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九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成立纪念日，都照例会有一场班级之间

的拔河比赛。下午两节课后，学校政教

处组织全校师生，在操场举行比赛。学

校领导和没有课的老师都到操场上给

学生们加油、鼓劲。

随着“嘟”的一声哨响，一场紧张的

拔河比赛开始了。

顿时，“加油！加油！”助

威声响彻操场上空。绳子中

央的标记时而向左移，时而

向右移。

我是汉族学校的语文老

师，刚调入这所朝鲜族中学，

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为了集

体的荣誉而战，有的孩子双手

磨起了泡；有的孩子摔倒了；

有的孩子衣服脏了，手也疼

了，可他们一直在努力，赢了

的班级，孩子们就会高兴地击

掌庆贺；输了的，女生控制不

住眼泪，几个聚在一起，偷偷

地抹眼泪。

我心里感到无论是哪个

民族、哪个国家的人，都有一

种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优

秀品质，我第一次被来自不

同民族的力量和团结精神所

震撼了，只有在真正的较量

面前，才能激发人的那种比

拼的意识，体现出团结协作

的力量。

越是决赛，越是精彩，学

生的力量常常均衡，僵持在原地，双方都

很沉稳，运动员的脚下像钉了钉子似的一

动不动。双方打头阵的同学长得又高又

大，双手紧紧地握住绳子，后面的同学双

脚紧紧蹬住地，身子向后倾。时间一分一

秒的过去了，可绳子中心的标记只是微微

地前后移动。这时，班主任真的成了场上

的主角。一声令下，“1，2，3”“1，2，3”……

最引人注意的是手持一面五星红

旗的班主任，小红旗的旗杆在人群中高

出一大截，随着激动人心地呐喊声，红

旗在空中有力地摆动，最后是拿红旗指

挥的那个班级赢了。可是呐喊声仿佛

依然还在，我猛然意识到，在这所朝鲜

族的校园里，火爆的拔河场

面，大声喊出的口令竟然是

汉语，是带着朝鲜族口音的

汉语。

我猛然被感动得泪眼

朦胧，远处每周一早上升

起的五星红旗，正在迎风

飘动，在这面五星红旗下，

不管讲的是什么语言，我

们心是相同的，是任何语

言也不能代替的。我们在

升起同一面国旗，我们在

唱同一首国歌，因为，我们

都爱着祖国母亲——中华

人民共和国。

“1，2，3”“1，2，3”……

我不由得想：简单的口

号，喊出了延边人民的心声，

喊出了富强中国的心声，喊

出了民族团结，奋发向上，自

强不息的心声。在这个多种

民族的大家庭里，有朝鲜族，

汉族，满族……各个民族的

学生和老师，又一次让我心

灵受到深深地震撼。

我们祖国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民族，却能组成一个和睦团结向

上的大家庭，靠的就是团结统一的中国

精神。民族团结无论在过去，还是现

在，都无时无刻地绽放它耀眼的光芒。

五星红旗下的呐喊，各民族的师生语言

不同，却心息相通，亲如一家人，因为目

标就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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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根据安排，省第二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

间为 20 天。进驻期间（2022

年 9 月 8 日－9 月 27 日），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433 －

2807350，专门邮政信箱：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3021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30－18:

30。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延边州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

被督察对象、单位和有关部

门处理。

吉林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在延边

山里清晨，漫天的雾，锁住了村和

田。夏时，我常在太阳出来前，蹲坐在

村边那个古城遗址旁的稻田埂上，看青

蛙趴在稻间清澈的水里，和浮萍一起漂

浮着。禾苗抽穗，每天一个饱满模样。

每一片绿色叶子竖起的尖头儿和弯下

的叶脉，都挂着一滴滴、一串串的露珠

儿。

转眼立秋，水稻上浆，饱满泛着黄，

露珠依然挂着。禾叶随风，珠儿在禾尖

上轻舞，晶莹剔透，像是中慢板的华尔

玆，柔和、优美。

延边大米全国闻名。去年驻村开

始乡村振兴，看到饱满的稻穗掀起金黄

的浪涛，秋收挥镰的唰唰声传遍田野，

收割机上站着俩操作手就是跳起快三

步舞的舞伴，一个左旋转前进一步，一

个90度或180度大回旋，机械疾驰的油

烟如美丽的裙摆拂过，村民们干裂的手

上是厚厚的茧子，捧着白花花的米时是

那样的欣喜，脸上笑着的皱褶里裹着泥

巴，那时满世界壮阔的丰收景象让我也

感到了幸福。

今年从积雪融开的春天开始，到了

这个秋天，我已经见证了稻田四季。冬

天的大雪覆盖，当稻田里的低洼处、白

色的冰块化成一摊能映出天空的水窝，

润了田地时，早春便开始了。我和村里

人一起，在不断地到田地里走走，用鞋

尖杵杵土棱子，琢磨一下今年这块地要

播哪个品种。水稻的生长期是百天左

右，村民要每年根据产量、气候、水质条

件和市场营销来确定播下哪个品种。

在大地渐渐融化的时候，村民们用各种

原始的力气向外倒腾稻草，耙整田地，

修调水渠。春水来时，也便是田野放歌

的时节，一车车秧苗从保温大棚里运出

来，那大棚里整齐划一的水稻秧苗，是

村民们从远处的大山里运回来的黑色

腐殖土，洒播下种子、培育起来的秧

苗。那种嫩绿，特别是带着喷淋水雾的

嫩绿，会让你喜欢得想流泪。

街路上，一排排裹着防晒头巾、捂

着五颜六色自制口罩的农家女，她们

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服，从早上三四

点钟的大天没亮开始，就在我的窗帘

外廊亭里停住脚步，然后聚堆聊几句

话，互相等来了一同劳动的人，那爽朗

的语音仿佛在唱着田歌。一年四季，

我都是在睡梦里和着她们的歌缠绵

的。时至今日，她们每天如一、不知疲

倦的声音依然是我的生物钟，也催我

赶紧从大炕上爬起来加入村里农业的

脚步，走着四季。不然，扯开窗帘，燕

子和麻雀都扒着窗户叽叽喳喳，还有

雨天从外面溜进来的青蛙，也会站在

地上对着我，呱呱呱呱地来吵醒我的，

它们就像是在说，太阳都隔着窗帘晒

你们工作队的屁股喽。

去年的秋天，为了推广村里大米，

我买了几个品种的新水稻，在老乡家里

碾出米，这样比市价每市斤还能省出两

毛多钱。把这些米推荐给了熟悉的朋

友们，大家赞不绝口说，可口、香糯，价

格还好。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了村民，

今年的稻田里便多种了这个品种。大

片的稻田里，几个不同成熟期品种水稻

的金黄和深绿的稻浪格外醒目。近处

的朋友开着车偶尔过来瞅瞅这里的田

野，听听蛙鸣，远处的人则是看着我的

朋友圈动态，曾经扶贫的村子来信儿，

今年要全村团购。远近的经销商也经

常跑过来，摸着下巴琢磨着。

今年的水稻抽穗早，进了秋便耷拉

下了饱满的头。我常和村民在田埂上

忙农活儿，憧憬着年景的这个大丰收。

暑气初骤，看哈校，白杨绿柳。

忆当年，茅庐草舍，几度春秋。培下

堂前桃与李，而今方得落英嗅。再回

首，师生聚新楼，共缪绸。

百余载，似水流。教学路，展宏

筹。方寸间，浓缩时空宇宙。三尺讲

台修德性，半寸粉墨鬓上留。警后

辈，若不争上游，空白头。

走出酷暑难耐的夏日，一个转身，

迎来秋风习习的九月。咽下桂花的种

子，吐出醉人的秋天，九月斑斓的画卷

又展现于眼前……

走出窗外，九月恬美、明静、晈洁，

轻霜一片，秋风秋雨，天然雕琢，全是洒

脱浸染的万象自然。

九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播撒

着玉露的金风秋月，受着秋声秋色的烂

漫。九月的季节，万物生灵都在无声中

悄悄打扮着多姿多彩的成熟，高粱涨红

了脸，稻谷压弯了腰，凝露采撷片片金

黄。映入眼帘，千姿百态，纷至沓来，在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里

惊艳。

望九月，绚烂、静美，时节编织着岁

月迷人风光，时光不语，静待美好。一

朵云、一片叶、一阵风，涌上双眸，全然

一幅优美和谐的斑斓。

听九月，秋风瑟瑟，推开门扉，青山

多斜，溪水如镜，秋光滟潋。满城梧桐，

吹乱了黄雨岚烟。枫霜素红，归雁声声

揉捏天色，仿佛把全部身心都裹在记忆

的笔尖里净化、洗漱、透明。

闻九月，晨曦微露，孩子们背上久

违的书包，照亮光明的希望。农家的汗

水正摇曳着中国丰收的喜庆节日，田野

滚滚锦秋庆祝盛世秋实的年景。

白居易有诗：“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真珠月似弓。”秋风、秋雨、秋光、

秋影，自然界的交响乐装满“中秋院

落桂花黄，九月岩崖枫叶赤”的诗情

画意。

九月其色淡、叶多黄，古色苍茏。

正如老年经历过岁月的沉淀，恬淡、稳

重、从容。一首诗、一心境、一茶酒、一

余生，秋情九月，别有风味。

归心归望，悠悠自得。何尝不是安

闲、称心、舒适岁月的静好。愿九月，带

着秋的内敛，携手秋的端庄，装满秋的

成熟，一路欢歌同行……

听到我探家的消息，

妈妈她天天站在村口。

从不离手的老人机，

睡在了她的热炕头。

她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儿子那身绿心中那份忧。

摸摸儿子的头，摸摸儿子的手，

摸摸边关的日月，摸摸边关

的春秋。

我当兵离家那一天，

妈妈她悄悄躲在屋后。

从不离身的老围裙，

再也挡不住泪水流。

她只相信自己的耳朵，

听儿子一步一步离家走。

想想儿子的笑，想想儿子的淘，

想想儿子的生日，想想儿子

的女友。

哦

我看看村前，我看看村后，

看乡亲，看朋友，看也看不够。

拍下妈妈炒的菜，拍下爸爸斟

的酒，

这幸福的滋味，家的味道，就是

咱当兵的理由。

虽说“立秋一日，水冷三分”，但其实，

到了白露，才是真正意义上进入秋季。

《礼记》云“凉风至，白露降，寒蝉

鸣。”气象学表明，节气至此，由于天气

逐渐转凉，白昼阳光尚热，然太阳一归

山，气温便很快下降，至夜间空气中的

水汽便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附着在

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花瓣上，呈白

色，因而得白露之美名。

凉爽的秋风，白茫茫的露水，秋虫

凝重的叫声，还有潇潇的秋雨，已点染

出含蓄淡雅的秋色。白露一过，渐渐摆

脱高温煎熬，开启天高气爽的秋季。这

时，人们会明显感觉到炎热夏天已过，

凉爽秋天已经到来。

不知不觉中发现听不到蝉的歌声，

也发现那没完没了的热辣天气渐行渐

远。当第一缕淡红色的晨光升起来时，

正是大地上露水最繁盛的时候，似乎整

个村子被露水包围，似乎每一根草叶上

都含着清凉晶莹的露珠，在草地上白蒙

蒙一片。

质朴、纯净的露水与朴实、怀柔的

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在露水遍地的

清晨，它会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早早下地

的人们，时而打湿他们的衣裤，弄湿他

们的鞋子。一滴起于黄昏、穿越长夜的

露水，滴落在时间的幽深里，仿佛就在

一念之间，就进入了秋天。

这个时候秋意渐浓、枫木染赤、丹

桂飘香，是出游的黄金时节。在南方一

些地区历来有白露时节自酿米酒的习

俗，乡下人家每年白露一到，家家酿酒，

用以待客。其酒温中带热，略带甜味，

称白露米酒。

白露时节以往还是太湖流域“祭禹

王”的日子，禹王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

大禹。每年正月初八、清明、七月初七

和白露时节，都要举行祭禹王的香会。

其中又以清明、白露两祭规模为最大，

历时一周。这一仪式，也寄托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歌词欣赏

我 陪 稻 田 四 季 香
□周日昌

探家
□徐守文

人 间 最 美 九 月 天
□张平

白露时节
□吴顺荣

满 江 红
——逢国庆节暨哈达门乡学校建校108周年纪念

□赵莉

厨房外面的窗台上，放着两个花

盆，一个里面栽着些葱，还有一个空

着。花盆里原来是养着花草的，养着养

着，叶枯了，花没了，就剩下两个空荡荡

的花盆，摆在客厅里总觉着碍眼，光秃

秃的，扔了又舍不得，万一哪天还能派

上用场呢，只得先移到外面的窗台上。

妻子在其中一个花盆里揿了几个

葱果，想起来就洒点儿水，不几日，便有

嫩绿的葱芽冒了出来，一段时间后，花

盆里的葱已然蓬蓬勃勃一大丛。花没

养活，葱倒是长得挺好的，煮鱼烧肉的

时候掐上一小把，省去了跑一趟菜场的

工夫，花盆也算是派上了用场。

另一个花盆一直闲置着，忽一日，

空着的花盆里也生出了一丝小小的绿，

这丝绿的种子不知道是鸟儿衔来的，还

是风儿吹来的，在这花盆里生了根，发

了芽。或许就是一棵杂草吧，我想要揪

了去，妻子说，反正花盆空着也是空着，

好歹是一片绿意，养养眼也好。妻子每

次给小葱洒水的时候，也不忘给小草淋

上一些，小草像是把这花盆当作是家似

的，不管不顾地生长着。

突然有一天，妻子惊奇地告诉我，

小草开花了。我也很惊奇，连忙跑过去

一看，还真是的，绿绿的草尖上开出了

几朵淡黄色的花，如米粒般大小，碎碎

的，嫩嫩的。轻移花盆，凑近鼻尖，便有

缕缕花香飘过来，不浓不淡，若有若

无。看着眼前这小小的花，我的内心瞬

间涌动着一份感动，低到尘埃里的小

草，就这么傲娇地开着花，或许不为别

人，只为自己，飒飒秋风里，留下了它短

暂的美丽，也留下了它淡雅的芬芳。

小草如此，人生亦然。我喜欢作家张

爱玲的一段文字，“在你面前我变的很低

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我的心里是喜欢

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段话题写在张

爱玲送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高傲孤冷、

才华绝世的张爱玲，因为爱情，如寻常女

子一样，将一颗心低到尘埃里，怀揣着满

心的欢喜，仰望自己心仪的男子。

漠漠尘世间，岁月渐行渐远。人生其

实就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的美好，也没

有那么多的圆满，时光深处，总是会积满

尘埃。只要心中有了爱，这个世界就是温

暖的，那些低到尘埃里的美好和圆满，便

如花一般开在灵魂里，盛放嫣然。

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朵花，既然不能

轰轰烈烈地绽放，何不安静地做一朵小

花，静静地开着，静静地吐露着芬芳。

就像窗台上的小花一样，安于尘埃，坐

赏风云，淡看流年，想必也是美好的。

低 到 尘 埃 开 出 花
□田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