干！”轻轻的言语透露出满满的信心。

在发展花椒、 栽茶建园过程中，三

元村利用苏陕扶贫项目资金建起 500
多平方米的茶叶加工厂，从浙江引进的
红茶、绿茶两条生产线，设备安装已经
全部完成，可年产 20 吨商品茶叶。 那崭
新的 600 多平方米的综合办公楼，挂着
茶厂办公室、农民专业合作社、肉牛养
殖合作社的招牌。 村上产出的各类产品
通过专业合作社销往外地。

在包村单位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
中心和县邮储银行的大力资助下，郑永
友积极宣传、倡导新民风。2018 年，村上
召开新民风文艺演出及表彰大会，对 52
名在外创业成功人士、 勤劳致富标兵、
环保卫士、文明院落、优秀护林员、护路
员 、好媳妇 、好婆婆 、好丈夫等进行表
彰，到会 400 多人，盛况空前。 村党支部
则对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和奖励。 这
些活动，让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如
今，争当贫困户的现象绝迹了，缠访闹
访的人没有了，村容村貌及环境卫生极
大改善了。 而全村 205 户贫困户住房全
部达标，则不在话下。

郑永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近三
年， 在国家扶持的该村 3800 多万元项
目中， 他没有沾染和承包一分钱的工
程，所有项目都通过招标实施，竭力为
施工企业提供最优越的施工环境，从不
给企业添难添乱。 该给贫困户的优惠政
策， 从未有过优亲厚友的现象发生，村
班子从未出现过克扣和挪用等现象。 他
的私家车成了村“两委”的公务用车，一
年下来，村上、镇上、县上约跑两万多公
里，仅油钱就得一万多元，可他没报销
过一分钱。 他以自己的无私奉献和拼命
工作，换得全村脱贫摘帽目标的如期实
现。

郑永友个人也收获了荣誉。2019 年
7 月，被中共安康市委授予“脱贫攻坚优
秀党组织书记”荣誉称号；2020 年 6 月，
被中共安康市委、安康市人民政府评为
安康市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奖”；2020 年

11 月，被县委组织部作为优秀村支部书
记推选至延安梁家河参加中组部、农业
农村部举办的培训班学习。 当笔者问其
感受时， 他说：“这次延安学习之行，看
到两口窑洞感受特别深刻，住过窑洞的
两代伟人从那么艰苦的环境里走出来，
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奠定了坚
实基础。 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当
脱贫攻坚先锋，不为乡村振兴出力呢！ “

再健壮的牛也不能使用过度，否则
也会累倒的。 2020 年 7 月 3 日，郑永友
在双安镇开会得知，国家要来验收紫阳
脱贫攻坚成果，镇党委、镇政府要求每
个村都要做好准备。 返回村上，他和县、
镇、村三级四支队伍的队员们一头扎进
脱贫攻坚硬件、 软件的查漏补缺之中：
水、电、路、讯基础设施工程扫尾；贫困
户搬迁入住扫尾；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完
善……天天连轴转、高强度。

终于扛不住了 。 7 月 19 日早晨 8
点， 郑永友从老宅到村支部办公室，走
到最后两步楼梯，感到很累、头晕，一屁
股坐下去就失语了。 所幸被省驻村工作
队队员及时发现，立即联系送往县中医
院。 诊断结果：“疲劳过度，脑梗死。 ”

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返回村上。
此时，国家普查组已在三元村普查

20 天即将离开了。 当一位个头不高、面
庞黝黑、 近乎秃顶的传说中的 “牛人”
“善人””走到面前时，普查组“张老师”
感动得热泪直流， 哽咽着说：“郑书记，
没想到您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像
您这样群众呼声这么好的村干部，我真
没见过……”

历经 4 个月的治疗，郑永友终于走
出安康市中医医院的病房，返回了三元
村。 走路虽不利落，但是我觉得，那并不
高大且略显病态的身躯像一座伟岸的
山……

(连载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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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变
——紫阳县脱贫攻坚纪事

■ 曾德强

报告文学

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又一年过去了，
不知不觉在旬阳市乡村振兴局干了三年
多， 因为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不能回家过
年，留守单位值班。 其实，我认为在哪里
过年都一样，只要平安健康就好。

另一方面， 我又不是第一次在外面
过新春佳节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在白河县守护
铁路民兵一连过了好几个年， 春节期间
站岗执勤值守，守护铁路桥梁隧道，保卫
经济大动脉畅通无阻。 后来在河北矿山
打工，因为工资拖欠，无回家的路费滞留
在异乡他地滞留过年， 那感受那滋味确
实不好受。 也正是因为在矿山干活对我
身体健康造成了伤害， 几个年都是在医
院艰难渡过的。 记得有一年除夕夜，我突

然生病，弟弟骑着摩托车，爱人在后面把
我扶着送往镇卫生院， 马院长放弃了与
家人吃团圆饭， 马上进入诊断开药治疗
抢救中，使我的病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这
个年，让我知道了亲情、家庭与白衣天使
诸多味道和使命担当。

因为身体原因， 我生活一度非常的
困难。 为了缓解家庭经济拮据的问题，我
发展过养猪养羊， 试图通过自己辛勤的
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但因投资大，身
体也不能承受喂猪养羊饲牛的重体力
活。 后在村镇市直单位领导共同眷顾下，
终于找到了适合我的一份门卫工作。 这
份职业或许不太劳累， 但绝对地需要一
份“坚守忠诚品质，保持干净操守，弘扬
担当精神”。

最近三年， 我一直都在市乡村振兴
局没有回过家， 节假日都在乡村振兴局
度过，过年也是如此。

今年，这个年看来又不能回家了，得
在单位留守值班。 虽然，不能回家陪父母
大人过年，可父母大人很是理解我，说我
有娃上学，需要用钱，在单位过年，给你
有加班费，领导也没亏你，过个年也就是
一两天就过去了。 是的，去年，人大常委
会主任一行还专门慰问我， 主管副市长
说我工作认真负责，太辛苦了，私人掏腰
包还给我了奖励。 单位领导把我过年要
用的生活用品全部给我弄齐全了，猪肉、
鱼虾、蔬菜水果、大米以及油盐酱醋，非
常丰富。 这个年，我感觉有一种温暖的味
道。

这几年我把单位当成了自己的家，
吃在单位住在单位， 每到过年的时候我
早早地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红红的
对联贴上，红红的灯笼挂上，让单位有了
过年的样子，沾点年的味道和气氛。

记得过年那天，我打开手机视频，连
线我老家的父亲母亲， 给他们二老拜年
问好。 我把丰盛的一桌子菜拍着让他们
看，他们看后高兴地说：娃儿呀，你这真
的过上了小康年！

是的，因为有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有了地方领导的帮扶， 我一个贫困家庭
的人找到了一份工作， 靠自己劳动有了
一点收入，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起，正
在一步一步走向小康生活。

今年，这个年真的有了小康味道！

东风夜放，璀璨灯花，千树万树。小城夜景，装
扮特色，创意不断翻新。 手机拍照片，大众摄影燃
爆！千里万里，刷屏一方。传播的是一份得意，一片
如意称心。真可谓，又靓丽，又夺目。花钱年年点亮
的，其实不只是关于地方的文化旅游形象，还是一
串串地方民生福祉改善的实实在在的足迹， 是关
于地方的地域自信、 文化自信！ 说是亮化工程也
好，是美丽工程也对，总之是装饰了你我他，是千
家万户幸福生活的迎春曲！

徜徉在这灯影里， 我耳边响起一首地地道道
的乡情乡音的歌来———

“衙门口的石狮子，
是我儿时的伴。
大院坝的油层碗糕，
是那么香甜！
西大桥下流淌爷爷下汉口的故事。
马盘山的娃娃树，
她日夜把我翘盼！
桥隧穿越那山那坡那道梁，
翠茗万顷绿了山川富甲一方。
茶歌一曲飘荡在中国最美丽的村庄！
五峰楼的灯笼常在我心中红光闪亮。
故乡啊故乡生我养我的故乡！
故乡啊故乡爱不够的地方！ ”
经常的，我禁不住要独自吟唱响这首《这里是

故乡》（刘建明词、邹永礼曲、陈俊华演唱。 一首好
歌，要之在于词、曲、唱三绝！ 反复品味这首歌，我
觉得就有这样的好处！ 眷恋桑梓，赞美故乡！ 歌曲
抒发了几代游子对故乡小城的情深意长！

我们有理由认为， 词作者是站在历史的高
度，以亲切、细腻、热忱的笔调来审视、品评故乡
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步和这期间所发生的堪
称沧海桑田的巨变的。他所追求的，是不同时代
出生的人关于乡愁的通感！五六十年代的人，童
年的记忆，浪漫、热烈而美好。 曲作者用带着浓
厚的乡土元素的音乐语言， 成功地进行了委婉
透彻的深情表达。 改革开放几十年， 故乡的变
化，日新月异，触目惊心！桥隧穿越时空，剪辑了
游子的记忆，剪辑探亲的行程。 流淌着激动、欣
喜之情，饱蘸了太多的感慨，太多的发自心田的
赞美！又留给了心思细腻的演唱者去感悟宣泄。
演唱者在这方面的处理，热烈、亲切，荡气回肠。
点点滴滴的感动，都由心底涌出，扑面而来的是
真诚，细腻，不事张扬的情绪。 尽显了一方人内
敛的个性品质、智慧而含蓄的修养！

“马盘山的娃娃树， 你日夜把我翘盼”。 这一
句，是象征、是暗示！ 表达的是宽容豁达慈爱的家乡父老，对在外闯荡的游子
人生建树的些微的、但又是真切的盼期待。 表面看，词意点到为止，汇报之意
写得草蛇灰线般淡远。 但音乐及演唱给予了理解、表现，却意味隽永，愁肠百
结，情真意切的。

“五峰楼的灯笼常在我心中红光闪亮！ ”是七零后、零零后们对小城的美
好记忆！ 是小城新生活的颂歌！

反复听 ，感觉演唱风格 ，亲切而秀丽 、细腻而热情 、纯真自然 ，恰是
到了好处 。是我们心爱的儿女聪慧内秀的修为和谦逊风度的完美诠释 ！
是献给乡亲父老的一份合格答卷 ！

听完，让人觉得余音尧梁，兴奋不已，回味悠长！ 这歌是经典，是心声，是
甜美的乡音、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愁陈酿、是五味杂具的一曲如歌行板。

春节刚过， 热闹的年味儿并没有戛然而
止，饺子的清香还在空气中久未飘散，城市乡
村处处飘荡着喜庆的中国红。 不知不觉，元宵
佳节如期而至。 面对热闹喜庆的节日场景，脑
海中常常浮现出一幅幅古旧的画面， 泛黄的
记忆里， 是那些曾经陪伴过自己年少时光的
点点滴滴。

记忆中，年味最浓是元宵。 小时候，我对
元宵节最深刻的记忆， 来自元宵之夜我和小
伙伴手中点亮的纸灯笼。 元宵节到来时，若能
买到一盏自己喜欢的灯笼， 可以与小伙伴们
互相炫耀、玩耍，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那时
候还没有更多的节日玩具， 这样一只折叠的
纸灯笼，便是我们最为心仪的节日礼物。

灯笼是纸质折叠型的， 压下去便于携带
收藏，撑开来就是形态各异的灯笼，底座中间
有铁片做成的蜡烛托，像一个四瓣小花，放上
小蜡烛后，将四个“花瓣”竖起，固定蜡烛，再
将灯笼轻轻向上拉开， 用一根小竹棍将灯笼
上方的细铁丝缠绕挑起， 一个氤氲着朦胧光
影的灯笼便熠熠生辉起来， 那灯笼上好看的
图案被灯光一渲染， 在地上晃动成魅惑的影
子，惹得我和伙伴们兴奋异常。 于是，我们便
在街上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 炫耀着各自的
灯笼。 回到家，我们在院子中依然举着灯笼，
隔着门缝放起鞭炮， 院子里柏树枝燃烧发出
的噼噼啪啪的声响， 大院中间搭起的高大秋
千， 还有我和小伙伴围在一起打扑克的痴迷

样子，如今都成了最浓情的记忆。
每逢元宵节，民间艺术争相露脸，锣鼓喧

天，街道两侧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叫好声、嬉
笑声不断， 节日的氛围沸腾得远比满锅翻滚
的汤圆还要热闹。 正月十五闹元宵，街道被装
扮成了文艺广场， 装潢华丽的彩车载着锣鼓
乐队缓缓地走在街上，彩车上各式吹拉弹唱，
宛若一个移动的小型舞台， 衣着鲜艳的秧歌
队跳着各式各样的舞蹈， 古老的民间文艺节
目花样纷繁。 古味悠长。

长大后， 我依旧留恋儿时元宵节热闹的
场景， 依旧喜欢市井百姓脸上灿烂无邪的笑
容。

正月十五吃元宵，是最庄重的仪式。 人们
习惯于赋予一种食品一定的寓意， 伴着一种
心绪， 成全一种祝福，“圆” 对于每个个体而
言，是终极的快乐。 儿时的一包汤圆便是美好
的记忆，尽管单调得只有核桃、花生、芝麻等
有限的几种馅料，甚至有些略微的发硬，也足
以让唇齿留香许多日。 小时候，外婆将一包汤
圆用米黄色的纸包装成方锥状， 用细细的麻
绳系着，烧开清澈的井水，咕嘟着冒起大而亮
的泡， 白花花的小汤圆被一个个小心翼翼地
丢进沸腾的水中，勺子轻轻地推开，静静地沉
默几分钟后，便纷纷浮出水面，在水泡间游动
翻滚，汤水渐渐乳白、黏稠，外婆再精心为我
打上一个荷包蛋， 原始的香味构成的生活契
合着一个纯净的心灵， 成为了我内心深处最

挚爱的永恒的记忆。
如今的元宵，花样繁多，口味丰富。 白白

圆圆， 绵软可口， 几乎完美满足了味觉的享
受，其皮薄个圆，果馅甜香，象征着人们的生
活甜蜜，团圆美满。 内心默默地期盼着即将到
来的元宵节，与皎洁的明月为伴，与家人、友
人沏一壶香茗小酌趣谈……

在沸腾的水中翻滚的元宵， 也像极了我
们炙热的生活……红火香甜的元宵节，浓烈，
醇厚，那是文化的汇聚，是乡情、乡愁的凝练，
它将永远镌刻在每一代人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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