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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目睹发展和蜕变，临夏大地欢歌升腾，歌
唱一件件民生项目的落地生根，歌唱来之不易的
幸福美好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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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沿着折红公路乘车而行，
满心欢畅。由临夏市出发，经过折桥，便进入东乡
县地界，农家乐一家紧挨一家，每家门前一块绿色
的“河州味道 临夏美食”宣传牌引人注目。无论
走进哪家，都能被热情的款待服务、地道的东乡羊
肉和焦香软糯的炕锅洋芋彻底征服味蕾，打开美
食新世界之门。

驾车行驶在这条民生之路、致富之路和未来
之路，沿途的景观树相迎，又目送人们渐行渐远。
外墙配色统一又各具特色的民居散落在平实旷远
的天地间，房前屋后精心设计的小花园里生长着
纯白、玫红、淡粉色的蜀葵（俗称“七叶花”），缀满
簇簇繁花依旧向上生长的花茎，似在向路人昭告
天地的辽阔和自由幸福的生活。

驶过一座大桥后，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视觉冲
击力极强的巨型彩绘直冲眼球，以红、黄、蓝、绿 4
种颜色搭配调色，“把水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
建设好，让贫困群众尽早脱贫，过上小康生活。”几
个赫然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佩服这个考量当地
自然地理环境后独具匠心的设计。布楞沟村到
了，不禁联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坐落于高山
上村子的深深牵挂，崇敬和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如今，当地干部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引领下，把水
引来了、把路修通了、群众住上新房，过上了幸福
生活，这片土地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进入布楞沟村，迎面是一段上坡路，碰上两个
手提垃圾袋的孩童，欢快地你追我赶，话语声、笑声
飞快地与我擦身而过，虽未听得清楚，但能辨别是
普通话。轻轻地走，静静地感受这方土地的款款情
意，一花一草、一石一木皆含情。“勇毅前行、矢志不
渝”等镌刻在景观石上的红色字样，诉说着当地人
民对党的感恩之情和奋发致富的向上精神。这方
热土用数年岁月，印证了村口红色大字“足迹 奇
迹”的深刻意蕴，满载牵挂、勤劳勇敢、干群齐心，创
造了不朽的人间奇迹：水引来，一条15公里长的管
道从东乡县城架到布楞沟，并建起7座蓄水池，清澈

的自来水流进村民院落，流进村民心中；路修通，20
多公里长的水泥硬化路，通到村民家门口，蜿蜒的
山路不再尘土飞扬，折红二级公路穿村而过；新农
村建设好，村民统一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便民超
市、文化室、卫生室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人行天桥
连接马路两面，马路一侧是石化小学和村党群服务
中心，这里是村子最靓丽的建筑。

如今，当地村民依靠红色旅游、农家休闲、庭
院经济、美食产业等，稳定增收致富，生活过得有
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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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路，承载希望、通向未来，路通，人的心
气就通。临夏市“断头路”的拓通改造，将阻塞城
市血脉的障碍清除，一个街景靓丽整洁、道路宽敞
通畅、充满鲜活生命力的希望之城敞开怀抱迎接
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沿着一条条“断头路”行走，平整干净、通达四
方的街道，鲜花点缀的亮丽景观带，让人视野开
阔、心情舒畅。目光所到之处，是壮丽温馨的城市
公园，可以呼吸清新宜人的空气，感受别样的地方
风物；是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可以领略飞速
发展的城市脉搏；是质朴热情的临夏儿女歌舞颂
盛世，可以体验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以五彩蝴蝶展翅为标志性建筑的城市公园，
名唤河州牡丹文化公园，很美丽，夜景更是美得令
人心神荡漾。街灯在道路两侧发出柔和的光，远
远望去，那彩蝶欲振翅腾飞，如梦似幻。夜幕下，
难以分辨公园中心湖水的颜色，湖面的水波随着
微风荡起涟漪。迎着和风，让人不禁哼唱起歌曲，
轻轻踩过石子地，环顾四周，高耸的住宅楼、独具
特色的饭店、商品齐全的生活超市、颇具情调的咖
啡厅，围绕街心依次排开……一幕幕和谐之景皆
收进眼底。

“走在幸福路上，心情多么欢畅……”公园小
广场人群聚集，很是热闹。律动欢快的歌曲飘扬
过来，忍不住上前一探究竟。广场舞队伍里踏着
整齐步伐、精神抖擞的阿姨们，总能吸引更多围观
者，有人面含笑意赏评，有人情不自禁加入、尽情
舞动肢体。旁边空地里很多年轻人随着节奏更为
强劲的乐曲滑滑板、玩轮滑，还有孩子们追逐嬉闹

的声音，似要与婉转的民歌争逐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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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日丽，路依旧，追风依旧……迎风的欢畅
唯有在路上，才体会得最真切。沿太子山旅游风
情大通道是一场追风之旅的不二之选。这条徜徉
于临夏最美山水间的云端丝路，总会带给许多人
心底最美的相遇。

宽阔的公路沿着阡陌纵横的良田，向山林深
处延伸，崭新的沥青路中间，是以红、黄、蓝三色
喷涂的交通标线，远远望去，如彩虹一般，将田园
风光串联起来，为大地调色板增添一道靓丽的
风景。

洒落田野间、整齐清秀的农家新居，替代了
低矮的土屋，时尚的方形顶、梯形顶或古色古香
的翘角形顶小别墅，足见农家主人的设计巧思。
一面面以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为主题图文
并茂的文化墙，色彩斑斓、夺人眼球，淳朴文明的
新农村风貌扑面而来。家家户户门前别致的小
花园里，芍药、凤仙、月季……依着时令，竞相开
放，朴素中添了几分华丽，尽显独具一格的农家
风光。

行驶在这条最美公路，历景皆美景。车轮向
前，目光所及皆是治愈的色彩。打开车窗，迎风高
歌，拥抱青山，亲吻花香。南北286公里的跨度，将
积石山、临夏、和政、康乐4县连点成线、串景成珠，
一路花木成畦、绿草成茵，巍巍雪山、茫茫云海，田
园村居、梯田纵横……这条路远不止于此，沿途欢
歌与笑语纵声相伴，花儿与少年响彻山谷，悠扬的
音符跳跃汇聚成沿线的花儿会，在一唱一和的对
唱中，人们歌唱世间美好，歌唱幸福生活，歌唱党
的恩情。

一条路的山水蜿蜒，一方人的致富之歌。沿
线旅游景点的挖掘开发、民宿农家乐的层出不穷、
旅游节会的筹备举办，让土生土长的临夏人，日子
越过越舒坦。

温暖的一束束光洒向大地，抚慰世间万物，人
们的生活充盈而美好，凝聚合力，临夏人民小康终
圆梦。幸福路上，一条条通途越走越宽广，勤劳、
热情、勇毅、聪颖的临夏各族儿女继续吟诵着山河
巨变的壮丽史诗。

对兰州植物园的金秋菊展早有耳闻，但真
正见识却是在国庆假期。

那天清晨，雨后初霁，我驱车来到了兰
州植物园。偌大的公园，秋叶披霜，银杏挂
枝。园艺工作者因地设景，利用草坪、通道、
小桥、湖泊、空地，打造了许多菊花的造型。
有些被做成一棵棵古朴典雅的小树，栽在大
花盆中，变成了一个个盆景；有些被放置在
三轮洋车造型的花盆中，显得十分可爱；有
些被摆在扇形、圆形、方形、花瓶状等不同造
型的花架上，看起来特别雅致；有些被做成
修长的花瓶，非常俊秀；有些被做成耕牛的
样子，站在花坛中静静凝视前方，让人惊
艳。最有创意的还属长龙造型的。金黄的
花冠是脊梁，青翠的绿叶为身腹，布置在通
道上的张牙舞爪、昂首长啸；横卧湖心的两
条巨龙，戏耍着一颗鲜红的圆珠，矫健的身
影倒映于湖面上，亦真亦幻。再细看那些菊
花，色彩缤纷，形态各异，有雪白的、奶白的、
浅黄的、金黄的、粉红的、大红的、暗红的、粉
紫的、深紫的，可谓绚丽多彩。有的花冠硕
大，瓣若蟹爪，中间聚拢，四周伸展，显得雍
容华贵；有的瓣如丝条，向四围纷披，瓣口卷
曲，好似被风吹乱的头发；有的瓣若雀舌，伞
状分布……公园的一角搭置平台，摆放了盆
栽的各种菊花，一一标注了名称，据说有 300
多种。这些花，有的精巧夺目，有的大气华
贵，有的深沉婉约。好一场菊花的盛宴，让
人大开眼界。

说起菊花，年少时老家中也曾养过一
些，家中俗称“九月菊”。大概有五六种，一
种洁白如雪，花瓣密而长，呈弯钩状，像伸出
的一条条小钩；一种娇黄如玉，花瓣宽且直，
有雍容之态；一种深紫，花瓣短而多，沉稳端
庄；一种奶白色，花瓣层层叠叠；一种暗紫，
花瓣极细，弯弯曲曲的……这些花当时都有
自己的名字，可惜现在记不起了。它们先是
栽植在离家不远的一片果园里。秋初结苞，

总是密密实实的，要动手疏蕾，只稀稀疏疏
地留下一些大的。等到含苞待放，就运回
家，移植到花盆里。清爽的秋日里，廊道中
摆了八九盆盛开的菊花，院子里堆放着刚收
摘的蔬菜，有红红的胡萝卜、胖乎乎的白萝
卜、圆圆的大白菜，屋檐下挂着火红的辣椒
和金黄的玉米棒子，秋花与秋实相映成趣。
冬日里，菊花不耐寒，家里又将它们从盆中
挖出，剪去半截，一丛丛埋在家门外的土堆
下。次年春日天气转暖，扒开厚厚的土层，
枝干断裂处抽出许多淡黄的嫩芽。又把它
们栽植到果园里。记得有一年冬天奇冷，那
些埋在土层里的菊花全被冻死，无一幸免。
此后，家中再也没养菊花。

五六年前的一个秋日，逛花市时，看到一
盆盆素雅的菊花，又勾起了我对老家那些菊花
的回忆，禁不起诱惑，我买了两盆。这两盆花
也许不适合室内栽植，在阳台上放了短短一
周，花瓣上、枝叶上生满密密的小蚜虫，用杀虫
剂喷洒了数次，蚜虫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后来叶片逐渐开始枯萎，最后这两盆
前仆后继夭折。

现在，离我居所不远的黄河花堤上也栽
植了一大片菊花。每年去赏菊成了秋日不变
的约定。这里的菊花多为野菊，花冠不大，花
瓣细碎，花形简单，但成片的菊花一起绽放，
颇为壮观。最让人惊叹的是白色的花，呈圆
球状，远远望去，活似一团团覆盖到枝叶上的
雪球。

国人自古爱菊。据史料记载，菊花在

中国的栽培历史已达 3000 多年。《礼记·月
令》《诗经》和《离骚》中都有菊花的身影。
可以说，菊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很早就结
下不解之缘。秦朝的都城咸阳，曾出现过
菊花展销的盛大市场，当时栽培菊花之盛
可见一斑。汉朝时开始制作菊花酒，并能
食用和入药。晋代陶渊明酷爱菊花，受其
影响，当时很多贵族种菊赏菊成风。唐代
时菊花的栽培已很普遍，能用嫁接法进行
繁殖。宋朝栽培菊花更盛，品种繁多。明
代栽菊技术大幅提高，菊谱愈加丰富。清
代时形成了很多研究菊花的专著，文人中
画菊题诗开始盛行。

人们爱菊，也寄予了菊花很多寓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陶渊明隐
退田园后，爱菊如痴，菊花常常被喻为隐
士。“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菊花不畏风霜，成了凛然傲骨的象征。“冲
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在黄巢
笔下，菊花则成了豪情满怀的斗士。而到
了现在，每逢重阳节，很多地方有登高、赏
菊、饮菊花酒、吃菊花糕的习俗。所以，菊
花又寓意延年益寿、步步登高、前途远
大。古今画家也多爱画菊，在水墨画
中，除了荷花，菊花是最能体现笔墨趣
味的。浓墨画枝，淡墨勾瓣，浓淡错
落涂叶，一幅墨菊跃然纸上，文人情
怀流露得淋漓尽致。

菊花之美，美在淡雅素洁。不是
说“人淡如菊”吗？“暗暗淡淡紫，
融融冶治黄”。你看那菊花，
不管是什么颜色，或
深或淡，色泽素雅，
绝无妖艳之色。

如此美
的菊花，怎能
教 人
不爱！

幸 福 路 上

河州的杨枝柳条在赞美的目光中又开始白了
树上挂满了小鸟从大夏河叼来的晶体
不知在冬天的掌上
还有多远的路程
近处和远处的霜花
像突然掠过的一个孩子
当我在美景中
冒失地撕开冬天的衣角
那寒冷的词语便呼啸而过
我目睹了它的咄咄逼人
它的固执与灿烂
它喜欢用另一种方式接近自己
它沉默不语的样子就像我的爱人
冬天开始慢慢在我想象的白色中到来
如果它心情好就会多停一会儿
就会让杨柳的心事爬满整个冬天

咦，像柿子！这个东东是不是面蛋？瞅着路旁的红色野果果，
好奇心总是一触而发。

像梅花。感叹。也是，路边不见阳光的地方，白雪还皑皑着，就
在雪围着的树梢上，红色的小野果，映入眼帘。

手搭额头，仰望，那一簇簇的红色，真像盛开的梅，又像凸着花
骨朵的杏花，不由心生喜欢。

面蛋儿，能磨面的。康乐方言听起来舒服，那卷舌音，带点儿的
尾音，软和，甚是好听。

磨面？那要多少棵树上的多少颗果果啊。
红红的小野果，在无丁点叶子的枝头，拧着疙瘩，像柿子一样挂

在枝梢，然而康乐人却叫做石枣。石枣，据说酸甜酸甜的，也好吃。
石枣？酸酸甜甜？难道是康乐特产？与和政的果牛一样？酸

酸甜甜的野果果，富含氨基酸的小果子，是村庄的最爱吗？
就在一户人家，屋后的坎上，院落边，几棵树石枣接纳了我，不，

是那橙色的石枣，一下子俘获了我的初心。我们也不歇脚，夸张地
赞美，飞在院落。相机和手机，苏醒一般，纷纷摄取最美的瞬间。

那抹明媚的色泽，在阳光下闪耀。瓦蓝的天，灰褐的树干，枝条
上流动的橙色，成一幅油画，大地的画布上，冬日最灿烂的秋光，流
泻着简约之美。

一颗颗如樱桃，确切地说比樱桃小的果果，在一统的橙黄里，又
深浅不一出黄的百般色泽。或深黄，或浅黄，或橙红，或阴阳两色，
拧在一块，挤着挨着，深怕被我们的目光剜去。

就像一串串微缩版的樱桃，一小枝上挂几颗。在如此尤物前，
保持风度，太煞风景，只有毫无遮拦地暴露贪婪和喜爱，才算对得起
石枣。

不是藏在深闺人未识，而是姗姗的脚步，冷落了石枣的一腔真诚。
如若这样，又何必矜持呢？我拽着枝头，随意摘一颗入口，酸

涩，味蕾被激化，于是摘了霜后的，有点发蔫，看去像吊蛋果色的，咬
破，沙沙的，有点酸又有点甜，还有籽粒，凭感觉，像山楂一样，那籽
粒也是紧紧依偎，用舌尖抵了，慢慢分离。

在欢喜或惊喜中，贪得无厌该是可以原谅的。几颗入口，念念
不忘，经主人撺掇，索性拿了塑料袋，站在树下，先是观望，目测大
小，而后锁定，绕来绕去，尽可能选大的摘。

那欢喜的物种，不用修剪，来年该是更繁茂的。我们是不花力
气的修剪者，在几棵树底下转来转去，已经入袋好多，还不满足，见
坡地边一树橙黄，又攀上去。师父素爱画画，近来更喜画野果，也一
改内敛风度，索性折了枝条，用来入画。师父仰头，伸长臂膀，左手
拽枝，右手摘取的姿态，居然有几分憨态。我不是画家，若会写意，
那么那姿态，那脸上暗露的喜色，该是一幅富有情趣的田园写意。

师兄更是厉害，凭着独到的眼光，专挑个大色美的摘，而我则是
包揽，不管大小，先下手为强。

我的贪婪，最终显现。师父、师兄与我，不管吃还是画画，各需所
取。我摘得最多。我也不怕笑话，能在陌生的地方，显现贪婪也是一
种勇气，就像那田坎坡地上的石枣，默默地生长，也是一种勇气。

好客的主人说，石枣要霜过后才好吃。还说在炕锅里熬，文火
煨了，更好吃。

这小小的野果果，一直挂在枝头，直到霜雪临幸后，才升华自我
的吗？想一想，口水作祟，又一颗入口，咂摸那好吃的味道。

康乐是陌生的地方，很多景致是陌生的，陌生的石枣，陌生的文字。
心似乎瘦弱不堪，找不出像样的词汇的描述，但康乐的风，和暖

的阳光，居然了无初冬的微冷。相反，在树底下的贪婪，映射出和
暖。

此时，想起积石山下那个我出生的叫田家的村子，也有面蛋，只
是在我们的视野里，泛红后就被惦记着，直到树尖剩下那么几颗，其
余的统统被扫光了，哪里会挂在枝头到霜降。采摘石枣的感觉，居
然勾起了儿时摘面蛋的记忆，恍惚就在昨日。

那红色的小果果，熟透时暗红色，一看就喜欢，与这嚼起来味道
又不一样的石枣相比，酸甜滋味，该是光阴的味道。

师父说，能摘到石枣，这样随心随性地摘，要的就是一种心情。
要的就是心情。从石枣树下返回，我还不肯罢手。左手拎着摘

了许多的塑料袋，腾出右手，又揪住枝条精挑细选，在那鲜艳的橙黄
里，觅得一颗霜后的，摘了，也不擦拭，入口再品。

摘的就是心情，喜上眉梢的一天，在与石枣的相遇里，一些文字
变得美起来。那熟悉的土地，有了芬芳的味道。

车行，橙色的石枣，红艳艳的小果果在初冬蔚蓝的晴空下，在隐
隐约约尚未融化的雪意里，竟然那般的富有诗意。

归家，依照人家的说法，将石枣随塑料袋挂在窗外，等候霜的临幸。
此时，田家的面蛋，怕是已经淡忘了我。因为石枣，我想该去那

里走走了……

面面
蛋蛋
儿儿
和和
石石
枣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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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州的霜花
◇◇王德忠

奶奶呀
从来不急
野草和牛粪做燃料的时候
她的手很细

奶奶很用心
含上一口水
能给三个女儿梳好头扎好辫子
熬过了多少个大湾头缺水的日子

奶奶填炕的时候
穿着干净的粗布衣服
从来不见灰尘

洋芋草队列整齐地骑在墙上
树叶上的露珠一滴一滴挂满天空

后来
奶奶在兰州楼房里的时候
她的眼光漫过海平面
海面上海鸟在自由地飞翔
奶奶没见过海

她就成了海

再后来
奶奶老了
大湾头挖洋芋的时候
总喜欢把所有人叫在身边
把洋芋的各种吃法尝遍
就想把日子叫醒

奶奶不爱笑
所有见过她的人都说奶奶笑了一辈子
梦里奶奶就坐在炕沿上
慈祥地看着熟睡的孙子

我奶奶
◇◇唐 浩

话 菊

◇◇李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