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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飞雪迎春的崭新微笑，
带着喜鹊登梅的崭新舞蹈；
带着绿水青山的崭新诗情，
带着两个百年的崭新画稿；
带着追梦路上的崭新步伐，
带着层出不穷的崭新捷报；
让我们以中国职工的名义，
向亲爱的祖国报告！报告！报告！

祖国，我要以“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名义，向你报告：
一张纵横环宇的天地之网，已由我们精心织造。
我们要用这张网，给地球村送去更多的福音，
我们要用这张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开星光大道！

祖国，我要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名义，向你报告：
七千米深的海沟里，已留下我们约定的扫描。

“蛟龙号”就是我们心中复活的神奇蛟龙啊，
五洋捉鳖，再也不是尘封的传说、古老的歌谣！

祖国，我要以港珠澳大桥的名义，向你报告：
一条世界之最的“海上长虹”，已经来人间报到。
它用璀璨，吟唱东方智慧的精美绝伦！
它用英姿，赞叹大国工匠的技艺高超！

祖国，我要以歼-20的名义，向你报告：
我们的第五代战斗机，已亮相星汉九宵。
国威军威是它银光闪闪的翅膀，
天下无敌的利剑，日夜高悬在万里云涛！

祖国，我要以东北棚户区改造的名义，向你报告：
一双双普通百姓的望眼，已经把明媚相邀。
渴望的心呀，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阳台，
多年的梦呀，终于和鸟语花香紧紧拥抱！

祖国，我要以南水北调工程的名义，向你报告：
久旱的北方，因长江水的滋润而显得青春年少。
四千公里的水路，流淌着时代的美谈佳话，
每一缕潮音，都是神州大地上的悠悠长调！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中国力量的代号！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开创精神的坐标！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工人伟大的诗章！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劳动光荣的注脚！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你永远的骄傲！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你永远的自豪！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你永远的骄傲！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你永远的自豪！

祖国，我向你报告（朗诵诗）
——为全国首届职工春晚而作

杨德祥

【编者按】《放歌新时代》——2018年全国首届职工
春节联欢会将在南京举行。本报原副总编、诗人杨德祥应
邀为晚会激情创作了朗诵诗《祖国，我向你报告》。现将该
作品在本报首发，作为向新春的献礼，以飨广大读者。

在海边生活了很多年，总是记不住潮汐的
规律，只记得海边人常说的一些潮水歌。比如

“初一十五潮，天亮泊遥遥”。我知道，每到农
历的初一或十五，海水退潮最远、时间最长，人
们纷纷去潮头边的礁石上敲海蛎。

我们居住的陈陶，离海很近，几步地。那时
的海和天空一样蔚蓝，一样纯净。海水退潮时，
海边露出一大片滩涂和礁石，每月初一十五前
后那几天，人们提着小桶小盆，带着蛎刀（取钢
条或粗铁丝，一头用锤子砸平成刀状，再安上木
头把手，就成了自制的“蛎刀”）、蛎撬（短木棍的
一头镶着带尖嘴的长条铁器）、化纤袋，或成群
结伙，或单独行动，赶海敲海蛎、打蛎壳。

海边几乎每一块岩石上都能发现紧紧依
附在上面的蛎壳。它们收敛着，潜藏着，尽量
不引起人的注意，努力把柔嫩的身体藏进坚硬
的壳里，那壳也不是光彩照人的颜色，黑乎乎
脏兮兮，疙疙瘩瘩的，乍看像一块块丑陋的小
石头，但仍旧逃不脱被发现、被剥离、被吞噬的
命运。剜海蛎肉时，用左手捏紧海蛎壳，右手
紧握蛎刀，从壳的边缘轻轻刨扎进去，稍一用
力壳就被掀开了。一只只带着青花瓷一样色
彩的不规则“小碟子”里盛着一汪汪青云似的
海蛎肉，用手轻轻一带，将海蛎柔软的肉连同
汁液从壳子里挖出来，放在早已准备好的小盆
小桶里。蛎壳很锋利，稍不小心，手脚便会被
划破，一下子鲜血直流。万一碰到这种情况，
打一个海蛎迅速贴在伤口处，血会立即止住，
它是天然创可贴。

打蛎壳是个费力气的活儿，躬身弯腰立在
或大或小的礁石上，对准礁石上丛生的海蛎
壳，一手抓牢，一手握紧蛎撬，找一个合适的着
力点，贴近礁石表面用力地从根处往下剜，一
插一撬，蛎壳就离开了依附的石块，纷纷落
下。打回家的蛎壳要及时剥，不然温度高的
话，过三五天就要变质。一般在打回蛎壳的当
晚，吃完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剥海蛎，一
边可有可无地说着话。蛎壳中偶尔夹杂着一个
半个鲜活的海星、海蟹、海螺，稀有而漂亮，为枯
燥的劳作增添小小的兴致。母亲们会讲一些小
时候受苦挨饿的故事，讲海边曾经发生的往事，
也讲小白龙探母、杨三姐告状等民间故事。这
种时候，是一家人沟通的最佳时机，缕缕亲情的
温馨在屋里荡漾。也是在这种时候，父母无意
中教会孩子如何面对生活，怎样做人立世。

在海边人的心目中，海蛎是首选的绝佳美
食。它的学名牡蛎，具有强身壮体与滋阴壮阳
的多种药补功能。经常食用，不仅能保证人体
足够的钙质和锌，还能美容护肤，让人气色滋
润，精力旺盛，血源充沛。海蛎的吃法难以计
数。最简单的吃法是用少量食盐将海蛎剔洗
干净后，切些葱花姜末，用瓷碗直接将海蛎放
入清水锅里蒸，水开几番，清纯的海蛎体香夺
锅而出，那蓝色的汤水，甜美的鲜味，让你味蕾
大开，百吃不厌。还有海蛎豆腐、海蛎抱蛋、海
蛎萝卜丝饼、海蛎粉丝、海蛎馄饨、海蛎面条等
等，不一而足。我们最喜欢也是最原始的吃法
是，从海边打到蛎壳后，就地找些沙滩头的枯
柴，架起柴火，不仅不须撬开海蛎壳，连它的身
子也不用洗，直接将它放到火堆中烧烤。随着
火堆里噼噼啪啪炸响，鲜香扑鼻而来。原汁原
味地吸溜进嘴里，能鲜掉舌头。

早年，海边人吃不完的海蛎子，会拿到市
场上去卖，以贴补家用。卖不完，就将它们洗
净，水煮，开后捞出放在竹筛上晾晒，晒成蛎干
做鲜头。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连岛等一些
沿海渔村大力发展海上太平洋牡蛎养殖，注册

“海州湾生蚝”品牌，打破传统的“坐地销售”模
式，积极纳入电商微商平台，不起眼的“海蛎
子”远销国内外，成了渔民转产致富的法宝。

敲 海 蛎
马永娟

当有一天，你睡不着，才明白以
前躺下即睡是多么幸福的事。那
时，你总想挤占睡眠，说时间像海绵
里的水，挤挤总是有的，甚至以为睡
着了什么都不知道，还不如清醒有
价值。于是加班加点，把生命的弹
簧压得很扁。这其实是一种透支。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整夜灯火
通明，我被这些勤奋感动。年轻的
时候，我曾在南京大学的教室里，通
宵晚自习。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
年头，空悲切。他的话是多么有教
育意义啊！

过去，总提倡今日事今日毕，这
是多好的习惯。有一首《明日歌》批
评拖拉的人：明日复明日，岁月成蹉
跎。并常见报道——拼命三郎，只
争朝夕，这是进取的价值观。我写
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有顾虑，怕人说
我太消极。好在去年获诺贝尔奖的
人也说了，最大的敌人是熬夜。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本是
自然的规律。但是人造出了灯，把
夜晚点亮。看着那灯芯，就像煎熬，

难怪人们说，生命在燃烧。
还有一些更硬的话。比如，我

要和时间赛跑，我要改天换地，我要
扼住命运的喉咙！

有人说，不会休息的人，也不会
工作。又有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哪些对，哪些不对？我疑惑，写
过一篇文章发问——《忙好还是闲
好》。后来，我终于有点明白了，就
写了另一个文章，叫《不必太忙碌》。

睡眠，如一场深呼吸，让生命恢
复弹性，充满活力。这有点像放电，
深度放电，是为了更好地充电。彻
底放松，是为了更好地补充。休养
生息，这大概就是白天与黑夜轮流
交换的意义。

在夜晚，一切安静下来，进入了
梦乡，准备迎接新的黎明。

如果说生命的长度是固定的，
你多工作少睡觉，可能是扩大了生

命的价值。可是，生命就像自行车，
它的寿命除了本身的质量（遗传），
还有赖于后天的保养。照这么说，
休息也是有价值的。

睡到自然醒，该是多么好！不
要闹钟催，天晴了，太阳出来了，我
们醒了。

睡不着觉，如果是床歪了，就赶
紧扶正；如果是想念，就联系一下；
如果是压力，就需要释放；如果是爱
好，那得改一改。不要以为熬了一
小时夜，补一小时就行了，这远远不
够！它的利息很高，账不是这么算
的。

我自己当然也做的不好。熬
夜，害得别人也跟着熬夜。在这方
面，我是有歉疚的。从今天起，我们
都改一改，互相提醒，早点休息。

越休息，越长久。现在就睡吧，
已经太晚了，别硬撑了，还有明天。

还有明天
柳再义

苍耳是流浪在乡野的一种常见
的植物，农村人都认识它！

苍耳就像一个流浪者，浪迹四
野，四处为家。我在很小很小的时
候，就在老家的田野里认识了苍
耳。那是秋后，田里的庄稼已经收
割，在田头地边，在河畔沟旁，我们
可以见到满身结满了带刺果实的苍
耳。此时的苍耳已经不再年轻，变
得老态龙钟。苍耳的果实也褪去了
青色，成为黄褐色。苍耳的果实叫
苍耳子，满身长满了钩刺，只要有动
物从自己的身边经过，苍耳子就趁
机粘到动物的身上，然后由动物带
着它浪迹天涯，最后在哪里落地，就
在哪里安家。

苍耳不仅“亲近”动物，见到人
也很“亲热”，只要你从它的身边
经过，它就会粘上你的裤脚。苍耳
见人就“亲”，我们管它叫“见人
亲”。

苍耳就像农村的孩子，有大名
也有小名，苍耳有许多的别名，细细
数来，竟然有三四十个之多。苍耳
的别名有：卷耳、葹、苓耳、胡葈、地
葵、枲耳、葈耳、白胡荽、常枲、爵耳、
耳珰草、常思、常思菜、羊负来、只
刺、进贤菜、道人头、喝起草、佛耳、
缣丝草、野缣丝、野茄、猪耳、痴头
婆、虱麻头、粘粘葵、白痴头婆、刺儿
颗、假矮瓜、白猪母络、疔疮草、野紫

菜、野落苏、狗耳朵草、苍子棵、青棘
子、菜耳、粘粘连、油巴子。你瞧，苍
耳有这么多的名字，是不是被它绕
得有点头晕？不知道是，还以为是
不同的植物呢！

苍耳在我们家乡，被称为是“棉
草狼”。顾名思义，苍耳就是植物中
的“狼”。既然是狼，那么，多少会带
点野性，这从苍耳的性格中可以看
出。植物是动物的食物，但是，苍耳
对于动物，却从不畏惧，无论是温顺
的绵羊，胆小的兔子，还是凶猛的狮
子、豹子、老虎，苍耳“照单全收”，毫
不留情地用它的钩刺，拼命地扎到
它们的身上。在苍耳的字典里，从
来没有害怕、畏惧这个词汇，苍耳从
来不知道退缩。

苍耳既然叫棉草狼，说明它也
像狼一样，喜欢群居。田野里，只要
有苍耳的地方，就是成群结队，苍耳
一般不落单。苍耳的适应性非常
强，对于脚下的土地，苍耳从来不挑
肥拣瘦，只要是土壤，它就能扎根，
只要有水分，它就能生长。

苍耳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时珍
曰∶其叶形如麻，又如茄，故有枲耳
及野茄诸名。其味滑如葵，故名地

葵，与地肤同名。苍耳全株都有毒，
但是，也可入药，《本草纲目》记载苍
耳有发散风寒，宜通鼻窍，祛风除
湿，止痛止痒的功效，主治风寒头
痛、风湿痹痛、疥癣、荨麻疹、风疹、
疔疮痈肿、寻常疣。苍耳还可以降
血糖、降血压、治麻风，其种子利尿、
发汗。苍耳的茎叶捣烂后涂敷，可
以治疥癣，虫咬伤等。

苍耳在《诗经》里叫卷耳：“采采
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
行。”（《诗经·周南·卷耳》）其诗云：
一个已婚的女子，在田野里采摘苍
耳，不由得思念从军的丈夫，“采呀
采呀采卷耳，半天不满一小筐。我
啊想念心上人，菜筐弃在大路旁”。
你看，女子在采摘苍耳时，由于思念
丈夫心切，就扔掉了采摘了一半的
菜筐，一心一意地去想念自己的丈
夫。真是此心苍天可鉴，苍耳可
证！此情此景，不由得不让人同情
落泪。

有评论称，《卷耳》为中国诗
歌长河中怀人诗开了一个好头，
其深远影响光泽后世。苍耳生长
在《诗经》里，提高了苍耳的品位，
但是，苍耳，依旧是一枚生活在
民间的草木，它其实不懂爱情，也
不懂《诗经》，只是自顾自地在乡
野里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没心没
肺！

苍 耳
池 墨

南京天冷，怕冷的我连续十几天鼻子不通
气，加上嗓子痒，夜里咳嗽，把人整得一点精神
都没有，干什么都没劲。

避寒。网上买了一张飞机票，平安夜那天，
飞到了三亚。一到凤凰机场，脱掉了羽绒服和
保暖衣，单衣单裤，一身轻松，爽。

三天一过，鼻子通气了，只是咽炎、扁桃体
炎一时半刻不见好, 还时常困扰着我。

12月31号这天，一朋友邀我去东方市看
乡村美景，摘水果蔬菜。欣然应允，驱车前往。

下了高速，赫然看见三个字：板桥镇。不是
做梦吧？我又回到了南京？板桥镇我太熟了，
我在那儿度过了二十几年的芳华岁月。有点激
动，细一看，此板桥非彼板桥，这是海南的板桥
镇，离三亚不远。朋友告诉我：这个板桥镇位于
海南的西南部。这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水
果疏菜海鲜的集散地。这儿空气清新，负氧离
子浓度高。传说有个山西古稀老人得了肺癌，
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癌细胞居然全没了。他开
心，他兴奋，他在板桥安家落户，还叫来了不少
山西人。想润肺吗？来板桥吧。

到了叶瑞村，小陈一家热情相迎，把家里所
有好吃好喝的东西都端上了桌，还叫来了四乡
八邻。这儿的民风真让人羡慕！我也不想走。

酒足饭饱，几位乡亲领我们来到了一片西
红柿（也叫圣女果）园子，我提着个百岁山矿泉
水的纸盒，尽情地享受着一点一点红红的幸
福。摘了西红柿又去采青枣，青枣好种不好摘，
一不小心就会被刺着。好多年没干农活了，我
被划了几道细细的血痕，但没有疼的感觉。一
颗颗青枣非常诱人，什么感冒、什么咳嗽、什么
流鼻涕，此时，这些现象全没了踪影。看来劳动
能治病呀。

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三亚住地，已是夜半
时分。坐在沙发上看微信：今日三末，周末、月
末、年末，烦恼统统抹去。明天一来，你来，我
来，他来，一起迎接未来，来的全是欢乐”……

时钟快到零点，外面响起了迎新年的鞭炮
声，我起身收起了那本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挂
历。在客厅的一侧，端端正正挂起了2018年的
挂历，电视里传来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声音：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望着挂历，望着那个金
光耀眼的福字，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春节快到了。过去的一年，家
中喜事多多，喜气扬扬。别的事不
说，就说这年头能在省城摇号购到
新房可是件大喜事。节前，我和爱
人忙着将已卖了的老房子里面家当
整理打包准备搬家带走。

“哇，这么多红包，新年发财
了！”当我爱人取下墙上相框时，看
到瞬间洒落满地的红包，欣喜地欢
叫起来。这些红包是多年来母亲按
苏北老家年俗每年大年三十晚悄
悄压在我枕下的“压岁钱”，给我这
位已远离故乡的人多份孩时的“年
味”。我满怀激动，急忙上前弯腰
将一个个写着祝福语、装有“压岁
钱”的红包小心翼翼地拣起来，里
面分别整齐地放着200元人民币和
也变成碎片的家乡年糕，16年前那
个春节有关母亲的往事，顿时浮现
在眼前……

我老家住在苏北一个偏僻的小
村庄。目不识丁的母亲就在这个贫
困村庄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6人拉
扯大。1997年，父亲不幸去世，往
日充满温馨的四合院瞬间变得格外
冷清，只剩下母亲与孤灯相伴。
1998年春节，我从部队回家探亲，
合计着将母亲带出村子。可话一出
口，就遭到她的竭力反对，经过苦口
婆心地劝说，她总算勉强答应。搬
家那天，母亲踏着泥泞的乡村土路，
流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生活了

40多年的村子。
为让母亲远离孤独，我们特意

把新家安置在离乡政府不远的公路
旁。第二年的春节，当我们再次回
家陪母亲过年时，发现她已变得体
弱多病。听邻居说，母亲经常独自
一人步行一二个小时到原来生活过
的村子去走走，望着她刨了一辈子
的土地发呆。我的爱人想了个办
法，如此让老人孤独养老，还不如
让她到附近的集市上做点生意，充
实晚年的生活。可母亲说啥也不
干，说一辈子不识字，也从没摸过
秤杆子算过账。更让她伤心的是，
说如果我的父亲在世，绝不会让她
出门做小生意，给别人笑话，骂儿女
们无能。

这样简单的劝导很难改变老人
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必须想办
法“逼”母亲走上“创业”路。第二天
一早，我便带着两个弟弟冒着小雨
赶到50里外的县城，精心地为母亲
寻找可经营的项目，兄弟仨在雨中
奔波了3个多小时，终于在讨价还
价声中我亲自将当地的蒸制水糕的
生意学到手，并为母亲买了一套专
用工具。母亲终于答应了。那天夜
晚，我家的小院子里笑声不断。两
个月后，小妹特意打来电话向我们
报喜，母亲的生意开张后，如今不仅
人变得精神了，每天还能挣上三四
十元钱呢。

2002 年春节前，我们回家探
家，看到母亲的生意做到大年三十
仍歇不了手，便笑问她的经营之道，
一旁快嘴小妹抢着说：“妈妈蒸制的
水糕，价廉物美，加上微笑服务，
生意怎能不红火。”一番话，逗得
我们捧腹大笑。母亲笑骂道：“鬼
丫头，古人都知道和气生财，做生
意的怎么能整天板着脸对人呢？”
按家乡年俗，母亲在大年三十的
晚上还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份
压岁大红包。满堂的儿女们被母
亲的举动感动不已，都控制不住
流下激动的泪水。母亲到县城我
的二弟家住了几天后，决定把乡
下的摊子搬进城里。后来，母亲
不仅生意做得红火，还跟着城里
老人们学着哼起了家乡小调，跳
起了快乐的健身操。

日子一天天过得红火，每逢春
节，母亲给儿孙们发的压岁钱也越
来越多，带来的是笑语欢声。 2013
年9月，母亲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也将母爱和笑声带到了天堂。

每逢佳节倍思亲。望着眼前
这些16年前春节时母亲留给我们
的“压岁红包”，决心已定，这个春
节我们要带着孩子再回老家，领他
们到乡下看看那片饱经风雨的老
宅子，听听奶奶当年“创业”时的故
事，将善良、勤劳的家风一代代地
传承下去。

2017年最后一天
罗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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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留下“压岁钱”
孙 军

披着阳光
带着微笑，欢歌
一点点，爬上山坡

携唐风，宋韵，花香鸟语
一挥手，便春风浩荡，万顷绿波
一开口，就千军万马，蝉鸣虫趣

海风，吹疼了疯长的发
为推动一朵云，拨动一片海
一颗灵魂唤醒了另一颗
你弯腰，匍匐，至沥血

寂静的小岛，潮起云落
一朵朵向日葵，开满了阳光
你，伫立成了太阳

想江苏，走江苏
不问轻烟飞桥，不问透绿草原
以稗子的生长引爆春天
这一心一意，多么轻而易举
今天偏知，今天偏要
一个名号的著称贯通大气流
如若近邻风格近似
区别只是所到和未到
模棱了远近。远的可以
守在身边，近的没了方向
带上今天的盐，今天的糖
再带上身体的铁和钒
来到江苏，福祝江苏
可我雕刻不了这幅长卷
又是哪次热爱的心
让我如此贴近江苏

一汪清泉
倒映着茶花飘香的秘密
路过这里的人
自觉地添一份秘密在泉中

契合一场邂逅
花瓣渐次零落
泉的闺房，花语唧唧
往泉眼的方向抒吐和徘徊

如果你路过
就捎走满泉的秘密
顺着水流
多转几个弯

追着太阳奔跑
——致海岛支教者

李 明

漫游江苏
心岛伊伊

禅静如泉
董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