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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说过：“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
时。”秋风渐凉，暑热不退的时节，丰镇市
诗词学会组织部分诗词爱好者出城、东
行，前往官屯堡乡采风。

今年雨水充沛，葱茏蓊郁的绿意沿
路铺展着。虽然秋天的成熟与萧瑟渐
临，可眼下的景致丰盈而不浮躁、温和而
不张扬、宁静而不喧哗。官屯堡乡位于
丰镇市区东南处，与山西接壤，进入官屯
堡地界，便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让人不由
心旌飞扬。

远山空濛处都是诗与远方完美的邂
逅，这让本就满怀诗情的人们萌发出强
烈的吟诵欲望。居于人声喧闹的城市，
创作出的诗词多是一种臆想和轻飘得不
带泥土本质的文字，当真的脚踏在乡村
的土地上，对乡野、庄稼、乡村、植物的真
切感受，总能触动心弦。创作，寻找活水
源头才有生命力，才有鲜活气。

在官屯堡乡，无论是小旺庄榆柏沟
肉牛养殖场，还是孟家营村黄花种植基
地，都是乡村产业振兴的真实写照。示
范性的种养殖，在带来乡村经济效益、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同时，也将新型作物
推广开来，形成产业支柱。

后营村种植基地，给人的感觉是震
撼。那连片的谷子地，仿如绿色海洋，风
拂过，涟漪回旋，粗壮的谷穗摩擦出一阵
阵清香。这香味清冽，既有植物的甘醇
又有谷物的芳香。那谷粒颗颗成簇结成
粗实的棒，脱颖而出的绿色颗粒在秋阳
的蒸晒中等待包浆。望着这片旺盛之
势不可阻挡的谷子，猛然想起郭兰英唱
的一句歌词：“黄澄澄的谷穗好像是狼
尾巴。”

壮实如石滚儿，朴实如高粱头的种
植大户尹长命站在地头，托起沉甸甸的
一穗，仔细介绍这新型品种的谷子，如何
从种植到收获……语气质朴实在，眉梢
难掩喜悦和兴奋。他种植的一种甜玉
米，让焕平发出“无煮无蒸入口甜，一尝
自别旧时黏。若非水果加修饰，岂有甘
泉到舌尖”的感慨。

地处塞外之边的官屯堡乡，南承晋
北之风，北通游牧之地。孟家营、小庄
旺、王家营、后营村星散在这片沃土，印
象中乡村的黑白全被眼前的绿树、红墙
红瓦的农舍、平坦整洁的水泥路所代

替。窗明几净的村委会，各种规划、发展
思路、村规民约、分管负责人等公示内容
赫然在墙壁上，村干部各负其责，有条不
紊按步工作，好像这里不是散漫的乡间，
而是井然有序的机关。乡政府的工作人
员更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地奔波在乡
村一线。这种敬业亲民，像是那些屹立
在田间、地畔、林边的元长城的土礅，厚
实、淳朴，坚不可摧，守护一方。

遍野的草和零星的花，依然蓬松着
丰腴的美感；大片大片田地里的各类作
物，向阳而生。愿深秋的丰硕，所念皆
如愿。

二

蜗居市区，几乎每天行走在固定的
线路，熟悉的街景和商店，几乎引不起丁
点儿兴趣。心情淡然，也无意畅想未来、
懒得追忆过去，有的便是一些无谓的忧
郁，以致让自己沉浸在一种伤春悲秋似
的境地。

日子照旧。那天拉开窗帘，天色沉
郁欲雨，便盼雨点落下，偷得半日闲，在
家听听歌，冲杯咖啡，看看刘亮程的文
字，或偎着诺诺（泰迪犬）在沙发上打
盹。“静听帘外雨，点滴到天明。”“帘外雨
潺潺，春意阑珊。”雨天总是令烦躁的心
情得以舒缓。

然而雨总不下，天色苍青，便和老
徐、小张一同陪远道来访的客人前往
元山子乡。半道上雨终还是憋不住，
为不辜负承载水意的云，开始淅沥而
下。细碎的雨让水泥道闪烁起朵朵激
动的水花。在灰色的云雨中，驱车抵
达目的地。

雨天里的乡村，静悄悄，一切声响都
交给了雨。雨打在阔叶上是“砰砰”的，
滴在庄稼地里是“唰唰”声，落在泥地上
是“啪啪”的，下到水洼里是清亮的“叮
咚”声。踏着湿漉漉的斑驳青石，钻过如
串珠似的檐水，进入元山子民俗文化展
览厅。那一件件老旧的覆满岁月尘埃的
农耕用具和农家日常用品，静静依墙
而立。缓步移动，眼前的物件，带一段历
史，携一章故事，粗砺坚韧的表面下，蕴
含着力量和艰辛。民俗的文化底色是皇
天后土的颜色，有北方游牧和南方农耕
的混合气韵。这一件件实物，大到犁铧、
魔芋，小到一盏油灯、一把老铁锁，反映
了元山子地区农民生产生活的嬗变。让
人不由联想到扶犁春耕、挥镰金秋；白茬
皮袄御寒霜、如豆灯下针线密……乡野
气息扑面而来。

在元山子革命老区纪念展厅，老步
枪、老军号、粗布军衣、摇柄电话、锈迹斑

斑的刺刀、泛黄的马鞍、缺口的大刀……
这些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器件，讲述着当
地军民爬冰卧雪、南征北战的英雄故
事。看着这些，我想到它们的主人，那血
肉之躯今何在？那英武之气氤氲在这展
厅间，令人肃然起敬，也让人顿生“今之
幸福，全来自先烈的热血和生命，岂能遗
忘和漠视”之感。

薄雨中，我独自走向胡一新塑像。
低低的云，是灰色的，空阔的广场，呈一
种静穆的灰色，无热闹喧嚣，无狂风骤
雨，低调的灰色正契合此刻的心情。厚
实的青苔安然嵌在灰色石板的缝里，在
雨的浸润下愈显碧绿，这让我猛然觉得
有“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意味。此
乡是归处，胡一新烈士魂归故乡，青山为
他耸立，流水送他永生。

雨声添出几分孤寂，溅起草木的素
馨。望着屹立雨中的展览馆，柔软的内
心涌动一种感情，一个乡镇能建造此类
建筑，且收存这么多实实在在充满硝烟
和烟火气的实物，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三

早些年，十里库联高山草甸这片地
界属于麻迷图公社，在三义泉村生活的
那些年，我老爱在大雪纷飞后的晴天或
是春光宜人的时候，站在村北老渠的水
泥坝顶向东方眺望。那一大片山峦如巨
人横亘，虽无奇峻险峰逶迤，也没层峦叠
嶂的气势，可那种辽远的气魄和野山的
气脉让我心生向往。如今这地界属三义
泉镇管辖，朋友相约去三义泉看秋，便欣
然前往。

秋天是个尤为奢侈的季节。眼下喧
气初消，萧瑟之态未生，正是看秋的好时
节。出城，沿208国道北行，行至九龙湾
地带壕堑村北，沿硬化了的村道直行，过
王家卜、中号、大泉，爬坡下梁，直达十里
库联高山草甸。

这里给我的感觉是横无际涯，站在
这片草甸上，仿佛是在远离丰镇地域的
某个草原牧场。这里没有庄稼，没有树
木，没有河流，村庄隐藏在山洼。风从远
处吹来，掺着尚未散尽的暑热。我们的
到来，惊起草丛间的鸟，它留几声鸣音远
去，让草甸愈显寂静无声。昨天下了一
场雨，天空澄澈高远，水汽和草木清香拂
过，让人心旷神怡。

草甸面积阔大，多是砂砾层，不宜耕
种，农民也就不指望在这片土地上有所
收获，便任其荒置，交给野性生长的草
们。草是依附于大地表层上的外衣，那
绿深浅不一，远望是氤氲绿烟的茵茵。
花草们熟知季节的冷暖，默默遵循风霜

雨雪的指示，践行生命赋予的权力，各自
展现着风姿。

行走在旷野，总会有许多意外的惊
喜。同行者有的在草棵间寻觅鸟蛋，有
的走走停停，俯下身采摘蘑菇，有的站在
土塄上双手叉腰，极目远眺。我则借用
手机里的APP“识花君”，叩访那些摇曳
在风中的花儿。这里的花没有大红大紫
大朵怒放的，而是小巧娟秀的，有着朴素
的气质。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
人伤心。”的确，在这贫瘠高岭上生长的
花，没有丰沛的雨水，没有肥沃的土壤，
有的只是灼热的炎阳，肆虐的寒风。它
们顽强生长，无视环境和条件，把孤芳自
赏，当成一件愉悦的事。

耐旱，不择土壤的鼠尾草，长茎上
布满柔软的须毛，淡蓝色的花，小巧精
致，香气自然清新；一丛又一丛簇生的
乳白香青，开白色小花，如梦幻初雪，惹
人怜爱；细长的蓝色花瓣托举起一撮白
的蕊，精致如镂刻似的达乌里秦艽，在
草甸的浅坑旁招摇着；薄嫩的淡黄花瓣
簇拥着金黄色的花蕊，枝干呈放射状，
叶片边沿是浅浅的绿围着深墨的绿，名
字带着药性，叫北柴胡；一种幽秘深沉
的紫色小花，呈茸状，锯齿形的肥厚叶
片仿佛前世护卫，让人不敢贸然侵犯，
它的学名叫麻花头；喜马拉雅沙参，明
蓝色的花朵仿佛是小灯笼，顺低矮的
枝干隐在薄小的叶间；开在积水潭边
的雏菊，黄灿灿，像缩小了的向日葵；
山丹丹以孤傲的姿态在风中摇曳，婀
娜的身姿让人怦然心动……挺拔的、
伏伸的、墨绿的、青绿的草们宽容又仁
慈地托举出这些花儿，让人心里凛凛然
有着“见君初知芳名，再见已居心间”的
喜悦。

十里库联的草甸在四季的轮回里，
冬雪覆盖，春沙滚动，唯有夏绿和秋黄是
其独有的无限风光。寂静是这里永远的
主题。在这寂静里我好像回到从前，风
声里传来的是历史的回声：草儿生生不
息，人们也将生生不息。远处的鸟叫，好
像薄脆的冰裂声，渐次零落，更让这草甸
显得旷远和冷落。

走出草甸，仿佛告别一场梦境。车
向三义泉方向驶去，沿路的风景是茂盛
的庄稼地，车达海流素太村东山，远望岱
海，水域宽阔如镜。三义泉，刻记在心里
的村庄就近在眼前。三义泉村渐渐逼
近，匆匆穿村而过，不曾停留，只是从开
启的车窗深吸一口气，权当是再见了一
面。回头望向来时的路，想起我少年时
站在村北老渠水泥坝眺望的东山，原是
一片阔大无边的山地，那里有一个叫十
里库联的高山草甸。

秋 游 三 地
●丰建国

银杏叶落满地黄，树下独坐意绵长。
秋风轻拂心自静，月色朦胧夜未央。
遥望星空思绪远，近观树影梦魂扬。
此情此景难言尽，唯有诗情画意藏。

银 杏 树 下
●袁巧燕

山花艳妆，清风送爽，碧草流芳。
当空彩带随风荡，胜地风光。
圈舍里青牛体壮，客房中商旅茶香。
新时尚，牧歌唱响，富了俺家乡。

满庭芳·过察右前旗民宿
●霍跃庭

寻踪访古，断壁残垣睹。穴墓彩陶
频出土，轮廓长街商铺。

古道茶叶丝绸，南北商客未休。昔
日繁华在目，千年余韵深幽。

清平乐·集宁路遗址怀古
●李秀梅

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年度体检报
告单，结果令我如坐针毡——体重超标
依旧存在，尿盐结晶死灰复燃，作为年
度“奖励”，身体又附带新添了轻度脂肪
肝。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减重、喝水、运
动，饮食低脂、少油、轻盐。

年年体检年年过关，生怕旧病未
去，新疾又添。我一直都忧惧体检，想
与医院一刀两断，可怎奈天不遂愿，每
年总有那么几次，与感冒发烧藕断丝
连。同体检报告单上“多病缠身”的同
事们相比，我无疑又是幸运的，至少我
的三项症状，可以通过合理饮食和适量
运动复原。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
体检出的种种问题，渐渐变得司空见
惯，这种趋势想来令人毛骨悚然。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的第一次体检，
我几乎是百分之百健康的青年，体检报
告单上的“一路绿灯”，让我坚信会永远
与疾病绝缘。后来经济日渐宽裕，餐食
愈发营养多样，为饱口腹之欲开始百无
禁忌地遍尝天下美食，天长日久，体重
超标还浑然不觉，我由一个初出茅庐的

“曼妙”青年，变为如今体态“丰满”的
“富态壮汉”。

其实，我自认为自己一米七八的身
高和八十公斤的体重，看起来既非比例
失调，亦非油腻肥胖，体检报告将我归
为体重超标范畴实属“误诊误判”。然
而我在自怨自艾的同时，又不得不相信
科学，因为科学常识告诉我，肥胖会带
来一连串问题。鉴于此，我便开始控制
食量，但一段时间过后，体重丝毫没有
减轻，于是索性嘴巴大开吃遍四海。吃
来吃去，体重依旧在八十公斤徘徊。身形未见明显
变化，却出乎意料地吃出了轻度脂肪肝，着实令人
扼腕。

我向来不善社交，闲暇之际喜欢窝在家里捣鼓
各种美食犒劳自己，所以当身边喜欢到处聚餐的朋
友，很多都被诸如幽门螺旋杆菌困扰时，我庆幸自

己多年以来一直与之绝缘。
有“虱子多了不怕痒”的“过来

人”告诉我：“尽信体检报告，则不如
不去体检。”意思是说，没有哪一个人
是百分之百健康，体检结果固然应当
引起足够重视，但也不必草木皆兵。
一方面，有很多病症都将患者的忧惧
作为“开疆扩土”的温床，所以保持良
好心情，是战胜病症的不二法宝；另
一方面，也有不少体检出的“小问题”
并非一成不变，多数小的症状都能通
过身体机能实现自我修复。而忧惧
的情绪只会削弱患者的抵抗力，以致
让小病变大病、大病成顽疾。

我有一个酷爱健身的同事，体检
出的问题也多如牛毛，这非但没有消
弭他健身的热情，反而增强了其抵抗
疾病的决心。有次参加一个饭局，一
位老总揶揄地说，他每年的体检报告
单上，“医生建议”的内容都会像狂风
暴雨一般将“体检项目”生生掩埋，每
次看自己的体检报告单，都像是看一
部惊心动魄的武侠片。人到中年，体
质下降，百病来扰，防不胜防。若是
无关痛痒的小疾，索性不去管它，也
许假以时日它自会怏怏而去。

可是对待疾病岂可掩耳盗铃讳疾
忌医？最好的办法就是端正态度。而
我为了重获健康，也自制了三条抗病
之招—— 一 是积极预防。坚持健康
饮食、规律作息与科学运动，从源头将
小疾拒之门外。二是及时控制。身体
出现不适绝不“忍挺熬”，否则拖到最
后小疾变大病，钱花了、苦吃了、罪受

了，即便治愈也得不偿失。三是科学治疗。如果罹
患大病，也不过度惊慌。人如草木，天干了浇水、土
瘠了施肥，相信在医学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疾病
都能得到根治。

从现在开始，我要通过上述招数，消除身体出
现的“红灯”。

与

疾

病

过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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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