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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承德供电：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承德供电公司为提高办电效
率，提前对供区用电客户摸底，建立电子信息
档案，全面掌握客户用电设备、用电量和其他
基本信息，方便随时更新。（孙婷婷、盖巧琳）

秦皇岛供电:举行反事故应急演练
7 月 11 日，秦皇岛供电公司举行旅游旺

季保供电反事故应急演练，14 家单位、200
余人参加演练。整个演练过程平稳有序，增强
了应对大面积停电事件的能力。（张昊、光辉）

霸州供电：紧抓安全不放松
正值盛夏,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组织开

展夏季安全用电隐患排查活动，全面提升供电
可靠率及客户用电满意度。并结合隐患排查走
进村民家中，面对面宣传安全用电。（赵亚彬）

隆化供电：“保密宣传教育”在行动
近日，国网隆化县供电公司为普及保密

知识，开展为期一周“保密宣传教育周”，多举
措加强班组员工保密意识、保密常识、保密责
任及保密能力，筑牢保密防线。 （张羽棋）

武邑供电：助力企业迎峰度夏
7月6日，国网武邑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走进辖区企业，开展“迎峰度夏助力企业发
展”活动，一对一服务指导企业客户科学用
电、安全迎峰度夏。入夏以来，结合安全生产
月活动，该公司积极组织党员服务队走进辖

区企业生产车间，对供电设备、线路全面检
查，清除设备隐患，并结合企业用电特性，帮
助客户优化用电方案，细化保障措施，进一步
增强企业用电安全性能。该公司通过电话访
问等多种形式征集企业客户对供电服务的建
议，并大力推广微信公众号等服务，整合优化
服务渠道，改进和完善服务手段，优化服务举
措，营造更加良好的供用电环境。截至目前，
已走访企业50余家，指导企业消除各类隐患
23处，提供用电建议及优化用电方案13条，
深受企业客户好评。 （李莉、鲁林锋）

武邑供电：全力应对恶劣天气
为减少雷雨、大风等灾害对输配电线

路和设备安全运行的影响，国网武邑县供
电公司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全力保障辖区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该公司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管理机制，要求各单位积极做好应对
雷雨大风恶劣天气准备工作，提高安全生
产意识，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预案；组织各供
电所台区经理、生产运维人员对辖区输、配
电线路及设备开展巡视工作；提前做好优
质服务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恶劣天气
下安全用电知识；加强值班管理，配齐配强
值班力量，备足备齐各类抢修物资、车辆，
做到突发情况能及时有效处理。此外，该公
司积极与气象部门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天
气变化情况，成立 10 支共产党员抢修服务
队，提供 24 小时供电抢修服务，及时解决
广大客户用电难题。 （李莉、鲁林锋）

近年来，国网康保县供电公司始终坚持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不断强化源头预防、
机制创新，积极应对复杂形势、迎接严峻挑
战、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实现新提
升，被张家口供电公司评选为2018年度先进
单位。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十八个“安全生产
月”。此次活动主题为“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活动期间，康保县供电公司开展了一般大
面积停电事件桌面推演；安全生产第一责任者
讲安全课活动；联合县消防队等开展了“6·16”
安全咨询日，现场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
600余份。

康保县供电公司以党建为引领，以安全
为基础，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根本，守正
创新、担当作为，打好遏制重大事故的持久
战，努力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浓厚氛
围。为坚定不移推动公司和康保电网持续发
展，高质量推进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建设筑
牢安全防线。

筑牢安全防线，首先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
患意识。近年来，在上级供电公司的正确领导
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康保县供电公司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和安全法治意识，全面
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不断创新安
全管控方式方法，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截
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实现安全生产6008

天。康保县供电公司安全管控工作成效显著。
落实到岗到位，强化安全监督管控，严格落实
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到岗到位规定，划分生产
区域领导包片责任区，深入开展施工作业现场
反违章工作；组织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深化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管控；逐步树立

“隐患就是事故”的意识，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从源头治起、从细处抓起，补齐短板，
筑牢防线，守住底线，扎实开展安全大检查及
专项安全活动，安全基础工作得到加强。安全
生产风险与群众联系最密切、感受也最直观，
必须时刻保持对安全生产工作“如履薄冰”的
谨慎态度、对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如临深渊”
的危机意识，康保县供电公司坚持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谁主体、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压
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决打好打赢安
全生产这场硬仗。

筑牢安全防线，关键要拿出除患务尽的有
力举措。安全生产事故防不胜防，需要保持充
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做到风险隐患在哪里，工
作重点就在哪里。康保县供电公司把查隐患、
补漏洞作为基础工程来抓，深入施工现场、基
层班组、站所等，一个一个找，一处一处查，着
力消除“看不到、想不到、管不到”的盲区盲点。
主动针对重点领域的问题漏洞，实施清单式整
改、闭环式解决、销号式管理，做到漏洞不堵住
不放过、成效不显现不放过。坚持平时与“战

时”一起抓，源头与末端一起抓，加大监测预
警、应急准备、事前处罚等力度，围绕安全责任
落实、组织计划、现场作业管控等12个方面，
92项重点内容，铁腕遏制重特大事故安全隐
患，排查各类问题28项并全部落实整改，确保
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

筑牢安全防线，根本要创新防患未然的
制度。抓安全生产工作，只有关口前移、抓早抓
小，才能真正防准管牢。康保县供电公司创新
长效管控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安全风险会商研
判、防控协同，以及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活动
安全保障等应急管理体系，在整合优化力量和
资源中务求长治久安。创新源头防范机制，大
力开展科技强安专项行动，从源头上筑牢安全
防线。创新广大职工的参与机制，在发挥好“安
全稽查”作用的同时，以辖区全域治理创新为
牵引，依托安全大检查、“六查六防”等专项活
动等载体，营造安全生产全企参与、全员监督
的浓厚氛围。今年上半年，各类安全管理人员
到岗到位累计418人次，制止现场习惯性违章
行为84次。公司层面下发安全稽查通报3期，
向上级单位上报安全稽查通报6期，处罚违章
人员20余人次。

安全生产，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康保
县供电公司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为做强“四大主导产业”、服务好

“两区”建设、“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保驾
护航，坚定不移推动公司和电网持续发展，高
质量建设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以优异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李鹏)

康保供电为电网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石 头 开 花
□蒋子龙

●蒋子龙专栏●
忆 老 校 友 苏 叔 阳 □吴红芳

■有了榜样，思
路一打开，整个黔西
南山区都开始变，各
村镇根据自己的自然
条件，什么适合就种
什么。总之，就是要
让石头开花，重建生
态环境，又不改变原
有的地形地貌。

“遥想过往，展望未来，将莲花作
为象征，始终高洁地挺立在社会，散发
出绵长优雅的芳香，捧出饱满的果实，
服务于国家、民族，这是多么圣洁的理
念。”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的校训石
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老校友苏叔阳
先生的人格如同他的这句题词，在阳
光下熠熠闪光。我有幸于 2017 年苏叔
阳先生再回母校时，近距离聆听苏老
的教诲，往事历历，依然在目。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天朗气清，惠
风和畅。满头银发的苏老畅游校园，看
到丰富多彩的课程，他的脸上一直洋
溢着明媚的笑容，他说：“保师附校的
课程是有传统的，小时候就给我种下
了素养的种子。”我陪苏老来到了图书
馆，看到正在上沙画课的孩子们，他脸
上的笑意更浓了，他一边兴致勃勃地
欣赏孩子们的作品，一边与同学们交
流。在随行保健医生的几次催促下，苏
老才来到休息区小坐。几个小学生跑
过来和苏老交谈，他一会儿给孩子们
签名，一会儿又合影，满足了现场每一
个孩子的愿望，他的脸上也洋溢着孩

子般的笑容。这时有一个小女孩怯怯
地站在那儿，苏老看到后温和地问：

“你也想要签名吗？”小女孩害羞地点
点头，苏老起身走到她身边，在她的本
子上写下了“祝你茁壮成长”的话语，
并且笑着对她说：“希望你像小树一样
健康快乐！”受到鼓励的小女孩带着满
足的笑脸跑开了。

那天苏老在金莲会堂还观看了小
荷艺术团的戏剧汇演。在观看演出时，
苏老时而会心地微笑，时而露出思考
的神情。当看到学生们演出的《理想的
风筝》（苏叔阳先生的作品）时，苏老对
孩子们的朗诵和舞蹈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并充满深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
我又想起了我的老师，那个穿着青色
棉袍，冬天给我们拣煤球生火取暖的
老师，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他的脸上
流露出神往的表情，目光似乎越过了
荏苒的时光，又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
青葱的学生时代。他的情绪感染了在
场的师生，我瞬间明白了苏老的文学
作品打动人心的正是这拳拳真情。

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剧引起

了身为剧作家的苏老极大兴趣。大家
请苏老进行指导，他从座位上缓缓站
起，一步步走到会场前面，面向全场的
师生，针对学生们自编的剧本，语重心
长地说：“戏剧编写要有一个轴线，让
人知晓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
还说编剧不能忽略细节，“这就好像我
写电视剧，剧情中有几家人，各住在何
处，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他讲得真
切，学生们听得认真。

苏老越讲越有兴致，在讲到戏剧
表演时，他叮嘱同学们：“舞台台词念
诵，要注意语气、语调和重音。”在热烈
的掌声中，苏老即兴示范了《骆驼祥
子》中老马的片断。他惟妙惟肖的表
演，让我们仿佛看到了生活在社会底
层那个饥寒交迫的穷苦人，会场一次
又一次被掌声淹没。苏老先是站在台
前讲，然后又来到学生中间示范，孩子
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他，随着苏老的
一举手一投足，学生们时而欢笑，时而
叹息，深深地沉醉其中⋯⋯汇演已经
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时针已指向中午
12 时，保健医生几次示意尽快结束活

动，怕苏老的身体吃不消，我几次走上
前示意苏老，可他讲得动情，学生们听
得入迷，我只好给苏老搬来了一把椅
子。苏老又即兴示范朗诵了他的作品

《勿忘我》，他说：“真正的朗读不是呐
喊，而是走进百花盛开的花园，深深嗅
一口花香，在心中酝酿，再缓缓地吐
出。”苏老妙语连珠，智慧的光芒在他
的眼中闪烁，隽永悠长。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过程中，苏老没
有喝一口水，保健医生告诉我苏老已与
癌症抗争了 20 多年。看着眼前的这位
老人，不，这位勇士，我的眼眶有些湿
润⋯⋯当我把医生的话告诉孩子们的
时候，苏老从椅子上站起来，淡然地对
孩子们说：“疾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世间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同癌症斗争了
20多年，还要继续创作下去！你们要努
力学习，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2019 年 7 月 16 日，苏老永远离开
了我们。今日再思往事，他如莲花般高
洁挺立的品格，散发着绵长悠远的芳
香，成为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激励着
我们前行！

如果说，有个地方没有小偷，
许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治安事
件⋯⋯在这个家家户户都装着防
盗门的世界上，是不是听起来有点
像“天方夜谭”呢？然而，千真万确
有这么个地方，名为冷洞村，坐落
于贵州西南部的山区。

千万不要把它与童话中的世
界挂钩，离它不远是顶坛村，经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勘察考核后，
这块地方被评定为“不具备人类生
存条件”。

在黔西南的喀斯特峰林地貌
中，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各式各样像
冷洞、顶坛这样的自然村落，当地的
自然环境大同小异，“前面是大山，
后面是大山，左面是大山，右面依旧
是大山。除了山还是山”。俗话说，天
无绝人之路；幸好，山与山之间还有
个垭口，成了进出村子的咽喉要道。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结识
了戴时昌先生，并由衷地对他产生
了敬意。他在这大山里教过书，当
过村主任、乡长以及乡党委书记，
有感于“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打开
电视或翻开图书，只要出现乡村干
部，十有八九形象不好，或鱼肉百
姓，或是酒囊饭袋⋯⋯”他内心里
当然不服，随即自己动笔，将真实
的故事还原，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
学《让石头开花的人》。

打开这本书后，就没有放下，
直至读完。从中获得了不少知识，
第一次生动地理解了“石漠化”这
个地理名词。光秃秃的石头无边无
际地覆盖了山野，看上去，要比沙
漠化更为恐怖和难以治理。在石漠
化的大山里种庄稼，从来是论棵不
论亩，一个石窝窝里，大概也就有
一碗泥土，只可种一株苞谷。满山
的乱石中能种庄稼的，也不过就那
么几碗土。春天的时候，似乎种了
一大片山坡，闹好了到秋天，也就
收获一背篓庄稼。

当地人就这么凑合着，不知过
了多少辈子，哪一代实在凑合不下
去了，就迁出去，找个能继续凑合
的地方落脚。1974 年，仅一个则戎

乡就迁走了上百户。前几年，“在中
国南方 8 个省中，石漠化地区有
451个县市，2.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冷洞、顶
坛及周围乡村的干部，带领村民在
这片“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大
山里，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生存
得越来越好。其中，最主要的手段
就是让“石头开花”。

现代信息社会，使农民的视野
打开了，知识面增大了，脑子活泛
了。同样，还是那些大山，还是那些
石窝窝，乃至还有那些不能种庄稼
的石头缝与石旮旯，冷洞村经过反
复的求教和实践，渐渐选中了金银
花，如今，已经种植了 14 万株。这
是一种多年生藤本植物，抗旱性
强，种植三年后成株，每株寿命 30
年以上，一株能蔓延 20 平方米左
右。14万株差不多就让冷洞村的大
部分山坡都绿了，“绿得让山养眼，
让水兴奋，让人精神”。

最重要的是，水土不再流失。山
上的土也似乎越来越多。到春天，山
野一片花海，可不真是“石头开花”
了！金银花蕾可制茶，干花、茎与叶
可入药，通身是宝，全村年产120多
万斤，有些种植大户年收入可达 6
万多元，这可是冷洞人几辈子没有
见过的大钱。那些前些年迁走的人
家，又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有了榜样，思路一打开，整个黔
西南山区都开始变，各村镇根据自
己的自然条件，什么适合就种什么。
总之，就是要让石头开花，重建生态
环境，又不改变原有的地形地貌。

高海拔的岩溶山区，种草养
畜；低海拔的顶坛，种植花椒。岩
石，白天大量吸收热量，晚上散发
出来，花椒长得奇好。这个“不具备
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以生物手
段治理石漠化达 92%，几年后，被
评为“中国花椒之乡”。还有些村种
的，涉及到了石斛、猫豆、黄心射
干、去籽刺梨与苦丁茶⋯

这才是“穷也石旮旯，富也石旮
旯”。在这石旮旯，还会开什么花？

格外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每
一件平凡的景物，在他的笔下，都那么
活灵活现，极有趣味。他说：人生若
寄，切莫错过一盏茶，一杯酒，一顿饭
的时光。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在他笔下，花鸟鱼虫，吃的喝的，
随手写来，皆是好文章。他写过很多
花花草草，每一朵花，每一根草，似乎
都充满情感。比如，写芋头，“长出了
几片碧绿肥厚的大叶子，在微风里高
高兴兴地摇曳着”，让人感觉那芋头也
带着一份快乐。秋葵也有趣，“瓣淡
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
楚可怜”。仿佛每一朵花，在他笔下都
像是风韵不同的女子，有着不同的风
雅之美。他形容缅桂花，“带着雨珠的
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
不是思乡”。也许，只是对与众不同姿
彩的由衷赞美吧。

汪曾祺先生也是一个喜欢写美食

的人。他说昆明火腿：“一道昆明菜，
不是以火腿为主料，但离开火腿却不
成的，是‘锅贴乌鱼’。这是东月楼的
名菜。乃以乌鱼两片（乌鱼必活杀，鱼
片须旋批），中夹兼肥带瘦的火腿一
片，在平底铛上，以文火烙成，不加任
何别的作料。鲜嫩香美，不可名状。”
阅读这种有滋有味的文字，的确让人
流下了口水。

此外，他还写到端午摆上
桌的鸭蛋：“鸭蛋的吃法，如袁
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
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
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
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
来了。”这段文字，让人身临其境，嘴里
馋馋的，只想赶紧找个鸭蛋来满足口
腹之欲了。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极有温情，他
曾在《人间草木》中说：“如果你来访
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

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
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
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显然，他亲手养的花，也具有了极其丰
富的感情色彩。

当年，日本人飞机轰炸昆明，汪
曾祺先生写下了《跑警报》，想来，这
属于非常危险和恐怖的事。在他笔
下，却独具幽默。他用诙谐的文字写

道 ：“ 跑 警 报 是 谈 恋 爱 的 机
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
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
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

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
花 生 米 ⋯⋯ 他 等 的 女 同 学 来 了 ，

‘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
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
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
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段为警
报而奔跑的文字，让人忍俊不禁。在
他眼前，“跑警报”似乎并非什么直逼

生死的大事，反倒有了另外的一种
幽默。

汪曾祺先生笔下，一切都是极有
趣味的。也许，只因为他具有一份随
遇而安、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吧。即使
身处苦难，依然可以寻得出好玩的
事。他仿佛就是个顽皮的孩子，慢慢
地享受着一切的经历。好的、坏的，苦
涩的、甜蜜的，在他笔下，都非常有
趣。如他所说，生活是很好玩的。

人吃美食，喜欢滋味浓郁；人爱美
物，喜欢风情独具；人培养爱好，生活
丰富多彩。有点儿滋味的生活，其实，
是从发现趣味开始。世人需要培养一
双发现美的眼睛，一双勤劳的双手，一
颗柔软而敏感的心，一份豁达而淡然
的心境。

这也是汪曾祺先生想告诉外界的
一大真谛。人生若寄，要珍惜每一分
每一秒美好的时光。生活的滋味，需
要每个人自己品味、感受⋯⋯

在黄河以北、广袤的华北平原上，
垄间的小麦，称得上最普通也最有个
性的庄稼。白居易曾写诗道：“夜来南
风起，小麦覆陇黄。”苏轼也着笔描述
过：“大杏金黄小麦熟，堕巢乳鹊拳新
竹。”出生在河北安平县的孙犁先生，
也曾在《麦收》里写道：“小麦黄熟的时
候⋯⋯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
音，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唐诗
宋词与现代美文，都把一垄麦黄以及
面粉蒸煮出来的清香，当作北中国最
醒目的故园乡愁了。

头一年，收获玉米后，细密的麦种
就被播进了肥沃、平阔的田野深处。工
夫不长，浅嫩、倔强的麦苗便悄然出
土。初冬，华北平原被浅色犹存的麦苗
覆盖，麦苗不会疯长，要养精蓄锐。上
冻之前，一遍蓄养生机的冬水，足以让
初生的麦苗熬过大雪纷飞、北风呼啸
的寒冬。风吹大雪，覆盖了田野与村
庄 ，麦 苗 睡 在 雪 下 ，静 候 着 第 一 缕
春风。

乡愁并没有国度与种族的区分。
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同样惦念
着森林与河流织起来的终身思念。人
到暮年，他期待过一种穷苦人的平常
生活，“我的饮食包括燕麦粥，每天两
顿，就着小麦面包吃。午饭我喝菜汤或
者是土豆汤、荞麦粥，蒸土豆
或是用葵花籽油或芥菜籽油
炸的土豆⋯⋯我不再吃牛奶、
奶油、鸡蛋糖、茶和咖啡⋯⋯”

看得出，这位俄罗斯“怪
人”，扼住了乡愁最敏感的阀门，他抛
弃了茶和咖啡，只想过平俗的日子。这
种情调酷似泰戈尔的《榕树》：“想做你
的影子，在水面上，随了日光而俱长；
想做一只鸟儿，栖息在你的最高枝
上⋯⋯”在诗人眼里，榕树是故乡的化
身，又是妈妈的化身。想想看，只要乡
愁在，还在乎北中国的遍野小麦、俄罗
斯的小麦面包，或者印度街头的古老
榕树吗？

华北，明艳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暖

和，麦苗织就的毯子，也一天天厚起
来。看似寂静的麦田，下面隐藏着许多
热闹的雉鸡。浓密的麦田里，雉鸡们悠
然自得，享受着诗一样的田园生活。如
果有人靠近，年岁大的雉鸡就会跳起
来大叫，小鸡们变成了一阵风，裹挟着

惊艳的叫声，扑到远方⋯⋯
麦苗破口抽穗，开始扬花

了，鹅黄细碎的蕊沾在麦穗
上，在微风里簌簌轻抖。蝴蝶
来了，在野草花上停留，又沿

着麦垄向远处翩翩而去。整个麦田，与
世无争，沉浸在一片蓬勃生长的博大
气场里。

真应了白居易那句诗：“田家少闲
月，五月人倍忙。”那时，华北农村汹涌
在金色的麦浪里。俗话说：芒种三天见
麦茬。收割机下地，从北到南，千万顷
黄熟的麦田，半晌就被推成“小平头”。
齐刷刷的麦茬，裸露在一望无垠的大
地上。

就像演戏那样，割场、铡麦、轧场、

脱粒、晒麦、扬场等传统场景，早就看
不见了。农田机械化，一下子颠覆了北
中国的农村记忆与现实生活。正如铁
凝《麦秸垛》里的话：“太阳很白，白得
发黑。天空艳蓝，麦子黄了，原野骚动
了。一片片脊背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男
人女人们的腰朝麦田深深弯下去，太
阳味儿麦子味儿从麦垄里融融地升上
来。镰刀‘嚓嚓’地响着，麦子在身后倒
下去⋯⋯”小麦依旧生长在华北平原
上，与之细密勾连的故事与情节，却悄
然突变，甚至互不相识了。

还好，四五十岁的人们，有机会与
小麦亲密接触，和麦子度过了一个个
热火朝天的盛夏。华北农村，因浩瀚的
麦田而更加深远、广阔了。小麦，长成
了最深切、最敏感的乡愁，承载着世代
更替的农村记忆，还有城乡之间的朴
实与美丽。这酷似鲁迅先生袒露在《故
乡》当中的情怀：“深蓝的天空中挂着
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
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北 方 的 乡 愁 □张爱丽

有 点 儿 滋 味 □王南海

虫鸣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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