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阳光，格外吝啬。它

偶尔露个脸，便又匆匆藏入云层

深处。在这寒冷的季节里，三角

梅却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在岁月

的角落里热烈绽放。

那天，我漫步于黛瓦白墙之

间，一抹艳丽的色彩跃入眼帘。

三角梅，如同仙子般飘逸，热烈地

展示着美丽。它们攀附在屋脊之

上，宛如一条条色彩斑斓的瀑布，

从天际倾泻而下，美得让人心醉。

红的热烈，粉的温柔，紫的浪

漫，三角梅的色彩如此斑斓，让人

不禁为之动容。那花瓣苞片形状

独特，紧凑有序，无论是远观还是

近赏，都让人心生欢喜。它们毫不

羞怯，大胆展示着自己的美。阳光

透过缝隙，洒在花瓣上，闪耀着晶

莹剔透的光泽，仿佛是冬日里的一

把火焰，点燃了生命的热情。

三角梅的生命力令人赞叹。

它不择环境，无论是阳光灿烂的

露天庭院，还是略显阴暗的阳台

角落，都能顽强生长。它的坚韧

与随和，让我想起了那些在逆境

中依然笑对人生的人们。它们耐

旱，无需过多呵护，在艰苦的环境

中，也绽放出最美的花朵。

记得有位花友曾戏言：“养花

的极致是三角梅。”的确，三角梅

的可塑性极强。种在院子里，它

能沿着篱笆或围墙，攀爬成一道

花墙；放在阳台花盆，它能修剪成

独特的盆景，点缀我们的生活。

三角梅虽名为“梅”，却与梅花

并无血缘之亲，而是源自遥远的南

美洲。它的美，独特而张扬，无需绿

叶衬托，自己便是那最美的风景。

冬日，三角梅以其旺盛的生

命力，唤醒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舒婷的诗歌《日光岩下的三角

梅》在我耳边响起：“是喧闹的飞

瀑，披挂寂寞的石壁，最有限的

营养，却献出了最丰富的自己

……”那般热烈、坚韧的三角梅，

不正像生活中那些不屈不挠的人

们吗？他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

绽放自己的光彩，为这个世界增

添一抹亮色。

我站在三角梅前，心中涌起

一股暖流。或许，这就是三角梅

的魅力所在，它让我们在寒冷的

日子里，依然相信生活的美好，勇

敢地追求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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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的菜市
□面朝大海

记得有一句话这样说：如果要想深入

了解一座城市，就应该去当地的菜市场逛

一逛。菜市场看似熙攘、嘈杂，却体现着

整座城市的饮食习惯和文化底蕴。

春天，去菜市场会看到满眼的新

绿。年初相互转发新年寄语的时候还是

青幽幽的矮脚黄，怎么竟刷刷地抽出尺

把长的苔子了？这些嫩得滴水的春之骄

子，被粗壮的草绳捆扎成把，成为都市人

的盘中餐。韭菜阔叶上还沾着湿漉漉的

田泥，招惹得你不能不买了它尝鲜。还

有荠菜、豆苗、香菜、春笋，争先恐后比着

绿、赛着嫩，连刚抽芽不久的马兰头，也

显露着粉红的叶茎，迫不及待地挤入报

春的队伍。虽然风还冷，天还凉，可光阴

的指针已经标注到了新的位置——又是

一年春来到。

比起超市里的蔬菜，我更喜欢菜市场

的，虽然前者确实漂亮，它们经过筛选、剔

除、清洗、剥皮甚至切片等标准化加工后，

迅速被保鲜膜层层包裹，装进盒子里，摆

放在日光灯下。它们如出一辙地透着艳

丽的光泽，只是买回家，兴奋地剥开包装，

凑在鼻子下闻，却没什么味道，拿来做菜，

吃在嘴里的滋味也有些许寡淡。

菜市场的蔬菜，是在天还没亮的时

候，菜农踩着柔软的土地，呼吸着草木的

清香和泥土的腥味去收割的。菜农们一

个个手里沾满了新鲜的汁液，脖子里冒

着热气，背上全部湿透，却顾不上休息，

甚至来不及将这些蔬菜打理得漂亮整

洁，立马就将它们装进筐里，匆匆进城奔

菜市场而来了。所以这些蔬菜带着清晨

的露水和阳光，带着春日的一抹新绿，是

那般醉人心，迷人眼！

城市的春天，看不到南归的燕雀，也

见不着先知水暖的鸭鹅，只有菜市场这扇

乡间通向都市的门率先传来田野的春讯，

那一担一担的新绿，在向久居钢筋水泥楼

里的人们呼喊：“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去菜市场走一走吧，去感受下盎然的

春意，去拎回一篮春菜，携回一片春光……

冬日绽放的
三角梅

□唐筱毅

宁静的青川，群山如黛，云雾缭

绕。最让人心心念念的，非那秋日的炒

板栗莫属。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

岁月的印记，和无数游子心中那份永恒

的乡愁。

青川的板栗树，随意地生长在山坡、

沟壑之间，与野草、野花为伴，吸收着大

地的精华，沐浴着日月的光辉。春天，嫩

绿的叶子铺满枝头，仿佛是大自然最精

致的绿伞；夏日，树影婆娑，为过往的路

人提供一片凉爽；而到了秋天，成熟的板

栗如同镶嵌在绿叶间的宝石，沉甸甸地

挂满枝头，等待着风的轻抚，或是自然的

掉落。

走在山间小道上，脚下是落叶铺成

的金色地毯，耳边是风吹过树梢的沙沙

声，偶尔还能听到“啪”的一声，那是板

栗从高处落下的声音，清脆悦耳。抬头

望去，或许还能见到几只松鼠在树枝间

跳跃，它们捡起掉落的板栗，迅速藏进

树洞或草丛中。这样的场景，充满了生

机与和谐，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奇妙

与慷慨。

然而，青川的板栗之所以让人难以

忘怀，更在于那份独特的烹饪方式——

炒板栗。炒板栗，对于青川人来说，是一

种技艺，也是一种情怀。每当秋风起，山

里人家便开始忙碌起来，准备迎接这场

味蕾的盛宴。

首先，挑选板栗是一项细致的工

作。人们会仔细挑选那些饱满、无虫眼

的板栗，拂去沙土，再用小刀在每个板栗

上划上一道小口，这是为了让板栗在炒

制过程中更好地受热，也让香味能够更

充分地渗透。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却需

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因为这关乎着最

终成品的口感与风味。

接下来，便是炒制的环节。青川人炒

板栗，多用传统的炭火炉，因为这样能够

更好地控制火候，让板栗受热均匀。炭火

红彤彤，锅中的板栗壳逐渐变得焦黄，空

气中开始弥漫起一股淡淡的甜香，那是板

栗独有的味道，温暖而诱人。

炒板栗的过程中，既要让它均匀受

热，又要防止板栗烧焦。这是一项技术

活，当板栗壳开始微微裂开露出金黄色

的果肉时，便意味着炒板栗即将完成。

这时，空气中弥漫的香气愈发浓郁，让人

忍不住吞咽口水。

炒好的板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是

秋日里最温暖人心的美味。轻轻剥开壳，

露出金黄色的果肉，咬上一口，软糯香甜，

满口生香，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与烦恼似乎

都随着这香甜的滋味烟消云散了。

在青川，炒板栗不仅仅是一种美味，

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每当板栗收获季

节，邻里间总会相互赠送自家炒好的板

栗，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各自的手

艺，谈论着家长里短，那份淳朴与和谐，

让人倍感温馨。

而对于远离家乡的青川人来说，一

包炒板栗，更是一份乡愁，是他们心中永

远的牵挂。每当在外奔波劳累，或是思

念家乡时，只要能吃上一口那熟悉的味

道，仿佛就能穿越时空，回到那简单而又

幸福的时光。

青川炒板栗
□向明月

南方的冬天，早晚寒凉，中午却艳阳

高照，照得人身上暖烘烘的。我最近赋闲

在家，没事就拿把小椅子去楼顶晒太阳。

我家在顶楼，有时懒得下楼，便到

楼顶观风景。楼顶不大，但平坦厚实，

楼顶地面用水泥铺就，上面盖着一层厚

厚的红砖，砖与砖之间直直地立着，被

水泥浆紧紧地粘在一起，从表面看天衣

无缝，但从墙缝边细细瞅去，却能看见

一排排黑漆漆的小洞，这么独特的地砖

设计，大概是用来防水与防晒的吧。四

边的墙还砌着一条小水沟，方便雨天积

水的流动。我虽住顶楼，除了夏天热一

些，需要每天开空调，电费高些，好像并

没有太多的问题。

我最喜欢在楼顶边晒太阳边看书，

手中捧一本迟子建的散文集《我的世界

下雪了》，身子在太阳底下被日光晒着，

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想象着北国漫天

飘雪的银白世界，或幻想着听“咚咚咚”

溪流雪融化后的声音……想象终归是想

象，抬眼看刺目的阳光，我也只能轻叹一

声。对雪的念想，是刻在我这个南方人

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执念啊。

此刻，我抬眼望去，是一片片林立的

高楼大厦，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无言地

矗立着，似是还未从梦中醒来。从高处

往下看，马路像一条川流不息的小河，只

能看到点点蠕动的人群，像蚂蚁一样辛

勤地来回劳作。只有等夜幕降临，这群

哑然的高大建筑物们才会苏醒过来，骤

然间灯光璀璨，活力四射，映衬着周遭的

万家灯火，一片祥和。

只要是晴天，未等太阳出来，邻居们

便争先恐后地上楼来晒被子，红的、绿

的、灰的……各种颜色的被子都有。

七楼的张大叔每天十点，都会准时

端着一盆腊肉来顶楼晾晒，他细心地

把五花肉用红绳串起来，再缠上一根

筷子，挂在铁线根上，腊肉被太阳曝晒

着，流着油。我朝张大叔喊道：“张大

叔，你家腊肉真让人眼馋啊！”张大叔

嘿嘿笑道：“到时送你一两条。”“那谢

谢你啰！”我老是与张大叔重复着这样

的对话，有时真担心来只野猫儿，把他

的腊肉叼走了。

猫没看到，倒是遇见了一只小狗。

有一回，一只小柴犬关在笼子里，被扔

在墙角边，一双哀怨的眼神无精打彩

的，见有人来，它立刻兴奋起来，摇着尾

巴冲我叫了几声。我觉着它可怜，思忖

着是被哪个邻居遗弃了。在业主群里

问了邻居们，没有人吭声。我决定先观

察几天，如果到时没人来领，我便抱回

家去。接下来两天，我发现笼子里都有

按时添换狗粮和水，许是小狗有主人，

只是不知为何将它放在了楼顶。没过

几天，小狗和笼子都不见了，我正担心

着，结果路过隔壁邻居家门口，居然听

到了小狗熟悉的叫声。

楼顶有一处空地，种着一片花草，旁
边堆着几只装满水的塑胶桶，偶尔有个
不认识的邻居大妈上楼来浇水；还曾看

见过一对父子，坐在楼顶的一角地上，玩

着扑克游戏；夏天的时候，也撞见过在楼

顶晒背的女邻居，全身裹得严实，只露出

背部，躺在瑜伽毯上，一动不动。

楼顶仿佛是一个被遗忘的秘密花

园，有着别样风景，吸引着每一个渴望逃

离喧嚣的心灵。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角

落，却藏着生活的百态。

楼顶的别样风景
□李倩

出售公告
现有位于安岳县学沟湾路306号
紫竹馨城的房屋拟出售。详情请
咨询15908313777。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德盛建筑有限公司

2025年2月6日
■四川川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9111749）、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111
750）及周小刚法人章（编号：
5101079929687）均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四川丰双营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MAC2LM929R）
正副本原件、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76027505）遗失作废
■四川智立德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185MA67B92B1W）正副本原
件,公章(印章编号:5101850023
905)遗失作废
■四川蕊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印章编号：510107528393
8）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珂霖文化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编号:510798002762
7）遗失，声明作废。
■王桔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10103197305110662，特 此
声明。
■郑胜培于 2025 年 2 月 5 日遗
失身份证，号码：510103195302
154871，声明作废。
■季爱平2025年1月28日不慎
遗失身份证件，证号：51111119
8601033740，声明作废。
■肖雁宁身份证（号码：5130011
99802230044）于 2025年 2月 3
日遗失，即日起非本人使用所引
起的责任与本人无关。
■彭州市濛阳镇强林源家禽养
殖场公章，编号：51018200493
01，遗失作废。
■四川牧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5266
287）遗失，声明作废。
■钟建兵于2025年1月26日不
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51030
4197302102912，特此声明。

■成都千员科技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号 5101076360293）
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辣妈悦瘦健康管理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6MA6CWG5Y7R）经公
司股东决定，注册资本由 300万
元减少到50万元，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前往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四川卓源东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章（编号：5101135165
182）及 黄 艳 法 人 章（编 号 ：
5101055501927）的刻章备案回
执存根、银行预留印鉴卡遗失。

查找尸源
2025年1月29日，宜宾市江

安县怡乐镇长江二桥长江边发
现一具男尸，50 岁左右，身高
165CM左右，上身着黑色绒衣，
下身着黑色内裤，入水时间30天
左右。知情者速与警方联系，电
话0831-2839110。

长江航运公安局江安派出所
2025年1月29日

生活服务广告028-86969860
收费标准:7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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