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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有啥用

□ 沈亚
等啊，等啊……女儿的录

取信息终于查到了。紧张了近
一个月的神经，忽如弹簧般松
弛下来。

女儿高考发挥不佳，分数
超过省控线不多。每天翻看朋
友圈、公众号信息，感慨万千，

“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优秀，我
有一千零一个担心，万一女儿
上不了大学怎么办？

再看女儿，倒很淡定，吃喝
玩乐，一样不缺。她见我愁眉苦
脸，反倒劝我：“放心吧，好歹有
大学上，你还有啥好发愁的？”

女儿风轻云淡的态度，让
我更觉烦躁，真想狠狠训她：

“如果分数再高一些，我还会犯
愁吗？”但我知道，她是一番好
心，已张开的嘴巴赶紧闭上。

接下来填报志愿。都说
“三分考，七分报”，女儿本来就
没考好，需要“亡羊补牢”。如
果志愿再填错了，那我就是“罪
不可赦”了。

我下载“某志愿”APP，购
买了VIP，输入相关信息，搜索
发现，符合条件的大学竟有
430多个。还别说，智能这玩
意儿，真是好使，想要的信息，
无一遗漏。我查阅资料，逐个
筛选。好点的大学，怕分数不
够；一般的大学，又不想去……
连续几天，我都在取舍之间，徘
徊犹豫，举棋不定。10多张A4
纸，画得密密麻麻，在我眼里，
就像“生死状”。以致后来，只
要看见“大学”“学院”字样，便
一阵头晕犯呕。

某人对我说，这几天，你心
神不宁，魂不守舍，丢三落
四……何止这些？为选择志
愿，我感觉自己魔怔了：睡觉不
香，吃饭无味，走路乏力，说话
分神，开车错道……一个高考，
考得不仅是孩子的成绩，考得
还是家长心理，他们比孩子更
着急，更担心，更煎熬。

根据“冲、稳、保”的原则，
一众志愿终于罗列好。女儿自
告奋勇，上网填报。她的手指，
在键盘上快速地“嗒嗒嗒”，就
像敲击在我心头。我反复提
醒：“慢点，看仔细，别填错！”女
儿说：“错不了，你不用担
心……”哪能不担心？我总感
觉，女儿将学校代码打错了，专
业也选错了。

终于填报结束。我核对一
遍，没发现问题。我更不放心
了，感觉女儿有点草率，怎么可
能没问题？于是，再认真核对，
依然没问题。我只好狐疑不定
地关上电脑。接下来几天，我
多次打开电脑，反复核对确认，
直至平台关网。

我开始担心，如果女儿去
很远的地方上学，会不会难以
适应……我突然发现，向来信
奉得失随缘的我，怎么变得患
得患失？

得知录取信息时，女儿正
看电视，依然波澜不惊。她说：

“早让你不要担心，高考结果就
是定局，担心有啥用？该有的
终归有……”女儿的话，让我愣
住了。我反思这段时间的行
为，除了担心，也就是担心了，
确实没啥用处。唉，可怜的考
生家长……

果香歌甜迎客来
□ 李剑

这次应邀来云南永德参
加芒果节暨灯光艺术展活动，
是我第三次来到这个西南边
陲小城。这里的发展变化可
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让我每
次都有全新的感受，对这里的
印象一次比一次深刻美好，对
这方水土的感情一次比一次
浓厚真切。沂蒙与永德虽然
远隔万里，但因为情缘和友
谊，我已深深恋上了这个茶马
古道上的旧驿，它已成为我生
命中魂牵梦萦的一部分。

今年5月，永德县委书记
宋正垠同志率团赴其13年前
的挂职地山东临沂考察交流，
作为宋书记挂职时的故友，我
陪他徜徉在蒙山沂水之间，谈
合作，话发展，寻旧迹，访故
人，尤其对古郯大地情有独
钟，两县领导交谈甚欢，遂举
行了隆重的友好县签约仪式，
自此西南边陲的“芒果之乡”
和东海之滨的“银杏之乡”喜
结良缘。时隔两月，郯城县长
于广威同志率团不远万里前
来参加“绿色山水，果香永德”
芒果节暨灯光艺术展活动，传
递两县人民的深情厚谊。不
到两天的时间，考察团深入大
雪山深处，南汀河畔，边境沿
线，村坝农场，古树茶园……
考察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工
农业生产和边贸发展情况，探
讨共同发展之大计。

跨入永德这方边彊热土，
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北回归
线上人类与自然亲密无间的
交融；感受到民族之间亲如一
家的和谐幸福，待人接物的真
诚热情；无时无刻不在被南汀
河腾起的细浪和澎湃的涛声
所激动，为多彩绚丽的民族风
情和浓郁的边境风貌所陶
醉……

这里地处滇缅边境通道，
平均海拔1500米左右，气候
宜人，常年平均气温17至18
摄氏度，有“中国气候恒春县”

“中国气候宜居县”“中国最美
绿色生态旅游城市”之称。

县城坐落在海拔2600多
米的棠梨山下，面朝德党湖。
晨光熹微，旭日东升，西眺棠
梨山，云雾缭绕，林茂物盛，山
奇石怪；俯视东方，雾海千岛，
江河纵横，群山叠翠，顿觉神
清气爽，令人心旷神怡。

车子沿G219线在高山密
林间盘旋，路旁峭壁险峻，密
林苍翠，泉瀑灵动，山坡上坝
区散落、民族村寨星罗棋布，
民宅群落独具一格，这里有俐
侎人的黑衣部落，彝族山寨、
傣家竹楼，拉祜族、布朗族干
栏式重檐木柱楼，多在山半腰
临水而居，山高水长，谷幽林

密，原始质朴，犹入仙境。这
里物种独特多样、千娇百媚，
茶园满坡，蔗田连片，胶林密
蔟、果树成林，竹海婆娑、田野
如画。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是野生动物的王国，黑冠
长臂猿、灰叶猴、云豹、棕熊、
豺，黑颈长尾雉、绿孔雀、白腹
锦鸡等珍稀动物繁多。这是
一方谐美的乐土，自然风光、
人文风情构成了一道亮丽的
热带河谷风光带，独具的神韵
与魅力给这大自然的杰作又
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省级示范农场——— 永
康农场e翔家芒果荔枝园，90
后大学毕业返乡创业带头人
刘祎翔，详细介绍了勐底农场
自1955年他祖父那代军人始
建至今的发展历程。特别是
2018年华南农大胡桂兵博士
专家工作站成立后，先后引进
了17个国内外优良荔枝品种
进行试验示范，解决了永德桂
味荔枝丰产稳产问题，经济效
益连年提升。目前，这片园子
里已引进宾利、妃子笑、桂味
等多个优良品种，芒果荔枝间
作套种技术也喜获成功。

眼下正值芒果和荔枝收
获的季节，整个勐底坝枝繁叶
茂、瓜果飘香，山野无不披红
挂黄。树下近观，一串串荔枝
像红宝石穿成的珠链，一颗颗
晶莹剔透的珍珠包在红色外
壳中，荔枝压着枝头羞答答地
弯了腰，亮着喜悦的光芒，鲜
艳得让人心醉。芒果树的叶
子像一把把巨大无比的绿绒
华盖，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
亮，那一片片嫩绿的叶子中
间，吊满了黄澄澄的果子，像
硕大的灯笼，让人浮想联翩，
放在鼻下嗅一嗅，一股诱人的
清香便浸入肺腑之中。切开
来，黄澄澄的果肉流着汁水，
让人垂涎欲滴。这些天，前来
采购的客商和采摘的游客络
绎不绝，大家品尝之后，对芒
果、荔枝的口感、味道赞不绝
口。谈起这片荔枝芒果园，小
刘如数家珍，言语之中充满了
自豪和骄傲。

通过多年的改良实验，永
德已培育出小香芒、三年芒、
缅二芒等优质品种，永德芒果
也以其营养丰富、果肉甜滑、
芒香、风味独具一格而闻名于
世。目前，永德共有芒果6.8
万亩，年产量6万吨，产值3.5
亿元，“中国芒果之乡”称号实
至名归。

在勐底知青园，讲解员带
我们详细参观了知青馆、知青
人家、知青水井、知青火塘和
知青荔枝园等遗址遗迹，讲述
了1965年至1971年530多名
从四川、上海、昆明等地下乡

知青的劳动生活和爱情故事。
一群青葱年少的知青告别了
大城市的灯红酒绿、慈祥的父
母和温馨的家，以低矮草房和
昏暗油灯为伴，战胜孤独寂
寞，奉献了青春甚至生命，把
知识和希望播撒在了永德大
地。一位上海籍女知青在这
个坝子因公牺牲，她的生命永
远定格在了18岁，长眠在他
乡的菩提树下。在这里，让我
们重温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看到了知青们身上所展现
的敢于吃苦、乐于奉献、勇于
担当的精神。恰逢天降大雨，
似在为知青们这感天动地的
壮举垂泪，似在为这段成千上
万名知青用青春和血泪谱写
的历史啜泣。

午餐安排在知青食堂，抚
今追昔，我们在忆苦思甜的同
时，还尝到了酸面肉、骨头生、
牛撒撇、柠檬鸡脚筋还有知青
烤鱼等永德特色，风味独特，
酸辣可口。

“云霭青山依依绕，雨润
棠梨郁郁芊”。傍晚，县城驻
地德党镇雨后初晴，空气格外
清新，暮色掩映下的棠梨山更
显巍峨隽秀；德党湖鹭翔鱼
跃，水泛清波；永顺路上车水
马龙，人头攒动，十里长街灯
光璀璨，霓虹闪烁。新装的路
灯造型独特，样式新颖，寓意
深刻，顶端是含苞的月季，中
间是绽放的芒果花瓣，底部由
两片茶叶托起，大红的中国结
点缀灯杆，愈显喜庆。街两旁
商贾云集，小吃街、商贸街、演
艺区特色各异，到处熙熙攘攘
而又秩序井然。带有“宜居永
德”“果香永德”的花车和各民
族方队沿街游行，并进行了少
数民族舞蹈与打歌表演。

晚会的主会场设在县体
育场，这个平时只有3万多居
民的小城，一下从四面八方涌
来了5万多人，能容纳两万多
人的场地晌午时分便已座无
虚席。“芦笙曲声起歌舞，佳宾
贵人请您来”，五点钟，举行俐
侎人传统的“开羊”仪式，欢迎
四方宾朋，来自黑衣部落的彝
族俐侎人身着节日盛装，笙箫
谐奏，鼓角齐鸣，几十名排列
整齐的彝族汉子抬着三只烤
好的全羊绕场一周来到舞台
前，俐侎头人主持“开羊仪
式”，连割三刀并祈福：“一刀
开羊国泰民安，二刀开羊福寿
绵长，三刀开羊永德经济大发
展”，然后宾主一起手把羊肉，
举杯对饮，尽情狂欢。各族人
民身着盛装，载歌载舞，用本
民族特有的方式庆丰收、迎宾
客，这里锣鼓喧天，歌舞升平，
彩旗飘扬，恰似一片欢乐的海
洋，热烈的氛围瞬间引燃了这

个边陲小城浪漫神秘而又活
力四射的激情。

晚八时许，“绿色山水，果
香永德”芒果节暨灯光艺术展
迎宾晚会正式开始，整台晚会
分“人文永德、果香永德、宜居
永德、幸福永德”四个篇章进
行。以民族风情为元素，用轻
歌曼舞、民乐合奏、独唱、情景
剧等形式，再现了茶马古道的
民俗风情，充分展示了永德人
民勤劳勇敢、宽厚包容、粗犷
豪放、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和
团结奋进、拼搏向上、踔厉前
行的时代风采；热情讴歌了永
德人民整山治水，耕田放牧，
植药栽果，采茶酿蜜的幸福生
活；表达了边疆各族人民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
决心。

临近子夜，晚会进入高
潮，五百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
飞翔，有序组合。“永德欢迎
您”“一个会转运的地方”等电
子标语高悬半空，还有大雪
山、万丈崖、德党湖等风景名
胜，吉祥物芒果宝宝、会越猴
（灰叶猴）等图案变幻莫测，栩
栩如生，熠熠生辉，让人眼花
缭乱，目不暇接。大家交口称
赞，惊叹于这高科技带来的视
觉盛宴。

随着“砰砰”几声巨响，一
束束五颜六色的烟花腾空而
起，有的像天女散花，有的像
金菊怒放，还有的像流星闪
烁。大批烟花从天上“飞流直
下三千尺”，各色“瀑布”似为
大地披上了万丈霞光，狮滚绣
球、龙腾虎跃、嫦娥奔月等多
种烟花相继登场。鞭炮声此
起彼伏，响彻云霄，整个县城
上方仿佛变成了一座万紫千
红的空中花园，绽开着一片片
金黄、银白、淡紫、粉红的花
瓣，色彩斑斓的焰火好似彩绸
般绚丽多姿，随风飘舞。

晚会在万人齐唱滇西民
歌《赶马调》的壮观场面中进
入尾声，这是永德家喻户晓、
流传千古、老幼皆会的调子，
那粗犷豪放、高亢抒情的旋律
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古代高山
密林中的茶马古道，大家起立
鼓掌，引吭高歌，歌声飘过了
云端，响彻了山川，流进了心
间，充分展现了永德人民万众
一心、凝心聚力、斗志昂扬的
精神风貌。从一张张充满激
情喜悦的笑脸上，我仿佛看到
了永德更加美好的明天。

翌日清晨，伴随着彝族乐
曲《送别》的旋律，车子缓缓地
驶离永德，挥别众友时，我已
是泪眼婆娑，就让千言万语都
化作对这个绿美边城的深深
祝福吧：永德正道无垠，春长
蕊香，德化永昭，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