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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觉得，上一个春天的花还没看够，这一个春天又赶趟来了。就像一位作者
说，开春了，我们的眼里、心中，藏着的那些美好秘密，开始发芽了！这一期点题征文
就写写：开春想做的几件事。当然，好好做一件，也是美好的。

来稿请投至：423443445@qq.com，标注“点题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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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了
□靳义堂（宁夏银川）

去爱那些幸福的小事
□谢春芳（上海）

春天来了，往日典农河冷硬僵白的冰面在
阳光下变得油润起来，岸边垂柳的枝条也柔软
起来，洇出淡黄的雾，在河岸上形成一抹雾锁
春山的写意画。

河面的冰开始融化，与春水融为一体。梳
妆镜打开了，岸柳转动着颀长秀美的脖颈照着
自己的容颜，东风为她梳理着一头秀发。每年
都是垂柳第一个把春天到来的消息告诉我
们。看到她的头顶开始笼罩着一团淡绿色的
烟雾，我们的心里便升腾起一股喜悦和期盼。

初春是充满希望充满期盼的季节，到底在
期盼着什么，似乎自己也不清楚，只觉得到处
都在变化，一切都很新奇。乡村路旁的车前子
长出了新叶，溪水里的水芹菜抽出了新苔，溪
边的柳树远远望去笼罩着一团烟雾，到近处
看，叶芽就像刚出壳的乳鸭的小嘴一样嫩黄，
枝条却已油绿。孩子们爬上树去，把顺溜无
杈、筷子般粗细的枝条折下来，用手指头捏紧
从上到下拧一遍，柳枝的皮就松动了，再用牙
咬住较粗的一头，两手握着枝条轻轻地一抽，
就把树枝从皮里抽了出来，露出新而白的颜
色。他们会用嘴唇抿着树枝捋几遍，咂吧几
遍，因为上面有一种黏滑而微甜的味道，这一点
甜味他们是舍不得放弃的。然后把细管状的柳
枝皮截成一寸到两三寸不等的长度，掐去一头
的外皮，做成柳笛，每人嘴里都噙着一个或两个
吹起来，村前屋后，此起彼伏，春天便在这不成曲
调的柳笛声中加快了脚步。

城市公园里的老人和儿童多起来了。他们
在和煦的阳光下交谈、嬉戏，看到草坪里干枯的
草叶下露出嫩绿的草尖，看到白杨树枝条上鼓
胀的苞芽，他们开心地笑着、欢呼着，指给同伴
来看，心里充满了欣喜和期盼。春天是一个能
让老人安详，能让儿童快乐的季节。

倒春寒现象和沙尘天气也时常出现。你
刚脱下厚重的棉衣，换上夹袄，扩扩胸，踢踢
腿，突然天阴沉起来，风寒冷起来，让你对“春

寒料峭”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更加深入的理解。
但你知道，这乍暖还寒的天气是不会长久的，
你一点也不沮丧，反而对温暖的春风更加希
冀，更有信心。

河冰要融化，草木要发芽，这是一次寒流能
够叫停的吗？这是一场沙尘能够阻止的吗？几
声寒鸦的鸣叫，能唱衰已经来到的春天吗？

工地开工了，塔吊长长的手臂在空中自如
地伸缩着，把人们的希望一层层加高；商铺开业
了，门口的花篮绽放着热情，鲜红的飘带向路人
招手致意。工厂里的机器启动了，沉稳的响声
就像开赴前线的军队的脚步声，坚定而豪迈。

伴随着东风轻快的脚步，繁忙而热闹的春
天来了，带着人们的憧憬和热情！

生活中的幸福常常是细微的，如同清晨的
露珠、傍晚的微风，还有深夜里的星光。这些幸
福的小事，轻轻地触碰着我们的心灵，提醒我
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简单的快乐依然存
在。在日常的喧嚣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小
幸福，却不知它们才是构成生活美好的基石。
去爱这些幸福的小事，就是在平凡中发现不平
凡，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也是一种心灵的修养。

早晨的一杯咖啡，它的香气似乎有魔力，能瞬
间唤醒沉睡的灵魂。每一口味道都承载着新的开
始和无限的可能。即使是匆忙的一天，这杯咖啡
也能给予我们片刻的安宁。它不仅是一种饮品，
更像是一个温暖的问候，提醒我们即便面对忙碌
和挑战，也不要忘记享受生活的每一个小瞬间。

午后的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洒在桌面
上，形成斑驳的光影。那一刻，即便是堆积如山
的工作，也变得不那么沉重。阳光像是自然的
赠礼，它无声地告诉我们，无论外界如何喧嚣，
内心总能找到一片宁静之地。阳光下的温暖，
就像是生活在无形中给予的抚慰，提醒我们即
使在繁忙中，也要留心生活的美好。

夜晚回家的路上，街头小店里传来阵阵饭
菜的香味，那是家的味道，是温暖的象征。每一
次回家的路途，不仅是身体上的归宿，更是心灵
上的回归。家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地点，更是
一种感觉。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哗，家能给
我们最纯粹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些不起眼的
小事，像是生活中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我们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个地方可以称之为家。

朋友无意间的笑话、街角那朵盛开的花，还有
晚上睡前读的那一页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
事，实际上是我们生活中的宝藏。它们可能不惊
艳，不夺目，但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色
彩，给予我们力量和希望。在忙碌和压力之下，我
们可能会忘记这些小幸福的存在，但只要我们稍
加留心，就会发现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

去爱那些幸福的小事，去珍惜和感激生活
中的每一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慢
下来，用心去感受那些平凡中的不平凡。这些
小事或许简单，但它们拥有改变我们心情和观
念的力量。它们教会我们，幸福并不总是高不
可攀，有时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父亲打来电话，说他去镇上给我邮寄
了一箱猕猴桃，让我注意查收。父亲还说，
今年的猕猴桃遭了冰雹，果面有伤疤，但不
影响口感。父亲这么说，是怕我嫌弃，但是
怎么会呢？在我心里，父亲那片猕猴桃园
长出的果子是最好的。

父亲的这片猕猴桃园位于山脚下，起
初是一片苹果园。那些年，苹果园刚进入
盛果期，果子价格却一年不如一年。痛定思
痛，父亲下决心改种其它作物。考察了一圈
后，父亲认为老家那块背靠秦岭，应该适合
种植猕猴桃，便在苹果树的间隙栽上了猕猴
桃苗。

新栽的猕猴桃苗只有指头粗，不仔细
看，在枝繁叶茂的苹果园里根本找不到。
但父亲的谨慎和高明就在此，他不直接挖
掉苹果树，是怕自己看错。另外，猕猴桃从
新栽到试果需要三五年，等猕猴桃树长大
点再挖掉苹果树，这样损失能少点。事实
也正如此，我们多收了几年苹果，而猕猴桃
树也没耽搁长大。

到了第三年，猕猴桃树再也“藏”不住
了。收完苹果，父亲便锯掉了苹果树，苹果
园正式变身猕猴桃园。猕猴桃是藤本植
物，像葡萄一样需要搭架，父亲变废为宝，
从锯掉的苹果树中找端正且粗壮的枝条，
给一棵棵猕猴桃树搭起了架子。

秦岭里是一直有野生猕猴桃的，但是
人工栽培却只是近十几年的事儿，在当时
算是新生事物。父亲并不太懂猕猴桃的栽
培技术，但是父亲的优点是善于学习，从不
会被困难吓倒。于是父亲去周边县学习猕
猴桃剪枝、拉枝、施肥、人工授粉，学习如何
提高果品品质。学了几圈，父亲便成了专
家，村里的很多人开始找他取经。

到了第四年，猕猴桃园开始试果，果树
上开始有零零星星的花朵。我钻在一望无
际的藤蔓下，呼吸着草木的清香，抬头看着
那些以蓝天白云为背景的白色花朵，似乎
已经尝到了那渗入心肺的甜蜜。父亲则更
加开心，他像淘宝似地小心翼翼剪掉雄树
上面的花朵，把它们收集起来，打碎，过筛，
然后又装入一个自制的瓶子。他带着老花
镜一朵花一朵花地给雌花人工授粉，那认
真劲儿比我妈做针线活还仔细。

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那年秋天我们
收获了第一批猕猴桃。虽然只有三五筐，
仅够尝鲜，但是我们却极其开心。等过了
几天，猕猴桃软了，轻轻吸一口，冰凉多汁，
酸甜刚刚好。看来，父亲是把猕猴桃种成
了。再后来，猕猴桃园进入了盛果期，而且
价格也非常好。每年一到国庆，外地的客
商带人上门采摘，父亲数着钞票，心里比猕
猴桃还甜。

父亲这辈子一直在土地上劳作，他离
不开土地，但他却从不因循守旧，总是在飞
速变化的社会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子。他
常说，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该冒险的时候
就冒险，但选择了就要认真对待。他用这
样的人生观对待他的土地，而土地最终也
给了他回报。

父亲的猕猴桃园
□朱羽洁（陕西眉县）

小时光。摄影冯元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