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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 赵宗彪 作

叔叔出生时，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

那一年的10月1日，因此，他被起名刘国庆。

国庆叔叔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和我的爷爷奶

奶一起下地干农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总是一边干活

一边总结经验——怎样能尽快完成活计，还节省力气。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利用杠杆原理，把生产队场院上

的粮食很快地翻了个个儿。他用一根长长的木头拴上

绳子，前边系上木锨，后边有人把绳子一拉，木锨就开始

在场院上翻粮食——这样既提高了速度，又节省了人

力。

改革开放以后，国庆叔叔筹钱买了一辆小四轮拖拉

机，那时候这拖拉机在十里八乡可是稀罕物，除了干农

活，谁家办喜事需要用车，都得提前好长时间到国庆叔

叔家预定。平时一有机会，小孩子们都恋恋不舍地围着

这辆小四轮拖拉机看，只有和我关系要好的小朋友，我

才让他到跟前摸一下。那时候能摸一下小四轮拖拉机，

孩子们能激动半宿。最拉风的时候是国庆叔叔不忙的

时候，他让我坐在驾驶员旁边那个挎斗上，国庆叔叔开

着小四轮拖拉机，村前村后转，遇到树荫下乘凉的乡亲，

他还故意放慢车速，让我在小朋友面前很是威风。

后来，国庆叔叔在村里第一个盖了塑料大棚，种上

了葡萄。爷爷背地里唉声叹气，说好好的日子不过，种

什么葡萄。过了两三年，葡萄迎来了成熟期，加上是反

季种植，上市就卖上了好价钱，国庆叔叔也成了远近闻

名的富户。

富起来的国庆叔叔没有忘记乡亲们，他指导乡亲们

扣大棚，种葡萄、种蔬菜，帮助大家一起致富。他指导邻

居们如何挖坑、施肥、剪枝、嫁接，忙起来常常连自己家

的大棚也顾不上。国庆婶子抱怨的时候，国庆叔叔总是

站在旁边不说话，很小心地陪着不是，可是一有乡亲打

电话叫他，他马上就出门了。婶子娘家看种葡萄扣大棚

挣钱，也找到婶子，希望得到国庆叔叔的帮助，这回婶子

没办法，也只得求国庆叔叔帮忙。国庆叔叔哈哈大笑，

说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帮助才能报团取暖，共同富

裕。再说咱们家现在生活好了，还不都靠党的好政策，

靠乡里扶持？咱们整个村子都富了，大家日子都过好

了，出去一提咱们村，远近闻名富裕村，咱们脸上也有

光。后来，婶子慢慢理解了国庆叔叔，还把自己学会的

劳动技能也传授给其他种植户。村里人一提起国庆叔

叔，都竖大拇指。

乡亲们扣大棚种葡萄的多了，卖葡萄就成了大问

题。葡萄集中上市，市场价格不高。乡党支部书记几次

到国庆叔叔家调研，帮助国庆叔叔申请了网上“助力三

农”帮扶站，通过网络把国庆叔叔村里的农副产品快递

到全国各地，还帮助国庆叔叔提高农副产品品质，积极

开发有机农业。

国庆叔叔更忙了。他和邻居一起成立了农业合作

社，根据自愿原则让大家加入合作社，统一提供技术、种

子、种植方法，统一进行销售，打好村里的农业品牌。乡

里农技站技术员也经常来村里，指导农业种植，驻村书

记帮助国庆叔叔外联销售。国庆叔叔还多次和乡亲们

商讨实现农副产品多样化，把黏玉米、大黄米等比较少

见的农产品引入种植，实现多种经营，提高农副产品品

质，让更多的乡亲加入合作社，大家共同富裕。

前一段时间，国庆叔叔给我来电话，说经过民主选

举、投票，他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他觉得干劲更足了。

他还让我介绍农业大学的教授，帮助乡亲们防治农作物

病虫害，更好地种植绿色有机蔬菜。经过联系，农业大

学的教授非常乐意帮助他们，很快就到实地考察，初步

达成合作意向。

又到国庆日。国庆叔叔说，我们都要记住，有国才

有家，有强大的祖国，才有我们幸福的家。

我的
国庆叔叔

□刘恩辉

当一滴露水自晶莹剔透、垂坠欲滴
慢慢变换为寒气逼人、凝结为霜时，秋
风起，但见层林尽染，如霞似锦，一树一
树的落叶纷飞飘零，白草红叶黄花，不
觉间寒露至，山河秋已深。

寒露，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一个
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此时，南方
秋意渐浓，天朗气清，风凉露重；北方地
区开始逐渐迈入冬季，气温明显降低，
露已寒，将为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有“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民间
亦有“露水先白而后寒”之说，气温降
低，露珠从初秋的清凉变为深秋的冰
凉，透着丝丝寒意，“白露欲霜”。

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
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白露时节，
鸿雁起始大举南飞，“雁以仲秋先至者为
主，季秋后至者为宾”，及至寒露，已是最
后一批南迁的鸿雁，因而称为“鸿雁来

宾”。随着天气逐渐转凉，雀鸟们躲藏起
来，人们不见其踪影，而恰巧此时，因气
温降低深水处光照不足，虾蟹们多聚集
在浅水区活动，岸边的蛤蜊变多。蛤蜊
的颜色及条纹与雀鸟相似，人们便以为
蛤蜊为雀鸟所变。天上飞物入水幻化为
潜物，是过去人们质朴的想象，其背后隐
藏着时空流转、季节轮换，生命应时而
变、生生不息的蕴含。寒露节气，百花渐
渐凋零，万物萧瑟，独有菊花在冷风中次
第开放，明艳动人、暗香浮动。

菊花，花中四君子之一，盛开于清
冷秋日，骨韵清丽，因其独自迎寒斗霜
的高洁品格，深受文人雅士喜爱，成为
文人笔下的常客。“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农历九月又称菊
月，菊花此时普遍开放，随处可见其俊
逸姿影。古人饮食清雅，常常以花入
馔。菊花气味芬芳，为食用佳品，菊花
酒遂成为独特的金秋美食。据《西京
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
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

故谓之菊花酒。”菊花酒古谓“长寿
酒”，由菊花与糯米、酒曲酿制而成，其
味清凉甜美，有养肝、明目、延缓衰老
之功效，颇受人们喜爱。如今，寒露时
节，我国的一些地区依旧延续着饮菊
花酒的习俗。

中国人擅长修辞，热爱浪漫，中国
式浪漫藏在细枝末节里。因寒露与重
阳相邻，在习俗上也有共通之处。金秋
时节，登高望远、插茱萸、饮菊花酒、吃
花糕，每一种仪式都透出风雅情致。秋
日清晨，采撷茱萸的枝叶与果实，用彩
色布料缝制香囊，佩戴身上，除浊气，远
离疾病。如今，茱萸香囊鲜有所见，采、
插茱萸依旧延续下来。

中国人爱吃，也吃得讲究，能吃出
花样，吃出文化。每一个时令都有应时
应景的吃食。“糕”与“高”谐音，寓意步
步高升，寒露登高与食用花糕皆有祈福

的美好初衷。花糕制无定法，各地取材
略有不同。通常所见的是以糯米粉、粳
米粉为原料，混入红枣、果仁、蜜饯等，
加白糖蒸制，亦有以桂花、菊花为辅料
增添香气的做法。出锅前在糕面上撒
上芝麻、青红丝等，一盘外表白净素气、
口感绵软香甜的花糕便完成了。

清露初寒，落叶流风，草木收拢了旺
盛的喧嚣，走向成熟的宁静。最是一年
橙黄橘绿时，一如岁月沉香，愈久弥珍。

寒露：橙黄橘绿时
□孙艺凌

鸽哨一吹，大龙湾的野

杜鹃藏不住山川云雾的灵

气，迫不及待地竞相绽放

了。它们用积攒了一年的浓

情与等待，把大龙湾开成了

花儿的海洋。目之所及，一

团团，一片片，如醉霞绯云般

争奇斗艳，怎一个“美”字了

得。

何须名苑看春风，龙湾

杜鹃不负侬。

雨后的龙湾，山间云雾

缭绕，山中姹紫嫣红，枝枝坠

锦、朵朵流霞，宛如仙境一

般。盛放的杜鹃犹如为龙湾

披上了盛装，又好似为山林

涂了胭脂，远远望去，如梦似

幻。

龙湾的杜鹃花，开得无

拘无束，自由自在。悬崖上、

深山中、丛林里，千姿百态，

俊美鲜亮。细细看来，每朵

均由五枚花瓣聚拢组成，花

瓣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如

果不仔细观察，微风吹起，五

翼振翅，还以为它要飞起

来。或许会急得你要用手去

捂住它，怕它真飞走了，就少

了观赏的雅兴。其实不然，

即使它真的飞走了，余香且

留且散，芬芳山野。

密密麻麻的杜鹃花相拥

开放，无论怎么看，都是绝色，随手一拍都是美景。它们或跃

于空中，或临依山石，那从栈道旁探身出来的一枝杜鹃花，会

冷不丁地让你停住脚步，惊艳它的存在。艳，却不妖不媚，烂

漫地开着，像邻家的小儿女，旁逸了几枝，调皮地绕在了松枝

上，为虬髯古树戴上几朵娇艳的花儿，很是有趣。

仅有尺许的小碎石路隐约蜿蜒在杜鹃丛中。龙湾的杜鹃

几乎是一色的粉红，跳跃在黄绿为底的山野之间，映得大山都

成了红色，与碧绿的龙湾组合成一幅绝美的画卷。如果在这

里伴着花香住上一宿，梦里都会美得笑出声了吧？

那湖畔的杜鹃可能是因为有湖水的滋润，开得特别繁

茂。就像一团热烈的火焰，一路燃烧，找不到源头，看不见尽

头，只有眼底的一抹抹嫣红。它们依山而生，攀崖而长，相互

搀扶、充满爱意地生长着，团团簇簇依偎着山势怒放着。杜鹃

深处，鸟鸣在不远的树上，正与风缠绕着。“疑是心中血，滴成

枝上花。”难道真的是杜鹃啼血染红了这片杜鹃？我欲探究

竟，它却扑扇着翅膀飞走了。

湖边忽而起了风，吹得岸边的杜鹃花树簌簌作响，一时间

落英缤纷，竟像是铺了层松软的花毯一般。我终是不忍了，一

朵朵地将它们拾起，轻轻地放于水中，粉红的花瓣在碧绿的湖

水中漂浮着，打着旋儿，似是不忍离去。伴随着时而轻拂的微

风，终是飘向远方。

环顾四周，我忽然瞥见了那山路旁“东北抗联路”的指示

牌，我仿佛看到杨靖宇、金伯阳、曹亚范这些为国捐躯的民族

英雄，正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绕过“隐蔽哨”，从抗联密营中阔步

走来。这些曾经在这片大地上播种光明与希望的先烈，是他

们，穿过层层荆棘与阴霾，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为革命献身的

铮铮誓言，如一朵朵血染的红杜鹃，开在了美丽的龙湾湖畔。

追寻着抗联英烈在这里浴血奋战的足迹，我从杜鹃花和

杜鹃鸟身上都感受到抗联英烈那炽烈的情怀与温度。宋朝诗

人王令在《送春》中有两句诗：“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

不回。”诗中的子规，也就是杜鹃鸟，不就是抗联精神的一种写

照吗？无论时势如何艰险，他们都没有放弃，更不言退却。他

们就像杜鹃一样，昼夜不停地啼鸣，不正是为了唤回黎明，唤

回中华民族解放的春天，呼唤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现代中

国吗？虽然他们早已离去，但他们已经把这种凛然风骨深深

地融入龙湾这片深情的土地。

一声鸟鸣在耳畔响起，唤回了我的思绪。眼前柔弱的是

杜鹃花，摇曳生姿；坚硬的是火山岩，突兀嶙峋。这两种本不

相干的事物却奇迹般地叠合在一起，成为一道风景，一处奇

观。花与石相伴，刚柔并济。花开花落，生生不息，那火红的

花朵仿佛是它在山水之间写下的无悔的承诺，更镌刻着浓烈、

炽热、荡气回肠又夺人心魄的风骨凛然。遥望着碧波荡漾的

湖面，聆听着如歌的水声，我的心儿仿佛已随那抹杜鹃红飘向

远方……

那
抹
杜
鹃
红

那
抹
杜
鹃
红

□
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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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鹿乡大

地到处都是喜人的景

象。看青山绿水，游田

园山庄，采瓜果桃李，品

农家乐的菜香。人们到

乡村去，到山沟沟里去，

找寻绿色生态，吃口庄

稼饭，喝口山泉水，一路

观光一路游，寻觅那抹

乡愁。

那天我要去的地方

似乎很熟悉，到达目的

地后，却又感到陌生。

一切已经不一样了，如

今这里叫高隆旅游度假

区。在我的记忆中，这

里原名为高隆旅游度假

村，“区”与“村”，一字之

变，使整个旅游区的规

划格局发生了质的变

化。这里，不再是家庭

作坊式的小打小闹，而

是一个大区域性的整体

规划格局。那一家家别

具特色的民宿，简约敞

亮，各种家用电器一应

俱全。游客住宿可自助

自餐，自娱自乐；采摘园

比过去扩展了两倍，且

各种果木齐全，供游客

采摘、品尝、游玩；湖畔

垂钓增加了几曲栈道，

蜿蜒绵亘于碧水与荷花

之间，使游人流连忘返。

农家乐的主人老

孙，虽年近七旬，但红光

满面。他厨艺精湛，能

做一手地道的农家菜。

我在文化馆工作期间，

曾在这里办过多次农民

画培训班和大秧歌培训

班，到目前为止，全县各

村文化大院的文艺骨干

都在这里培训过；曾经

参加上海世博会，以及

后来到国外展出的农民

画作品，大部分也出自

这里。在这里，农民画

家们吃着孙师傅做的可

口饭菜，自由自在地画

着画，触景生情，笔底生

风，乐哉悠哉，游哉快

哉。今天游历至此，仿

佛情景就在眼前。

东丰县猴石镇，老

县长史敏之曾在这里领

导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

亡运动，当年，红枪会英

勇抗日壮举 ，载入史

册。高隆村年过 80 岁

的老人，都能绘声绘色

地讲述发生在高崂山上

的一个故事：那是东北

抗联到了最艰难的时

期，周保忠的部队转移

后，留下28位伤病员隐

蔽于高崂山，补给由红

枪会的负责人周保生等

人负责。在他们及众乡

亲的精心照料下，伤病

员们得以痊愈，安全撤

退。

今天，伟大祖国一

派欣欣向荣，高崂山下

更是旧貌换新颜。在这

里，人们积极涌入全国

乡村振兴大潮，坚守“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描绘了一

幅崭新的乡村旅游度假

区画卷。

在一处建筑工地

上，我见到正在现场忙

碌的猴石镇镇长，他向

我介绍，在现有基础上，

将依托高隆地理环境的

优势，重点开发打造一

眼望七库、水上威亚、网

红吊桥、生态采摘、风情

民宿、踏青赏花、共享单

车、旧式购物、垂钓冬

捕、艺术展览、休闲阅

读、前进号列车情侣主

题餐厅等多个独特景

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农业休闲区、农产品加

工区、艺术体验区、滨水

旅游区、鹿文化体验区、

林下观光区、红色旅游

示范区等几大功能版

块，充分满足游客对生

态、休闲旅游的需求，让

人们尽情享受乡村旅游

的“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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