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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邀约几位骑友踏青赏

花。刚出郊外就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

哇！广袤的田野上开满金灿灿的油菜

花，在阳光照耀下显得艳丽夺目。浓浓

的花香随着拂面而来的春风阵阵扑鼻，

沁人肺腑。就连妩媚多姿的桃花和李

花也为之折腰，深感自惭形秽，怎敢与

气势壮观的菜花媲美？

骑友们穿行在乡间小道上慢游赏

花。王大爷举起相机对着油菜花“咔

嚓、咔嚓”照个不停。他频频变换角度

取景，他说要拍出最满意的照片作为参

赛的摄影作品。他还采用广角镜，恨不

得把无垠的油菜花全部摄入镜头。我

只顾赏花，掉了队。“肖老师，你咋成了

花痴？”同行的老李把我叫走。

骑友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漫无

目的的四处赏花观景。公路两旁乡间

小道，田埂地边无不闪现着游人们灵动

的身影。不少游客用相机或者手机不

停的互拍、自拍。尤其是那些美女们，

做出各种 POSE，她们那灿烂的花容与

艳丽的菜花交相辉映，十分养眼。此

刻，有人唱起了“麦苗儿青来，菜花儿

黄，毛主席来到了咱们农庄”那首老歌，

我也跟着哼起来，这首歌颇有意境且饱

含深情，让人倍感亲切。

随处可见无数的蜜蜂在油菜花上

空飞来飞去并发出嗡嗡的声音，就像在

为游人们演绎悠扬动听的《春天奏鸣

曲》。这些富有奉献精神的小精灵们正

辛勤地采花酿蜜，而油菜花不仅无偿给

它们提供蜜源养料又无私地供游人们

观赏。

正值盛花期，又逢双休日，赏花的

游人越来越多。村民们借花生财，利用

自己的农舍办起“农家乐”，为游客提供

餐饮娱乐和停车服务。我们路过的农

家乐几乎家家爆满。不远处，看见偌大

一块标有“乡村振兴，文旅先行”字样的

宣传牌矗立田边，格外醒目。一位当地

村民告诉我，这里是崇州道明千亩油菜

花观赏园，每天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赏

花，来此消费自然给村民们带来可观的

收入。说话间，见他脸上流露出乐开花

的神情。

不时有搭载游客观光的滑翔机从头

顶掠过。听一位乘座过的游客说，他在空

中俯瞰金色原野的全景，让他心旷神怡。

乡村的景色太迷人！构成一幅金黄

色的以油菜花为主色调，绿树、桃李花、

小桥流水和农舍作映衬的和谐美丽的田

园风光画卷，游客自然成了画中人。

看到这般美景，不由地回想起上世纪

70年代我曾与乡亲们年复一年的亲手栽

植油菜。花开时，因忙于农活和较差的生

活条件所致而无心欣赏，只盼有个好收

成，与如今的赏花心境形成强烈的反差。

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当下如此美好的生

活，应倍加珍惜。

逛菜市场
□黎杰

早晨上班前，老婆侧过

头问我，今天中午想吃点

啥？

我搓了一把脸，头也不

转，含混着说，随便。

女人冒火了，说，哪有

随便？你去菜市场买买来？

我从镜中看到，老婆脸

都绿了。只听她说，天天都

说吃随便，让我哪里找去？

对于老婆的抢白和唠

叨，我从不回怼，我真的也

不知道吃啥好，一惯都是老

婆煮啥我吃啥，我这人，从

不挑嘴。

一个光动嘴而不动手

的人是无权对一桌饭菜说

三道四的。

可老婆不，她爱换着花

样做饭，她说什么都可以马

虎，做饭不能马虎。民以食

为天嘛，如果一个人一日三

餐都弄不好，那你的日子也

好不到哪儿去。

看看，老婆居然硬将过

日子与吃饭搅和到一块了，

她这是要把吃饭的档次提

升到生活水平一级呀。

这种情况肯定不止我

一个人遇到，我就时常听到

不少女人抱怨说不知道中

午又炒什么菜好，她们似乎

天天都在为煮什么样的饭

炒什么样的菜而发愁。

菜市场上那么多的菜，

随便买几样不是就可以煮

一顿么？我对老婆说。

哈哈，那你去逛逛菜市

场瞧瞧。老婆一脸“你去菜

市场试试”的轻蔑。

试试就试试。以前我

是基本不进菜市场的，不屑

于与菜贩们斤斤计较。

或许是老婆真生气了，

她让我一个人去菜市买菜。

哼，我就一个人去。

哇，真热闹。那么多的

人，那么多的摊，那么多的

菜。

菜市里女人多，但男人

也不少。

第一次进菜市场买菜，

最先确实有一点懵，不知往

哪儿去。但一挤进买菜者

行列，似乎让人推着走一

般。摊主一见我从摊前经

过，手里称着菜，嘴里向我

问着，今天买点啥？那口气

与老婆无异。是呀，买点啥

呢？我已想不起昨天老婆

煮的啥饭，炒的啥菜了，到

底买点啥呢？我站在菜摊

前居然犯难了，一时不知该

拣点啥菜在篮子里。摊主

见我不下手，就转头给别人

称菜了。我转到第二个摊，

摊前仍围了不少人，都在拣

选着自己喜欢的菜，而我

呢，仍然没决定买什么菜合

适。

这豌豆尖不错，可以烧

菜汤。旁边一女的说，选了

一把丢进篮子。

我也想拣一把，但没有

了，我只得去另一个摊，选

买了一把豌豆尖。

素菜选豌豆尖，荤菜当

然是割肉了。经过一肉摊

时，我对老板说，给我割一

斤瘦一点的，老板说，好的，

一刀下去，两斤。我又去一

小摊买了青椒，选了一斤又

鲜又亮的。此时，我才想起

老婆昨天似乎也是炒的青

椒 肉 丝 ，管 它 呢 ，就 买 这

些。菜市场看起来菜多，但

无外乎都是那么几种，买来

买去差不多。我在菜市场

转来转去那么久，最终还是

只买了这几样。买花样繁

多的其它菜怕妻做不好，买

经常吃的菜又做不了什么

式样。唉，难怪老婆天天为

煮饭炒菜而烦了。

老婆看了我提回去的

菜，哈哈大笑。评点说豌豆

尖老而陈货，肉瘦，且饲料

猪肉，青椒皮硬炒不软。老

婆说，今天中午吃吃就知道

了。

将豌豆尖掐去老梗，盆

里就剩下一半不到了，肉炒

出来绵而不脆，嚼都嚼不

烂，青椒颜色大火都炒不

变，炒不软。这顿饭吃得我

如同嚼腊。

老婆说，服不服？

我服。老婆说，那你明

天跟我去一趟菜市，我教教

你怎么买菜。

我不服行吗？煮一顿

饭不容易，逛一趟菜市也不

容易。

此后，只要一有空，我

就跟在妻子后头逛菜市，两

口子商量着买什么菜，做什

么菜。哈哈，我们的交流再

也不见“随便”一菜了。

男人，适当时候去逛逛

菜市吧，有意思。

凤凰山的灵魂
□何源胜

记得小时候，语文老师

带我们去多扶镇凤凰山春

游，小伙伴们在山上撒野似

的奔跑，在山顶扯开嗓子

吼，声音清脆而饱满，仿佛

圆润的石子扔到湖里，山谷

传来阵阵回声，一样的清脆

饱满。

后来不知道谁唱起了

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再后来大家一起唱，歌声落

在树叶上，落在草地上，落

在语文老师的眼镜上。大

家摇头晃脑的，在歌声中我

看到阳光金属般的气质，一

股春风不知从何而来，凤凰

山稍微动了一下，仿佛美丽

的女子舒张了一下身体。

我把这个情况马上讲了出

来，大家哈哈大笑。有的人

不屑一顾继续唱歌，斜着眼

睛看着我，山怎么会动啊，

除非地震。没多久我又闻

到了一丝特别的香味，不是

青草味，也不是油菜花香，

也不是兰草的味道，我着急

地认真地仔细地寻找，香味

具体在什么地方，却是找不

到。我伸手狂抓，闻闻手

心，什么也没有。一缕阳光

落下来，又一缕阳光落下

来，阳光中，我感觉自己看

到了一座山躲在绿色植物

下的梦。所以我说，我看到

了凤凰山的灵魂。老师说，

何源胜习惯了用拟人的手

法，下来后要好好写篇作

文。

班上四十多个同学，

现在都是天南地北的，好

像只我一个人与山毗邻而

居，我是从这里调出去的，

现在又调回来，这似乎是

对一座山灵魂的牵挂，是

对 自 己 多 年 前 梦 想 的 不

舍。一次电视台的记者带

着无人飞机，说要给凤凰

山做一个航拍，片子没多

久发给我手机，打开一看，

真的惊呆了。这就是一只

凤凰啊！振翅的凤凰！

以凤凰山为灵魂，多扶

镇在去年全域纳入省级开

发区，开发区有一个灵气的

名字，临江新区。这次，多

扶镇的春天来了，加快发展

的东风迎面吹来，凤凰山，

真的要振翅腾飞了。航拍

过后就是编制发展规划，交

通、产业、教育、国土空间、

基础配套分项规划逐一形

成，一笔一笔地书写未来。

凤凰山脚下，勤奋的新区人

率先启动产业新城建设，这

是一座以先进制造业为主

导产业的新城，双向八车道

已经建成，是这片土地融入

南充、融入成渝发展的又一

大动脉。这次，我看到的凤

凰山绝对不是稍微舒张一

下身体了，而是“谋定而后

动，要动就大动”，是在积蓄

了无穷势能后的带有光芒

的振翅腾飞。

山的这边星罗棋布了

一百多家企业，和多扶镇形

成“半城山水半园区”的基

本格局；山的那边是正在加

快建设的产业新城，产业和

城市深度融合起来，形成高

品 质 宜 居 新 城 的 独 特 魅

力。一只凤凰高傲地站在

山顶，头顶祥云，灵气十足，

仿佛一个善舞的女子，抛出

长长的水袖，山峦起伏，婀

娜的身段带给人们不断的

惊喜，不断的收获。

我又想起小时候的那

次春游了，我告诉大家我看

到了山在动，也闻到了山的

气息，还看到了凤凰山在绿

色盎然中的梦。我惊叹于

自己伟大的发现。现在看

来，语文老师也说错了，不

是拟人手法，是我看到了真

实的未来。

醉美油菜花
□肖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