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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深处情更浓
■张蔚黎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庆幸和

漯河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
多年间，从初识漯河人大的陌生
又神秘，到融入漯河人大的深深
感动，再到赞美漯河人大的自觉
行动，如果要我说一下对漯河人
大的感觉，用“爱到深处情更
浓”来形容再贴切不过。

1998年年初，我有幸成为漯
河电视台新闻部时政新闻组的一
名记者，主要任务是报道市四大
班子会议和领导活动。从此和漯
河人大有了较多接触。

同年8月底，漯河市人大常
委会召开会议，由我负责报道。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讨论等
都是按部就班有序进行，但到最
后对市政府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
进行表决时，出现了让人意想不

到的情况。首先表决任命的是市
政府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同志，
当表决结果显示在屏幕上时，会
场原有的安静被打破，出现了议
论声。表决结果显示：差2票不
过半数，任命未获通过。这个表
决结果超出了大家的预料。我记
得，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惠杰特别提醒工作人员要记录好
表决结果。我心里忽然升起一股
对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敬
意。这敬意源于他们对履职行权
的毫不含糊，源于他们对漯河发
展的高度负责，源于他们坚决维
护法治权威。

2012年4月，我调入漯河人
大机关工作。随着工作时间越来
越久，我对漯河人大有了更深的
认识。

漯河人大在事关全市发展重

大问题上的眼光前瞻。沙澧河
开发建设过程中，漯河人大率
先提出 《关于加快沙澧河沿岸
市区段开发，建设滨河生态宜
居城市的议案》，推动市委、市
政府作出了“高标准开发建设
沙澧河滨水区域、打造中原地
区富有魅力的生态宜居名城”
的战略决策。如今，经过十多
年的开发建设，沙澧河风景区
已成为漯河一张亮丽的城市名
片，先后获得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国家体育公园、国家4A级
景区等称号。

漯河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支持到位。漯河人大对政府工作
监督时常常换位思考，力求做到
和政府同心、同向、同力，寓监
督于支持之中。在沙澧河开发建
设过程中，规划区内部分村庄出

现恶意套取拆迁补偿的情况。漯
河人大及时作出《关于依法加强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执 行 工 作 的 决
议》，督促市政府开展大规模的
违法建筑集中拆除行动。

漯河人大对群众关切问题的
回应及时。群众所想所盼就是人
大努力的方向。近几年，漯河人
大针对市区交通出行不畅问题，
及时开展交通秩序整治专题询
问，积极推动全市公交改革，督
促市政府先后投入4亿多元，购
买新能源电动公交车828辆，市
民交通出行状况彻底改善；针对
居住环境欠佳状况，及时推动市
政府开展环境整治行动；群众反
映强烈的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
巷整治等一大批民生实事得到落
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漯河人大努力增强创新意
识。困难和问题在哪里，破解难
题的创新思维就用到哪里。今年
10 月，漯河人大设立基层代表
联络站、人大代表工作室等创新
做法，被全国人大作为典型经验
向全国推广。

刚调入漯河人大时，遇到好
友亲朋，常有人说我找了一个
轻闲的好地方。如何消除这些

人对人大工作的误解呢？必须
加大宣传力度。刚好，市人大
常委会领导要求建立漯河人大
网站，我自告奋勇，承担起漯
河人大网的创办任务。经过几
个 月 的 努 力 ， 漯 河 人 大 网 上
线 ， 我 成 了 首 任 站 长 。 紧 接
着，我和同事一起创办了 《漯
河人大在线》 电视专栏，到现
在已经播出300多期节目；编辑
了 《谋事之基》《见证履职》
《沙澧情民主路》 等一批全面反
映漯河人大工作的书籍。

我积极投身人大宣传工作，
先后撰写了 30 多篇稿件，在
《人民代表报》《人大建设》《漯
河日报》等报刊发表。2016年1
月，我转岗到法工委从事地方立
法工作，先后撰写了《地方立法
将给漯河带来什么》《用工匠精
神推动漯河城乡规划进入有法可
依新时代》等稿件，讲述漯河人
大开展地方立法取得的成绩。其
中，《用工匠精神推动漯河城乡
规划进入有法可依新时代》获第
28届河南人大新闻奖。

爱到深处情更浓。在讲述漯
河人大好故事、传播漯河人大好
声音的这条道路上，我希望自己
能够竭尽全力。

■吴继红

白云生处有人家

云是从山里生起来的。
走着走着，猝不及防，一抬

头就是一朵一朵的云，多得哪儿
都是。

有些地方的云厚些，像雕塑
家雕出的一座白色小山，与地
面上的山峰遥相呼应，又像画
家用笔一层一层描绘出的风景

画。
有些地方的云薄些，像是谁

把棉花撕碎，一朵一朵铺在碧蓝
的天空。

调皮的云，爬在山头、盘旋
在树梢，像古灵精怪的孩子时时
变换着造型，一会儿是一只长尾
巴的猴子，一会儿是一匹矫健的
白马，一会儿是一条滑溜溜的小
鱼，一会儿是海面上几朵雪白的
浪花……

云是贪玩和随心所欲的，它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里就
去哪里。有时它跟着游客的脚
步，去山上寻一处美景；有时它
游荡在山头，把自己倒映在清澈
的湖面。

云起的地方住着一对老夫
妻，种菜养蜂，怡然自乐。

在他们忙碌时，云就在他们
头顶和身旁嬉戏。当他们停下来
想喝一口泉水时，发现捧起的竟
是一朵洁白的云。

看，云就是这么调皮。

如果云知道

“我这一辈子，行过许多地方
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
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
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把云当
情书，寄给了风华正茂的张兆和。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
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把浪漫揉
进云朵，寄给了负笈远游的赵明
诚。

杜甫挥笔写下“荡胸生曾
云，决眦入归鸟”，秦观吟唱“纤
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
度”，苏轼书写“几时归去，做个
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
云”。

天空中的每一朵云，都有属
于自己的形态。世上的每一个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事。

“如果云知道……”许茹芸这
样唱。云知道又怎样？

云流浪千年万年，也漂泊了
千年万年。它经历过分别离散，
亦体验过团聚温暖；它曾向阳而
生，也曾化雨而落。不管风吹，
不管雨落，当一切慌乱过后，云
还是会回归原来的样貌。

云早已看淡世间一切，它是
有大智慧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在一朵云里，安顿好自己。
生活中，回归真实的自己，感受
最美好的幸福。云淡风轻，便可
日日都是好时光。

既然世事不能尽如人意，不
妨依心而活，像一朵山间的云。

人是流散在世间的云

那年夏天，我曾在中俄接壤
的一个小城短暂停留，去了赫哲
族聚居地，看了捕捞开江鱼的盛
况，尝了久负盛名的全鱼宴，也
感受了宁古塔的荒凉。

在山林间，和蒙古族、朝鲜
族以及来自大西北的画家朋友
一起动手烤全羊，吃冷水鱼，
凳子、桌子摆在水里。山泉水
轻 轻 流 淌 ， 大 家 赤 脚 开 怀 畅
饮，脖子上挂着白色的哈达，
载歌载舞。

一大朵一大朵的云在头顶盘
旋。蜜蜂在阳光下扇动着透明的
翅膀。树一棵挨着一棵，密不透
风却又错落有致。

薰衣草若有若无的香气、俄
罗斯冰激凌浓郁的奶香，都让人
沉醉。

那次不久，有人去了广州，
有人去了重庆，有人去了北京，
有人去了甘肃，还有人患了癌。
刚开始还有他们的消息，后来渐
行渐远渐无声。

白云似苍狗，世事如浮云。
那些曾经一起看云的人终于成了
彼此的过客。人是被拘着的云，
亦是流散在世间的云。聚是缘
分，遇也是靠缘分。

所以，当你有时间看云，有
人陪着看云，请一定要珍惜。

如果云知道

■谭艺君
如果在人生的另一面
你只剩下黑夜
还是先在心里点上一盏灯吧
让自己慢慢地发亮

你用全部生命里的光为笔
画下内心那些永不褪色的风景
你渐渐懂得一颗星星为何高

远而单薄
为何坚守那样的位置
为何在时间里不倦地明亮着

有时候四面是风，灯火晃来
晃去

似乎就要湮灭了
纵然线条零乱
它们还是一根一根地亮着
这生命里的柴薪
保持着你给予的光，和热

如果离开
你是不是能看到一行发亮的

脚印
伸向哪个方向

灯
（外一首）

林间松韵，石上泉声，静里听来，识天地自然鸣佩；草际烟光，水心云影，闲
中观去，见乾坤最上文章。 国画 彭全森 作

心灵 漫笔

■周金生
下班路上，饥肠辘辘，想

吃一碗鸡丁烩面的念头是那样
的强烈。尽管冰箱里塞满青
菜、猪肉、酱牛肉、冻饺子
等，但我还是想吃那家的鸡丁
烩面。

烩面馆里坐满了食客。一
个少妇指着身边的男人对老板
娘说：“我老公十年前吃过咱
家的烩面，念念不忘。这不，
他刚从广州回来就拉着我来吃
烩面。”老板娘微微一笑。见
我进门，她立刻热情打招呼：

“叔，还是一大碗烩面？”见我
点头，她用富有磁性的女高音
向后厨传话：“一大碗烩面。”

县城的烩面馆比较多，都
是数十年的老店，味道各有特
色。不过，我对这家的鸡丁烩
面情有独钟。这家的鸡丁烩面
走的是大众路线。在别家烩面
七八元一碗时，这家的烩面一
直卖五元，从不轻易涨价，因
为来这家烩面馆吃饭的以农民
工居多。

走进烩面馆，浓烈的卤味
扑面而来，让人垂涎欲滴。这
家烩面馆的面筋、弹、软，经
得起反复咀嚼，配上卤好的鸡
丁，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香气。

我常常吃完最后一根面，
还要喝光碗中的汤水。朋友提
醒我：汤水油重，
容易长胖。但我坚
持细细品咂碗中的
汤汁。喝完汤，我
偷偷向四周望一
眼，看有没有人留
意我的吃相。

这家烩面馆
的一大特色就是
酱色。烩面出锅
后，撒上蒜苗、

芫荽，浇上带肉的卤汁，色
香味俱全。老板是在用心熬
汤、煮面，他把热情揉进每
一根面里、熬进每一碗汤
里，点点滴滴都是对顾客的
爱。

20世纪90年代，我在县
城读高中时，第一次吃这家的
烩面，其味道便沉在心底，再
也扯不走、挥不去。那时的烩
面一碗两元，对于我这个一周
生活费只有五元钱的农村孩子
来说，偶尔吃一次无异于山珍
海味。

1997 年我到县城上班
后，各种美食也品尝不少，可
二十多年来让我百吃不厌的只
有那家的鸡丁烩面。

文友根蒂和我吃过一次
后，也说好吃。我们几乎每周
相约小酌，吃的几乎都是鸡丁
烩面，要两个小菜、两碗面、
两瓶啤酒。面上滴少许陈醋，
淋少许辣椒油，吃得酣畅淋
漓。我们谈诗词、谈创作，谈
阅读某本书的感受及对书中人
物性格的看法……快乐的时光
一点点滑过，我俩从懵懂青年
到为人夫、为人父，再到两鬓
华发泛起……

这碗面，我从少年吃到中
年，味蕾对这碗面已经有了永
恒的记忆。

难忘那碗鸡丁烩面

■梅丹丽
走在秋天的路上，阳光

在树叶上闪着金光，地上洒
满了秋色。无论凝视眼前的
一棵树、一朵花，还是眺望
远方，都给人以时光不老、
生活安好的幸福感。离开城
市的繁华，到散发着土地芬
芳的农村，仿佛穿越回那纯
真的岁月。

房屋

一天，和朋友聊天，说起
改革开放几十年农村翻天覆地
的变化。他说，小时候家里特
别穷，住的是草房。家里人经
常提前修房顶，免得下雨天屋
里漏雨。现在不一样了，房屋
设计既合理又美观，再也不怕
下雨了。天热家里有空调，天
冷有暖气。朋友感叹：当年的
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能
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看着他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的幸福感溢满心头。因为这
也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过
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越来越好的生活，让人充
满希望。

秋收

秋 收 时 节 ，
黄澄澄的玉米在
阳光的照耀下闪

烁着光芒，勾勒出一幅丰收
图景。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秋收与现在大不相同。那时
候，由于农业机械设备落
后，需要全家总动员才能保
证以最快的速度颗粒归仓。
步行去地里的，脚步匆匆；
拉架子车去地里的，肩上套
上攀绳。掰完玉米棒，还要
把玉米秆砍倒，然后把玉米
秆拉回家。因为忙于农事，
秋收时农人吃不上饭、顾不
上喝口水是常有的事。

随着农业现代化，烦琐的
秋收程序简单了，农民不用那
么辛苦了。玉米熟后，联合收
割机到地里，收割、摘棒、剥
皮、秸秆粉碎，整个作业程序
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如果
玉米粒不够干，还可以用烘干
机烘干。就算是遇到下雨天，
也不怕了。现如今，秋作物熟
了，不知不觉就秋罢了。

上初中时，一位政治老师
说：“未来的农村，将全面实
现现代化，麦不用手割，玉米
不用手掰，机器过去一遍
净。”当时的我们都认为老师
在吹牛。如今，人们不由得赞
叹：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让生
活更美好。

时光不老，只要有梦想，
它会帮助你实现。时光不老，
它会把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送
达幸福的彼岸。

时光不老
那时泥土般懵懂
在黑暗里
将大地的胸膛拍遍
星星的眼眸
在露珠上闪亮
天空深海般蔚蓝

以水宠爱的质地
走向火
交出最后一滴泪

让内心的火焰
把自己炼通透

你用了半生的时光
成为瓷，散发
夜暝无法涂抹的光泽

倾尽一生
不过是为了四个字：
小心轻放

瓷

白
云
生
处
有
人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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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