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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捡拾着零落
光阴记载着花香
途经的风景
已在时间的对错里
悦纳着岁月
往事随风，过往不留
隽永年华成长的足迹
生活，百般滋味
唯美寻常日子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四季不同风景
皆有平凡烟火
在春天的明媚里
走过冬天皑皑白雪
既有冬的寒意，又有春的温暖
人生所历
风雨兼程中
安然与炎凉并存
风轻云淡中
留心底一隅干净

流水落花，时光匆匆
抛去烦忧
品尝春天独特的韵味
在温熙的阳光中
品安闲，赏绚丽
昨日的浮华
已在袅袅炊烟里
惦念春天
清风拂面
春色醉相逢

品尝春天独特的韵味

◇马永清

就用这场雪告别吧
洋洋洒洒
悄悄地铺满山川 草地
冬的味道往往藏在季节深处
就像所有的美好事物
总是出现在最后

不要忘记等待
墙角的腊梅也在无人问津的

时候
努力冲破黑夜的牢笼
就把所有的苦痛留在冬季
和雪花一起埋葬

南飞的鸟儿还在流浪
有关于春季的故事
总会如期而至
日子是日子
把时间留给时间
爱和陪伴终会温暖凉薄人间

作别冬季

◇◇海 木

没有人知道
你来自哪朝代
也许在某朝某代
有一位村妇
在葫芦架下绣花
无聊时在葫芦上划了两下
被名为穷画师的丈夫
无意间发现她的杰作

为了生计
别出心裁地
用针画上了各种精美的图案
竟然
奇迹地被人们欣赏为艺术
也许是玩童
也许是一位老人
至今没有正确的答案

一根钢针
在时间的打磨中
日渐升华
奇形怪状的葫芦
在艺人巧妙的构思下熠熠

生辉
祖国的大好河山
人物百态
还有一些无法形容的图案
一一呈现
栩栩如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宣言
又给针尖上的艺术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一颗艺术之星
在华夏文明
这片肥沃的土地闪闪发光

针尖上行走的艺术

◇黄菊红

（上接2月25日四版）

2.马良桥畔正兴达

马红海揉了揉案
子上的这团面，纹丝不
动，再使劲揉，还是硬
邦邦，才知是被冻得缩
住了。凌晨才从广河
拉来的面，和开了才带
来，这么快就冻成这
样。那种凉，是从手心
传到全身的凉。活了
39岁，拉了 20年面，来
到兴达珍宴当厨师长
也有 6年，算是经过些
世面了，可这样硬的
面，他还没见过。

往常都是在室内
做拉面。面嘛，哪有在
室外拉的呢？就是疫情
时，马红海所在的兴达
集团也没少给医护人
员、警察和志愿者做过
爱心面，那也是在室内
做好送过去。若说室
外，唯有一次，那是2013
年广河泥石流，他也去
灾区现场做过拉面，但
那是8月，热得很。

两行长队早就排起来了，几百双乌黑
黯淡的眼睛好像都在直直地盯着他，像是
针在扎着。炉火旁围满灾民，不能去挤，
马红海索性把冰凉的面放在自己肚子上
捂，衣服上沾满面粉；又从煮开的汤锅里
舀了些热面汤，兑在面团上，使出全身力
气揉起来。那面也像知趣了，才服软般地
动了动。他撒上三成蓬灰，与另外两个兄
弟各守半袋子面，把全身重量都灌在手腕
上，想把最好的劲道揉出来。不一会儿，
汗珠子就贴满了身，风一吹，透了。

12月 19日。地震发生后这一夜，马
红海和所有身在广河县的兴达兄弟们都
没有睡觉。楼在摇晃，他们先是跑到院
子里避险，不到两小时，马良经理把大
家召集到一起，传达了兴达集团董事长
马青龙打来的电话：集团旗下所有餐饮
机构总动员——兴达珍宴、兴达 6号肥
牛、兴达牛肉面，全部开赴救灾一线！牛
肉面馆，关停！

三家餐饮店的30位员工组建了一个
临时团队，在马良经理率领下，连夜准备牛

肉、面粉、锅灶，他们想得周到，连水都带上
了，装了11辆车。凌晨5点半，车队浩荡出
发，8点半抵达大河家镇文化广场。

上午10点半，第一碗面出锅了，一下
子就排了一千多人的队。那些冻了一夜的
老人、孩子，嘴皮青着，脸通红通红的，抖抖
地接过这碗热面，有人笑了，有人哭了。

到了下午，一个负责拉面的小哥有点
站不住了。他叫马义翔，本来在长春开过
面馆，疫情后把店转掉，回到家乡加盟兴
达。他脸色惨白，感觉风穿透后背，头也疼
起来。马良经理让他下去休息，可他心里
急，咬牙硬挺，忽地眼前一黑，晕倒在案旁。

“你们守着面摊，怎么就不能先填补
一口，吃饱了再干？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石老师，您是不知，那时节真是一分
钟都误不得啊！”马良经理告诉我，两排队
伍，两口大锅，两人揉面，四人拉面，一个
萝卜一个坑，下去几个人，一条流水线就
断了。灾民眼巴巴等着呢，谁有闲心吃！

“如果灾民都吃过一遍了，没人排队
的时候呢？”我不死心，追着问。

“咋可能没人？队永远那么长，吃不
饱的会循环来排啊！”

晚上8点半，人稍微少点儿，师傅们才
轮换着吃上第一口饭。不知何时，那个败
下阵去的马义翔，抓了片药吞下，又挺立在
案板前。那挥舞的双臂，坚定有力，一直拉
到半夜 11点。回到车里，他又吞下一片
药，等着早上睁开眼，继续拉面……

当我在广河见到马义翔时，问他何
苦如此拼命，他淡淡地说：“我能拉，就尽
量多拉一碗，直到一碗都拉不出来了。”

兴达团队在大河家镇这个点，一共坚
守了5天。第一天最难，第二天陆续有了
新战友，饺子、大饼、抓饭全来了，文化广场
几乎成了美食汇，各路媒体也多半聚焦于
此。然而此时，马良经理决定：“我们撤！”

第二批兴达人是要去积石山县柳沟
乡“开荒”了。柳沟乡在深山腹地，沟壑
纵横，交通不便。他们去的尕集村尽管
没有伤亡，但遍地危房，村民搭着简易帐
篷，吃饭成了问题。

柳沟乡摊位负责人马万林，47岁，临
夏康乐人，兴达6号肥牛店厨师长。考虑
他毕竟不是小伙子了，这每日进山往返的
苦，能受得住吗？马万林却说，前面5天，
他在广河待命，早坐不住了。以前凡是这
种大灾，冲锋陷阵的都是人民子弟兵，“想
不到这次，我们做餐饮的也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也能上战场！”这位年近五旬的老将，
带着第二波弟兄，在山里一干就是8天！

有一位叫马牙古白的老员工，不仅

负责拉面，还要开车。早上从广河装满
食材，白天拉一天面，晚上再从柳沟乡
开回广河。媳妇怕他感冒，叮嘱他多穿
点，可还是感冒了，嗓子疼，没劲。他忘
不了尕集村那些上学的娃娃，和自己娃
娃一般光景，一日三餐，都来这里吃。
有个尕娃，七八岁，吃了第一碗，不好意
思再排队，悄悄站着看。正在拉面的马
牙古白小声对盛面的说：“这娃没吃
饱。”又给他盛了一碗。还要吗？不要
了，默默走了。马牙古白的心，像搅进
一团浆水，酸酸的。

我来到广河，专门寻访兴达珍宴，两
次走进兴达旗下的伊穆兰牛肉面馆，见
到几乎所有亲临一线的拉面师傅。面对
我的提问与拍摄，他们羞涩讷言，比如要
问“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他们深思
熟虑半天，总会回答两个字：“没啥。”这
是一群习惯了沉默不语的行动派，牛肉
面群体的标配表情。

不过，倒是所有人都对出差在外的董
事长马青龙赞不绝口。这种赞叹，也在当
地老百姓中听到，他们叮嘱我一定要去看
看马良大桥。

晨光熹微的广通河上，横跨着飞架
南北的马良大桥，在冬日暖阳映照下雄
姿巍峨。据纪念碑载，这桥是一位叫马
良的企业家为报效桑梓，于 1992年投资
57万元所建。不但如此，就连沿河两岸
的水泥护堤，县城、山区里的公路，他都
仗义疏财，故而广河百姓无人不念他的
好。2001年，马良创办甘肃兴达集团，
把一家靠毛纺加工起家的小作坊，发展
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实业综合体。献身
一线的几家餐饮店都在这马良桥畔，兴
达花园等知名地产也坐落在桥畔。

这位马良，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位同
名经理，而是一位老先生，是马青龙董事
长的父亲。子承父业。马青龙接管兴达
后，秉承父子两代矢志不改的初心，力行
公益，实业报国。这次抗震救灾，马青龙
统帅的兴达公益团队共派驻 30人，坚守
14天，是进驻灾区最早、离开最晚、志愿
服务人数最多的餐饮团队之一，却很少
见到报道。更鲜为人知的是，兴达集团
还向灾区捐款 50万元、捐献价值 20万元
物资，参与多处活动板房的组建。

积雪覆盖的广通河，宽阔深远，静
默无声。伫立马良桥头，我心中的一条
河却在激流喧腾。原来，一个家族的道
德力量真的可以赓续，一个民族的爱心
善行真的可以川流不息。

（未完待续）

河州印象（散文诗二章）

◇◇牧 风

积石山上

你是与大禹治水的故事融为一体的
故乡

你是与黄河三峡灵魂紧贴的故乡
你是安集乡三坪村“彩陶王”出土的

故乡
你是与青海循化孟达天池毗邻的

故乡
你是河湟花儿嘹亮天下的故乡
你是香水坪心灵牧场放牧众生的

故乡
你是闪烁着工匠精神的保安腰刀诞

生的故乡
你是大墩峡生生不息、雄奇崛起的

故乡
你是吊水峡瀑布飞动如练的故乡
你是马家窑、马厂、半山、齐家、辛甸

文化水乳交融的故乡
你是千年积石雄关、禹王庙、临津古

渡、鲁班石亘古不变的故乡
你是吹麻滩的古杨耸立挺拔的故乡

你是大河家、四堡子的蛋皮核桃和
冬果梨香脆可口、馨香怡人的故乡

你是安集、银川的椒红如血、心潮起
伏的故乡

你是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血浓于
水的民族亲情凝聚的故乡

你是小积石山东麓腾飞的雄鹰、河
州一枝独秀的故乡

你是大河家保安族的骄傲、西北花
儿公主马红莲的故乡

莲花古渡口

在大河之洲的土壤里酝酿千年。
赫然展现在黄河之上的古渡口，像

一朵莲瓣绽放在黄河上游，把莲根深扎
进汉唐的册章和民国的烽烟里。

穿越河州的历史志书，千年的涉渡
史涌上时光之舟，在赴青海、新疆、西藏
的莲花古渡口来回漫步，这旷世的杰作
是谁的妙手绘就？

侧耳倾听，红色记忆犹在。一九四

九年八月，王震将军运筹帷幄，抬手一挥
间，已是百艘皮筏齐进，人民的军队在皮
筏的快速流动中，胜利的集结号在对岸
的青海嘹亮如歌。

远望莲花古渡口，古人悠悠已远去，
今世风骚起凌云。

辽阔的黄河碧蓝如天际倒影，一排
排垂柳抚摸绿波如云，几十艘汽艇如苍
茫剑气，划开黄河古老的容颜，让时代的
巨轮轰鸣作响，那狂涛飞动数丈，把探寻
者的思绪拉长，再拉长……

没有舵手划动叶桨，没有水手吆喝
号子，原来停泊时间一艘艘船艇沉寂不
语，偶尔一阵河风吹动，产生的涟漪触
碰到河岸的神经，古渡口的气象暗生
浪涌。

午后的 阳 光 隐 于 大 片 云 朵 的 堆
积，远处黄河像潜藏雷电的巨龙，在
低沉的吼叫中积蓄狂飙的力量，只等
风云汇聚，霎那间天地相衔，一场惊
悚的画面考验古渡口及沿岸大堤的
硬度。

从高原下来，我的脑子没有一刻是静的，和边防官

兵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总在脑子里出现……

远与近、上与下的巨大反差让我浮想联翩。

今天是星期一，詹娘舍哨所的兄弟们是不是在组

织升国旗？詹娘舍哨所海拔 4655米，藏语意为“雄鹰

也飞不过的山尖”，所以，哨所还有一个听起来美妙、

看上去惊悚的名称——“云中哨所”。住宿执勤在一

个山头，20多个平方米，升国旗在另一个山头，不到

10个平方米，两个山头之间距离只有 5米左右，“路”

就是卡在两个山头之间的乱石，两侧是深不见底刀削

一般的崖壁。升国旗活动，詹娘舍哨所坚持了几十

年。哨所的兄弟们说：“不升国旗，那还叫军队？”我听

了，眼泪瞬间就出来了。

今天降温了，5592哨所（海拔5592米，用海拔高度

命名哨所是常用方式）是不是也降温了？不对，那里本

身就是零下几十度，还要怎么降啊？即使是一些藏族官

兵嘴唇也是紫的，没有办法，海拔实在是太高了，这里是

全军最高的有人居住的哨所。战士们特别开朗热情，有

的问我见没见过横着降落的雪花？他是在含蓄地告诉

我5592哨所的风很大，有的给我拍照，并且现场打印、

装框，这让我惊喜万分，有的还给我开玩笑，说如果下辈

子我再当首长的话，就到边防来当首长，他们给我当兵，

为这句话，我哭了一路。

潘洪帅连长去北京了，他被评为陆军第六届“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我想，这既是他的荣誉，也是

他们连队的荣誉，更是全体边防军人的荣誉。

梁梦瑶干事还在拍摄《新春走边防》纪录片吗？都

顺利吗？边防军人了不起，这些常年深入一线搞宣传

报道工作的军人特别是女军人同样了不起。

……

我想念边防官兵，我的心和他们在一起。身处内地的人们，不要因为他

们距离我们远，就觉得与己无关，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宁，这个

国家的人就不会有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吃的苦是替我们吃的，他们

受的罪是替我们受的，他们冒的险是替我们冒的。

雪域高原的景色很美，初次上去的游客会很激动很兴奋，但边防

官兵却很少有欣赏美景的闲情雅致，因为他们的任务太重了。要想

当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侦观研判、会谈交涉、边情处置、一专多能、

服务支撑这些能力一样不能少。“在边关哨所，躺着都是作贡献”，一

方面让人感受到边关哨所的极端艰苦，但另一方面也容易让人产生

误会，以为边关哨所的官兵无所事事，就是睡大觉、侃大山了，真实的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边关哨所的周边很静，但这种静让人不踏实，每名边防官兵都有一

种本能的警惕。战事一旦开启，边关哨所、边防军人必将被首轮突

击。近在咫尺的对方在想什么招法？要搞什么动作？侦观、巡逻，反

反复复、年年月月，边防军人的眼睛时刻瞪圆，目不转睛、全神贯注，边

防军人的脑子高速转动，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这日子极其单调枯燥，

却又极其紧张焦虑。

那些河谷、那些山口、那些争议区虽然暂时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倾听

着寒风的呼啸、凝视着冰河的翻腾，那些浴血搏杀的场面不由得就会在脑海

中浮现，前仆后继，奋不顾身，流血了、受伤了，看不见，也顾不上，守必固攻

必克，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对人民的爱、对祖国的忠，平时是一字一句说，

战时则是真刀真枪干。

不论是热兵器，还是冷兵器，我们都能打，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敌人挑衅

一次，我前推一次，让敌悔不当初，既然敌不仁，休怪我无义。实力是打出来

的，不是吹出来的，实力有了，尊重就来了。不论怎样，不能把国土守小了，

不能把国土守丢了。

我想起中学课本《大铁椎传》中的侠客大铁椎。边防官兵们沉稳冷静、

果敢坚毅，本领过硬，思虑周详，他们个个都是“大铁椎”，却又远胜于“大铁

椎”。在人民军队特别是边防部队中没有个人、没有个人主义，也没有个人

英雄主义，因为边防斗争太特殊太敏感，再优秀的个体也要服从集体、融入

集体，闻令而动，依令而行。当有一天，他们脱下了庄严的军装、结束了崇高

的使命，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这辈子值了”。

边防官兵很苦，但不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的苦，如果那样认知就是对

边防官兵的亵渎了。我看到的边防军人都是精神振作、情绪饱满，自豪之情

溢于言表。有的说，谁都不愿意吃苦，但是该吃的苦必须吃，特别是能给国

家吃苦，这是比天都高的荣耀，够我吹几辈子的了；有的说，与老一辈边防官

兵相比，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忘战必危！和平不是单方能说了算的，我们既要享受和平，更要保卫和

平，保卫和平就要敢于打仗，敢于打仗就需要大批有勇有谋、军政兼通的热

血男儿。

边防军人，国家的铜墙铁壁。

国家有这样的边防军人何其壮哉！

民族有这样的边防军人何其幸哉！

百姓有这样的边防军人何其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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