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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群人，
恰值青葱岁月，
就背起行囊远离家乡。
临别时刻，家人的拥抱，
依依不舍的浓情，
眼中饱含着泪花。

强忍着强忍着，
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流下，
泪流满面，泪流不止，
是此时此刻最好的情感宣泄！
狠心挣脱家人的怀抱，
扭头登上远行的军车，
一路风驰，
心随梦想开始追逐远方。

穿上橄榄绿，
或北上边疆，或南下水乡；
你手握钢枪，坚守边防；
我抗洪一线，以身搏挡；
军营熔炉几千日，
从春暖花开到冬雪皑皑。

百般的锤炼，
万般的教导，
铸就一身铮铮铁骨，
铁的纪律，坚守着一日铁规，
铁的意志，坚守起一生的信仰！
这就是军人，
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一群最平凡的人，
更是一群最不平凡的人。
平凡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
说他们不平凡，
不同于常人的经历，
更不同于我们的日丽风和，
那无数个历经风霜雪雨的日子，
还有那雨水汗水泪水泥水中的极
端洗礼！

日子就在指尖不经意间流淌，
一天、两天、三四天……
或则三两年、十几年，
弹指一瞬又到别离，
一段难能可贵的军旅岁月，
就此暂时谢幕，
成就独属自己的一生荣光！

忆峥嵘岁月，
却还看今朝，
还是这样一群人，
脱下橄榄绿，
走向工厂，
走向农村，
走向机关和单位，
书 写 着 又 一 番 创 业 和 奋 斗 的
精彩。

山水麻城，
有这么一批又一批的退伍老兵，
他们穿上了城管蓝，
开始从昨日的保家卫国，
跨界到今日的城市“管家”！
自此不一样的故事如同昨天一样
上演。

不曾忘记，
那历时两个月的“马路市场攻坚
战”，

退役老兵个个冲在一线，
清脏治乱、拆违除险，
难点、乱点、堵点和痛点，
点点发力，攻坚破难，
工业路上市民自发燃放的鞭炮声
声响起，
就是对你们最大的褒奖和欢呼。

也不曾忘记，
昨夜的残月还在低垂，
管控早市的你们，
美梦被闹钟残忍地叫醒，
穿衣起床甚至来不及洗洗刷刷，
就披星戴月急匆匆一路赶往执
勤点；

还不曾忘记，
面对深夜沂河岸边的“偷沙贼”，
既有诱惑也有恐吓，
军人出身的执法尖兵们选择了说

“不”！
你们用强力严打维护了执法的
尊严；

最不曾忘记，
整治烧烤的那段日子，
面对岭南路上的狼烟四起，
听到周边市民的抱怨声声，
源自内心的惭愧和煎熬，
你们选择用盒饭加班兑现了“管
就管住”的诺言；

更不曾忘记，
暴雨洗城过后的一片狼藉，
带领环卫一线工人，
揭井盖子、抠雨箅子、拖树枝子，
一身的泥水啊连着一头的汗水，
只为居民走上街头能够看到雨后
的洁净之美。

还有更多的不曾忘记，
好像已经忘记，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把这些当成
事来记。
就是这么一群人，
昨日的军旅光辉，已经成为过去，
今日的平凡坚守，还在赓续未来。

我们致敬平凡，
就 是 致 敬 每 一 个 平 淡 无 奇 的
日子，
就 是 致 敬 每 一 个 默 默 付 出 的
自己。
致敬平凡的退役军人，
就是致敬他们“退伍不退志”的如
初本色，
就是致敬他们“立说立行”的硬朗
作风和“干就干好”的执行能力。

岁月如风，
一切虽会远走，
唯有战友情谊永留心中，
时光永驻，
让我们城管人携手共同精酿岁月
之酒，让它愈久弥香。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人民是阅卷人。”
赶考路上，新时代的城管人风华
正茂、豪情满怀。

致敬平凡
□ 杨红玉

谷子趣谈
□ 仇绪芳

“六月六看谷秀，七月
七割谷吃。”又到了谷子秀
穗的时候了。

现在不少城里的年轻
人都不知道谷子和小米的
关系了。其实，谷子脱皮以
后就是小米。

1万多年前北京门头沟
的先民们吃的主食是什么？
4000多年前的青海人用什
么做面条？6000年前中原
人口第一次大幅增长是因
为什么作物？考古证明，答
案都是谷子，也就是人们俗
称的小米。

谷子，史称稷或粟，隶
属禾本科狗尾草属，是世界
上最古老的驯化作物。夏
商到魏晋南北朝，谷子在粮
食中一直占据首要地位。

“粟文化”深深烙印在国人
的精神世界中，并深刻影响
着人们的思维和人文情怀。
伯夷、叔齐于商亡后不吃周
粟而死，表现了忠贞不渝、
不因生计艰难而易志的坚
定信念，留下了“不食周粟”
的佳话。

唐诗中也有粟的吟诵，
李白的《书怀赠南陵常赞
府》中有“虽有数斗玉，不如
一盘粟”；杜甫的《忆昔》中
写“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
仓廪俱丰实”。

近年来，淄博的边河小
米十分风光，还成功注册为
中国地理标志商标。

二十年前，我每天早
上晨练走到金山根，经常
听到附近地里有人吆喝：

“哨嗷——— 嘟！”这是农人
在谷子地里吓麻雀。与他
们交谈得知，种谷子是很
辛苦的。谷子秀穗后，从
开始晒白米就有麻雀、斑
鸠、喜鹊等鸟来啄食，晒红
米后更是防不胜防。每天
早上天刚蒙蒙亮，大群的
麻雀就飞向谷子地，如果
谁家不来轰麻雀，基本是
颗粒无收。所以，到了谷
子晒米时，人们想出各种
办法驱鸟：有人买上鞭炮，
麻雀来了，点着扔过去；谷
子地里扎着各种各样的假
人，戴着草帽的、手拿花纸
条的、穿着各种颜色的花
衣裳的……

《诗经》中就有
鸟食粟的诗句，《小
雅》中《黄鸟》曰：“黄鸟黄
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
《小宛》云：“交交桑扈，率场
啄粟。”看来古人就开始与
鸟“抢粮食”了。

后来，农人开始用塑料
网防鸟，效果很好。可是麻
雀也有办法。2016年我在
边河水库北面种了2亩谷
子，虽然罩了网子，也必须
常去轰鸟。有天中午，我一
到地北头，一大群麻雀“轰”
的一下飞到地南头的树上。
有两三只麻雀落到了网子
上，离谷穗半米多的网子颤
颤地下落一点儿。这几只
麻雀喳喳喳叫了几声，好像
在呼喊：“伙伴们都来啊！”
结果五六十只麻雀“呼啦”
一下都落在网子上，网子被
压得落在谷穗上，众鸟开始
抢着啄食谷粒。我这才知
道，麻雀也是有智慧的。我
也见识到了它们是有记忆
的。有次3只麻雀钻到了网
子里面，我钻到网子里去驱
赶，它们机灵地从一个十几
厘米的破洞口飞走了。伏
天的中午，把我热得出了一
身臭汗。

边河小米售价稳定。
几年来，普通品种的小米售
价8元左右。当地的传统品
种小红谷碾出的小米口感
黏糯香滑，非常受欢迎，近
年售价能到每斤10元至15
元，远销上海、广州、武汉
等地。

2014年，我在金山的
东山头种了4分地的谷子，
收获后给孩子们和亲戚分
着吃了。第二年又加上西
沟的9分地。我种了小红
谷，籽小，粒黄，煮出粥来
黏糯滑香，口感特好。虽
然种得辛苦，但心中还是
很满足。小红谷是老品
种，籽粒小，皮厚，碾米时
需要碾三遍，出米率63%
左右，但是碾出来的小米
鲜黄、油润。有的品种出
米率达到80%，但口感就
不如小红谷碾的米好了。
2016年后我扩大了种植面
积，没想到连续两年谷子
染了白发病，虽然多次打
药，也难以控制。谷子病

害除了白发病，还有谷瘟
病、锈病、黑穗病等。

种谷子不光要防鸟害
病害，虫害也十分严重。危
害谷子的害虫主要有蝼蛄、
蛴螬、土蚕、金针虫、蓟马、
粟穗螟、蚜虫、红蜘蛛等。
还要防鼹鼠，鼹鼠俗称“翻
暴掌子”，这家伙前肢发达，
脚掌向外翻，有利爪，适于
掘土，也吃农作物的根。鼹
鼠在田间拱翻田垄，危害作
物根系，从而造成作物死苗
和断垄。今年我种了4分地
的谷子，就遭受了鼹鼠、土
蚕、蚜虫、蓟马等的侵害。

边河一带属半干旱的
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13℃，日照率为60%，海拔
在150米至420米之间，在
低丘缓岭间覆盖着厚薄不
等的坡积、洪积物，富含多
种矿物质,具有谷物生长
的最佳土壤，形成独具特
色的边河小米品质，米粒
小圆而饱满，色泽纯黄，香
味清郁。

小米富含粗蛋白、淀
粉、钙、铁、锌、硒等营养成
分。中医认为，其味咸，微
寒，无毒；养肾气，除脾胃
中热，利小便，治痢疾。做
粥食用可以开胃补虚。《本
草纲目》记载：“养肾气，去
脾胃中热，益气。陈者：
苦，寒。治胃热消渴，利小
便。”因此小米适宜老人、孩
子等身体虚弱的人滋补。
过去，谁家的媳妇怀孕了，
就要准备好小米，待到坐月
子，小米就是产妇的主食。

中国几千年以农立国，
稷神崇拜和祭祀之风相延。
对稷的崇拜经历了“稷官—
后稷—稷神”的演变，古代
稷神与社神祭祀往往并提，

“社稷”成为国家的象征。
粟还是古代政府税收的来
源之一，是社会财富的重要
象征。

粟文化的内涵丰富而
广博，从宗庙祭祀到民间风
俗、从诗歌咏颂到各种寓
意，具有非凡的生命力。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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