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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放

走亲戚
■刘长征

天上明月圆，
人间不夜天。
疫情要防控，
佳节应尽欢。
赏灯猜谜语，
无处不笑颜。
稚童更无忌，
提灯乐忘返。
此生华夏好，
普天共无眠。

元宵节
■正钱

莫负东风一诺，
春风细雨千寻。
颍水叠柳已成林。
春暖花开织锦。
堤岸月照倩影，
舞场尽巡知音。
黄莺唱软岸边林，
一杯清茶细品。

西江月·春暖花开
■魏华

������团圆饭的香味依然在空中弥
漫 ， 电子爆竹的余音还在耳边回
荡 ， 绚丽的烟花似乎还在眼前绽
放 。 大街小巷 、 乡间道路上 ， 随
处可见携带礼品走亲戚的人群 ，
他们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 ，
大人边走边说边笑 ， 小孩儿在一
旁跑着 、 闹着 。 看着来来往往走
亲戚的大人小孩儿， 不由想起自己
儿时走亲戚时发生的那些事儿……

上世纪 80 年代 ， 物质匮乏 ，
生活条件差 ， 但春节走亲戚还是
会备上一些礼物 。 那时村代销点
销售有蜂蜜 、 果点 、 罐头等稍微
高档点的礼品 ， 礼品高端了 ， 价
格就不菲 ， 令人望而却步 ， 所以
一般人家走亲戚 ， 大都会带自己
做的馒头 、 包子 、 油条等 。 当时
我家走亲戚时的 “高档 ” 礼品 ，
基本是父亲从县城捎回来的。

父亲在县城工作， 每年春节前
都会买不少年货回家， 其中就有为
走亲戚所备的礼品。 幼儿时期我的
玩伴海波家则截然不同， 海波家姊
妹多， 父亲长年有病， 全靠他母亲
一人在田地里辛勤劳作 ， 入不敷
出。 有年正月初四， 海波母亲来到
我家， 悄悄把我母亲拉到厨房后关
上门， 说有要事商量。 海波母亲的
神秘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忍不住悄
悄透过厨房的窗户往里偷看， 只见
海波母亲低声向母亲说着什么， 母
亲听完面露难色， 犹豫了一下， 但
很快就挺着胸脯， 拍了拍海波母亲
的肩膀， 说 “中”。 不一会儿， 她
俩开门从厨房出来， 母亲从堂屋里
间拿出两盒果点， 交给海波母亲，
海波母亲虽然不好意思， 但还是双

手接过果点， 嘴里一直说着 “谢谢
嫂子” “谢谢嫂子”。 事后， 我从
父母的交谈中弄清了来龙去脉。 原
来海波要去他干妈家走亲戚， 海波
母亲给他备好了一篮子礼品 ： 馒
头、 包子， 外加油条。 海波一看不
干了， 哭着说： “年年都是这些，
干妈给的压岁钱都少了， 我不去。”
我们农村有个规矩 ： 果点就是撑
“篮” 面的， 主家不能留， 谁若留
果点， 会被指不懂事。 海波妈连撑
“篮” 面的果点也买不起， 被海波
逼得实在没办法， 才去我家借了两
盒果点以撑 “篮” 面。 海波走亲戚
的篮子里有了区别于自家 “土特
产” 的礼品， 心情自然高兴， 提着
篮子健步如飞 ， 一溜烟奔向干妈
家。

我不懂这个规矩， 海波也不懂
这个规矩 ， 但海波干妈懂这个规
矩， 留礼物时一看还是和前两年一
样 ， 无非是多了两盒不能留的果
点 ， 且不说给海波的压岁钱更少
了 ， 可能是生气了 ， 把果点盒打
开， 每盒留下两块果子， 一盒果点
也就五、 六块菱角状的果子， 一盒
果点少了近 1/3 的果子， 重量明显
减轻， 海波可能不知道， 还果点时
海波母亲也许没注意， 而我母亲留
心了。 过了年， 父母盘点走亲戚剩
下的礼物时， 母亲把借给海波母亲
的两盒果点正好整合成一盒， 父亲
说这个 “秘密” 要烂在肚子里， 永
远不能外说。

正月初五， 刚吃过早饭， 邻居
三货哥到我家， 父母知道他 “无事
不登三宝殿”， 就问他有啥事， 三
货哥吞吞吐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三货哥家养了一头小毛驴， 忙时下
地拉犁， 闲时用作脚力。 今年从初
一到初四， 三货哥一家用架子车套
上小毛驴走亲戚。 今天三货哥要去
表哥家， 因是表亲戚， 去的人不能
太多， 坐毛驴车就显得不合时宜。
三货哥想用他的毛驴车换我家的自

行车， 他和他女儿两人骑自行车去
他表哥家， 这样也有面子， 毛驴车
让我家用。 三货哥清楚， 我家只有
一辆自行车， 他家也只有一辆毛驴
车， 都是各自家中惟一的交通工具，
如果不交换， 都无法正常出行。 父
亲明白三货哥的意思后， 满口应允。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毛驴车的， 走亲
戚时， 我经常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
一是硌屁股， 二是太冷。 坐毛驴车
就不一样了， 可以在架子车斗里铺
一层碎麦秸， 上面再放条被子避寒，
不仅舒服， 而且暖和。 那天我们一
家三口去了我表大爷家， 表大爷看
到我们坐的毛驴车当时就楞了， 当
父亲说出事情的原委后， 表大爷哈
哈大笑 ， 说三货脑子好使 ， 真挺
“精” 的。

如今， 海波家早已盖起了三层
小楼 ， 今年春节 ， 海波来看我父
母， 礼品拿了六大件； 三货哥虽已
年过六旬， 但并不服老， 带领子女
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光小轿车就买
了两辆， 再也不会发生当年用毛驴
车换自行车走亲戚的事了。

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我们坚
信，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大家的日子会
越过越好， 越过越红火， 大家走起
亲戚来 ， 会更加自信 、 和谐和幸
福。

怀念山岭
������2022 年 2 月 17 日 ， 是周口广播
电台新闻播音组组长王山岭同志去世

一周年祭日 。 能清晰记住这个时间 ，
是因为在我心目中王山岭还是一名新

闻人， 还在义务带新人……
我与王山岭因工作相识 、 相知 ，

他的吃苦耐劳、 勤奋好学和高尚的人
格魅力深深吸引着我。 我与山岭兄弟
的接触 ， 大多是组织全市先进人物 、
先进集体事迹报告团 。 每一个报告
团， 他都既是撰稿人、 报告员 ， 又是
辅导员。 每次在做好自己撰稿 、 备稿
等工作的同时， 他都会主动担任义务
辅导员。

在报告团里 ， 大家的稿子字句不
通顺找他 、 发音不准确找他 、 信心
不足还找他 ， 一字一句直至通篇 ，
他都会给求助者反复演示和耐心指

导 ， 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可贵
的奉献精神 。 这种精神 ， 让他对工
作深爱有加 ， 精益求精 ， 达到常年

播音零差错 ， 出色完成各项播音任
务 ， 播音作品多次获国家 、 省 、 市
大奖 ， 在周口播音界有口皆碑 ， 成
为名副其实的佼佼者 。 山岭兄弟不
仅自己不懈追求卓越 ， 还以他精湛
高超的播音艺术和诲人不倦的敬业

精神影响 、 培养了一大批播音员和
主持人 。 多年来 ， 他笔耕不辍 ， 相
继出版了 《复活的泥土 》 等多册诗 、
文集 ， 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 。 工作时， 我经常称赞山岭兄弟为
作家、 诗人、 最佳播音员 。 他勤奋敬
业 ， 务实重干 ， 乐于奉献的高尚品
质 ， 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
记。

无论是在工作 、 学习和生活中 ，
他都乐观开朗 ， 与人为善 ， 处处为
大家着想 ， 所到之处气氛融洽和谐 ，
让人如沐春风 、 心情舒畅 。 饭局上 ，
他常常即兴朗诵 ， 如 《人民万岁 》
《再别康桥 》 等名篇给大家助兴 ， 让

人沉寝在与先贤的对话和与大家同

乐中 ， 产生谈笑有鸿儒的欢乐和自
豪感 ， 在享受美味佳肴的同时享受
到优质的精神食粮 。 他这种 “文不
离口 ” 的做法 ， 既表示对朋友的善
待 ， 又体现出他对工作的挚爱 ， 我
为有幸结交到山岭这样的好朋友而

暗自欣喜 。
一场场 ， 一幕幕 ， 山岭兄弟用平

生之力 ， 书写出了一段辉煌的人生
传奇 ， 用 55 年短暂的人生旅程 ， 把
完美诠释得淋漓尽致 ！

高风亮节传梓里 ， 美德风范昭后
人 。 现在山岭兄弟永远离开了这个
世界 ， 虽然他离开了我们 ， 但他对
人生的积极追求 ， 对工作的一丝不
苟 ， 对同志朋友的真挚情谊 ， 对家
庭亲人的殷切关爱 ， 永留于天地之
间 ， 对宣传事业的忠诚和履职尽责
的奉献精神 ， 连同他的音容笑貌永
存在我们心中 。

山岭毕生初心定，
殚精竭虑不辱命。
春蚕到死丝方尽，
德艺双馨传佳音。
事必躬亲忠职守，
兢兢业业求是索。
知音回荡萦耳旁，
留取电波益芳香。
噩耗传来难置信，
英年早逝泪失禁。
播坛梁柱如山倒，
学海航帆少坐标。
传承国粹意志强，
未竟事业带传帮。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悼山岭
■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