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挥神奇巨手，召万物复苏，
溪涧唱欢歌，山岳披绿红，
杨柳竞吐翠，花卉织繁荣，
鸟儿呼朋伴，空气沁心胸，
蛰虫掀土被，大地紫气升，
农人耕沃野，喜绘新岁景。

咏春
□林凡文

循着你挑担踏出的足迹
我在泰山上步步寻觅

每枚足印都是青春的音符
在我心中谱成绿色的歌曲
你肩负一条传承的扁担
从山涧挑起清清的泉水
一步一步奋力向上
一层一层攀登石梯
一重一重踏平艰难
一天一天超越自己

山泉像母乳哺育着你啊
也滋养了你泰山般的坚毅
你挑满一担绿色的重托
履行一个青春的诺言
时刻尽洒卫士的竭诚
点滴融入泰山的新绿
让泰山的每一片绿叶
都饱含绿色挑夫的爱

让亲爱的妈妈开心的笑
像海棠花开漫山绿叶里

绿色担当
□陈玉玺

贺新泰一中建校七十周年联：

春秋七秩，播雨耕云，润滋嘉木圃中壮；
学子万千，劬精擢秀，化育雄鹰天际翔。

七律·母校

少年意气梦生香，初入校园文庙旁。
学屋灯光燃朗月，尊师汗雨洗朝阳。
润滋嘉木圃中壮，化育雄鹰天际翔。
欲叩庠门思反哺，沐恩如海斗难量。

七律·怀念乔宪平先生

几回梦里拜乔公，依约倾谈月挂桐。
智者胸中存远虑，征人天外记初衷。
文吟孔子千秋语，政赏袁宏一扇风。
仰止清襟昭大化，晚生心事与君同。

七律·怀念钟大湘老师

梦里依稀在课堂，恩师授读韵悠扬。
畅谈汉史称三杰，横贯文坛诵九章。
灯下汗珠常闪烁，眼前桃李自芬芳。
音容隔世犹亲切，泪滴成诗湿几行。

七律·奉李晃老师

风度翩然才八斗，解难释惑笑盈眸。
从来上课不携尺，况是画圆犹贯周。
学问世人称四杰，嘉名故国播千秋。
先生容貌常萦梦，依旧青春未白头。

七律·奉刘学廷老师

一生崇拜是吾师，有味应为授课时。
潇洒板书挥作瀑，纵横文史讲成诗。
校园折柳千枝尽，天海飘蓬万里思。
今夜相逢原属梦，冰凉客枕泪新滋。

母校与恩师
□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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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俺家拆了草屋盖瓦屋。
温居时，亲友给俺家堂屋里挂上春夏
秋冬四扇屏，春景图上的“风来花自
舞，春入鸟能言”字语，是唐人宋之问
的诗句。

度娘说，“春入鸟能言”意思是春
天来了，鸟儿在歌唱。在俺那山沟沟
里，悦耳而又响亮的是大杜鹃的歌
声。大杜鹃俗称布谷鸟，因鸣音似

“布谷，布谷，快快布谷”而得名，俺岱

下人管这种鸟叫“光光光雇”，这名更
似大杜鹃的鸣音。春天，年迈的我常
回乡挖野菜、寻童年。青山依旧，绿
水长流，大杜鹃的歌声还是那么好
听、洪亮，只是再也听不到那首童谣：
光光光雇，你在哪住？我在山里。山
里放炮，我在岱庙。岱庙下雨，我在
城里……

今春，柳绿了，河开了，我回乡下
平时无人居住的老院刨地种菜。行
至村头，看见一家狗追野兔，惊飞奇
石旁觅食的山鸡。山鸡又叫野鸡、雉
鸡，善走不善飞。年幼时，我曾跟着
大人到山上套山鸡。山鸡跟家鸡一
样，雌鸡丑、雄鸡俊。我将农家饲养
的雌性山鸡拴好，固定在平板上，板
四周布下绳网，撒上鸟食。雌鸡发出

“咕咕”的鸣音，听起来像小孩“咯咯”
的笑声，不似那刚下过蛋的家鸡，“咯
咯哒，咯咯哒”地叫着炫耀表功。不
一会儿工夫，就有雄鸡落入圈套。

我轻启院南柴扉，惊飞菜地上觅
食的麻雀，院内高大的香椿树上喜鹊
叫个不停，似向我报告春天的喜讯，
又像欢迎我的到来。我在井台上撒
下碎馒头渣，麻雀一拥而上，“叽叽喳
喳”来抢食。故乡春天少雨，我每次
回乡，除像泰山林场员工那样给鸟留
食外，还会将两个洗净的涂料桶盖反
过来放在树下，回城前将装满水的塑
料袋挂在树上，用针在袋下扎个孔，

让水慢慢滴到涂料桶盖内为鸟补充
水。小雀儿、桃雀、阿篮、霞夏子等
鸟，乐在俺家无人住的院子里繁衍生
息，帮着捉虫护菜地。这些鸟名，都
是乡音、土名，桃雀体小，赤褐色的羽
毛上有黑色斑点，喜欢将巢建在柔软
的树枝间，俗名“巧妇”，学名鹪鹩。

故乡最小的鸟叫“诓舍孩子”，这
种鸟在《泰山药物志》第三卷中有记
载。“诓舍孩子”为乡音，鸟名鲜活又
逼真，“诓”是骗的意思，“舍”与“死”
音近。这种鸟灵敏无比，喜在荒草和
灌木丛里活动，人没看见它，它已发
现人，一下便飞出三五十步，儿童误
以为它好逮就去追，离其三五步时，
这鸟又一下飞出三五十步，故名“诓
舍孩子”。20世纪60年代，我在今高
铁泰安站西的卧虎山上见过这种小
鸟，起飞时常把我吓一跳。

故乡的鸟中，画眉最受大家喜
爱，鸣叫声婉转、悦耳。爱鸟的人说：
走近画眉，它若张开翅膀，发出“呜呜
呜”的鸣音，便是欢迎你；如果它在原
地转圈圈儿，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是在告诉你，这块儿地方是它的；如
果它连续发出“啾啾啾”的声音，说明
它害怕；要是羽毛立起，发出“嘎叽嘎
叽”的声音，那是它害怕到了极点；如
果它发出“哇哇哇”短而急的声音，是
告诉同伴有危险，快快藏起。

在故乡的鸟中，数量最多的是麻

雀。20世纪50年代，麻雀因偷吃粮
食、糟蹋庄稼，被列为“四害”。庆幸
的是，2000年，麻雀被列入《国家保护
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当年曾
打着锣、敲着盆追杀麻雀的我，如今
见到麻雀，感慨良多。

雨过花得意，春入鸟能言。在阳
光明媚的春天，我喜欢去山林里听鸟
鸣，到大汶河畔为鸟留影。泰山上的
鸟和山下河畔的鸟，大多我叫不出
名，耳所听、目所及，全是生命的跃
动。在空中，鸟儿有节奏地扇动翅
膀，有时只是张着翅膀，让身子在空
中滑翔，滑翔中，有时蓦地来个弧形
大转弯，犹如飞机特技表演。今春回
乡，我有幸听到“滴滴水”鸟的鸣音，
《泰山药物志》中说，食这种羽毛瓦灰
色、麻雀般大小的鸟，能治眼病，这种
鸟“天将雨，其鸣曰滴滴水；天将风，
其鸣曰起起风”。书中“滴滴水”鸟名
是乡音、土名，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
这种能预报天气的鸟的学名。

故乡天蓝、云白、水碧、山绿、鸟
多，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封山造林、
广栽果木。鸟帮庄户人捉虫消灾，鸟
给农家生活带来快乐，鸟给我们的家
园增添了色彩。“劝君莫打三春鸟，子
在巢中待母归”，这俗语传了一辈又
一辈。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鸟
是你我的朋友。

鸟，你我的朋友
□赵家栋

编史修志，鉴古知今，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它具有存史弘文、资
政育人之良功善能，同时又是一件
教化后人、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促
进和谐的功德无量之举。

坐落于泰山脚下、开元河畔的
曹家村自古人杰地灵、民风淳厚，曹
家村人民勤劳善良、勇敢智慧，一代
又一代曹家村父老乡亲接续奋斗、
开拓前进，创造了值得骄傲的历史
和文化。特别是近几年来，曹家村
紧紧抓住高铁片区开发重大机遇，
实现整体搬迁，进入转型发展的新
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
的发展形势和任务，越来越多的曹
家村有识之士和群众认识到文化建
设的重要作用。对于一个村庄来
说，自己的历史——村史无疑是在
村庄的文化建设、传承发展中具有
基础性、广泛性、引导性作用的。对
于一个村庄是这样，对于一个人、一
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一切向前
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过去。
但是，编史修志是一项清苦、辛

苦、艰苦的工作。编写村史，一般而
言更是一无资料、二无档案、三无参
考，几乎是一切从零开始，需要编写
者具有相当的文字功底和奉献精
神，有颗热心肠，坐得冷板凳。谈何
容易。2000多位曹家村村民，谁能
不负众望，担此大任？

合适的人选总是在需要的时候
出现。李广学，在曹家村社区领导
和村民的信任、重托之下毅然担当
大任。这是李广学的责任使然，也
是曹家村的幸运之事。李广学世居
曹家村，生于斯，长于斯，创业于斯，
奉献于斯，对故乡有着浓厚情怀和
感恩之心。他自幼聪颖好学，头脑
活络，视野开阔，敢想能干，善作善
成。青年时代精研技术、兴办工厂，
开拓创新、灵活经营，以实干精神、
技术水平和致富能力闻名乡里。他
年过六旬，家境富足，孩子教书育
人、事业有成，本可含饴弄孙颐养天
年，但他退而不休，浓厚的家乡情怀

和奉献精神又促使他担起修史
大任。

得益于社区领导重视和市、区
党史档案部门以及粥店街道办事处
支持，受命以来，李广学笃定一颗修
史恒心，凭借一腔爱乡之情，坚定一
种执着追求，走访千人百众，集成千
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收集大量原
始素材，反复修改打磨，增删批阅，
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心安吾乡》
这部曹家村村史，这是曹家村建村
600多年来第一部成文村史。

该书共分 18 个章节，近 9 万
字。详尽生动记述了从明朝洪武年
间曹家村先祖自山西洪洞县迁居建
村至今的发展历程，共计600多年历
史。每个章节都以时间为轴线，以
人物、事件为主体。全书以基本史
实为依据，还原历史原貌，又穿插史
话传说，介绍村里的民风民俗，追念
村里名人能士的嘉言懿行，缅怀他
们为村庄父老所作的贡献。全面展
现了曹家村多年来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客观

地记载了曹家村人民筚路蓝缕、艰
苦创业、勇于改革、砥砺前行、建设
美好家园的奋斗足迹和精神风貌。
可以说，这本书既是一部全体曹家
村人的心灵史、成长史，又是一部曹
家村人的发展史、奋斗史。它寄托
着曹家村人对故乡、先人的无限追
思怀想，凝聚着曹家村人对当下幸
福生活的无比珍惜感恩，激励着曹
家村人对未来更好发展的无穷奋斗
壮志。

盛世修史，善莫大焉。最亲最
浓故园情。李广学穷尽数年时间，
专心著述，其心可鉴，其情可嘉，其
精神与本书共存。我相信，这部记
载着曹家村风土人情、人物故事、发
展变迁、奋斗历程、进取精神的村
史，一定会成为曹家村人追忆历史、
传承文化、启迪后人的一笔精神财
富；一定会成为激励当代曹家村人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起航新征程，
创造曹家村更加美好明天的精神之
源、动力之源。

是为序。

最亲最浓故园情
——《心安吾乡》序

□田玉道

春天，一个多么美妙的词汇，如
美人弯弯的眉，亲切而温柔，细腻而
绵长。它每年都会到来，恰逢其时，
不露声色。

走进春天，一切都是清新的面
貌。万物都脱下了银装，穿上了一
件件洋溢着朝气的五彩缤纷的花衣
裳。草儿嫩嫩的，泛着微微的黄，懒
懒的从泥土中露出头来；树叶儿刚
抽芽儿，青青的、绿绿的；花儿也纷
纷开了，它们以其清丽的姿态、明亮
的笑容点缀着和谐的人间。走在青
石板铺就的小路上，脚步也变得慢
了下来，与大地的对话也成了一首
简约的小曲儿，“咯吱——咯吱
——”，悠远而令人遐想。

走进春天，一切都是那么美
好。天空是明朗朗的，连一丝云彩
也没有，抬头仰望，觉得春天的天空
是如此的美。天那么高、那么蓝。
望着天空，我的心情也在不知不觉
中变得开阔起来。偶尔有一两只小
鸟从天空中飞过，我的心幽幽地为
之一颤。迎面吹来的风，更是惬意，
一阵阵复一阵阵，拍着我身躯，吻着
我的脸颊，然后将一抹耐人寻味的
唯美留在了我小小的心上。

走进春天，一切都是明媚的。
阳光是灿烂的，细细的、密密的，像
极了一根根金色的丝线，编织成一
件件棉衣，久久地熨帖着心灵，暖暖
的、柔柔的，不惊不扰。清凌凌的小

河，唱着一首悠悠的
歌，一路欢快地奔向
远方。

走进春天，仿佛
走进了画中。远处，
一山牵着一山，一水
挽着一水。近处，刚
刚醒来的树木，叶儿
渐渐葱茏，像是一道道半开着的帘，
想来，那温婉的春姑娘应该是躲在
后边的吧。

走进春天，无形之中也感受到
了一种向上涌动的生命气息。春，
是希望的开始，懒懒的思绪到了春
天也变得活跃起来，此时，我只想着
广步于庭，而不愿再做一个“宅家

派 ”。 春 日
里，人们也渐
渐忙碌起来，
在 冬 天 里 做
的 长 长 的 梦
终 于 随 着 春
天 的 到 来 也
醒 了 。 随 之

而来的是勤勤恳恳的身影，爱出者
爱返，常耕耘常收获，也许这就是最
好的体现吧。

一年之计在于春。就让我们带
着一颗珍惜美好的心灵，沐浴着舒
缓的阳光，聆听着春风的心跳，闻着
花香与青草的味道，欣赏着蜂飞蝶
舞，欣欣然地走进春之园吧。

走进春天
□彭海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