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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巩本勇
我的故乡，一个与水息

息相关的地方，被誉为鱼水
之乡。这美誉得益于一片知
名的湖泊——— 马踏湖。马踏
湖以其椭圆形的轮廓，宛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鲁中
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湖泊
中，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水草，
人们亲切地称之为蒲子，它
还 有 一 个 更 为 雅 致 的 名
字——— 香蒲。

蒲草，这种多年生草本
植物，以其独特的形态和丰
富的用途赢得了人们的喜
爱。其鲜嫩的假茎和地下匍
匐茎的尖端，口感清爽，是餐
桌上的美味佳肴。而老熟的
部分则可作为饲料或用于煮
食。更为神奇的是，蒲草的
花粉，即我们常说的“蒲黄”，
不仅具有药用价值，还能滋
补身体。此外，蒲草在造纸
和人造棉制造中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

在马踏湖，蒲草的生长尤
为旺盛。夏日的湖畔，蒲草郁
郁葱葱，犹如一片翠绿的海
洋。每当微风拂过，它们便轻
盈地摇曳身姿，散发出淡淡的
清香。

随着秋天的到来，蒲草逐
渐成熟。其叶片长而坚韧，不
仅耐磨、耐压，还具有良好的
保温性能。因此，人们常常用
它来编织各种生活用品，如蒲
草鞋、蒲草席、蒲草扇等。这
些手工艺品不仅美观实用，还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编织蒲草鞋是一项需要
精湛技艺的手工艺。鞋楦子

是编织过程中的重要
工具，它由木头制成，
形状与人的脚型相
符。在编织过程中，人
们将湿润的蒲草缠绕
在鞋楦子上，经过巧妙
的编织，一双结实的蒲
草鞋便诞生了。为了让
鞋子更加美观，人们还会将
蒲草染成各种颜色，使得鞋
子的样式更加丰富多彩。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
是擅长编织蒲草鞋。她坐在
小板凳上，双手熟练地拧着
蒲草，不一会儿，一双精美的
蒲草鞋便在她的手中诞生
了。这些鞋子不仅穿着舒
适，而且具有很好的御寒性
能。在寒冷的冬天，穿上一
双母亲亲手编织的蒲草鞋，
仿佛能感受到她无尽的关爱
和温暖。

蒲草鞋陪伴我度过了许
多美好的时光。那时候，每当
放暑假，我便会迫不及待地穿
上母亲为我编织的蒲草鞋，在
乡间的小路上奔跑嬉戏。即
便是在寒冷的冬天，蒲草鞋也
能为我提供足够的温暖，让我
在雪地中尽情玩耍而不必担
心冻伤。

现在，虽然市面上有各种
各样的鞋子可供选择，但我仍
然喜欢母亲亲手编织的蒲草
鞋。每当冬日来临，一双温暖
的蒲草鞋便是母亲对孩子最
深沉的爱。

马踏湖区也因蒲草而焕
发出勃勃生机。当地老百姓
利用蒲草编织出各种生活用
品，如席子、拖鞋、锅盖等，既

实用又具有民族特色
和地方风情。这些手工
艺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也成为了展示当地文
化的重要载体。

在蒲草的世界里，还有着
许多令人惊叹的工艺品。其
中，蒲草扇子便是其中的佼佼
者。它以其独特的编织方法
和精美的外观赢得了人们的
喜爱。从材料准备到编织完
成，每一步都需要匠人们精心
操作。最终呈现出的蒲草扇
子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一
件精美的艺术品。

扇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文化内涵。从古代的羽
毛扇到现代各类材质的扇子，
它们都是时代变迁和社会发
展的见证。而蒲草扇子作为
其中的一员，更是承载着浓厚
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

还有蒲团，这个普通的小
物件，也是蒲草编织而成。在
古代，蒲团是文人雅士书房中
的必备之物，它不仅可以供人

们坐卧
休息，还能起到一定的保暖作
用。在寺庙中，我们常常可以
看到僧人席地而坐，他们手中
的蒲团，就是他们修行的一部
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蒲团逐
渐成为民间普遍使用的坐具，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蒲团不仅仅是一种
坐具，更像是一种精神的
寄托。

家乡的蒲草，从春天萌发
新芽到夏天茂盛生长再到秋
天收割归仓，见证了四季的轮
回和岁月的变迁。

我的故乡，因水而名，因
湖而盛。而在我心中，蒲草更
是故乡的象征。每当我想起
那片绿油油的蒲草海，心中便
涌起一股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那蒲草的清香，那蒲草的翠
绿，是我对故乡最深刻的记
忆，也是我对故乡最真挚的
眷恋。

马踏湖蒲草 马踏湖中生
长着一种独特的
水草——— 香蒲。

巩本忠 摄

□ 刘晓芳
蓝天上，一朵朵白云，洁

白无瑕，宛如从远方天国寄来
的一片信笺，上面写满一篇篇
留恋的文字，轻轻地叩击着我
灵魂深处那一根思念故去战
友的心弦。

又是一年清明至，一组数
字让我们痛彻心扉。253名
民警、164名辅警，这是2023
年因公牺牲民辅警的人数。
这冰冷的数字意味着一个又
一个鲜活的生命，永远地消失
了，意味着417个家庭永远地破
碎了。有多少孩子在他们将来
成长的道路上，父亲或者母亲
永远地缺席了欢聚，给他们的
人生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
憾；有多少父母在他们年老病
痛时膝下却没有了儿女的尽孝
和陪伴，思念的痛楚将占据整
个余生；有多少妻子在泪水中
变得坚强，用柔弱的肩膀扛起
两个人的责任，在生活的风雨
中为孩子撑起一片晴空。

清明将至，追忆逝去的战
友，我所能做的唯有写下一篇
心情沉重的文字，来祭奠我对
他们的怀念与哀伤。

泪眼朦胧中，回想起我身
边那些把无悔的生命终结在

公安岗位上，从我身边已经走
过的一个个至亲般的领导和
战友：郑功寅、翟所启、刘训
福、张亮、张海忠、刘军玲、宋
志磊、周国春……他们那一张
张笑容可掬的面孔，仿佛昨日
还在眼前，而现在他们已经离
我而去，离心爱的公安事业而
去……

我怀念我的战友，怀念我
的兄弟姊妹。

每当路过曾经和他们一
起巡逻过的街道、一起值过班
的办公室……往昔的一切历
历在目，不知不觉便流下泪
来……

人世间每一份至亲的真
情，都能深深地触动我们的情
感与心绪。对战友的思念永
远不能释怀，那是对逝去亲人
的一份真爱与真情。

每到清明节来临的时
候，我都会写下一些追思的
文字，纪念故去的战友们。
走进知天命之年的我，已经
深深感受到时光就如捧在手
心中微凉的清水，在我还来
不及享受它甜蜜滋味的时
候，就已悄然流逝；当我伸手
去捕捉的时候，才发现它已
经不知不觉溜走了。

于是，在每个清明节的
夜晚，我会独自一人静静地
躲在角落里，回忆战友们留
下的一张张再平凡不过的笑
颜和他们鲜活生动的话语。
我想，战友们也一定在呼唤
春天的来临。在他们一句句
的叮咛和问候声中，我感觉
他们并没有远离，仿佛就在
我的身边低声细语。他们
生前留下的话语就像铭刻
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明亮路
标，让我倍加珍惜人世间的
美好生活。于是，在清明节
寄托思念之时，也让我更加
感受到对生命的无比热爱
和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我知道，随着时光流逝，那
一份亲情、友情始终不会走
出我的心灵。

生命是一曲交响乐，无
论伟大还是平凡，无论苦与
乐，在生命的记忆里总是一
段弥足珍贵的情感。我的战
友们把青春献给了警营，把
生命献给了热爱的公安事
业，他们青春无悔，他们精神
永驻！

怀念战友，我想最好的纪
念方式就是谨记血的教训，激
情地工作着，开心地美丽着，

绽放我们的智慧，更好地工作
和生活。

我是这支队伍的一员，
是他们的战友和亲人，我懂
得，他们一样爱父母，爱妻
儿，爱战友，爱生活。奈何桥
头他们回眸的目光中，一定
装满了深深的眷恋和牵挂，
但他们无悔。守护安宁，剑
胆除恶，他们甘用生命书写
忠诚的诗行！

又到一年清明时，真希望
牺牲民辅警数字永远是0，虽
然知道不可能，但我仍希望这
个数字降得低一些，再低一
些……

清明之际，历尽秋霜冰
雪，春风起处，缕缕柳烟，青青
草色，我仿佛看见在张海忠大
哥的墓碑前嫂子单薄的背影，
看见老母亲被风吹起的白
发……

清明，这个被泪水淋湿的
时节，我没有轻松的文笔，但
却有一个心愿：愿逝去的战友
们安息！愿他们的亲人们
安康！

怀念我的战友，怀念我
的兄弟姊妹，在每一个清明，
在 他 们 离 我 而 去 的 每 个
日夜。

清明祭战友

“不确定”是常态

□ 王国梁
那年，父亲精心打理的两亩

地的桃树结果了。桃树三年结
果，三年的辛苦劳作终于见到成
果了。父亲望着满园青绿的桃
子，欣慰地笑着。我们期待快点
尝到劳动果实的甜美味道。

谁知，一场特大冰雹把偌大
的桃园砸得一片狼藉，不少桃枝
断掉，还未成熟的桃子落了一
地。我们收拾了一整天桃园，把
残枝抱出来，把落地的桃子装
筐。一筐筐青桃能吃的很少，大
部分都扔到沟里了。母亲心疼
极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妹妹
也哭了起来，她手里攥着一只桃
子，说什么都不肯丢掉。我想起
父亲三年来付出的心血，眼见着
好收成到了，却不想遭遇天灾。

见我们哭哭啼啼，父亲却淡
然地收拾着桃枝说：“没啥大不
了的！庄稼人吗，哪能年年风调
雨顺？老天爷不帮衬是正常现
象，谁也做不了老天爷的主！赶
上啥说啥，没事！咱还没到山穷
水尽的地步呢，桃树上还有没被
砸的桃子。该干啥干啥！”

母亲不哭了，还是忍不住抱
怨：“当初不让你栽桃树，栽的时
候没想到会被雹子砸吗？”父亲
说：“怎么没想到？庄稼人不能
跟老天爷斗。狂风暴雨冰雹每
年都可能来，来了就认倒霉。过
日子就这样，有顺的时候就有倒
霉的时候，谁也不敢保证不遇到
倒霉事。遇到就遇到呗，日子还
得过下去，过着过着就又顺了。”

父亲的一番话，我们都听懂
了。“不确定”是人生的常态，人
们都希望顺顺利利，但很多时
候，即使全力以赴，也会受到不
确定因素影响，以失败告终。风
调雨顺，心想事成，一直都是人
类的美好祈愿，没有谁能保证万
无一失，一旦遇到了，就不能逃
避，要学会正确面对。

父亲早早为我们上了这样
的人生一课，让我们学会了如何
面对人生中的“不确定”。

记得我刚毕业那年，工作努
力，却怎么做都不顺手。我没有
因此抱怨焦虑，只是调整了自己
的工作状态。妹妹自己创业，有
一年赔了个底儿朝天，她说：“做
生意没有稳赚不赔的，赔了就好
好总结经验，找机会东山再起。”
果然，两年后她的生意有了
起色。

“不确定”是生活的常态，谁
都可能遭遇努力被辜负、付出成
了空，可是我们依旧要全力以赴
地生活。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
给天意——— 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征稿启事

““齐齐迹迹””副副刊刊为为宣宣传传推推广广齐齐
文文化化而而生生。。因因为为齐齐文文化化的的兼兼容容
并并包包特特性性，，她她也也接接纳纳广广义义上上的的齐齐
文文化化稿稿件件，，比比如如涉涉及及聊聊斋斋文文化化、、
鲁鲁商商文文化化、、黄黄河河文文化化等等与与本本土土文文
化化相相关关的的内内容容。。

投投稿稿请请发发邮邮箱箱：：llzz cc bb ffkk@@
112266..ccoomm。。来来稿稿请请注注明明建建设设
银银行行开开户户行行、、开开户户名名、、账账号号，，联联
系系电电话话、、通通讯讯地地址址、、邮邮政政编编码码。。
请请勿勿登登门门投投稿稿，，谢谢绝绝一一稿稿多多投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