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区西部紧邻大运河与高邮
湖，有“三堤两河一湖”的上佳自然
生态。高跨几十步登上东堤，站在
老淮江黑色的柏油大道上，高大蓊
郁的行道树矗立两旁，宽阔的大运
河贯通南北，河水滔滔、碧波荡漾，
空气一下子变得新鲜清纯起来。
我不由自主地深吸了几口，立时就
感觉有一股清凉游丝从口鼻沁入
到肺腑，心地为之熨帖而舒坦。圩
堤相比东部的城区净空较高，宛如
一道厚厚实实的围墙，挡住东西方
向的风道。高处的风尚在楼宇空
档间腾越而过，低些的就消逝在鳞
次栉比的平房屋脊，再低些的七拐
八绕只在小巷屋角里回旋打转，越
吹越窄小无力直至无影无踪，而留
下些许繁杂气味难以散开。远不
及堤岸上四方通透空气流动，那穿
梭的都是绿色树木与清澈流水的
本色元气。

来到钢铁巨龙运河二桥上，风
自然大了起来，呼呼地在耳边响
着，有时还拉起凄厉的尖叫声。冬

天，风吹打在人的头面脸部、身上
脚下，劲疾有冲力，死命地推着或
阻着你往前走。再加上天寒地冻，
过路之人往往不愿作过多的停留；
春天，料峭冷风中已有丝丝暖意，
人们走到桥上，会情不自禁地慢下
脚步，任凭风在身上倏来忽去停留
撩拨。抬头看看天，云朵在飞快飘
走，俯身望望水，水面上波纹四散。

而当你置身西堤风光带，会很
快喜欢这个既广阔平远又无需打
卡可尽情游玩的城郊园林来；远离
了小城的喧嚣，世外桃源一般，能
找到一个凡夫俗子钟爱纯真静谧情
境的本愿，甚至你会感受到这里的
风都是自由的灵动的。徜徉在明清
运河故道飘带样的草坪边，风虽是
小了些，但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里没
有野火，但草的绿色已神奇般地潜
滋暗长；来到北区全民植树基地，风
又似乎大起来，在千树万树林木间
发出阵阵深沉的波涛声，不由脱口
吟诵起唐人李峤的“解落三秋叶，能
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
斜”诗作来；南临镇国寺塔，大雄宝
殿里冷飕飕的穿堂风又把佛家的禅
意带给每个虔诚的香客，使之一路

出行永久相拥不再寂寞。
“园日涉以成趣”，我少不了会

到湖堤木栈道上走走。这里绿树
繁密苍穹般笼罩，微风轻拂下，树
枝条交会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此
时樱花、桃花、紫荆当令盛开、花色
烂漫，香樟、海棠枝杈上也已鼓起
新出皮的苞芽，而甬道横木上满是
缤纷的花瓣，也不时落下枯黄的叶
子，干巴巴的，人踩上去脆脆地作
响。春日里，风无疑也是浪漫的使
者，它掺和花瓣与落叶，同框飘曳
在面前，不由让你对古人“一叶落
而知天下秋”的千古名言产生挑战
的联想：大自然的新陈代谢，每个
季节都是不会缺席的。同时这也
更深深触动起你久蛰的心绪：儿时
的懵懂、少年的欢愉、青年的奋斗、
中年的担当、老年的淡定、耄耋的
迟暮；人生这一路走来，有时自己
在走，有时会被一种力量推着走，
有时能听见自己轻盈或沉重的脚
步声甚至心跳，有时只有耳边的风
声与鸟鸣声。今天，衣襟虽未沾上
杏花之雨，但迎面已不寒杨柳风，
我分明已感到春三月来到了。

我漫步前行着，眼前不时有游
人经过，三三两两的，有本地口音，

也有各地方言，不少人是因为清明
节要到来，踏青郊游兼祭祖的因缘
使然。最后我来到西堤二桥脚下，
这里往往是湖景与人气的重要集
聚点。已是当天五点过后，湖面上
风一下子加强了许多，且从西南方
径直刮来，湖水激荡撞击着堤岸，
一来一去发出有节奏韵律感的澎
湃之声。阳光还很明丽，湖水近
岸处白亮亮的；中流处却呈现出
一条深褐色的水带，这仍是风吹
的杰作，视觉折射出的幻景；再远
的水面落日悬停在上，尽是耀眼
的一大片。此时，人们大多在石
堤上坐着说着，拿出手机或相机
在拍照，欣赏晚霞满天金光四射、
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壮丽湖景。
为此，有的人已等待多日，甚至专
道奔来；而高邮湖，人们爱称它叫
珠湖，也以它的美丽而原始般的生
态、千万年留存下来的绰约风姿，
在与今天此地的人们定约相守，再
续天人合一的时代缘分。而这，都
离不开风为媒啊，风是大自然带给
人们怡情解意的天赐精灵。所以，
我常常到西堤走走，去吹吹风，在
自由与想象中氤氲遐思，奔向遥远
的地方，以慰心灵之缺憾。

到西堤去吹吹风
□ 蔡明

退休几年来，我时不时地看到身边有些离岗退
休赋闲在家的老友，自感闲人一个，有点浑浑噩噩、
不知所措，个别的甚至足不出户、羞于见人，大有度
日如年之困惑。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大可又必，需适
时调整。窃以为做个闲事不管、闲话不听、闲气不
生的闲人又何妨？其中之理容我慢慢道来。

不妨问问自己，多管闲事你得到了什么？做
个闲事不管的人有什么不好？若说当年在位担着
一份责任，许多事即使是些鸡毛蒜皮，唯责任所系
亲力亲为马虎不得那是当然，然而当你退休回家，
无职无权之后，就得认清自己，摆正位置，放下身
段，老老实实做个不多管闲事的人。不管原来单
位上的闲事。有些人虽然办了退休，却退而不休：
原来的工作群迟迟不愿主动退出，还时不时地提
建议说想法；不时关注打探原单位大事小情，牵肠
挂肚总也放不下心来；热衷于隔三差五回原单位
发挥余热，指导着这个如何做那个怎么办。要我
说你这是何苦呢，管那些个闲事干嘛？尽管人家
笑脸相迎客客气气，但心里咋想你怎能揣着明白
装糊涂？何苦让人心生厌烦，自个儿老脸都不要
了？不管亲友间的闲事。当今社会个人价值呈现
多元取向，你喜他不喜你乐他不乐，生活中的琐事
很难想在一起做到一块，再好的亲友哪怕是兄弟
姐妹、亲生儿女，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肯定也是不
尽相同的。别人怎么想怎么干那是人家自己的
事，与你并无半毛钱关系，你若是总爱管别人的闲
事，短则可忍让长则定翻脸，何必自讨没趣？不管
儿孙们的闲事。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

孙作远忧。身为长者理应摆正位置，尽其所能在
儿孙们遇有困难时多多帮衬，有钱出些钱有力出
点力，以身作则少说多做，形成良好家风代代传
承。儿孙们日常习惯、行为举止，只要不违背伦理
道德、遵守公序良俗又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则不
必过多干涉，让他们在各自的空间里尽情享受人
生的快乐。

不妨问问自己，多听闲话你能心静如水？做
个闲话不听的人有什么不好？有句老话，耳不听
心不烦。这句大白话谁都懂，做到却不易。有些
人听起闲话来兴致颇高，置身其中乐此不疲甚至
津津乐道。这对人对己都非常不好的陋习恶习得
尽快改了为好，耳根清净方能心静如水。不听搬
弄是非的闲话。世界之大，是非之多，让人很难分
辨出真真假假来。生活中总有这么一些人喜欢叽
叽喳喳，绘声绘色地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传得有鼻子有眼，竟让有些人深信不疑，别人传给
你，你再传他人，这样一来二去常常变味甚至面目
全非。不听令人生厌的闲话。与人交流甜言蜜语
虚情假意并不可取，但若能把话尽量说得委婉动
听情真意切岂不更好。不听政治敏感的闲话。对
我们这些曾是党员干部的人来讲，涉及政治敏感

类话题这一红线是万万触碰不得的。当今社会信
息渠道繁多真假难辨，你若缺乏政治上的坚定和
清醒，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放松警觉，不经意间说了
些不该说的话，办了些不该办的事，以致犯下错误
却全然不知，追究起来只能追悔莫及自咽苦果。

不妨问问自己，多生闲气你的健康何来？做
个闲气不生的人有什么不好？我以为。一个闲气
不生的人定力一定是过人的。不跟过往生气。人
生路漫漫历经数十年，这期间有坦途有崎岖，有成
功有失败，有喜悦有痛苦，人人如此无一例外。现
如今你已退休、身体健康，衣食无忧尽享晚年天伦
之乐，何需再想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过往之事，既
自寻烦恼又让家人不快？不跟现实生气。日常生
活中还有那么一些人常常自以为是，思想固执听
不进别人劝告，一旦遇有不顺心的人和事，总爱指
责他人不该这样或那样，还不时发问自己苦心为
何不被人们理解，深陷痛苦难以自拔。这不是没
事找事吗？你是哪路神仙，别人为啥非得听命于
你？你我皆为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之辈，过着平平
常常的日子，生那些莫名其妙的闲气干什么！不
跟自己生气。缘何跟自己生气，说到底还是个心
胸狭窄和格局不高的问题。总感觉自己能力比别
人强，孩子条件比别人优，大家就该听从于我、敬
我三分，一旦觉得被人冷落或不尊便怒从心头起，
夜深人静别人早已进入甜美梦乡，他却夜不能寐，
日子稍久，伤及身心。奉劝那些爱跟自己生闲气
的老友们，开阔心胸融入自然，美美地过快乐地
活，把晚年生活过得如诗如画精彩纷呈。

做个闲人又何妨
□ 黄安良

车子向着高邮湖一路疾驰，窗外的景色
如幻灯片般快速闪过，我的心早已飘向那片
花海。远远地，一抹金黄映入眼帘。那片金
黄，是春天最慷慨的馈赠，是大自然用最明艳
的色彩勾勒出的梦幻画卷。

抵达高邮湖上花海景区，眼前的热闹景
象如同一幅鲜活的春日市井图。一辆辆旅游
大巴整齐排列在广场上，像是即将启航的航
船，满载着人们对春天的向往；西侧的小车停
车位上，各式车辆密密麻麻，车身上还带着春
日旅途的尘埃，诉说着远方来客的故事。人
群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处处弥漫
着春日出行的欢快气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
春天是一场全民的狂欢。

一进入景区，微风裹挟着油菜花馥郁的
芬芳扑面而来，那是春天独有的味道，清新、
甜润，带着泥土的质朴与生命的蓬勃。沿着
蜿蜒的步道前行，仿佛踏入一条时光回廊，每
一步都踏在春天的脉搏上。

步道东侧，河网纵横交错，犹如大地的血脉，
滋养着这片土地。堤岸边，杨柳依依，细长的柳
枝随风轻舞，仿佛是春天的使者，向世间传递着
春的消息。阳光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不远处，
高大的风水轮静静伫立在河塘中，古朴而又静
谧，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宁静；它见证了
这片土地的变迁，也守护着每一个春天的到来。

步道西侧，便是那片令人魂牵梦绕的油
菜花田。虽说我们来的时候，油菜花的盛花期
已悄然离去，但油菜籽初显的模样，却有着别
样的韵味。这让我不禁想起人生，不必总是执
着于最绚烂的时刻，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
美。那些青涩的油菜籽，是生命延续的希望，
是岁月沉淀的馈赠。红色、橙色、绿色的小火
车穿梭其中，如灵动的音符，奏响了一曲春日
欢歌。小火车上满载着欢声笑语，那是人们对
春天最真挚的热爱，对生活最纯粹的向往。

我们在“湖上花海，好事成双在高邮”的
现代展标前停下脚步，举起相机，定格下这美
好的瞬间。镜头里，有我们历经岁月却依然
灿烂的笑容，有背后那片生机勃勃的花海，还
有头顶那片澄澈湛蓝的天空。

不远处，露天舞台周围，“微风很甜，阳光很
暖”“若你微笑，繁花自得”等充满诗意的春日标
语，宛如一首首优美的情诗，向春天倾诉着衷
肠。每一句标语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
内心深处对美好春天的向往之门，邀请着每一
个人尽情享受这春日的馈赠。在万花筒造型台
边，一对恋人正在接受鲜花证婚，他们脸上洋溢
的幸福笑容，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春天不仅是大自然的盛
宴，更是生命中所有美好情感的绽放。

登上观景台，极目远眺，高邮湖烟波浩
渺，水天相接，无边无际。湖边的油菜花，黄
色的花团锦簇，与绿色的草地相互映衬，构成
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
间，我们显得如此渺小，却又如此真实地感受
着生命与自然的交融。

湖上花海入画来
□ 王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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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不再年轻
可还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
虽说离开了熟悉的岗位
却还有一股没使完的劲

我们背起了相机
不只是为了打发光阴
尝试着去发现新的领域
谈不上什么重大使命

路，越走越远
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
山，越攀越高
生活让我们忘记了年龄

炎寒饥渴时而跟我们较劲
疲惫常常屈服于我们的任性
风霜雨雪能奈我何
当然我们不会漠视生命
哪有什么宝刀不老
意外地发现我们还挺自信

我们贪恋黄昏时的云霞
同样痴迷黎明前的晨星
名川奇峰 山野村景
边陲荒漠 异域风情
镜头中天地精彩纷呈日日更新

我们走遍天涯海角
依然眷念故土乡音
水乡新貌 园林小品
百姓生计 童稚寿星
身边人事姿态万千可敬可亲

我们是一群老顽童
童趣不减的摄影新兵
我们是一帮乐天派
乐此不疲天天好风景
我们是一批志愿者
东奔西走捕捉光和影

只为丰富生活放飞心灵
从未想过要当主力军
几十年的职业操守
习惯于勤奋自律精益求精

艺术可以怡情养性愉悦身心
有时也得挥汗跋涉一路艰辛
创作需要特立独行
我们更珍惜团队亲情

老哥老姐，老弟老妹们
让我们抖擞精神
迎着新的曙光
继续前行 前行

我们已不再年轻
——致老年影友

□ 邱谨根

高邮湖，在邮城西，是邮人心
中的西湖。

如今的高邮湖畔成了流金溢
彩之地。流的什么金，那是几千亩
灿烂的油菜花铺就的一地黄金。
溢的什么彩，那是穿行在巨大的金
色花毯中耀眼的流水、观光船、小
火车、女人和孩子。

秦观笔下的“小园几许，收尽
春光，有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
写尽了农家小院的春色。词人怎
么也不会想到，千年以后他家乡的
湖畔，竟是如此规模如此气势如此
灿烂如此淹没一切的菜花黄。他
如能看到这一切，又该怎么写呢？

我的认知中，青菜类的花，大
凡都是黄色的。农家菜田里的青
菜是自家吃的，要陪伴农家度过漫
长的冬季，农家舍不得吃整棵菜，
都是掐着外围的叶子吃，名曰“掐
菜”。开春后，农家菜地里的菜花
东一块西一块，镶嵌着庄子内外的
边边角角，然后收了菜籽，留种，榨
油。自从生产队规模种植油菜后，
就有了大块大块的油菜地。待秋
后的稻谷登场入仓，人们种下麦
子，已是深秋初冬寒风起，女人们
拔下几寸长的瘦弱的油菜秧苗，运
到大田。她们用小铲锹插入土壤，
崴两下，将菜秧根插进土缝，再用
铲锹把土合上，压实。栽一棵菜
秧，也就几秒，如此不断，边栽边

退。待菜秧全部栽下，引水入墒，
给菜秧浇一遍透透的水，土壤饱含
了水分很是湿润，给菜秧保了暖。
吃饱喝足的小菜秧，不用几天，便一
改低眉耷眼无精打采的样儿，昂首
挺胸，来迎接长长的冬季了。待来
春三四月，远望，满田野的菜花黄，
村庄淹没在金色中，成了花海中的
舟船，那真是个醉人的境地。早晚
复相见的油菜花啊，对那时的人们
来说，只是司空见惯的乡村日常。

虽是乡村日常的菜花黄，可那
年生产队的油菜，换了新品种——
胜利油菜。说那是高产品种，籽粒
饱满，含油量高。当那满田花开
时，真是震撼人心。男人女人们赶
过来，见了这与寻常不同的菜花，
因这优良品种带来的富贵品相而
喜悦兴奋。高大粗壮的菜薹，花多
而密，缀满了大半高，成了一个个
镶满金色的花柱。春风得意，油菜
花明媚着这迷人的春光，向人们昭
示着在望的丰收。那时的人啊，却
没多少赏花的浪漫，更不见城里人
赶到哪里去看这遍野的菜花黄。

如今西湖之畔的千亩油菜花
海，成了一个壮观的圣境。观花即
是赏花，油菜花没有桃花的明艳，

少了梨花的灵动（汪曾祺语：梨花
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
亮做的），可成气候的油菜花，在蓝
天白云下，极显了它耀眼的有层次
的色彩。早晨，春阳初升，油菜花
的色调以柠檬黄为基调，冷艳而明
亮；傍晚，太阳西斜，偏红偏紫的阳
光下，油菜花的色调显现出暖黄，
明亮而温暖；中午的阳光充沛，油
菜花最是热情热闹、粗犷奔放，花
香随春风拂面，浓淡相宜，熏得游
人醉。远望，油菜花薹下部隐隐的
青绿把大片的金黄划出了条块，显
出高低远近的层次。人在花海中
遨游，心性在花海中得以洗礼，这
是千亩油菜花开的力量啊。船儿
游荡在花间小河，小火车悠然穿行
在远远近近的花丛间，女人搭着各
色丝巾，摆着各式姿态，想让自己
的倩影留下永恒，小孩钻进花丛捉
蜂捕蝶，带着一身一头一脸密密的
黄黄的花粉出来，红扑扑的脸蛋儿
煞是可爱。西湖花海，它有了水与
花的灵动，更有那一望无垠的高邮
湖的宽阔与从容，蓝天白云，碧水
泛光，花海似锦，游人如织，这可是
幅让人感动的画卷啊。

多年来，西湖滩担负着排泄抗
洪的重任，也见证着千百年来，水
对邮城和里下河人民的温情与暴
行。而今，万亩湖滩成了人们游览
观赏花海的好去处，真是换了人间。

西湖花海
□ 汪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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