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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 救
少年十三岁那年冬天，男人与女人之间

出现了问题。
男人女人吵累了，开始彼此冷淡疏远。

家，就此落入前所未有死一般的沉寂。
少年在男人书房的写字台上发现了那

份“离婚协议”，伤心极了，睡梦中，枕边留下
斑斑泪痕。

然而，事态发展并没有因为少年的眼泪
而改变方向。

晚饭桌上，男人将协议递给女人。
女人看着没说话，手却有些颤抖。

“要离也得等我期终考试过了再离。”少
年放下筷子，哽咽着说。

男人对着已走进房门口的少年的背影
说：“好吧”。

进了房间，少年的泪不可节制地滚落下
来。

1 2月23号，距终考还有二十多天的时
间。

少年咬着嘴唇想：一定要在这短短的二
十几天时间里彻底摧毁那份协议，拯救这个
家。

受伤的女人就此变得慵懒和消沉。
早晨，饭桌上再没有了滚热的汤饭，和

剥了壳儿的嫩白的煮蛋。
男人的单位较远，总是第一个走出家

门。
少年跟着起床，洗刷完了，将女人的口

杯倒上半杯开水，再兑上半杯凉水，然后将
女人的牙刷挤上牙膏，担在杯沿上。听到女
人起床的声音，少年背上书包悄悄带上门下
楼。

晚上，女人在少年的房间里欲言又止：
“早上的牙膏是你挤的吧？”

少年摇头：“是爸爸，我的牙刷也是。”
女人没说话带上房门退了出去。
晚上洗过脚之后，少年偷偷提起男人的

皮鞋进了卫生间。
男人的皮鞋原本都是女人擦的，每晚擦

干净放在鞋架上，这个习惯不知什么时候停
止了，所以男人的皮鞋就很脏很没型，少年
用了很多鞋油，先用卫生纸擦，再用绸布在
上面荡来涤去，几分钟后，皮鞋恢复了原来
的样子，光洁、锃亮。

少年想，要是这个家也像皮鞋一样那该
多好，擦擦就可以回到从前。

从卫生间出来之后，少年进了男人的书
房，说：“爸爸，今天老师布置了作文，命题
的，叫《我的家》，我开不好头……”男人在写
字台边扭过头说：“你可以从某一件有趣有
意义的事情开始落笔，譬如，前年我们全家
爬长城……”男人说到这儿停住了，好象陷
入了某一种缅怀……

早起，少年特地观察，见男人换鞋时愣
怔了下，脸上流露出一丝惊喜，但很快就消
失了。少年继续重复着前些天同样的工作，
他已经坚持了一个多礼拜。

有一天晚上，女人的单位临时加班，很
晚才回到家，令她意外的是，暖瓶全是满的，
床上是热的，电热毯似乎一个小时前就已三
档打开，女人一下子找到了从前的感觉，心
头暖暖的，两眼热热的。

第二天上午女人调休，阳光很好。女人
就将男人的被子拆洗了，垫被也拿到阳台上
翻晒了一天。

男人下班回来，菜在锅里煮着，女人在
书房套被子。男人没吭声，将三人的饭盛好，
菜端到桌上，然后朝着两个房间叫了两声：

“吃饭了，吃完了再弄。”
周末一早，少年穿着睡衣推开女人的房

门，站在门口怯怯地问：“妈妈，我可以和你
睡一小会吗？”女人掀开被子的一角，说：“快
进来，当心感冒。”少年钻进被窝，女人伸过
双臂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少年说：“元旦学
校有联欢，有我一个节目，我希望你和爸爸
都能参加，我不希望同学们说我的征文是虚
构的。”女人点点头。

晚会现场，男人和女人在墙上看到了
《我的家》迎新年征文比赛的获奖名单，少年
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征文的标题是《相亲相

爱一家人》，只可惜看不到征文内容。
男人女人找了个位置很别扭地坐在一

起。
晚会开始了，音乐响起———
灯火辉煌的街头
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
伴随着歌声，少年从侧门走向舞台。这

首歌不适合少年，唱得音又不是太准，但无
比投入的神情还是抓住了在座的观众。
爱若需要厮守
恨更需要自由
爱与恨纠缠不休……
只有男人和女人心里最明白，此刻，眼

睛里涩涩的有些难受。
我拿什么拯救
当爱覆水难收
谁能把谁保佑
能让爱永不朽……
少年唱到最后竟泣不成声，满脸泪水。
女人再也忍不住了，踉跄着迎上去，一

下子将走至台下的少年紧紧拥在怀里，这时
候，男人从后面一把围拢过来，不停地说着：
宝贝，对不起。

少年觉得脖子里有温暖湿润的东西在
滚动，他知道：那一定是爸爸和妈妈的眼泪。

烛 光
这原本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夫妻二

人同在一家小厂上班，儿子十二岁，上人民
路小学六年级。

厂子效益不是太好，也不算太差，属于
那种撑不死饿不坏的类型，生活虽是平静，
却总是让人提心吊胆。

有这么一天，男人突然对女人说：穷怕
了，我要出去赚钱。

女人就讲：也好，说不准哪天厂子说垮
就垮了。

于是，男人拾掇拾掇就去厂部办了停薪
留职手续，信心十足地上路了。

男人本来就不是那种窝窝囊囊的男人，
精明，又有才华，因此，半年不到就在他乡立
稳了脚跟，在沿海某城的一家大公司里做很
体面的工作，拿很丰厚的薪水。

每个月的月头，男人总不忘往家里给女
人汇钱过去。

女人很欣慰，很满足，却又很寂寞。
就在男人往家里汇款突破五位数字时，

女人经不住姐妹们的怂恿，慢慢就学会了慢
三、中四、探戈等交际舞。其实，这并没有什
么，女人不过是逢到周末才去舞厅一次。

有那么一天，女人结识了一位男舞伴，
日子一久，事情就有了质的飞跃，一来二去，
就做下了那种对不住男人的事情。

儿子又长了一岁，隐隐约约也悟出些什
么，便常在女人面前词不达意地提起父亲的
许多好处，女人却没往心里去。深陷在迷情
中的女人，依旧背地里与那位舞伴打得一片
火热。

儿子感到无助和无奈，只能偷偷地给父
亲去信，但从来不提女人的事情，满纸涂抹
出儿子对老子无尽的思念。

男人也想儿子，是那种骨子里的想，告
了假，拾掇一下就匆忙上了一班夜车，经过
一天一夜的颠簸赶回小城。不久，男人就听
到了一些关于女人的风言风语。男人的情绪
就此一落千丈，阴沉着脸翻箱倒柜去找当年
的那两本结婚证书。

男人准备在今晚与女人共进最后一次
晚餐，然后，宣布与女人离婚的重大决定。

儿子将一切都偷偷看在眼里。
等男人稍稍平静了一些的时候，儿子走

过来，牵了牵男人的衣襟，说：“爸，你可不要
听别人乱讲。”

男人一下子拨拉开儿子的小手说：“小
孩子家你晓得个屁！”

儿子急了，哽咽着说：“我始终和妈在一
起的，你要是信了别人，说明你连自己的儿
子都不放在眼里。”

男人不吭声，埋头抽烟。
儿子接着又说：“妈想你回来，妈还将你

的照片放在枕头底下哩，妈说穷一点没有什
么可怕的，妈还说从前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的日子好开心……”儿子说着说着就流下泪
来。

男人夹着香烟的手此时有了一些不易
察觉的颤动……

晚上，一家人依旧像往常一样围坐在桌
边，却都不说话。

儿子站起来，走过去将电视打开，正是
点播时段，屏幕上出现的是电影《泰坦尼克
号》中画面，有意味深长的《爱无止境》主题
曲在客厅里舒缓流淌。

男人端起酒杯欲言又止。
狠不下心来的男人在心里痛骂自己。他

一仰脖子，便将二两一杯装的烧酒一下子全
灌进嘴里，呛得他连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
正是这个时候，灯光猝然熄灭。

“又停电了。”儿子说。
男人、女人同时陷入了远古洪荒的黑

暗。
儿子摸索着划着了一根火柴，伸手不见

五指的黑，一下子便烧出了块一丈见方的窟
窿，但很快又被黑暗所吞噬。儿子接着又划
着一根，点燃了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半截蜡
烛，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餐桌的中央。

那小小的火焰温暖的辉光，瞬息便爬满
男人、女人痛苦的脸。

男人重新将酒杯斟满，再一次一饮而干
后，就想让那句憋了很久的话像决堤的洪流
喷涌出来。突然，从窗口吹进一股秋风，一下
子将烛光吹得摇摇晃晃，眼看就要熄灭，这
个时候，男人、女人和儿子都不约而同地伸
出手掌围拢过来，护住了那一星火焰，烛光
重又笔直，静静地美丽地明亮着。

男人愣了半天，突然没来由地感动起
来。

好一会儿，男人掏出一张存单，颤微微
地递给女人，说：“租个门面，开个铺子，金窝
银窝都不如自家的草窝，哪也不去了，我们
得好好过日子才对。”

女人愣怔了好一会，接着眼睛里便溢出
一层朦胧的水雾，然后，站起来，一点也不顾
忌身边的儿子，一头扎进男人的怀里，“哇
哇”地痛哭起来。

儿子噙着泪水却露出春花般的笑容。

拯救·烛光
流冰

俗话说：“干苍蝇，水蚊子”，这话一点不假。特别是阴雨
连绵的汛期，那蚊子多得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在老家，人们形容夏季蚊子特别多的时候，喜欢这样说：
“昨晚上差点叫蚊子抬走了，蚊子那个多呀，一抓一大把。”言
语中，表露出对蚊子的嘲谑、憎恶和无奈。

小三十年前，我也曾有过一晚上差点被蚊子抬走的苦难
经历，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那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我奉
命到抗洪抢险一线采访报道。我顶风冒雨，脚踩一地泥水，在
抢险现场走了几个来回，终于完成了采访任务。

晚上，我回到区防汛救灾指挥所时，累得浑身像散了架
一样，瘫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我简单扒了几口剩饭，就到村部
会议室找了一条长条椅，躺下来准备迷盹一会。

此刻，我的双眼像被胶水粘住一般，怎么也睁不开。侧身刚
一躺下，耳边突然响起蚊子尖锐的叫声，那叫声真是“隐隐聚若
雷”，我疲惫不堪地挥挥手，厌恶地把在耳边骚扰的蚊子赶走。

不料想，我顾此失彼，在赶走耳边蚊子的同时，裸露在外
的腿上、胳膊却被其他的蚊子肆意占领。白天采访累了一天，
本想在区指挥所里抓紧时间休息一会，不曾想竟有这么多蚊
子，我懊恼不已。

此前，已有人在房间四处点燃放置了好几盘蚊香，狭小
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尽管如此，仍
然阻挡不了蚊子的疯狂进攻，不计其数的蚊子以令人难以置
信的嚣张程度，肆无忌惮地扑到人的身上。

这会儿，我实在困得不行，身子一歪，重又躺下来。头刚
一挨椅子，成群结队的蚊子又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放肆地
在我身上乱叮乱咬，身上到处起满了大包，奇痒难忍。我只得
伸出双手，一只手不停地拍打着落在身上的蚊子，另一只手
不停地在被蚊子叮咬过的地方抓挠着。

跟我一样滑稽的，还有房间里的另外几个人。他们也不
堪其忧，被蚊子叮咬得难以入睡。不时地拍打着身上的蚊子，
手掌与皮肤亲密接触地“啪啪”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响
声，与屋外的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区指挥所夜晚里
独特的音响，意味深长。

蚊子无比猖獗的攻击，最终战胜了屋内几个人的困意，
我们无奈地爬起来，忍无可忍地联手进行反击。有人又点起
几盘蚊香，在每人的椅子下都放上一盘；有人跑去关上门窗，
不让室外的蚊子飞进来；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一瓶风油
精，朝每个人身上甩上几滴……

忙活了半天，大家都想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出乎意料
的是，蚊子的进攻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比以前更加刁钻、更加
猛烈了，让人防不胜防、疲于应付。这下，几个人彻底没招了，
室外下着倾盆大雨，出去没地方躲藏，屋里的蚊子又出奇地
凶狠，大家索性在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着，躲避着蚊子的围
追堵截。

一夜血战，一夜无眠。天蒙蒙亮时，我们相互看了一眼，
大家忍不住都笑了，只见个个都是篷头垢面，脸色煞白，眼里
满是血丝，身上布满了蚊子叮咬过的包块，不少地方还残留
着被拍死的蚊子的尸体，依稀可辨已干涸的血迹。有人打趣
说：“喂了一夜蚊子，我们居然都还活着，老天真是有眼。”

那天晚上的蚊子真叫多，多得让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起码我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可能就是发大水
的征兆。过去，曾听老人们说过“今晚蚊子恶，明朝有雨落”、

“蚊子恶，大水多”等谚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蚊子特别多的
年份，这一年涨大水的可能性就很大。那年，真的被老人们不
幸而言中了，在淮河流域确实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水灾。这
种自然界的异常情况，预示着将要发生一件某个方面的重大
事件，就像地震前夕动物拼命出逃一样。

蚊子被称作“叮人之王”，地球上的人类饱受其害。古代
许多文人墨客，没有现代的驱蚊法，更是饱受蚊子的“追逐”
之苦，他们留下的诗词曲赋中，有许多关于蚊子的记载。唐代
刘禹锡在《聚蚊谣》中就写出了蚊子的食性特点：“喧腾鼓舞
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
得。”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咏蚊》也描述：“饱去樱桃重，饥来柳
絮轻”，以樱桃形容吸饱血的蚊子，形象生动。清代诗人沈复
的《童趣》更直白些：“方值暑气大，便乘炎 下，杀腾腾遍地
轰炸。嚣张不惧千人骂，厚颜无耻入千家。刚说罢，哎呀冤家，
眼见的胳膊上咬了朵腊梅花。”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蚊子的无
比憎恶。

尽管我们如此憎恶蚊子，但聪明的人类始终奈何不了
它。就像我在防汛指挥所里所经历的那一晚一样，蚊子虽
然多得差点把人抬起来，但我们却
一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它把
尖利的口针刺进自己的皮肉里，只
留下了“带血的记忆”。尽管我们谁
也不愿做“献血人”，但谁也无法逃
避蚊子生存繁衍的“贡献者”。这可
能是做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最大的
悲哀。

散散
文文

古诗词中蝴蝶出现的频率要远
远高于蜻蜓，但我还是很喜欢这种
从不知道冰雪为何物的小昆虫。

蜻蜓，用颜色来分类，有麦黄
色、瓦灰色、豆绿色、椒红色。黄蜻蜓
是普通公民，最常见，数量也最多；
红蜻蜓最漂亮，像高贵的公主，惹人
怜 爱 。印 象 中 还 有 一 个 稀 有 品
种——— 虎尾蜻蜓，尾巴很长，黑黄相
间，近似虎尾，又称“十八节”，体型
较大，简直就是蜻蜓中的“三叉戟”。
性情彪悍，嘴巴就像一把铁钳子，假
如你擒住它的尾巴，它立刻蜷回身
子狠狠地给你一口，即使你早有预
料，忍得住疼痛，也会被它那凶凶的
气势吓倒，一松手，它就逃之夭夭
了。

落日在一片犬吠声中坠向西
山，暑气渐渐散去，雀鸟归巢，鸡鸭
回笼，家家户户把门前打扫干净，搬
出矮桌和板凳，摆上南瓜粥和新麦
子做的各种面饼，吆喝在外面玩耍
的孩子们回来吃晚饭。这个时候，空
阔的打谷场上，不知从哪儿聚来成
千上万数不清的蜻蜓，它们在天空
中飞来飞去，来往蹁跹，时高时低，
时快时慢，自由快活，虽没有统一调
度，但绝不会出现撞车事件。它们从
眼前划过，翅膀几乎碰到你的鼻尖，
让你忍不住伸手去抓，但是每次都
会落空。

为什么小孩子都喜欢捉蜻蜓

呢？心理学家应该好好地去研究一
番。

我小时候也不例外，最喜欢捉
蜻蜓了。外公家的门前有一片灌木
林，那里的蜻蜓最多了。吃罢中饭，
大人们都去午睡了，我便悄悄地溜
出去。外面，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
地，没有风的怂恿，树和它的叶子们
哪敢妄动，知了一遍一遍的提醒，才
让我意识到眼前的景物不是一幅静
止的画。母牛把整个身体都浸在水
塘里，只露出一个头，时而煽动一下
耳朵，驱赶讨厌的麻蝇。我光着脊
背，趿着拖鞋，赶往那片灌木林。果
然有好几只蜻蜓可能是飞累了，落
在低矮的枝条上打盹儿，我猫着腰，
悄悄地靠近，大气都不敢出，走一
步，停一步，生怕弄出声响，惊醒了
正在做白日梦的小精灵。就在我的
手指快要捏住它的尾巴的时候，它
扇动一下翅膀，以无法阻挡的速度
飞走了，其它的也接二连三紧跟着
飞走了，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希望落
空而感到沮丧，反而长长地舒了口
气，抹抹胸口，紧张的心情逐渐平

复。
空手抓蜻蜓难度当然很大，好

在人比动物聪明，因为我们会借用
工具。这种捕蜻蜓的工具百货公司
买不到，都是自己亲手做。其实，做
起来也很简单，先把一根竹篾弯成
一个圈，扎牢，再绑上一根长竿子，
然后扛着这玩意儿到处去找蜘蛛
网，蒙它个七八层，大功告成。哈哈，
用它去粘蜻蜓，想要几只抓几只。

捉蜻蜓和钓鱼是一样的，过程
远比结果有趣。

抓到的蜻蜓该如何善后呢？总
不能一直捉在手
里吧！喂鸡，不忍，
放了吧，又不甘。
在得知蜻蜓以飞
虫为食之后，喜出
望外，把抓到的几
只蜻蜓全放到蚊
帐里，观察它们如
何捕食，可是，它
们只想逃生，在蚊
帐里东撞西撞，根
本没心思咬蚊子。

邻家哥哥阿胖说灰蜻蜓是公
的，黄蜻蜓是母的，但是我分明看到
过两只灰蜻蜓交尾。一次，我抓到一
只灰蜻蜓，一只黄蜻蜓，带着它们去
质问阿胖，我说：“你看，灰蜻蜓身上
也没多出一块，你怎么肯定它就是
公的呢？”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哪里
肯向比自己矮半头的小弟承认自己
的无知？脖子一梗，在我眼前晃晃擂
椒钵一般的拳头，凶巴巴地说：“灰
蜻蜓到底是不是公的！”我一直崇拜
伽利略，始终相信真相只有一个，但
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更何况我从来
就没打算做什么好汉，立马满脸堆
笑对阿胖说：“是公的，是公的，你说
是公的准没错。”

全国各地，水患肆虐，危及四方。看抗洪战士义无反
顾，抗汛抢险，迎危而上。军民团结，同舟共济，夜以继
日上战场。生死忘，誓战胜洪涝，为国争光。
英雄如此坚强，引四海勇士仰国望。下决心守护，舍

生忘死，赴汤蹈火，敢于担当。同仇敌忾，抗洪救灾，敬
业豪情高万丈。战洪魔，数抗洪英雄，大爱无疆。

近年来，城市中功能完善的住宅小区如
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我居住的小区位于皋城
的繁华地段东大街，这里以前是一条小街老
巷，小街周边店铺林立，没有什么配套设施，
遇上节假日，整个老街被行人堵得水泄不
通，苦不堪言。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缓解群
众出行难住房难问题，市政府开始启动了

“民生工程”建设，彻底改造小街老巷。随着
城市节奏的加快，让人们处处感受到生活的
便捷和舒适，为建设幸福六安，我市正积极
申报和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
等称号。

如今，在我居住的小区楼下，树木林立，
绿草如茵，花团锦簇，让人目不暇接，亭台楼
阁，曲径通幽。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小
区时，整个小区开始复苏了、沸腾了，人们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之中，上班的上班，摆摊的
摆摊，孩子们蹦蹦跳跳背着书包走进校园。
落日余晖，人们回到家中，又奏响了锅碗瓢
勺交响曲，吃过晚饭，一家人享受着亲情，或
聊聊天、或看看电视，可以稍事歇息，也可以
到楼下的中庭花园去坐坐，让清凉的晚风洗
涤去一天的倦意，享受着温馨、把人带进甜
美的梦乡。我居住在这幢楼的二单元303室，
这幢楼居住着一些工薪阶层和生意人，还有
为数不多的机关公务员。一单元的301室，住
着一位姓周的大妈，70多岁了，由于子女不
在身边，老人平时一个人过，因为没有单位，
生活来源靠儿女们接济，大妈平时喜欢养养
花，种种草，她家门外附近有一个50余平方
米的平台，已打上了一人多高的围墙，里面
种植着桃花、月季、兰草、茉莉、玫瑰、梅花等
一些时令性花草，一年四季，香飘四溢，竞相
绽放。平时，大妈经常把整个楼梯口及外围
过道打扫的干干净净，让每天上下楼的人们
无不感到温馨、惬意。前年的夏天，很长时间
都没有见到大妈忙碌的身影，她栽种的花
草，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有些开始枯黄落
叶了，由于缺少浇水施肥，有些花草开始枯
萎了，让人感到揪心和惋惜，一打听，原来大
妈不慎得了一场病，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经
过调养，大妈的身体渐渐康复了，第二年春
天，大妈在围墙里种植的所有花草，经过大
妈的精心呵护，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又让我

们这幢楼的人们重新闻到了花香，也让整个
楼院充溢着以往的温馨。

我的楼上403室，住着一位姓何的大叔，
大叔是某企业的退休职工，靠微薄的退休金
度日，老人的嗜好就是喜欢看看报纸和电
视，每天天刚蒙蒙亮，老人的房门就被轻轻
打开，走出家门，到公园去溜达溜达，吸收一
些新鲜空气，大叔平常烟不抽，酒不沾，走在
路上，见到这幢楼住的任何人，他都主动打个
招呼，热情地问个好，所以大叔的人缘特好。
大叔闲在家，为了摆脱枯燥乏味，大叔自费订
了两份报纸，每天都能见到他在自家报箱取
报纸的身影，由于是楼上楼下，两家相处的很
融洽，有时楼上响动会惊扰楼下，大叔平时走
路做事，轻手轻脚，有时大叔家晾的衣物掉在
我家的阳台，我都会亲手奉上，居家做邻居，
遇上这样的邻居相伴，我感到庆幸。

二单元404室，租住着一对年轻小夫妻，
俩人都是乡下的，有个刚上幼儿园的女儿，
刚进城时，俩人干过好几样差事，后来夫妻
俩学会一门手艺，在小区楼下的闹市区租了
一个门面，开了一家牛肉汤馆，开始生意不
太好做，渐渐地了解到顾客的心理需求，由
于口味地道，用料纯正，牛肉汤馆的生意渐
渐红火了起来，前来店里的顾客络绎不绝，
收入也不菲，如今，这对小夫妻的生活过的
红红火火、恩恩爱爱，让人羡慕。生活中，人
们不分卑贱，只要勤劳，通过努力，就会改变
自己的生存状况，日子就会过着温馨四溢。

居家过日子，人人都希望拥有一个温
馨、和谐、融洽的生活空间，都希望邻里之间
多一些热情、帮助和关爱，有的人心灵是一
座大花园，里面开满了吐香的鲜花，能幸福
许多人，小区里的人们都从四面八方聚到一
起，也算是一种缘分，这就要求大家相互体
谅，多给别人一些方便，留给自己多一些宽
容，邻里之间和睦
为贵，人与人之间，
和谐为美。多一些
阳光，少一些阴影，
伸出你的手，唤起
你的爱，共同去营
造一个充满温馨的
生活空间。

爱 洒 人 间
李伟

捉 蜻 蜓
青 篱

沁园春·抗洪英雄颂
黄绪森

烦人的蚊子
楚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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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的只有时光
以及倾泻的马蹄声
嵌入时光肌理的那些石头
以同样的坚韧和乡愁
铺呈出一条街的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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