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 9 月 1 日，《甘肃日报》在兰

州人民欢庆城市解放胜利的时刻诞生，

到今年 9 月 1 日将走过 75 周年的历程。

回眸岁月沧桑，有我们矢志不渝的坚守；

踏上时代征程，是我们接续不断的开拓。

走过 75 个春秋的《甘肃日报》，离

不开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与亲切关

怀，离不开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

厚爱。为纪念创刊 75 周年，《甘肃日

报》举办“甘报情缘”征文活动，无论你

是甘肃日报社的工作者，还是深受《甘

肃日报》影响的热心读者，你讲述的故

事，将是赠予《甘肃日报》创刊 75 周年

的珍贵礼物。

一、征文要求：

围绕纪念《甘肃日报》创刊 75 周年

主题，结合自身经历与工作实际进行写

作。强调实名原创，内容务必真实，有

故事、有细节、有感情。来稿体裁以散

文、随笔、诗歌为佳，文稿字数 3000 字

以内，诗歌 30 行以内。

二、截稿日期：

2024 年 9 月底。

三、投稿途径：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 gbzhlin@126.

com，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甘报情

缘”征文。

——《甘肃日报》创刊 75周年征文启事

“甘报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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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次第绽放时，红光村最烂漫。

红光村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市金塔县金

塔镇，近 2 万亩林果在春风里陆续醒来，尤其是杏

树，小小的芽苞早早就布满枝条，在四月初的某个

黎明，像礼花一样开遍村庄。这是红光村人养的杏

花。

最老的杏树也长了四十年了，最早养杏花的人

留下一片杏花给红光村。红光村人继续养着杏花，

一年一度，哪一个芽苞鼓起来了，哪一朵杏花最先

绽放，他们最清楚。

现在，红光村依托杏花打造乡村旅游，举办杏

花文化艺术节、农民歌手大奖赛等节会活动，吸引

周边的人们参观游玩。当你走在杏花村的街道上，

杏花扑啦啦在头顶开放，白里透着粉红的花瓣，像

雪像雾，不由得让人遐想联翩，或邂逅一场奇遇，或

走进某个场景，总能让你感到美和喜悦。走在杏花

村的街道上，那些掩映在杏花里养杏花的人倒很忙

碌，他们在自家门口把手工黑醋、粉皮、面筋、挂面

卖给游客，把油炸软糕、麻辣烫、杏干卖给游客，让

游客玩了、吃了，把乡村味道带走。

那双养过杏花的手，也酿造黑醋。几十缸醋糟

在阳光下晒着，这些应该是去年秋天做好的，崭新

的麦子，刚从麦穗里回到粮仓的麦子、被淘洗得十

分干净的麦子，在黑铁锅里沸腾的时候，阵阵麦香

味沁人心脾。麸皮早就准备好了，也是新麦子磨

的。酵母是夏天做的，当煮熟的麦子和麸皮完全融

合后，吸收了阳光能量的酵母开始发酵，一层层、一

圈圈把热量传递，此时，翻炒成了最主要的程序，大

气喧天里，让醋糟均匀、松散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

种体力活，粗手大脚的养杏花的人却干得很仔细，

很专注。

让醋糟变成液体醋叫淋醋，把完全发酵好的醋

糟，放入下方有小窟窿的瓦坛内进行浸泡，泡几个

小时就可以拔掉瓦坛下面的塞子进行淋醋了。淋

出的醋晒个把月，颜色变成棕红色，闪着宝石一样

的光泽，尝起来有种太阳的香味。养杏花的人是把

阳光的味道奉送给游客。

养杏花的人也用浸满醋香味的双手给杏树嫁

接。他们懂得杏树，知道李子树、桃树可以与杏树

嫁接，但是，樱桃树就不可以和杏树进行嫁接，因

为它的亲和力比较弱。在秋季，选择健康的枝条，

饱满的芽口，将准备好的削芽贴到砧木切削的地

方，然后包扎好，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只在几分钟

内完成。在春季，过早或过晚嫁接都会影响生长，

在树液还没有开始流动，气温很低时不能嫁接，过

晚砧木、接穗已萌芽影响成活率，选择叶芽萌动时

嫁接最理性。这些是多年观察的经验，是养杏花

人的技艺。

养杏花的人熟悉杏树、杏花和许多植物及土

地。他们知道杏树在什么样的土壤里最容易活，

什么时候树液会流动和停止，流动的树液多长时

间让枝干变得柔软，能看到第一个萌动的芽眼，能

感受到节气的力量，催促花苞醒来，像火种一样点

燃花苞燃放的火线，能听到花开的声音，那像鞭炮

一样炸裂的声音，在夜间异常喧哗。他们知道，杏

花绽放就像灯火那样扑闪扑闪，几天就点燃了枝

头，让一棵树、一片树林相继陷落，让光秃秃的枝

头热闹非凡；他们懂得杏花神秘的语言，和春风和

蜜 蜂 说 些 什 么 ；他 们 和 杏 花 一 样 宁 静 ，又 昂 扬 向

上，每天和杏花一起，在阳光里劳动。当活生生、

轻盈盈的杏花站在枝头，接受晨阳照耀时多么骄

傲；当圆润、薄亮，被淡淡的粉红色晕染，蝉翼似的

五片花瓣捧着花蕊接受无数目光时，那种恬静的

生命姿势令人心仪。这是养杏花的人奉献给人们

和大地的礼物。

在杏花村，你会看到四十年的绿杏、香妃杏树

嫁接着李广杏，三十年的喜杏树嫁接着太平红杏，

这是养杏花人的新尝试。可是现在，不管绿杏、香

妃杏、喜杏还是李广杏花，一朵接一朵开满枝头，分

不清谁是谁了。

鸟是懂得美感的。尤其体形简洁、娇小、素朴

的麻雀喜欢待在茂密的树林、盛放的花丛。眼前，

开花的杏树上就有成群结队或单独的麻雀，反复地

歌唱那支古老又新鲜的歌，或者吃几口花瓣和花

蕊，或者嬉戏，总之，它们在杏花里要待很长时间。

那一层层、一叠叠杏花开得盛大、素净，像摇曳

在夜空的星辰，也摇曳在养杏花人的梦里。在杏花

村，梦里梦外都是繁花。

□ 许 实

红光村里杏花香

秦家塬怀古

登高千古意，俯仰慨春秋。

牧马秦非子，平戎汉列侯。

杜工诗墨瘦，丝路物华幽。

关陇今朝美，坦途招客游。

关陇古道

从来屏障固，戍士尽思乡。

草隐千重石，风寒九月霜。

关山成梦事，陇水断人肠。

丝路东西贯，通途不复荒。

马家塬车舆博物馆

丝路交融地，大千瑰宝藏。

戎车饶璀璨，秦马记沧桑。

再睹文明史，重开智慧光。

神工匠心巧，岁月自流芳。

□ 匡 晖

张家川行吟

有一些绿

要用鸟鸣书写

有一些绿

要用风花雪月

有一些绿

要用疼痛书写

有一些绿

是一座山河

有一些绿

要用镔铁书写

有一些绿

是一场雨雪

只是，我心底的那个讨赖河

将所有的绿

挼揉成泛着不同颜色的季节

□ 韩治忠

心底的讨赖河

四月初的某个下午，我提着篮子到县

郊附近去采新鲜的蒲公英和车前草。

蒲公英，当地人习称花花苔。陇东黄

土高原上的北豳之地，经历了漫长而寒冷

的冬天之后，春天的气息最早是从那些向

阳的土地上萌发的绿芽中体现出来的，蒲

公英就是其中的一种。而它更引人注目

的还有几乎同时点缀在绿叶上的点点黄

花，顶在细细的茎管上轻轻摇曳着，色泽

鲜艳靓丽，春的气息呼之欲出。

黄土高原干旱少雨，特别是春天，蒲

公英能破土而出并随处而生，足见其耐寒

耐旱的习性。

果然，就在郊区附近公路两边行道树

下的土地上，到处都长着蒲公英，它们或

独生独长，或簇簇成堆，或花色明艳，或花

蕾正孕。

药典记载：蒲公英味苦性寒，有清热

解毒和消痈散结之功效。人们对其药食

两用，甚至更多时候是当作野菜食用的。

我采挖的药材还有车前草，车前草又

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车前前，几乎人尽

皆知其有利尿的作用。药典中对于车前草

有这样的记述：车前草味甘性寒，具清热利

尿、祛痰凉血和解毒之功效，全草入药。

这里车前前随处可见，就连房顶上砖

缝里石砾中，只要能落住土的地方，就能

长出来，依托这片土地生生不息。

在我采挖这两种草药的同时，又看到

很多白蒿蒿，多长在还未下种的田地里，

均匀而繁茂，就像有人特意种植的一般。

白蒿蒿学名茵陈，味苦辛，性微寒，有清利

湿 热 ，利 胆 退 黄 之 功 效 ，我 顺 手 挖 了 许

多。或许是想起母亲说过，她年少之时，

正是通过采挖药材挣得学费；又或许是还

听说春时把白蒿蒿当野菜吃可以护肝明

目，总之，潜意识里对白蒿蒿也是有着某

种情愫的吧！

顺路走了挺远，又看到许多的野菜，

如苦苦菜，也是一味清热解毒的草药，我

之前用它和马齿苋捣碎贴过腮腺肿痛。

想吃，去采就是了。

陇东黄土高原资源厚实，这里的土地

出产什么，这里的人们就怎样生活。

□ 唐女女

提着篮子寻春芽

居住在长城脚下的嘉峪关，工作在铁

路沿线站区，每天乘坐火车是我们沿线职

工的主要通勤方式。

来往于长城内外，往往是晓送残星、

夕迎落霞。

早上起得早，街上行人极少，城市好

像还没有完全苏醒。路上即使有同行人，

也是急匆匆坐通勤车赶着去上班的。路

灯萤黄，野旷萧索。有时可见星斗稀疏，

月色冥漠。

快速赶到火车站，登上等候在站台上

的通勤车。通勤火车准时开出，窗外戈壁

滩上一堆一堆的沙丘，一丛一丛的骆驼

刺，都倒影似的迅速离我们远去。可以听

见车厢外除了火车的鸣笛声外，一会儿停

车，一会儿开车门，一会儿有同事下车上

车的声音。这些声音犹如音乐会上分布

在不同位置的各种乐器合成的旋律，好像

是通勤职工“上班协奏曲”的前奏部分，真

实演奏着我们生活乐章的序曲篇章。

通勤火车就那么几节，座位不固定，坐

在哪个位置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

上了通勤车，找个角落坐下来，大多

时候我会捧出一本书，借着昏暗的灯光

慢慢阅读。相当一部分的世界名著，我

是在乘坐通勤车的往返路途中阅读的。

尽管车厢内照明不好，但阅读带来的愉

悦是持续久远的。

一个多小时，通勤火车开到工作的小

站，天色向曙，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下午下了班，仍然要乘坐通勤火车

回家。

下班的途中，透过通勤火车的玻璃窗

向外望去，铁道两旁的景色格外美丽。当

列车时而运行时而站停时，车厢的窗口仿

佛变成了五色斑斓的镜框，好像在一帧一

帧变换着沿线图片库里的优美风景画。

从火车的窗口望去，在夕阳的晚照之下，

一峰一峰的山峦向后移去，宛如大海之上

排列着的满载货物的轮船，又像宋人山水

画中的远景，依依有温存和惜别的余情。

在这一区段往返的时间久了，总感觉

日 子 好 像 是 由 一 节 节 火 车 的 车 厢 组 成

的。每次乘坐的车厢并不固定，从周一到

周五，把通勤车短短的几节车厢都坐了一

遍。新的一周再上班时，随意的，找个座

位坐下来，其余的几节车厢恰好需要一周

时间可以挨个去乘坐一遍。

在沿线工作的职工互相之间也许叫

不上名字，但时间一长，大家觉得面熟，在

其他地方如果碰到，立时有一种亲切感，

也会点点头或者问声好，打个招呼。

回程的通勤火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

到站停稳，回到长城脚下的嘉峪关火车

站。夜幕降临的戈壁小城别具韵味。这

时候灯火灼灼，从车站高高的台阶上远

看，近处星星点点、远处连成一条线的路

灯笔直整齐，格外璀璨。

家离火车站不远，下班的这段路大多

会慢慢地步行走着回去。暮色四合，天空

渐渐暗了下来。走在人行道上，两旁是成

排的高大榆树槐树等树木，粗可拥怀，好

像在列队迎接工作了一天的回家人。晴

天，点点星光从树影里透出来，一眨一眨

的；月亮有时候也会从树梢闪过，奶白色

的亮光倾斜而下，给静谧的城市增添一份

温馨的底色。戈壁滩的城市下雨不多，如

果回家时走在湿漉漉的地上，那是另一番

情趣。

工作生活的钟摆随着通勤车轮的转

动在不紧不慢中往前。看着快步回家的

通勤职工依次走出火车站，融入离家不

远的街道，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拐弯的不

远处，想着第二天还会在通勤火车上相

见，那种感觉非常美妙。

多年以来，我们乘坐着通勤火车，运

行在戈壁滩的两个车站之间，蹀躞在长

城内外，一点一点地涂抹着自己别样的

冷 香 素 芬 和 淡 白 深 青 。 往 事 的 云 烟 散

尽，这些璀璨的点滴生活所积累的宝库，

慢慢呈现出的却是历经时光淬炼后的瑰

丽回忆。

亲 切 的 故 事 ，唯 美 的 情 景 ，就 像 鲜

活 的 花 瓣 夹 在 书 页 里 ，偶 然 翻 开 ，只 要

用手指轻轻一碰，仍然像艳丽的鲜花一

样，即刻会散发出迷人的芳香。这种芳

香透出的疏淡生活方式，是远去岁月的

真实记录。

□
尚
友
文

坐
火
车
上
班
的
日
子

时令一到，春的气息便在山川、河流、村庄弥漫

开来，催动着万物复苏，新生命欣欣勃发。

我的老家庆阳市环县张家沟，是陇东高原千沟

万壑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黄土地上繁衍

生息着祖祖辈辈的老家人，清澈甜美的河水滋养了

老家的万物生灵。

过了立春，太阳一天比一天暖和，向阳的河湾，

冰层开始融化。过了雨水，河水完全挣开了一个冬

天里的束缚，跳跃着，欢笑着，向远方流去！

向阳的山洼洼也悄然变化着，在和煦的春风里

渐渐有了些许绿意。蛰伏了一个冬天的麦苗，还有

地上的野草，在暖阳下从泥土里探出嫩嫩的黄芽，

继而变绿。无论怎样的料峭春寒，它们都不会畏

缩，努力地向上生长着。“一九生一芽，九九遍地

麻。”生命的力量是何等的顽强！

在 张 家 沟 ，最 先 感 知 春 天 回 归 的 不 是“ 鸭 先

知”，而是随处可见的白杨树。在人们的不经意间，

白杨树便在春日温暖的阳光下，枝干泛出银色的光

晕，枝头长出了饱满的苞芽，浑身充满了蓄势待发

的活力。

生长于泉边河畔的一簇簇老柳，枝条在早春二

月的烟雨里染成了鹅黄色，这是春天到来时最娇嫩

的色彩。老柳的枝条在温暖的春风里轻轻地摇曳

着，舞动着，清新柔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使人感

到宁静和温馨。

惊蛰过后，张家沟遇到了一场春雨。淅淅沥沥

的小雨下了一个晚上。雨声窸窸窣窣，犹如一首轻

柔细腻的摇篮曲，在耳畔萦绕。让人不由想到，杜

甫《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诗句。

第二天清晨，细雨依旧洒落着。门前的两棵老椿

树，被春雨冲刷得青中泛黄，似乎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近处的田野、麦苗、小草，被细雨洗涤得明亮而清新。

远处的山峦、沟壑、树林、村庄，笼罩在蒙蒙烟雨中，若

隐若现。田间的布谷鸟“布——谷——”地啼叫着，使

人感受到“子规声里雨如烟”的静谧，有一种“沾衣欲湿

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轻松和愉悦。

“春雨贵如油”。一场春雨后，乡亲们纷纷下

地，平整农田，耙耱施肥，搭建蔬菜大棚。田野里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 沈文炳

春夜喜雨

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从来不提前打一声招呼

我还没来得及通知家人，朋友

还没有为它们准备好阳光，微风

以及一个悠闲的下午

就已在清冽的漳河里悠然自得地

觅食，嬉戏，梳理羽毛

在冬日暖阳下翩翩起舞，在

潺潺流水声中幸福鸣叫

它们旁若无人的样子

让在岸边驻足凝视的我

确信这些苍鹭，银鸥，骨顶鸡，绿头鸭

一定是漳河阔别已久的子女

你看，有几只踏上新的路途时

还在河道上空依依不舍地

盘旋，回头……

□ 景协民

漳河里的水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