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

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

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怀，影

响着你的心情，把它记录下

来，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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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清

一起吃路边摊的
朋友

在食欲不佳的炎热夏季

里，最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莫

过于晚上去街边的烧烤摊上撸

串了。叫上三五个朋友，往街边

的小马扎上一坐，点几个开胃

小凉菜，水煮“花毛”（花生毛

豆）必不可少，肉串、鸡翅、大腰

子各来几串，再来一筐冰啤，完

美！

有人说，能一起去路边摊吃

东西的人，必定是亲密无间至少

是互相熟悉的老朋友。确实，有

谁见过初次约会的男女在路边

摊吃东西呢？也没有人会在路边

摊谈工作。他们大多会选择高级

餐厅，身着得体的服装，脸上带

只有我
可以欺负你

曾经我问一个女生，想找什

么样的男朋友或老公，她咬牙切

齿道：“找个可以欺负的。”多年

过去，也不知道，那个女孩找到

了没有。

“全世界只有我可以欺负

你”，好霸道的口气，有种女王高

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感觉。不过，

爱情婚姻世界里也讲究你情我

愿。如同“周瑜打黄盖———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当然了，这种

“欺负”是有底线的，是善意的，

是一种特别的宠爱，是小情侣、

小夫妻之间的调情手段，并不

是，身体、精神、人格上的欺负与

侮辱。

看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全

世界只有我可以欺负你》，书中

女主角蒙淇淇是个不算漂亮但

很可爱的女生，她酷爱追星，喜

欢小鲜肉，是生活工作中的“小

白”。而她的男友卜先森则是颜

值、身高、条件、智商、情商可以

打高分的男人。这样条件差距

大、不太般配的两个人，却幸

福地走在一起，尽管有时也吵

吵闹闹，但很快就能和好如

初。因为，他们彼此深深地相

爱着。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相爱的人即使不在一个次

元，也能互相陪伴到老，因为他

们会努力成为对方最适合的

人。

读他们的故事，有时令人捧

腹大笑，有时又心生感动。他们

的爱情那样真实，正因为真实才

更让人感同身受。实话实说，女

生是挺任性的，她可以为了喜欢

的明星深夜去接机，她是个淘气

包，时常给卜先森来个“恶作

剧”。在恋爱世界里，她就像是一

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处处显着

孩子气。而他则成熟得多，像一

个邻家大哥哥，温柔地呵护、宠

爱着她，一点一点陪伴着她慢慢

长大。

当她失业无助时，他摸摸她

的长发，轻声地说：“别怕！有

我。”她喜欢追星，他硬是陪着她

一起追。吵架时，他要放弃男人

的自尊千方百计地哄着她。她精

心为他做了晚饭，他为了不辜负

心意即使已经吃过也努力吃完

最后一口。当然了，女生也会很

心疼对方，在相处中，慢慢成为

一个识大体，温柔型女生。这就

是改变的力量。正如，卜先森所

说：“这世上没有合适的人，所谓

的合适，是因为某一方，心甘情

愿为对方改变，慢慢就变成了最

适合对方的人。

天底下的爱情婚姻都不一

样，不必刻意地去模仿，也别学

什么套路。只有自己才最清楚，

你需要什么样的伴侣。不管是谁

陪伴
父亲年事已高。他过惯了农

村生活，执意不肯进城来与我们

同住。一年到头，父亲就在地里

侍候着他的瓜果蔬菜。

一次回家，我对日渐衰老的

父亲说：“爸，你以后就别管那些

果树了，品种多，又不成规模，拿

进城去卖也不划算，自己吃又吃

不了。菜也少种些，你自己够吃

就行了。”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

“你懂什么，就要忙上忙下的，时

间才过得快。”

我以为父亲那样忙着，也真

只图打发时间。却不料，他隔三

差五地打电话来说“西红柿正嫩

着”，或者“黄瓜结了好多”“玉米

棒子能吃了”……总之，就是让

我回家去拿那些东西。

一开始，我不忍拂了父亲

的心意。每次接到他的电话，我

都会答应着，并尽快开车回去。

但是，接下来，他竟是没完没了

的电话：“枣红了”“辣椒又大肉

又厚”“柚子甜了”“洋姜刚挖

好”等等。我真不明白，父亲怎

么会整出那么多的东西！而且每

出一样东西，他都希望我回去

拿。

终于，我被父亲的电话扰

得心烦意乱。当他再次来电话

时，还没等他开口，我便忍不住

吼了起来：“是不是又有什么吃

不完了要我回去拿？要你少种

些，你偏不听！你自己累了不

说，还害我经常往家里跑。你知

不知道这有多不划算吗？我跑

一趟的油费都远远超过了在城

里买那些东西！”电话那头，父

亲的声音有些嗫嚅：“好吧，不来

拿。”

这时，我身边的老婆说话

了：“你这人怎么回事？老爸种些

五花八门的东西，无非是想借你

去拿东西可以陪陪他。你竟然跟

他算经济账！他养大你，是不是

也该算算是否划算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老婆的话

顿时让我羞愧不已。我立即掏出

手机打电话给父亲：“爸，我明天

就回家！”父亲在电话里欣喜地

应着：“好！好！那我这就去给你

把东西备着！”

这次长假，我回家陪了父亲

几天。回城时，父亲少不了又送

我一大堆东西：一袋柿子、一袋

板栗、一包鲜椒、两个老南瓜、还

有五个刀豆。父亲看我往车里搬

这些东西时，他苍老的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父亲的笑容深深地触动了

我，让我好一阵心酸。作为父母，

一直到老都想着为子女付出。可

他们仅仅得到子女短暂的陪伴

便已心满意足。我想，我以后要

更多地回家，回家陪伴父亲。

文/陈小华

欺负谁，只要心甘情愿就可以。

人生路上，有一个懂你、宠你的

爱人，就是最大的福分与幸运。

文/张帮俊

着礼貌的微笑，有一搭没一搭地

谈话。只有关系进阶到一定程

度，才会无所顾忌地跑到路边摊

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否一

起去路边摊吃东西，也是验证朋

友关系的一个标尺。

吃路边摊就简单随意多了。

自然不必“锦衣华服”，甚至不用

“衣冠楚楚”，穿着松垮的睡衣，

脚上趿拉着拖鞋，完全不必担心

朋友笑你———他自己还穿着大

裤衩呢！都说女性朋友出门前要

花很多时间，但如果是去路边摊

吃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随

便套一件衣服，凉快舒适就好，

妆是不必化了，即使化了妆一番

烟熏火燎之后，也变成花脸猫

了。

在路边摊吃饭的人们一般

没什么正事，就是无聊打发时

间，或者单纯就是嘴馋了，想和

贴心老友一起大口吃肉，顺便轻

松地聊一聊。不过，聊着聊着，就

可能激动起来，或大骂某个“周

扒皮”领导，或抱怨某个“不通人

情”的同事。放心，声音再大也不

会有人侧目。路边摊本来就是个

热闹的地方，一桌桌或猜拳、或

大笑、或畅饮，看似互相交融，却

又完全独立，每一桌就是一个小

江湖，没有人会去注意别人的事

情。

刚开始实习那段时间，我几

乎每天都会和几个同学到单位

不远处的一个路边小摊吃饭。只

要往椅子上一坐，就有一种无比

放松的感觉，不用再顾忌什么形

象，也不用再想业务考核，专心

地对付面前的美食就行了。老板

娘是一个身材高大、动作麻利的

中年妇女，她最拿手的主食是担

担面，色泽红亮、鲜而不腻，简直

让人百吃不厌。有次晚上加班，

从单位出来时已经快12点了。当

我走到摊位前时，老板娘端出一

碗刚做好的担担面说：“特意给

你留的，快吃吧，吃完我就收摊

了。”我想说些什么，可最终什么

也没说，只是低头把面吃得干干

净净，心和胃一下子都填得满满

的。

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和朋友

一起去路边摊吃东西。每当我们

围着泛着油光的桌子，举着啤酒

就着烤串大快朵颐时，我就会发

自内心地觉得，拥有几个能一起

吃路边摊的朋友，真是人生之幸

事。 文/张君燕

赏落叶
秋雨过后，气温骤降，落叶

纷纷。雨过天晴阳光普照气温

回升后，我来到新开放的景

点，暂离闹市，避开喧嚣，独

自漫步在密林间的幽径上，仰

望碧空白云，沐浴在晚秋的阳

光和清爽中，观赏着金黄色的

树冠，俯视片片落叶，满是诗

情画意。

虽说日暖无风，但落叶还

是听候时令的召唤，时不时飘

然而下。金黄的、褐色的、绯红

的，给大地铺上了厚厚的艳丽

巨毯，踩上去柔软舒适。那落叶

忽而连续飘落，犹如纷飞的捷

报向青城人们报告一年的丰收

喜悦；忽而几片轻轻落在肩膀

上，酷似几只小憩片刻的彩蝶。

我悠闲地坐在这“巨毯”上，捡

起桃形的阔叶，和鹅掌形的红

叶，嗅一嗅味道很清淡，它们早

已把清香奉献给了春夏两季；

看一看叶脉密而清晰，正是这

粗细分明的网状脉络，撑起了

一把又一把绿色的巨伞，装点

了土默川的田园山河；摸一摸

感觉干涩而粗糙，它们已经把

水分回报给了大地母亲。年复

一年的落叶从来不眷恋高高的

位置，甘将殚精竭虑后的小小

身躯化作养料，去美化和装点

来年的春色，这是何等的高尚和

无私啊！

眼前的深秋佳境令我陶醉

神往。碧空蔚蓝高远，阳光温和

灿烂，置身在林间的静谧和舒适

中，我又想起古人的诗句“昨夜

秋风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

金”，那虽说是描写秋风吹落菊

花的景致，但以此来形容青城

林间落叶的境界，不也恰如其

分吗？再望望树林外的秀丽风

光，想到自己已是暮年之人，何

不与自然之秋融为一体，以有

限的余热去装点丰州大地的绚

丽秋色呢？我精心挑选了几片

心爱的落叶，准备拿回去做标

本和书签。走出浓密的树林，贪

婪地环视北国秋色，情不自禁

吟道：落叶酷似飞捷报，塞上秋

色分外娇。天与人愿两相合，更

美佳境待来朝。 文/张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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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生日
父亲74岁了，昨天是他的生

日。每年给父亲过生日都是在家

里过，因为父母都是勤劳朴素的

老百姓，偶尔张罗去饭店过一次

生日，他们要喋喋不休说个不

停：乱花钱，没必要……所以我

们每年就依着父母意见来。今年

也一样，由我们做儿女的在家给

父亲过生日。

本想着一早起来上街买肉，

我8点半到父母家的时候，父亲

已经从超市买好回来了，糕面也

搅拌均匀，自己忙了一早上，早

饭也没顾上吃。看着父亲忙碌的

背影，我心里酸酸的，父亲这辈

子就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想自

己完成，生怕连累子女，连过生

日都要自己张罗。

我把父亲轻轻地推到沙发

上，让他坐好，告诉他：“我这么

早来呢，就是要让您过个快乐的

生日。您辛苦了一辈子，今天就

好好歇歇，看看电视，玩玩牌，烧

火、打炭由我来！”父亲开心地笑

了起来，他说：“我让你们早点回

家，并不是让你们去做什么，就

想和你们多聊聊天。”我说：“好，

今天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工作，

全心全意陪着您！”

那天，父亲很开心。敬酒的

时候，我说：“祝我的老爸长命百

岁，颐养天年，有你在我们觉得

好幸福。” 文/王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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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一大早，家住
腾格里沙漠腹地的牧民王
廷龙就开始在越野e族英
雄会会场旁忙开了，一批
批游客迎着朝阳，开始体
验他经营的沙滩车。

“自9月15日‘英雄会’
启动以来，我就每天守着
沙滩车数票票。”王廷龙为
一名游客发动好沙滩车
后，拍着腰包乐呵呵地对
记者说。

今年50岁的王廷龙是
阿左旗巴彦浩特镇贡呼都
格嘎查土生土长的本地
人，2000年之前以种地为
生，每年收入几千元，勉强

维持生计。自从“英雄会”
开办在家门口后，他瞅准
机会办起了旅馆，还入股
天鹅湖旅游区经营沙滩
车，每年纯收入10多万元。

“‘英雄会’自举办以
来，辐射带动全盟5.43万人
从事旅店、餐饮、奇石等三
产致富。借助‘英雄会’这一
品牌，依托沙漠、草原、湖
泊、奇石、沙生植物、地质奇
观、历史民俗、宗教文化等
多样旅游资源，强力打造全
域旅游。”阿拉善盟旅游局
局长刘冲宵告诉记者。

据了解，十八大以来，
阿拉善盟通过国际营销、

国际产品、国际赛事、国际
旅游品牌提升，形成以巴
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
三大沙漠为依托，建设大
沙漠国际旅游目的地；以
世界三大胡杨林之一的额
济纳旗胡杨林为依托，建
设大胡杨国际旅游目的
地；以世界三大载人航天
中心之一的东风航天城为
依托，建设大航天国际旅
游目的地；以世界闻名的
居延汉简、黑城古城址为
依托，建设大居延国际旅
游目的地；以漠西、漠北、
漠南蒙古三大部文化交汇
地和宗教文化、农耕文化、

清皇家文化为依托，建设
大民俗国际旅游目的地，
最终实现阿拉善国际旅游
目的地的目标。

多年来，阿拉善“英雄
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增加了
当地农牧民的收入，也带火
了全盟旅游业。去年全盟接
待游客640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66.7亿元，旅游收入占
GDP的比重达到19.5%。

“今年是第12届阿拉善
英雄会了，举办期限由6天延
长为30天，力争进入园区车
辆和人次超过50万辆和200
万人，预计收入35亿元，全盟
旅游收入今年有望突破百亿

元。”阿拉善盟常务副盟长靳
生瑞信心满满地说。

从昔日无人问津的沙
海茫茫，到如今八方游客
纷至沓来，阿拉善英雄会
已成为该盟对外开放、吸
金纳客的旅游金字招牌。

【记者手记】

走进阿拉善，无论置身

于雄浑、奇特的沙海，抑或

是走进现代高科技航天城，

总能给你无限畅想与惊奇。

巍峨雄壮的贺兰山，气势恢

弘，林木葱郁；堪称世界“沙

漠珠峰”的巴丹吉林，沙山

高耸，湖泊棋布，神泉涌动；

绸缎般的腾格里沙漠，绵延

幽深，景色诱人；居延古泽、

弱水河畔、胡杨秋色、历经

沧桑的居延遗址，无不在诉

说着华夏几千年历史的更

迭；传奇活佛仓央嘉措与

“八大寺”的善缘，古老而神

秘；世界三大宇航中心之一

的“东风航天城”，讲述着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终

于梦想成真；天根、地母、奇

峰、怪石等景观，宛若人间

仙境……这一张张文化和

旅游资源的亮丽名片，深深

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据《内蒙古日报》）

中秋节前夕，天蒙蒙
亮，乌海市海勃湾区林荫街
道办事处金裕社区的杨红
梅就钻到葡萄架下，赶着给
东胜、达拉特旗等地的客户
往班车上捎葡萄。“别看我
这4亩多的葡萄树，1年能收
入8万块钱，现在就要卖光
了！”杨红梅说。

葡萄产业是乌海的优
势特色产业。光照充足、干
旱少雨、无霜期长、沙质土
壤等绝佳的自然条件，让
乌海市成为可与新疆吐鲁
番相媲美的优质葡萄生产
基地。

“ 乌 海 的 葡 萄 就 是
甜！”采访中，来自赤峰的
高先生慕名到乌海市蒙根
花葡萄采摘园采摘后赞不

绝口。“我们村的葡萄非常
受欢迎，不少外地人都是
十几箱、二十多箱的买。”
在日前的2017中国·乌海

“丝绸之路”世界沙漠葡萄
酒文化节鲜食葡萄展中，
被称为乌海“葡萄第一村”
的海南区黄河村的村民们
分外自豪。目前，乌海市葡
萄保有面积3.2万亩，品种
130余个，葡萄年产量1万
多吨，年产值1亿多元，已
成为农业增效、农区居民
增收的支柱产业。

优质的葡萄品质，让
乌海市的葡萄酒也备受青
睐。近年来，乌海市全力打
造“中国·乌海市沙漠原生
态葡萄酒庄之都”。近几
年，乌海市年生产葡萄酒

1.1万吨，年销售收入2亿元
左右。酿造的葡萄酒畅销
国内十几个省市区，远销
美国、德国、丹麦等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并涌现出汉
森、吉奥尼等驰名中外的
葡萄酒品牌。2016年，乌海
市还成为“世界沙漠葡萄
酒大赛永久举办地”。

葡萄酒酿造还不是乌
海葡萄产业链条的终端。
金秋时节，来到“葡萄之
乡”乌海，欣赏独特自然
葡萄园美景，在红酒庄园
品味葡萄酒的醇厚浓香，
在地下酒窖感知葡萄从
采摘到酿造成红酒的全过
程……近年来，葡萄产业
还带动葡萄园、葡萄酒庄、
葡萄酒博物馆等以葡萄为

主题的旅游文化产业的发
展。目前，乌海市已建成以
葡萄为主的农业休闲观光
园30多处，年接待游客20
多万人次。

如今，一根葡萄藤串
起了集葡萄种植、酿造、研
发、贮藏、流通、观光旅游等
多个业态，成为乌海市推动
三大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的
成功实践。截至目前，乌海
市整条葡萄产业链年产值3
亿多元，吸纳劳动力就业1
万多人。葡萄及葡萄产业成
为乌海市的烫金名片。

“下一步，乌海市还将
葡萄产业与农家餐饮、电
子商务等相结合，将葡萄
采摘与黄河沙漠观光相结
合，促进葡萄产业多元化

发展。未来，乌海市将实现
葡萄种植面积10万亩，建
成酒庄、家庭酒庄、葡萄庄
园80~100家的规划目标，
将进一步带动旅游、餐饮、
住宿等相关产业快速发
展。”乌海市葡萄办主任王
芳说。

【记者手记】

从1976年建市之初建

成首个规模化的葡萄种植

园，到如今成为“葡萄之

乡”“世界沙漠葡萄酒大赛

永久举办地”，串起集葡萄

种植、酿酒、研发、观光旅

游等为一体的葡萄产业大

链条，乌海在小葡萄上做

出一篇大文章。这源自于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

源自于乌海市的重视和一

项项优惠政策的激励。如

今，整个乌海市，正在以葡

萄种植园、葡萄酒庄为平

台，大力发展体验式休闲

观光旅游。“葡萄+餐饮”

“葡萄+电子商务”“葡萄+

旅游”……葡萄串起的大

链条和丰富业态，必将为

乌海市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据《内蒙古日报》）

十九大时光

金秋时节的乌审大
地，层林尽染；蓝天白云
下，牛羊似珍珠洒满草原。
10月13日上午，在乌审旗
苏力德苏木沙尔利格嘎查
格拉图牧业社牧民苏雅拉
达来家的牧场上，一台纯
白色无人机疾驰飞行，悄
然接近悠然吃草的羊群并
围场贴地飞行，羊群在头
羊的带领下，知趣地调头
集聚缓缓移向前方另一片
草场。这是苏雅拉达来在
用无人机查看自家羊群的
分布情况。

自从2016年底，乌审
旗政府和科技部门为全旗
科技示范户苏雅拉达来补
贴配套了一套无人机和全

自动监控系统后，这个便
携式无人机便成了苏雅拉
达来身边不可或缺的高级

“牧羊鞭”，无论在家里，或
者是草原上，对数公里外
自家牛羊的走向清清楚
楚、一键指挥。

牛羊放出去后，他和
爱人在自家测试最新研制
的牧场远程控制设备。房
前屋后、甚至远处乡村公
路上驶过来一辆什么样的
车子都能360度全方位可
旋转监控一目了然。门前
优质牧草地里大型喷灌机
也在手机智能系统的指挥
下，喷珠吐玉，自动行走工
作起来。

看到记者一行人惊叹

的神情，苏雅拉达来不无自
豪地说：“数字牧场正在将
牧民从传统的放牧方式中
解放出来，带动高效增收。”
在沙尔利格嘎查，提起苏雅
拉达来的名字，人们总是翘
起拇指，说他是“勤劳致富、
科技兴牧”的状元，是牧民
心中的“科技达人”。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
策的利好，农牧民们的腰
包逐渐鼓起来了。与此同
时，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农牧业生产成本？这
让爱动脑筋的苏雅拉达来
坐不住了。2009年初开始，
他尝试自己的设想，经过
两年努力，2011年他发明
的轨道喂料机和全自动牲

畜饮水机大获成功，解决
了冬天牲畜可以随时喝到
温水的问题，还具备节约
水资源、环保、防冻等功
能。同年，他的产品获得国
家专利，2012年开始生产
推广，目前已惠及自治区
各地牧民1200余户。

产品上市了，苏雅拉
达来却没有停止，他又设
计制造了饲料调配机、羊
羔喂奶机等系列农牧业机
械配套设施。“我就是想做
出符合当地实情、牛羊心
中最贴心的那个‘智能机
器’，为农牧民减轻负担的
同时又能够增加收入。”

苏雅拉达来不仅是个
大忙人，也是嘎查牧民心中

的“名人”。自担任嘎查长以
来，在工作之余，他经常走
到农牧民当中普及科学化、
规模化养殖技术，对嘎查里
的大小事情如数家珍。经过
几年发展，苏雅拉达来已建
成规模养殖棚圈1500平方
米，养殖肉牛60多头，鄂尔
多斯细毛羊500多只，种植
优质饲草料600余亩。2012
年3月，苏雅拉达来注册了
以农牧业新技术新品种推
广服务为主的乌审旗文海
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年利
润达到30万元以上。

“要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这5年，对农牧民来说，
那真是变化最大的5年，也
是老百姓得实惠最多的5
年。”苏雅拉达来说，对于即
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更是
满怀期待。他对记者说：“希
望国家、地方对牧业机械方
面加大推广应用的扶持力
度，也希望进一步加大对农
牧民职业技能和素质教育
提升培训力度，培养文明乡
风和智慧农牧民。更希望继
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依
法办事、文明有序在城乡各
地蔚然成风。”

（据《内蒙古日报》）

苏雅拉达来：牧民心中的“科技达人”

“英雄会”火了大漠旅游

一根葡萄藤串起三产融合大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