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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如琴

不断升级的路
“开目不见路，常如夜中行”。从小，我就是

个胆小之人，独自去陌生的地方玩耍也好，办
事也好，如果脚下没路，是不敢贸然前行的。长
大后，亦如是。路的好与坏，是我判断一个地方
闭塞与开放、落后与先进、粗野与文明的标准。
改革开放四十年，从黄毛丫头到如今年近半百
的我，亲眼目睹了家乡公路的发展史。

我老家是原兴化县荡朱乡郭仙村，位于徐
官和北沙的中间地带。记不清是几岁，兴化县
城里放映古装电影《红楼梦》。我们村沸腾了，
走到哪都听到大人们议论这部片子。看过的，
绘声绘色地讲；没看的，听得一脸向往。那时
候，小小年纪的我还没去过县城，不知道兴化
在哪个地方，有多远，又怎么去。我所记得的是
正值青壮年的父母心动了，于某人黄昏放工
后，把我和尚走不稳路的妹妹托给邻家奶奶，
抱起年幼的弟弟与多个村人随生产队的冲水
机船去城里一睹为快了。由此我知道了兴化城
在水的某一方，想要去，走水路。

出门遇水，是家乡的特色。冲水机船在当
时，算是比较高级的水运工具了，但它主要服
务于农业，而不是为了载客。去县城一般是几
个人轮番竹篙撑船，或扬帆摇橹。所幸后来柴
油机配挂桨的研发使用，这才有了适应时代需
求的班船出现。老家那边开班船的是马踏港村
的马姓人家，一开十几年，大大方便和服务了
一方百姓。班船先是不足十吨，需求量大后又
换了个十几吨位的。早上四五点钟从马踏港开
出，沿途接收徐官、郭仙、北沙、荡朱及焦庄等
村的乘客，八点左右到达兴化。最初泊在内河
的西门码头，后统一管理，又停泊到外河阳山
大桥下的阳山码头。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少年
所有进城记忆，都是这样的船只和这样的码
头，没有其他。

班船虽好，亦有不足。因为一天只有一趟，
早出中归，早上太早，中午回去得也早，所以就
有早上赶不上班船的，和城里办事误班回不了
家的。大人们还好，他们总能想到办法，或叫私
家船只来去，或到邻庄蹭亲戚熟人的船只。可我
们一帮在鲁中上学的学生无奈得很，星期六放
学总是没法赶回家。高二那年，有低年级的同乡
学妹相告，说我们那边也开始造公路了，几个女
生便在宿舍里欢呼雀跃，高兴极了。早该造了
呀，要想富，先修路嘛。

可是造成的泥胚路好多年都没通车，直到
我出嫁后的一年，才被压成石子路。石子路也
好啊，方便也普及了自行车、三轮车、甚至摩托
车，什么车都不会的，可以等乘私人中巴，或三

轮嘟嘟卡（带车棚的三轮摩托）。至此，进城的
方式才慢慢告别单一的水上运输。

我依然是不方便的。我的不方便不是进
城，而是回娘家。嫁他乡后，想回趟娘家，有两
条长路可走：一是坐李健的中巴到兴化农公
站，从站内转乘荡朱的中巴，于北沙下车后，再
向西步行五六里；二是骑自行车至西北的舜
生，沿李中河长长的圩堤向南，中间过段摆渡，
至北沙后，再折西。两条路都不容易走，绕得
远，也折磨人。前者路上等的时间长，坐车时间
也长，我晕车不说，早晨出发到娘家，往往午后
了。嘟嘟卡到是快些，但路上灰尘太多，你干干
净净地上车，下车便似从灰堆里爬出的——灰
头土脸！记得冷家路段和东潭路段这两个重点
养殖基地，由于重载量的鱼车常年出入，路面
被压得坑洼不像样，车子每行到那里，都像个
摇晃的醉汉；后者长长的李中河圩堤长满了水
杉，树密的地方，树枝与树枝手掺手，人在里面
骑行像转山洞。路面是高低不平的脚印路，走
的人多了，才成了路。一人来去尚且劳顿，如果
带着孩子和包裹，简直就是遭罪。好在后来李
健到北沙也造了条小公路，乡与乡之间串联，
才缓解了我多年的困扰。但不久，父母随弟弟
买房进了城，我也彻底断了向那里去的路。

2015年，已在苏南谋生多年的我，回老家
给儿子准备上学的物品，也顺便陪他去北沙的
西郊派出所换到期的身份证。北沙方向的那条
路我差不多十年不走了，在思考从哪里去时，
儿子提议：走村后的二环路。我说我不认识。他
晃晃手机说：有这个！便戴上耳机听着导航前
面领路，我后面跟着，娘俩一人一辆电瓶车，上
路了。

那是条怎样的路呢？嘿！太舒坦了，比全国
任何地方的公路都不差。整洁的路面宽阔又平
坦，路标醒目车辆少，隔离带和路两边的风景
树携手脚下的花花草草列队欢迎来往的车辆，
沿途的村庄被一条条或是沥青或是水泥的路
面相连着，通向二环，再通向未知的远方。骑行
在上面，看着这美丽的风景和翻天覆地地变
化，真心要感谢这伟大昌明的时代。

因为有路，信息通了，经济活了，城乡的距
离缩小了。这两年，我虽然很少回老家，但从朋
友圈分享的图片里，我看到了家乡的名片――
千岛的菜花、李中的水上森林及徐马荒湿地公
园。荒也值得看吗？值得！荒有荒的美，它是在
提醒埋首奔赴在前程路上的你，忽忘田园，忽
忘原始，忽忘人之初，让乡愁有迹可寻。

定居北京后，老爸时常感慨，他和老
妈老了，哪天一口气上不来就走了。好像
临别遗言，听得我心里酸酸的。以后几
年，就利用春节假期每一两年回来一趟。
爱人父母在青岛，常赶着两地跑。

都说，上帝关上一扇门，会开启一扇
窗。前些年一场大病后，我思来想去，决定
提前病退。这以后，便能常回老家。

天有不测风云。今春老妈因突发心
肌梗塞猝死。这无疑对全家，特别是老
爸，是一次心灵重创。也从此，我担负着
陪伴老爸的责任。

老爸早睡早起，而我一直晚睡晚起。
如今父子俩相依相存，就得生活在一个
频道上。每天早晨他晚起些，我早些起，
磨合好时间。

早饭吃什么，由我主导。每周轮回，
日不重复，营养充足。比如，今早牛奶鸡
蛋，明早麦片蛋糕。老爸想吃大饼，就熬
锅米粥。惜食多餐，饿了就吃，水果点心，
常备无缺。

每日三餐，逝者为大。饭前，头碗便
作贡饭。有时老爸静静地凝望着老妈的
遗像，我站在一旁，会轻轻地扫视几眼。
瞥见他深遂的目光中掖着几许忧伤，忧
伤的深情中，仿佛收藏着相伴相随半个
多世纪的酸甜苦辣。偶尔，老泪滴落，似
又见一部人生长卷轻轻打开，娓娓道来
连篇章节的故事。此时，读着酸楚，却犹
存甘甜。其时，我恰到好处地撤出贡饭，
便搀扶老爸轻缓地离去，合上那本厚重
的卷书。

13岁参军的老爸，年少无父，青年亡
妻，中年丧女，老年丢伴。一路风雨，酸甜
苦辣，百味人生。如今暮年之际，健康地
生活，从容地老去，便是为人子女最大的
心愿，正像他和老妈当年为人父母爱尽
儿女那样，生命传承，懂恩感恩。

老爸平常喜欢守着电视。但凡看到
战争片时，他就饶有兴致。于是，与老爸
聊他当年在新四军二分区的往事，也讲
讲自己在部队工作过的事儿。一对父子

兵，聊到开心处，我举手敬礼，向老兵致
敬！乐得老爸笑盈满面。

午饭前，我把老爸拽到莱园子里，让
他动动手脚，享受阳光空气，分享劳动成
果。一日三餐要做饭。原来老爸一直下
厨，而现在的锅碗瓢勺，已不是他的伙
伴。我接过班，老爸也爱站在一旁看着。
我手握铲勺在锅里翻腾，吱吱啦啦的油
锅，溜着喷香的五颜六色，炒出的佳肴美
味，仿佛翻炒着人生流连。一口炒锅，也
似乎让父子俩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咸。

午饭时，一般先让老爸喝碗鲜汤，以
鱼汤为主，都是在村庄河边里垂钓上来
的野生鲫鱼或黄蜂鱼。贡饭后，我们一起
开饭。

午饭后，老爸懒身欲躺。这时，我便
揶揄他说，您不是属猪的，是属鸡的，活
动活动。老爸就乖乖地起来散会步。尔
后，看会儿电视到自然睡。自然醒后，自
主选择。但外出请假掌握时间，下午吃水
果或加餐。就这样，老兵老爸被老兵儿子
料理得服服帖帖。老爸时常缠着我钓鱼
去，有时钓着钓着，兴致越来越高，不知
不觉把时间钓在了河里。

晚饭后，先监督老爸吃药，后陪他散
步。小的时候，老爸牵着我的小手学步。
现在人到中年，我挽着老爸臂膀散步。回
家后，先洗漱，后捏脚。老爸有痛风，所以
我想试着足底疗效。

晚新闻后，是约定老爸的就寝时
间。待他躺床上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
和空间也就游离在读书学习写作的世界
里。有时，也瞧瞧老爸的睡姿。有一
次，感悟地写了首诗：老头睡姿绻缩一
团，就像他的暮年缩影，静静地落在床
的侧旁。睡侧旁，就是腾出平坦，腾着
腾着，挪活了自由的广阔，他把所有的
天地全都交给了子孙，而他自己却悄然
这般地安详睡着。

此刻，我在心里轻声地唤着，老爸，
晚安。

□陈 铭

陪伴老爸的日子

时光就像村庄东边流淌的“雄
港”河水，不再回头。河流带走了光
阴，却永远带不走深印于我脑海中千
丝万缕的少时渔乐记忆。

吃鱼没有取鱼乐。小时候取鱼摸虾
是一大乐事。乡下的孩子野，打了春就
赤脚奔。挎鱼篓、扛淌网、洴河沟，满田
野奔波忙碌着捕鱼。早春，寒气还重，就
洴在冰冷冷的沤田里张泥鳅了。

肥沃的沤田是泥鳅生长的家园。
泥鳅卡每个小伙伴都会做。芦苇撅成
一根根一尺来长的小段，再找一小节
毛竹，用菜刀劈成细细约两厘米左右
的蔑丝，蔑丝两头削成尖尖，用一米
左右的棉线系在泥鳅卡的中间，另一
端系芦苇一头，一把泥鳅卡便做成了。

放学后，将一把把泥鳅卡挽上蚯
蚓作钓饵，插到沤田里或田埂边。大
清早起床收完了卡，匆匆吃了早饭上
学去。到了暑假，顶着炽热的太阳再
去稻田的灌溉渠里或打水的机塘口
里，用小提䉕踢泥鳅。秋收后，可跟
在稻坂田里耕田的老牛身后，在那一
道道一片片犁铧翻过来的黑色泥垡
上，便能找到大大小小泥鳅的洞眼。
找到了洞眼就能用小锹挖出一条条肥
硕的大泥鳅。那时挖的泥鳅太多，吃
不了就将泥鳅晒成干，藏着吃到冬
天。泥鳅干炖在饭锅里，溢出来的香
气美味能飘出半条巷。

春二月，河水暖，菜花开，此时开始

张毛鱼（学名鳗鱼）了。做毛鱼钩，取材
容易，成本小。1米左右的芦苇棒，2米左
右的尼龙线，2号缝衣针。缝衣针只需在
灯火上慢慢烧红弯成钩。日落黄昏前，
将一把把挽上蚯蚓的毛鱼钩张到村四
周的河沟里，大早收钩，准会有满满的
惊喜。此时的毛鱼名儿好听——“菜花
毛鱼”。相对而言，没夏天的毛鱼肥美味
高。但在那青黄不接的春头上，有了这

“菜花毛鱼”，饭桌上的老小也算美餐一
顿了。

鱼中怪物——长鱼 （学名黄鳝）。
说起它怪，想起小时候的事。记得村
东头“雄港”河的圩子内侧土窑背
后，一浅浅不大的几乎不存水的池塘
里，每年夏天或秋天都长满茂密的青
草，或开有各色妖娆的花。一年夏
天，下了几场雨，池塘的水涨了。我
那天晚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这口
池塘的四周张下了十几只“丫子”。第
二天大早每只“丫子”里沉甸甸的，
共倒出了半水桶的大长鱼。每条长鱼
金黄金黄、又大又长。母亲从水桶里
捡出其中一条最大的用秤一称，惊讶
道：没得命了，乖乖隆的咚！一斤二
两多。母亲高兴，我更高兴。

村里的那些河沟港汊曾经清澈见
底，正是如此，我少时才能经常品尝
到鲜活又味美的鱼虾。而今，我常常
闲暇时伫立于河岸，怀念起小时候河
浜里逮鱼、摸虾、捉田鸡的情景。

□苏宝大

渔乐纪事

宁宁 静静 林林 怡怡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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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下河平原，
水稻、小麦、棉花、油菜
是主要农作物。除水稻
外，小麦、棉花、油菜属
于旱地作物，怕水，受
到渍灾便减产。这里土
地肥沃，但因地势较
低，土壤含水量高，因
此，乡民种植这些旱地
作物时，除了开挖渠道
外，还在每一块田地里
开挖墒沟，以达到尽快
排水降渍的效果。

词典里解释：“墒，
耕地时开出的垄沟。”
意思说墒沟是用牛带
犁拖出来的一道沟。而
我们今天所说的墒，是
乡民用大锹挖出来的
直沟。

秋天，黄灿灿的
稻子收割后挑走了，手
扶拖拉机将稻畈田耕翻后，乡民要做的第
一件事便是挖墒。农谚说：“尺麦难挡寸
雨”，春天雨水多，返青后的小麦田容不得
半点水，多挖几条墒沟才能有备无患。

墒沟又分为顺墒和横墒。顺墒是顺着
田块的长度开挖的；横墒是挖在田头的，
比顺墒略深。横墒将条条顺墒串联起来，
才能将田间积水排往渠道或河道。

渠道是新挖的，田埂是笔直的，每一
块田都是方方正正的。这小麦田里的墒沟
自然也是按要求开挖，不能挖得歪歪扭扭
的。

挖墒先挖顺墒。小麦田的顺墒，一
般按8-9尺的间距开挖一条。一个5亩的
田块里，可开挖 4 条左右的顺墒。那
时，测量沟渠长度、田亩面积等，都用
丈管。丈管上刻划着1-10的尺码，以尺
码再换算成米的计算单位，不像现在的
卷尺直接以米显示长度。至于顺沟的规
格，就是两个“一”：一锹的宽度和一锹
的深度。间距明确了，规格清楚了，接
下来便是用秧绳放样，用大锹挖墒了。
在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无论男劳力还
是女劳力，能挖墒的都要挖墒。

秋天的天空是蔚蓝深远的，田野更
显得空旷无边。20多个男人女人手持大
锹，一字儿排开，这宽阔的、耕翻过的
田地便成了他们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的
擂台。

挖墒先要“打划口”。“打”，就是用大
锹依着秧绳向下踩，“划口”就是紧靠秧绳
的那条直线。划口打得直不直，决定了挖
的这条墒直不直。打划口既是实实在在的
放样，又是挖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锹。

打划口时，挖墒的人以脚用力蹬锹，
一锹踩到了底，双手提起大锹，脚步稍微
后退，用大锹口接着刚才的那个锹缝，再
踩。一个锹口只有3寸宽，一条50多丈长
的墒沟该踩上多少次的大锹呢？谁也没有
统计过，只知道这挖墒的农活弯腰吃力，
机械而枯燥。

一条墒的划口从头至尾打下来，之后
便是再回到起点挖墒。因为有了划口，接
下来只要两大锹便可将土块挖出来：距离
划口一锹口宽，平行地踩上一锹，接着在
两锹缝之间连接性地再踩上一锹，然后，
锹拐稍微前移，随即再后扳，另一只手用
力托起锹柄，一大块泥土便端了上来，甩
在了墒沟的一侧。

挖墒快的人，起早带晚一天可以挖两
条长长的顺墒；挖得慢的，尤其是妇女，也
可以挖一条长墒。只是，手掌是皮肉做的，
而大锹是生硬的木柄或铁管柄，挖上几
天，男人手心里的老茧会更饱满，女人手
心里生成的是水泡。

棉花更是一种怕水的农作物。棉花在
初夏移栽，其在生长期间，正逢梅雨季节
和雷雨频繁的高温酷暑天气，因而棉花田
里的顺墒间距比小麦田还要紧密一些。而
在油菜地里挖墒就显得随意多了。乡民栽
油菜，通常是打谷场、圩堤或垛垎，这些地
块面积小，不规则，地势高，无需秧绳放
样，只要在其间随意挖一两条墒沟通到河
边就可以了。

□
陈
明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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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波

“水中骆驼”大麻鳽
每年春暖花开就会有成千上百的候鸟飞

回到兴化乌巾荡风景区，它们探亲访友、谈
情说爱、搭窝产蛋、繁衍孵子，简直就是一
座鸟的天堂，如今这已成了兴化原生态湿地
一道诱人的风景线。

而这里有一种鸟却是的的道道兴化的原
“土著”居民，不论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
季，你总能忽隐忽现地发现它的踪影。为何用

“忽隐忽现”来形容它呢？原因有二：一是这种
鸟全球分布数量极少，二是这种鸟的隐身技术
非常高超，普通的肉眼是不可能发现它的踪
迹，除非你是“打鸟”的高手，有着一双非凡功
力的眼睛。这种神秘的鸟就是———“大麻鳽”

大麻鳽的鸟名读音，在拍鸟人中，有人
称此鸟大麻jian或者zhan，也有人称此鸟大
麻yan。查了一下字典，鳽字的读音是jian，

但从汉字演化来说，鳽字来源于“千干鸟”
（三字一体，现在已经见不到此字），在康熙
字典中音从研。简单地说就是鳽字在历史上
曾经念yan，但现在念jian，平声。

从不靠谱的网络信息来看，大麻鳽在国
内分布甚广，东北地区繁殖，长江以南过
冬，不属于濒危鸟种。

360百科词条里写道：“大麻鳽的种群数
量较为丰富，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在中
国长白山山脚丘陵地带的河边沼泽是常见
的，因为农田开发和环境破坏，在中国其他
地方种群数量亦明显下降，据国际水禽研究
局组织的亚洲隆冬水鸟调查，1990年中国有
893只，1992年230只，种群数量明显下降。
在整个亚洲，1990年东亚893只，东南亚14
只，南亚 83 只，西南亚 1 只。总计 991 只；

1992年西亚8只，南亚11只，东亚233只，
东南亚6只，总计258只。”

以上数据的真实性和分布特征令人生
疑，兴化地区属长江以北，自2016年王万
才老师首次拍摄到两只大麻鳽打斗的照片
来看，乌巾荡风景区生活着一定数量大麻
鳽的种群，大麻鳽在此繁衍生息足以说明
网络信息的不确定性。

有资料显示国内有数十万观鸟拍鸟
人，除了东北地区发现的大麻鳽外，在其
他地方此鸟鲜有所闻。可能的原因一是数
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已经濒危；二是
这种鸟栖息于芦荡深处，晨昏觅食，难得
一见。

素有“草原明珠”之称，“中国马都”
之誉的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那里有一座非

常美丽的锡林湖，人们在湖边散步，经常会
听到湖里发出一种低沉幽远而奇怪的动物叫
声，叫声酷似牛的声音，而且多是在太阳落
山以后才能听到它的叫声。听其叫声感觉像
个挺大的陆地动物发出的声音。天色晚的时
候在湖边听它叫声还挺瘆人。当地人说发出
这种声音的是一种鸟，牧民叫它“布赫稍
布”，直译过来是“鳽牛鸟”的意思（可能是
它的叫声像鳽牛）。乡村百姓称其为“地牛
子”或“地鳽牛”，但很少有人见过这种鸟。
其实，一般人即使看见了这种鸟也不认识，
更不会相信是它发出的这种声音，因为反差
太大了。后来，有人根据它的“牛叫声”上
网查寻才得知这种鸟叫大麻鳽，是一种极具
科学研究价值的珍贵而濒危物种，他们认为
大麻鳽是飞禽里的“国宝”。

大麻鳽为鹭科，麻鳽属的鸟类，俗名：
大麻鹭、蒲鸡、大水骆驼。体长59—77cm，
全身麻褐色，头黑褐色，身体黑色纵纹，翅
膀展开为黑色横纹。分布于亚洲东部、欧
洲、非洲。多见于河流、湖泊、池塘的芦苇
丛中及沼泽地。除繁殖期外常单独活动。秋
季迁徙季节也见集成5--8只的小群。

大麻鳽受惊时常在草丛或芦苇丛中站立
不动，头、颈向上垂直伸直，嘴尖朝向天
空，和四周枯草、芦苇融为一体，不注意很
难辨别。受惊后不得已时才起飞，这种描述
在我的拍摄过程得到了验证。大麻鳽受惊愤
怒时怒发冲冠，全身羽毛膨胀，脖子变得更
加粗壮。主要以鱼、虾、蟹、螺、水生昆虫
等动物性食物为食，笔者曾拍摄大麻鳽捕鱼
的全部过程，其凶猛的程度不亚于其他猛禽。

□潘仁奇

伏案了一整天，傍晚，走进乌巾荡公
园，在绿色的氤氲间漫步。

进入大门，是大片略带起伏的草坪。亭
榭一二，花木四时。芳草青青，不染纤尘。

循径而前，立于水边栈道。汪汪一碧的
湖波，粼粼荡漾在眼前。三座撮土而成的小
岛，呈品字状鼎立湖中，非舟楫不能上，使
人想起蓬瀛三岛。园内游人不多，亦堪为化
外仙境了。

这里是乌巾荡，水乡兴化城北一处天然
的湖荡。相传岳飞曾在此盘马弯弓，将狼狈
逃窜的金兀术的乌巾射落荡中，故以名。有
了英雄的传说，这里的湖荡也就增添了不凡
的吐纳。人们于此垒土成堤，围荡成园。

经常在园内散步，对这里
的一草一木自然熟悉起来。熟
悉了，就亲切。漫步其间，不
觉时光之渐。

绕过水上舞台，是连绵的
捍湖长堤。长堤之上，杨柳袅
娜，水杉挺立，葱茏成荫。身
边扑闪着飞来飞去的蝴蝶，轻
盈、欢快、优雅。枝头萦绕着
飞不走的蝉声，执着、嘹亮，
似欲把这盛夏的火热注入生存
的信念。

长堤的一侧，是密密的苇
丛。另一边，也有芦苇在摇
曳。经过一天的蒸晒，此刻似
欲把满蓄的暑气喷吐出来，热
浪之中，翻涌着酽酽的草木馨
香。那阵香啊，如端午时蒸煮
的粽箬，饱满热烈、醇厚浓
郁，把人整个的身心都密切地
拥裹。

不远处的小岛上空，不时
有白鹭、灰鹭、水鸥、喜鹊等
鸟儿盘旋、飞翔。那里林木密
集，人迹难至，是鸟的乐园。

一年四季，都有鸟的鸣声飞影。即便一个人
走在这里，也不会寂寞。

在这里，可以听锦鲤跃然波端，泼啦一
声，又沉入水底。这活泼的水声，令人想起
庄子濠上观鱼的旷达。道之悟者，总能保持
初心的美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享受的目
光和心态看待生活，对生命充满热爱，让人
生充满情趣。

在这里，可以观鸥鹭归巢，济济林梢，
啁啾一片，似寒暄，如议事，热闹而融洽。
它们把自由和欢快传递在云水间，也传递至
我心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鸟的翅膀和
人的身心自由地舒展，但这里可以。

不止一次，我伫立在堤上，看众鸟翔

集。一只又一只，一群又一群。疾疾穿过，
又翩翩飞来，飞向湖心小岛。或钻入林中，
或如花朵般簇拥在枝头。那里有一棵高大的
栾树。不久后，它就会戴上金黄的花冠，向
金色的年华致意，告诉你生命中所有的曾
经，都值得珍惜。

长堤尽头，一亭如画，翼然于乌巾荡中心。
立亭上，四望烟波，心游八方，神驰千里。

暮色渐收，风渐起，红红的夕阳缓缓向水
边贴近。归鸟从日边掠过，迅捷、轻灵，是傍晚
的诗意和精灵。一叶轻舟，从视野里悠悠而过，
渐划渐远，划向满天彩霞，一湖波光。

这样的时刻，你会觉得：这里，美，无
处不在；情，无时不美。

巾荡夏趣

鸟人说鸟

一花独放一花独放 梅立成梅立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