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电话：69088922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大纵湖 2018.06.21 责任编辑 韩志伟/组版 赵京城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邮箱：ycydb3@126.com

为进一步掀起全区“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热潮，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上来，为建设“强富美高”新盐都凝
聚思想共识、集聚磅礴的精神力量，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经研究，决定举办盐都区“解放
思想大讨论”主题书法作品展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
“解放思想大讨论”主题书法作品展览由区委宣传部、区级机关工委和区文联联合主办，区书法家

协会承办。
二、征稿范围
盐都籍、盐都区单位及居住盐都区境内的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均可投稿，欢迎上述范围以外的其

他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投稿。
三、作品要求
1、书法（仅指毛笔书法，包括篆刻）作品内容要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突出主题，格调高雅，

积极健康向上，反映时代特征。既可以引用、摘录领导讲话，也可是赞美祖国大好河山，讴歌祖国繁荣
昌盛的名篇名句、经典诗词、楹联、警句等，鼓励反映全区高质量发展成果和弘扬正能量的原创内容。

2、作品一律竖式，不需装裱，规格不小于 4 尺对开（高 34cm,宽 134cm）、不超过六尺整张宣（高
180cm，宽97cm），字体不限，草书、篆书及篆刻需另附释文。

3、每位作者投稿不超过 3 件，请在每件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注明作者姓名、身份证号、单位和联
系号码等基本信息。

4、收稿地址：区委区级机关工委（盐都区行政中心1016 室），联系人：姜玉成，电话：88426103。
5、征稿截止日期：2018 年7月10日。
四、评审及展览
1、征稿结束后，主办方将邀请书法名家对来稿进行评审，遴选优秀作品统一装裱展出，并设立佳作

奖、组织奖，颁发证书和奖牌。获奖作品将分别在《盐都日报》、《大纵湖》杂志及盐都政府网等媒体宣传
推介，并推荐作者加入书协等专业社团组织。

2、展览拟定于2018 年7月下旬在盐都举行。
中 共 盐 城 市 盐 都 区 委 宣 传 部
中共盐城市盐都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盐 城 市 盐 都 区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2018年6月13日

盐都区“解放思想大讨论”主题书法作品展览

征稿启事

仲夏的微风挟着绿色的清香，拂在我们
每个人的脸上，和煦的阳光洒满每一刻都在
躁动的大地，恣意绽放的石榴花红红火火，蓝
天碧水间树木青青，鸟语啁啾，多么明媚的时
光啊！这样爽朗的季节，我从头到脚如洗一
般。登上高高的楼台，阳光灿烂，这是顺阳好
天气。蓦然抬头，哟，原来又是端午了。

端午，端午，飘散粽香的端午。
仪态万千的粽子来了，看上去就让人爱

不释手，遑论入口的绵甜软净香了。满眼碧
绿碧绿的，似翡翠，这就是苇叶，我们都叫它
粽箬，它是世上最华美、最本色的包装，用它
裹起粽子，我们就汲取它的汁液，品尝它的
清凉，这样的节日也就铭记于心了。

端午是持重的，所以，粽子就沉甸甸的。
在果腹的今天，或许粽子只蕴涵作祭品的意

味了，它传承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亘古未
变，延续至今，浓缩了行吟泽畔的屈子的冤
魂。“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
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在我坚实
地咬上一口粘绵的粽子时，我的耳际仿佛回
响起汨罗江水的涛声，屈大夫在仰天长啸，
只有敦厚的渔父面对他，和他倾心交谈。举
世混浊，惟他独清；举世皆醉，惟他独醒！

罢了，罢了。斯人已去，江水东流。茁
壮的芦苇依然那么葱茏滴翠，如玉的糯米依
然那么甘之若饴，蒸腾的粽香依然那么浓郁
扑鼻，还有菖蒲、艾草、雄黄……构成了永远
的端午。龙舟竞渡的时刻，我们的同胞、我
们的民族就是端午的精灵，世界因此更加精
彩，天空因此更加蔚蓝，大地因此更加辉煌。

其 实 ，端 午 是 一 种 精 神 ，更 是 一 种 希

望。在端午的氛围中，我们呼吸清新的空
气、咀嚼丰收的果实，一代代地走下去，朝花
夕拾，延绵千古。走进端午，我们有了宗教
般的虔诚，不仅仅是胃囊得到充实，我们的
精神境界民至臻崇高；走进端午，我们的生
活充满阳光，可爱的祖国歌甜花香。

端午的时光里，青青的粽箬清香四溢，
它是这个时节的标志，也是我们人生的印
记，而千桨万舸则带领我们勇立潮头、积健
为雄。于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华夏民
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永不言败。

感谢端午，给了我生命的力量；感念端
午，给了我未来的梦想；感喟端午，给了我
澎湃的心胸；感怀端午，给了我伟大的爱情
……

说不尽的端午，在我心中，永远！

飘 香 的 端 午
□ 林 黛

苏北里下河地区的端午是在忙里偷闲中度过
的，因为端午前后正是乡村夏收夏种的季节，但这
完全不影响农人过端午的欢乐情绪，劳逸结合过
端午，更平添了一番农家和谐的节日氛围。

农历四月底，满田园的油菜籽一片金黄。一
早，女人们手执被男人磨得锋利的镰刀，三个一群
一路笑，五个一伙拉家常，走向各家的菜籽园。丰
收的菜籽园赋予了乡村女人们使不完的力气，甩
掉了外套，挽起了衣袖，她们麻利地挥镰，一株株
饱满的菜籽杆匍匐在地；一句句荤素相夹、或近或
远的玩笑话，添加了她们劳作的激情……临近中
午，不知谁家女人先撩起一句——过几天，快过端
阳了，不知野荡里的苇叶长势如何？就一句话，便
把女人们劳作的激情转了向。

野荡的芦苇长势很盛，满目葱茏，绿海一片，女
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像个孩子，争抢着挽起
裤口，露出浑圆健康白皙的小腿，踩着浅浅微凉的
荡水，占领着属于自己的“地盘”。一张张青翠欲
滴 的 芦 苇 叶 被 女 人 们 劳 作 的 大 手 灵 巧 地 折 取 下
来，嗅着苇叶的清香，女人们各自怀想起自家男人
和孩子贪吃粽子的滑稽相，止不住偷笑起来……偷
笑声被绿海淹没的同伴捕捉到，自然少不了一两
句点名到姓、浑味十足的玩笑话，片刻，有点放荡
的大笑声在野荡里，随着风吹苇荡，久久回旋……
不知名的鸟儿也被笑声惊吓得扑棱起翅膀，飞向
苇丛深处……

手提新采苇叶的女人们，一路欢歌，沿着临河
小路往回赶，因为孩子快放学了，午饭还等着她们
去做。可没走几步，眼尖的女人面对河道边长得

一汪碧绿的菖蒲，举步不前。随着她的一声“粽叶
打了，菖蒲还没挖呢！”女人们如一尾尾戏水的鱼，
纷纷跃入水中，弓身伸臂，单手直冲菖蒲根而去。
见一丛长势茂盛、根系水深处的菖蒲，为了让此菖
蒲挂在自家门厅，象征着全家幸福常在，大胆的女
人步入河水深处，河水洇了衣裤，全不在乎，当抠
采到那丛菖蒲，她像个孩子似的晃着手中的菖蒲，
向大伙炫耀，仿佛幸福真的握在手中。诚然也有
肚量小的女人，来一句轻微的讥讽话，浅笑着往回
赶。手执大而壮实的菖蒲的女人，快到家时，把一
株株大菖蒲分给了别的女人们，毕竟都是平日里
的好姐妹，有“大幸福”，就该共分享……

裹粽子是乡村女人才艺的展现，她们忘却了一
天的劳累，满含喜悦，把一页页被水浸泡得柔软的
粽叶，缠绕在指间，片刻就形成一个三角粽体，接
着男人或孩子争抢着往粽体里灌糯米……也有心
细的女人在裹粽子快结束时，裹一只藏有硬币带
记号的粽子，留给孩子一份惊喜；用两只粽体裹成
一只连心粽子留给男人和自己……

粽子裹好了，端午也到了，有新女婿的人家还
要请新女婿上门吃“馊”粽子，说是吃“馊”粽子，其
实是新女婿上门帮助女方家干农活……

我母亲裹粽子的手艺很好，不但在端午常被人
请去裹粽子，就是谁家儿女生日、考学，男女婚嫁，
她也常被人请去，因儿时我比别人家的孩子一年
要多吃几次粽子。如今，粽子早已不是什么稀罕
物，商场里有着各种花式馅心的粽子出售，可我仍
爱吃母亲裹的粽子，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留存在我
成长的岁月里……

里下河的端午
□ 胥加山

南风酥软，布谷啼清。新麦收打晾晒入
仓后，秸秆的清香还未走远，粽叶的气息就从
悠远的忆念里翩然而至。

端午节，该是世界上最芬芳的节日吧。
有屈子诗赋里萱草的暗香，有粽子吮指回味
的浓香，有黄酒别具风味的醇香，还有来自乡
野的菖蒲和艾蒿，在门楣散发着淡淡的幽
香。但在我记忆的窗口挥之不去的，却是芦
叶如水般盈盈的幽香。那每一瓣青绿，都宛
若一叶扁舟，载来的不仅是汨罗江里沉溺的
生命诉说，也不单是节气在攘攘红尘里翻卷
的岁月韵致，更是母亲的粽针尾孔里流淌的
粼粼月光。

家乡的五月，槐花、栀子的清芬如雪片般
纷纷扬扬。蟒蛇河畔的芦苇在馨风中忘情地
拔节，犹如进入青春期的少女般日渐丰腴，不
知不觉间已绵延成一片片郁郁葱葱的青纱
帐。端午节来临前，母亲总要拎着竹篮到河
边采芦叶。我和弟弟妹妹跟在母亲身后，欢
快地穿行在芦苇丛中。每次进入芦苇阵，遮
天蔽日的绿色都让人恍若进了翡翠宫，就连
空气也仿佛能拧出绿色的汁液来，连同被脚
掌激起的涟漪，都绿得泛起氤氲的翠意。我
们唱着、笑着、嬉闹着，然后，帮助母亲拣那最
宽最绿最嫩的芦叶打来，扎成一个个细长的

捆子，准备回家包粽子用。那翠绿的时光里，
歌声、欢呼声、采粽叶的声音，在如黛的世界
里荡漾，不时惊起一群群水鸟，扑棱棱飞向瓦
蓝的天空。

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把晒干的芦叶洗
净了，放在清水里煮。听得水咕嘟咕嘟地响
了，看见冒出袅袅的热气了，芦叶的味道便不
知不觉地弥散开来。那一屋子的清沥之香，
让人心里就像晒了一整天的小花被子，角角
落落都是温暖的味道。煮过的芦叶没有了先
前的碧翠，变成了青褐色。但它们经历了水
与火的炼浴，浑身上下有了一股子韧劲，仿若
一根根系扎乡音的绸带。

当一弯新月挂上树梢之时，母亲开始包
粽子了，只见她将三四片芦叶连水泯在一起，
折叠成三角形、斧头形或哑铃形，然后灌进泡
胀了的糯米、肉丁、大枣、红豆、花生仁之类的
食材，末了用粽针将芦叶完缝合榫地收口。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弟妹尚沉浸在梦乡里，依
稀听到厨房里传来母亲拉风箱的声音。起床
来到灶前，火焰还在轻舔着大铁锅的锅底，芦
叶的清香就混合着粽子的糯香，在鼻息间轻
漾开来，继而弥漫了整个院子。我们就在这
样的香气里，走过来，走过去，左瞧瞧，右瞅
瞅，实在抵挡不住粽香的诱惑。

今夜，又到月影朦胧时分，我坐在老家的
榆木桌前陪母亲包粽子。满头银霜的母亲颤
抖着双手，把月光与憧憬一起包进粽叶，宛似
在我为捆扎出远门的包袱。那枚枚粽叶，可
否还能成为母亲心中的竹筏，趟过汗水汇成
的河流，驶进温馨的港湾？那芦苇荡里的笑
声，是否还能孕育金黄的梦想？但愿，那叶小
舟不会承载太多的孤寂，思念不会成为汪
洋。我将一汪漂泊的心事，埋藏在记忆中的
芦苇根旁。来年，对母亲的祝福是否会依然
飘香？

帮母亲将芦叶尾穿进粽针眼，老人家却
一脸歉意。我踯躅于粽叶的脉络间，拾掇着
岁月的风华，细数着年轮的翻转。芦叶依旧，
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芦苇塘的影子。一丝丝
失落渗涌心头，一股股沧桑熏染青翠，轻叩着
如梦一样的芦苇。我伫立在如风的粽香里，
把童年来回地寻找，把留在记忆里的苇野上
上下下地遥想。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从这个
端午出发，抖落一身的烦冗，给母亲一双温润
的大手，也给生活之河一个明丽的倒影。

将月光包进粽叶，这枚粽子就有了生
命。我蓦然顿悟，这世上所有的粽子，只有在
故乡，只有在童年，只有在母亲的手里，才会
最香……

将月光包进粽叶
□ 子 晓

我的老家在芦荡深处的一个小村庄。记忆中，庄上满眼都是随风
摇曳的成片芦苇。一条条清澈可见鱼翔的小溪，从芦荡深处的远方流
淌到村前的圆形湖泊里，再从这里转了个弯汇成一条大河，日夜不停
地向东流去。我的家就坐落在这芦荡湖泊的岸边上。

每当端午节来临前，别处往往会举办划龙舟比赛。而在我们芦荡
小村庄，要举办一次包裹粽子比赛，这是姑娘、婶嫂们大显身手的时
候。在水乡，都是用芦荡里最好的芦苇叶包裹粽子。比赛前的几天是
最忙碌的。大清早，大人们纷纷划着小船儿，像箭一样驶进芦苇荡的
深处，他们到长势旺盛的芦苇滩上，挑杆粗的芦苇，高处留下三片心
叶，向下采摘四五片叶子，用作粽叶材料。婶嫂们说，这四五片芦叶
大、叶薄、叶嫩，用它包裹出的粽子个大，粽子的香味最浓、最鲜美。

在我们这里，粽子不仅是端午节的优质食物，而且还是寄托人生
美好与祝福的上等礼品。在姑娘定亲时，上门新女婿会带来粽子、年
糕、粉团和汤圆等礼物，喻为高中团圆；女方在回给男方的礼品中有一
百零一个粽子，喻为百中选一。孩子到了中考、大考、升学考试前一
天，母亲会忙碌着包好粽子，赴考这天，母亲早早就为孩子煮好了粽
子，再配上汤圆等作早餐，预祝连中三元。端午节前还是芦荡的一个
小小收获的季节，采摘的粽叶除了自己用外，还对外销售。在芦荡边
的集市上，每天会有上百条小船前来采购粽叶。商贩们将新鲜粽叶运
到远离芦荡的村庄、街市，一边撑着船沿河前行，一边高喊：“蟹蚱、麻
虾子、大粽叶卖……”一群小孩围着手里拿着几个鸡蛋的大人，蹦蹦跳
跳来到河边，大人在换取粽叶后，顺带也会换些蟹蚱、麻虾子等芦荡水
鲜。粽子、用白酒腌制后的小蟹，外加小虾子炖蛋，是那个年代最美的
节日食物。

到了端午包裹粽子比赛那天，全村的人都来到比赛现场，看哪家
的婆姨登台挂花，爷门脸面更风光！那喜庆的场面比过大年时还热
闹。随着大锅蒸煮粽子的飘香，比赛结束后，全村人挤在一张张桌子
旁品尝粽子、饮用芦苇叶煮出的清茶水，谈笑风生，喜悦的心情溢于言
表。

走出芦荡的我，曾食用过竹叶包裹的粽子，饮过不少茗茶，可我总
忘不了家乡用芦苇叶包裹的粽子、煮出的茶水的香甜。回到家乡，正
是端午佳节时，品尝芦苇叶包裹的粽子，饮用芦苇叶清茶，正、清、和、
雅，民风纯正又古朴，处处充满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情谊。想起那时
的包裹粽子比赛，全村人同食一湖芦叶粽子与茶水，所有的恩怨都化
解到了甘美洁净的茶水中，把盏相敬和气正，邻里间更包容。品着家
乡的美食，似入“醉翁酡，醒来徐步杖藜拖。家童伴我池塘坐，鸥鹭清
波”诗里的意境，醉在了家乡人的清和雅。

家乡的芦荡是个永远值得记住和向往的好地方。

芦 荡 粽 香
□ 邹凤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