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痴痴地恋着，恋着那个将自由
和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男人，恋着
那个从来就不在意自己的男人，恋着那
个将自己隔绝在他世界之外的男人。

她无言，沉默，开始学会坦然，学会
旷达，学会在寒风中用自己的爱和责任
撑起一片春天。

她，张幼仪，坚强了一生。
自从遵从父母的意愿嫁给徐志摩

后，她便迎来了人生的冬天。纵然自己
看重这份爱和责任，却无法走进徐志摩
的内心。她无奈，只能默默地孝敬公婆，
照顾小孩，纵然内心寒风来袭，她也选
择忍受。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稳地过
去，一道惊雷却在她的耳边轰响：她的
男人，竟要做一个离婚的男人，去追求
他所迷恋的林徽因。她怔住了，从小接

受传统教育的她被这一举动所惊吓，她
迷茫、犹豫，但最终她还是用属于女子
的尊严果断地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张幼仪。

徐志摩离她而去，但她的寒冬依旧
没有过去。

在寒冬中呵护着种子的发芽成长。
然而，就在她以为一切将会好转时，寒
冬的狂风又开始肆意卷袭，儿子彼得因
病去世。一时，她陷入无尽的绝望和悲
痛中。她本以为自己丧失了前进的动
力，模糊了前进的方向。

但一次次的打击却使她的内心变得
坚强，一幕幕的经历使她的信念愈发坚
定。在徐志摩沉浸在与林徽因、陆小曼的
感情狂潮中无法自拔时，她努力地活出
了自己的风采，她刻苦学习，不断地充

实自己，在历经多年的寒霜后，她得到了
提升，为自己创造人生的春天。

她以自己独特的审美和超越平凡
的品味创立服装公司，担任公司副总
裁，后又成为女子银行负责人，运用自
己的智慧才能，帮助女子银行闯过一次
次的难关。柔弱的身体体现出强烈责任
心，使她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信任。

她终于赢来了人生的春天，终于可
以在暖洋洋、醉醺醺的阳光下品尝春天
的滋味，聆听春风吹拂。

她证明了自己不是徐志摩眼中的
平庸之辈，纵然徐志摩就是将她推入寒
冬的那个人，她却并未对他产生怨恨，
她恋的依旧是那个不爱她的徐志摩。

晚年时期，她坦然地讲述自己与徐
志摩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坦然地接受自

己所遭遇的痛苦。她无悔于自己的人生，
她亲自一点点地敲碎前进路上的坚冰，
播下春天的种子，收获秋天的果实。

她的生命呈现出的寒冬画卷，其实
蕴藏了盎然的春意，苦与甜的丝线相互
交织，成就了张幼仪的生命之网，苦中
之乐，乐中之苦，若不亲身体会，谁能真
正明白？

面对人生起起落落，我们需坚定从
容，在寒风中聆听春的声音。

【教师点评】：叙述中带有第三人称

特有的冷静与客观映照了张幼仪一生

的独立与自强，是本文最亮眼的特色，

用这独特的视角观照出这一奇女子的

超越与淡然，从而凸显了本文的主题

“在寒风中聆听春的声音”，这就是她的

春之声。 （李越峰）

江苏省兴化中学 高二（4）班 戎伊晨

在寒风里聆听春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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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有一个用石头凿成的器
具，四棱锥体，上宽下窄，里面呈圆锥
形，爷爷告诉我说它叫石臼。听爷爷
说，这个石臼是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
祖辈们就是用它来舂米粉。四十多年
前，村里有了碾米机磨粉机，但每到春
节来临之前，家家蒸年糕，还是喜欢用
它来舂米粉糕。爷爷说，用石臼舂出的
米粉，蒸出的年糕特别香甜，比磨粉机
磨出的米粉要多一份口味。

爷爷说，蒸年糕的材料必需是糯
米，其他品种的大米碾出的黏性远远
不如糯米。而糯米的稻粒很难晒干，没
有十天半月的日晒夜露，是不能算被
晒“干”的。晒干的糯稻碾出的糯米粒
粒洁白晶莹，蒸出的年糕特别有黏性
和香味。

碾好的糯米淘洗干净，放到大桶
或水缸里，放上一定的水，浸泡两三
天，把米从水里捞出来，就可以拿到石
臼上舂成米粉了。

爷爷说，舂粉是一件很费力的活
儿。舂粉时，需要木碓和石臼一起工
作。石臼安在土里，只能把臼口露出地
面。木碓是用笔直粗大的榆树或桑树
做成的，长约三米。在树根的这一端二
三十厘米的地方，凿一个小方孔，安上
一根小木棍，木棍的长度比石臼高出
十厘米左右。在木棍的下端装一个厚
厚的铁套。在树梢的这段三十厘米左
右的地方，有一个支点。舂粉一般是三
人配合，一人负责石臼里的米，开始舂
粉时，用手或者用高粱尾扎成的小扫
帚，把糯米上下翻，等到有米粉出现
时，用细密的筛子把米粉筛下来；另两
个人负责踏木碓。一人两只脚分别站
在木碓支点两侧，两人一前一后。两人
配合默契：当开始舂米时，后面的人用
脚往下踏时，站在木碓上的人的前脚
抬起，后脚使劲用力往下踏，吱扭一
声，碓头抬了起来；后面的人立即把脚
松开，站在木碓上的人则把后脚抬起，

前脚踏到木碓上使劲往下踏，“嘭”的
一声，碓头落在石臼里，活像小孩子玩
跷跷板。就这样随着木碓不停地上下
跳动，石臼里的米渐渐全变成了米粉。
一臼米舂完，再放进糯米继续舂。百十
斤糯米，用石臼舂，没有十几个小时很
难搞定。

爷爷还说，他十几岁时，腊月底家
里准备蒸年糕，我太爷爷和太奶奶去舂
米，总要带上他。因为在后面踏的人特
别需要力气，他的任务当然是站在木碓
上帮忙踏。爷爷说，那情景特别有趣。

听了爷爷津津乐道的介绍，我真
想感受一下舂米粉的乐趣。

【教师点评】：石臼离大多数人都

很遥远了，舂米更是不知是何种劳动。

然而，小作者通过向爷爷询问，听爷爷

讲解，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进了久远

的农耕时代，一起领略到舂米的乐趣。

小作者叙述有条理，让人仿佛身临其

境。 （陶俊国）

兴化市大营中心校 四（2）班 刘邵维

我家的石臼

人生亦如一场画展，最好的，永远
是下一幅。只有不断的努力和进步，才
会迎来下一个美好。

——题记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画画，报了一

个又一个的画画兴趣班。老师们都说
我画画很有天赋，画得也很好，兴趣班
的同学们都称我为“小画家”，我的心
里美滋滋的。随后，我的一张张画获
奖，国画十级也轻易地获得了优秀，一
切都那么顺利。

可就在这一年某天，我把一张我
自己认为十分满意的画给老师看时，
本以为老师会把我好好夸奖一番，谁
知老师竟然给了我这样一段话：很有
想象力，给人的感觉也很华丽、精美，
可是画得太浮躁，缺少情感与真实性。
听后，我很是不高兴。上完课，我生气
地把画给撕了，随便地揉起来，重重地
砸进了纸篓里。

傍晚，夕阳西下，余辉宛如一支橙
红的画笔，渲染着昏黄的天空，多美
呀。随后，我又气愤地想起那幅画，不

也是很美的吗？为什么老师要这样评
价我的画？到家后，我把当天的事情委
屈地向母亲诉说了一遍，她听了，什么
也没有说，只是意味深长地对我笑了
笑。

第二天清晨，母亲叫醒了我一起
去了小区公园。阳光仿佛一缕黄金镀
在公园上，闪闪发光。我们母女俩走进
公园的深处，一群人围在那儿，我兴奋
地离开了母亲去看个究竟。我挤进人
群，原来是一场个人画展，一张张大写
意画映入我的眼帘。我惊呆了，一幅幅
欣赏着，看到最后，发现是一个十分精
美的画框。一位很有艺术气质的男子
站在不远处正在画架前作画，许多人
都用崇拜的目光望着他，他大概是这
些画的作者吧。我很好奇，他这么多漂
亮的画，为什么不装一幅画进去呢？我
鼓起勇气走到画家身边，并向他提出
了疑问。

画家听了，停止了作画，连声说：
“问得好，问得好。”他走到画框前，接
着说：“这个画框是我的恩师送我的。

可是，每当我想要把我自己认为最满
意的画镶进画框里时，恩师总说：再等
等，说不定下一幅会更好。就这样，老
师一次次阻止我把画作镶进画框。直
到去年恩师走了，我终于明白他老人
家的良苦用心。恩师送我的，不单单是
一个画框，更是一个人生哲理：等待下
一个美好。”

听完了画家的这段话，那一刻我
豁然开朗。

深夜，我钻进被窝里，想起“等
待下一个美好”的话，是啊，人生亦
如一场画展，最好的，永远是下一
幅。只有不断的努力和进步，才会迎
来下一个美好。我却因为一次小小的
成功便沾沾自喜，受不起他人的正确
评价，自然下一次的美丽绽放也就离
我而去。

此后，“等待下一个美好”这句话
一直促使我前进，并让我永生难忘！

【教师点评】：习作内容充实，思路

清晰，运用多种描写方法表现人物，抒

发情感，是一篇不错的习作。（吴海霞）

兴化市昭阳湖初级中学 七（14）班 武诗文

那一刻，我豁然开朗

布谷鸟
是一个低级歌手，
只知道唱自己的名字，
它铁定很自恋吧。

燕子
是个中级歌手，
会唱很多歌曲，
但不能老是串烧啊！

喜鹊
是个高级歌手，
无论它唱什么，
听的人个个笑逐颜开。

天空是
卖棉花糖的。
你瞧，
他的摊子上
摆着各种各样的棉花
糖。

有兔子形状的，
有大象形状的，
有河马形状的……
好像动物们在开会。

看，
这块估计是
甘蔗味的；
那块大概是
苹果味的……

但可恼的是:
我的声音太小了，
天空老板听不到。

兴
化
市
临
城
中
心
校

六
（

）
班

王
雅
倩

棉
花
糖

4

【教师点评】：《鸟是歌手》采用

逐层递进的结构，三种鸟，叫声都不

一样，小作者诗性大发，发挥想象，

用打趣而诗意的语言写出来，三种

鸟都是小作者心中喜欢的歌手。

白云像棉花糖，这个比喻司空

见惯了。小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把

天空看成卖棉花糖的。白云有形状，

棉花糖当然也有，棉花糖还有味道。

既然有卖，当然有买了，可是天空的

柜台是那么高，我是那么渺小。这首

诗的成功在于创新，在于言有尽而

意无穷。 （王亮庭）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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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龙：打拼8年耗资400万元建起“百果园”
在戴南镇孙堡村 50亩的“垛田”上，

有一个“百果园”。园内种植了 100多种
新奇特水果，引来不少游客前来观赏、品
尝。“百果园”是该村51岁的徐云龙用8年
时间、耗资400多万元精心打造的。

足迹遍布国内外

徐云龙 14岁时就同父亲一起“玩大
船”，在浙江杭州一带装砖头，运到上海闵
行，同行称他为“小师傅”。他卖过建材、
承接过交通工程、做过房地产开发，成了
村里有名的“在外能人”。

10 多年前，徐云龙回家乡看望父
母。一位村干部说：“云龙，你现在做大
了，哪天也来村里上个新项目，带领大家
共同致富”。 徐云龙说：“好啊，你们帮我
流转一块地，我想搞个果园”。

为学习果树种植、栽培、嫁接等技术，
徐云龙去过多个国家，历经艰辛，耗费常
人难以理解承受的人力、财力、压力。在
一棵已经挂果的柿子树旁，徐云龙介绍
说，这是从日本引进的“大秋一号”，已经
种植成功，这个品种入口即化口感鲜甜。
为了取得这个品种，他专程到日本。

走进“百果园”的大棚，一棵棵桔子树
生长茂盛。徐云龙说，这是引进外地的新
品种，与果园母本进行杂交嫁接，可以用
吸管吮吸里面的汁水。桔子树下“埋藏”
着一根根纵横交错的小水管。徐云龙说，
这种桔子的种植对水分要求特别高，这些
水管是用来“滴灌”的。以色列设施农业
先进，为了学习种植技术，他还到过以色
列取经。

当然，徐云龙也有“碰壁”的时候。为
了引进加拿大一个新品种，他特地赶过
去，老外连门也没让他进。通过这次经
历，他进一步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目前，他正在申报自己独创的栽培技术专
利。

在一棵棵看似普通的桑树上，挂有
拇指大小的“桑葚”。徐云龙说，这是台湾
的“长桑果”，不但有较好的口感，而且有
药用功效。指着一棵挂满枇杷的树，徐云

龙说，这个品种叫“白玉”。摘下两个尚未
成熟的枇杷给我品尝。尽管还没有成熟，
但已是满口香甜。果园里还有属于李子
系列的“恐龙蛋”“早生贵子”等果树，还具
有菠萝口味的“油蟠桃”、药食两用的覆盆
子、八月瓜等，令人目不暇接。

生态种植招招“新奇特”

徐云龙说：“‘百果园’里的水果之所
以口感好，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一条
龙’生态种植管理。”走进大棚，笔者看
到的土壤貌似“豆饼”。这是因为用了经
过发酵的羊粪、牛粪埋到地里。还有黄

豆等农作物，连果实带秸秆粉碎还田，
改良土质，增加土壤层中的松质度与腐
殖质成分。其生态养份，能被果树充分有
效地吸收。

徐云龙坚持生态施肥。他在专家的
指点下建了发酵池，用鱼肠子、十多种水
果和红糖做原料，再加菌种发酵，一年后
稀释使用，作有机肥，喷洒到果树的根部
与叶子上，从而保证水果的口感、营养与
健康。

种植的另一桩事就是治虫了。徐云
龙采用物理治虫法，在果树间悬挂装着肥
皂水和面粉水的“诱壶”。“诱壶”中间放置

“小绿球”，专门用来吸引害虫。同时，在
果林间挂满诱导剂的粘纸，将害虫粘住。
百果园一直坚持人工除草，从来不用除草
剂，从而保证从土壤开始，避免农药残
留。

8年的奔波，徐云龙成了一个果品种
植、嫁接等方面的高手。他曾经花5年时
间，寻求到适合多种果品嫁接亲活力的母
本。他利用 10多年树龄的母本，在一株
母本树上同时嫁接橘子、柚子、橙子、柠
檬、柑子等不同水果品种。成熟时节，但
见浅黄、深黄、橙黄、橘红、大红、青绿等不
同色彩的水果悬挂在同一棵树上，可谓是

“五彩缤纷”。
徐云龙说，这 8年，他耗资 400多万

元，直到去年才有真正的上品水果面世。
他还在国内寻找“宝地”，与当地果农合作
种植，并全部回收经营。去年以来，已有
果品批量投入市场，其中生态苹果走向上
海、浙江等高端市场。

采访时，笔者巧遇同济大学教授蒋
国亮。他对“徐云龙现象”作了解读：“这
是一个奇迹。一个商人跨界当‘果农’，用
实践验证了生态的魅力。这是一种情怀、
一种挚爱，全身心地投入就是最好的老
师。”

慕名而来的上海宇菲贸易公司总经
理林宇飞说：“今天特地从上海赶来，观
赏品尝之余，为之惊叹。这种水果种植
模式尚属首创，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都
以为是故事或小说里的情节。我准备将
生态水果推销到上海市场，让上海市民
品尝到绿色健康、品质优异的高端水
果。”

□特约记者 袁开建 通讯员 沈 杭

本报讯（通讯员 侯峰钟 葛明才 全
媒体记者 冯兆宽）5月15日中午，中堡镇
一加油站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民警
赶赴现场处理后，不仅认定了事故责任，
还赔偿了车主一方的损失。这到底是怎
么一回事呢？

当天，在接到 110指令后，交警大队
李中中队值班民警曹桂国、毛炳文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通过调查发现，这是一

起发生在红绿灯路口的碰擦事故，一辆
电动三轮车在通过交叉路口时，撞上了
左侧行驶而来的轻型箱式货车。事故造
成两车受损，所幸没有人员受伤。一开
始，双方都咬定是对方闯红灯违法。

在调取现场监控录像后，民警当即
认定电动三轮车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
任。因为负全责，电动三轮车车主童某
不仅要自己维修车辆，还要赔偿轻型厢

式货车的维修费。但民警在协调过程中
了解到，童某车上带载的妻子因身患尿
毒症多年，家庭极度贫困。

为化解双方矛盾，民警对童某进行
了批评教育，并与货车司机协商后，当即
用手机帮童某支付事故赔偿金 200元。
200元的维修费虽说不多，但面对童某的
家庭，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民警的
举动赢得在场群众的一致称赞。

一起碰擦事故，交警“倒贴”200元

本报讯（通讯员 徐功银 徐奎华）
近日，安丰镇聘请安全专家对全镇范围
内重点工贸企业、服务单位、人员密

集场所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把脉问
诊”。针对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安全专
家现场开具 83 份“诊断书”，检查出

安全隐患 480个，并督促指导企业整改
到位。

安丰镇“把脉”企业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夏红斌）为全力保
障学校复教复学，确保广大师生的生命

健康安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立足辖
区实际，周密部署、主动作为，坚持疫情

防控和复课复学两手抓，层层落实防控
责任，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新城派出所助力校园复课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专

家，对2019年度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稻麦)兴化推广基地进行中期检查。
专家组现场检查了2个示范基地、6个示
范点的新技术应用示范情况和专题试
验完成情况。 金 洁 余刘江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严付兵）5月15
日上午，垛田街道对98名基干民兵进
行体格检查。旨在严格把握基干民兵
出入队关口，提升科学编组质量，着力
构建基础队伍强大、基干力量精实、应
急应战一体的新型民兵力量体系。

垛田街道
组织民兵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