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风行
追风岂年少 任性自逍遥
就算腰背痛 快乐在今朝

电动车
插头自启动 绿色环保行
更新换代快 大势已然明

分垃圾
干湿辨清楚 有害存分明
谁还等观看 环保争先行

牧羊乐
山深涌活泉 蝴蝶戏花前
谁有烦心事 牧羊做少年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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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 都希望
长大后生活在城市里。 可我丈夫却是
个例外， 每周他都要回到农村的家两
三次。 他对农村家乡的留恋让我不解。
到处脏乱差，买什么都不方便，简直没
有一点可爱的地方。有什么好回的？每
次叫我一同回去，我总是很不情愿。

今年冬春时节， 正是新冠病毒传
播疫情防控紧张时期， 休息也不能外
出了。 我只好和他回到很久没回的农
村老家。 宋庄镇六环边上的一个小村
庄。 村里的新变化令人惊喜： 路边的
违法建筑拆除很多， 道路变宽了， 路
上也重新铺了柏油， 还画了标志线，
路面打扫得很干净。 我都被感动了！
说： “这么干净， 你是不是你都离不
开了？” “儿不嫌母丑， 我自己的家
乡怎能嫌弃？ 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有
多快乐 ！” 只要说到他童年的生活 ，
立刻就像变了一个人， 眉开眼笑， 滔
滔不绝。 “四奶奶家边上的小树林，
是我和伙伴们的乐园 ， 弹球 ， 藏猫
儿， 掏麻雀窝， 水塘里钓鱼……我们

游戏输赢都是用田螺壳算。 大的螺壳
是很珍贵的， 一个可以换三个小的，
每一个都被我们磨得油光发亮。” 他
讲述着童年的故事， 深深陶醉其中，
仿佛亮光光的螺壳在他手里攥着……
我似乎明白了他为什么总喜欢回来！
原来是童年的美好记忆早已化作一缕
乡愁， 挥之不去了啊。

我丈夫笑着说， 五十年也没这么
干净过。 现在生活好了， 就是整体环
境还差很多 ， 以后二期继续改造整
治， 再把绿化和停车场建好， 就真是
美丽乡村了！

再看我家的小院， 玫红色的玉兰
花朵朵正艳， 一畦韭菜半畦瓜， 一树
鸟儿半树花， 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田
园生活吗？

“小村变化真大， 快成美丽乡村
了！ 等我们老了就回来住吧！” 我也
有点喜欢这感觉了。

此后发生的一件事， 更是让我看
到他对家乡的热爱。 在小村的东边，
有一条小河， 村里人都叫小长河。 他

笑称小长河是他们村的母亲河， 要带
我去参观。 偏僻的小路蜿蜒， 就在经
过一段绿化带时， 看到令人吃惊的景
象： 一棵棵被钢丝缠绕的槐树和柳树
在艰难地生长。 很粗的钢丝深深缠进
树皮里， 严重影响树的生长。 原来这
是在种树时， 园林工人为了防止小树
被风吹倒， 用钢丝把四根木桩和小树
紧紧捆在一起！ 可是树已经长大了，
长粗了， 钢丝被遗忘了！ 小树长成大
树， 钢丝连着木棍都长进树里， 我大
约数一下， 有百十棵。 有些柳树已经
死了， 看着都让人心疼。 这偏僻的地
方， 种树的人早就遗忘了。 他开始试
着用手掰解， 钢丝太粗了， 根本解不
开！ 我说， “你还是别管了！” 他说，
如果不解开， 刮大风， 树会断掉！ 必
须解开。 我也深深同情这些被捆的小
树。 我俩回家拿来工具， 开始了解救
小树的行动。 撬， 拧， 抠……很多钢
丝长进树里两三厘米， 各种动作都用
上了 ！ 还很难把钢丝拽出来 ！ 一上
午， 饭都没吃， 我俩大约解放了三十

棵小树。 哪里干过这么辛苦的活儿。
再看， 我心爱的手套已经磨破了， 他
的手磨出水泡， 鞋里鞋外都是土， 衣
服也湿透了 。 我俩还联系到相关部
门， 他们答应解决这问题。 但过了一
周， 情况依旧。 我俩又一次带着工具
出发了。 整整一天， 我们终于解放了
所有被捆死的树！ 看着可以自由呼吸
成长的小树， 真的很有成就感！

从此， 每次回到村里， 我们都要
去看看这些树， 看树生长成了我俩旅
游项目之一。 感谢园林工人， 在我们
电话联系后， 终于来了！ 那些死去的
小树， 已经被新种的小树取代了。 我
也终于看到了小长河的景色。 污水经
过处理， 河岸上绿树成荫， 河坡也栽
种花草， 成了人们散步的好地方。

树下紫色的二月兰悄悄开放，淡
淡的香味，弥漫着树林。 想想我们正在
经历着的疫情，病毒算什么呢？ 它一定
会被打败的！ 生活终将越来越美好！

（2020年“阅读，小康有我”及“我
的抗疫故事”主题征文一等奖选登）

□刘仲华爱在家乡草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