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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浑身都是宝，叶子和根首先被砍下来，
堆积起来供冬天烧火做饭。随后村民们会将高
粱莛子剪下来，整齐地晾晒在平房上，或者院子
里。家家户户养的鸡不会闲着，一年到头就这
时候日子宽裕，它们拼命地低头啄食上面的高
粱籽。这比平日里它们跑到灶间扒拉柴火，或
者在院墙根下“掘地三尺”寻找虫子的日子，好
过多了。地盘都不用占，跑得快的跟跑得慢的，
一样可以吃个脑满肠肥。当然，如果它们在上
面拉屎撒尿，或者把摆放整齐的高粱秆，不识抬
举地弄得乱七八糟，那么这样的好日子，立刻就
会被主人打断，将它们轰得很远，除非主人们有
事离开，它们探头探脑观察上一阵，能有机会一
窝蜂再冲过来，否则别想再回归美好旧时光。

鸡没啄完的高粱粒，便被父母摔打下来，装
进尼龙袋子，供鸡以后慢慢享用。如果种的高
粱多，高粱粒还可以拿去卖掉，换点小钱花。满
院子鸡没了这好吃食，就只能吃麸子，或者到地
里找点荤虫子吃。摔不干净的高粱粒，便用镰
刀一下下地刮下来，直到高粱翎被刮得再也掉
不下任何颗粒来，就可以拿来做工具了。

几乎家家户户用来扫地的笤帚啊刷锅的刷
子啊，都是自己用高粱翎做成的。这活基本上
归家里的男人干，因为用铁丝将高粱翎捆绑在
一起，再压紧防止散开，算得上是一个技术活，
铁丝的两端紧紧地扭在一起后，为了防止尖端

扎手，还要用钳子插到高粱秆里面去。一把上
好的笤帚，不仅仅是将高粱翎捆绑在一起，还要
讲究美观，大方，用起来舒适顺手，而且清扫的
过程中，不会总是掉下高粱粒，或者细小的草茎
一样的翎子来，它们只会慢慢磨秃，却不会一天
天掉光。刷锅的刷子更是如此，假如每天做饭
炒菜，锅里都有一根高粱翎，那是很倒人胃口
的，不做饭但却一辈子挑剔的男人们，会忍不住
抱怨那个做刷子的。当然，如果这刷子是他自
己做的，也就只能默默地生闷气。不过乡下的
男人似乎天生就会做这些精细的活计，这跟女
人天生会纳鞋底绣花做衣服一样，反而那些连
一把锅刷子都不会做的粗笨男人，会招来全村
人的嘲笑。

我们小孩子就在旁边，用高粱莛扎手表或
者眼镜玩。眼镜是我最擅长扎的。将高粱莛
的外皮剥下细细的四根来，再将里面的芯截取
大小如指肚般的六块，而后把其中一个芯串进
外皮中间，并用另外一个芯连接起两端。同样
的方法做成另外一个圆框，并用小的尖利的皮
连接起左右框，再将两根外皮插进中间的芯，

做成眼镜腿，剩下的两块
芯在腿上做挡头，便可以
戴在鼻梁上，充当知识分
子了。有心灵手巧的伙
伴，还会用高粱莛做出宫

殿、房子、小汽车等模型。
高粱晒干后，田里的活渐渐忙完了，初冬，

闲来无事，村里的女人们便剪下细长的高粱莛，
备齐了料子，开始更新家里锅上蒸饺子用的篦
子，或者晾面条用的锅配（山东方言）。锅配是
用两面高粱莛以十字形拿麻绳串在一起的，串
完后会根据需要，剪成需要的大小，形状当然都
是圆形。锅配中间再加个缝纫机上用完的线轱
辘，就成了锅盖。

如果不注意，高粱莛做成的锅盖常常会被
烧糊，或者因为蒸汽太多，又不注意晾晒，就发
了霉，变得黑乎乎的。但锅盖需要每年换新，一
个用来放饺子或者面条的锅配，却可以用上几
年，而不觉其旧。看到这样一个旧用具，还会觉
得心安，有温暖家常的气息，缓缓弥漫。

但我总觉得，那温热的气息来自飘荡的高
粱地。每一个锅配的纹理，都传递着生命的温
度，不像塑料或者铁质的器具，冰冷干硬，永远
不会让人思及湿润的泥土，或者辽阔的黄昏。
我还会因此想起女人们在冬天的煤油灯下，聚
在一起，一边用麻线串着锅配，一边聊着琐碎家
常的时光。那些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也一起
被串进去，并在蒸馒头或者煮饺子的时候，浸润
着我们的肠胃。村里人不懂这样的诗意与浪
漫，但他们的一生，却永远都是诗意田园生活的
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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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

蒙古包是一张唱片
萦绕着淡而又淡的曲子

西北风拍向戈壁
家乡是捏在手里的海螺
回旋凝固之海的喧嚣

转身离去也没什么可怕的，只是
从一个高度走下来

下雪了

每年冬天
我都会说一句
下雪了

然后就沉默，再说
离春风就不远了

一切都随于自然
冰雪煮羊

秋菊独舞

草原的南坡面，一朵秋菊
让季节依然暖着，似乎
可以把冬天，活成收获
让疼痛轻盈离开

即使在黑夜，也能感觉到
那朵秋菊独舞的动作

萨乌苏高勒，拍了一阵掌声
以亮洁的姿态，把所有的美
悄然收藏

静动之间

夕阳，从马背上滑落
羊群走在归牧的羊肠小道

小鸟，收拾好乐谱
黄牛卜楞着耳朵，甩出一些杂音

山坡像吃饱了的牛肚子，或者是
在风影里，有了转世的胎动
将在辽阔上，写满寂寞

所有的，都像草一样
不言语，不争吵。做着一生的善事

草滩上，马蹄湾
捧着勾月

冬

达布莎坐在荒山坡上
早晨的太阳给他目及的所有景象
镀上厚厚的金黄
他望向远方
吃草的羊群
咀嚼着他无尽的寂寞
他耳朵灵敏
听见雪走在回来的路上
甚至在恩格尔湖上摔了个跟头
昨晚的风声
是他心里最想说出来的

在草甸深处

图布钦奶奶抽烟又喝酒
额头上每一条皱纹
都是烟道
桑日布爷爷出去放牧
一走就是一天
图布钦捡牛粪累了
就坐在勒勒车辕上抽一支
最便宜的官厅烟
她说不抽烟
就想唠叨
唠叨多了就心烦
奶奶就是想
早晨顶着星星去挤奶
晚上陪着爷爷喝一盅酒
草甸深处
只有云雾飘逸
花草伴酒香
还有雨点落地时
一声轻叹

草原冬韵
（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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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盈如蝶的雪花飞舞在
岁首的天空，仿佛轻轻扯碎
的旧岁年历，飘落在光阴的
驿站。

岁序更迭，万象更新。新
年是一个自然的轮回，也 是
一次生命的重逢。

新的一年将承载新的希
望，新的一年将书写新的辉
煌。新年伊始，沐着阳光，浴
着 东 风 ，思 绪 万 千 ，心 潮 澎
湃 。 回 顾 过 去 这 一 年 的 足
迹，有多少追求，萌发了新绿
的嫩芽；有多少憧憬，凝成了
缤纷的花雨；有多少努力，酝
酿了醇香的果实；有多少梦
想，绘就了斑斓的图画。

走进新年，放眼未来，我
们信心百倍，砥砺前行。

机场、车站、码头、街巷，
到处都是匆忙奔走的人流，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春花烂
漫般的笑容，欢乐的气氛如
潮水奔腾。

迎接新的春天，大家忙
碌并快乐着，贴起红红的春
联，挂起红红的灯笼，做起可
口 的 美 食 ，举 起 庆 贺 的 酒
杯。一个个“福”字寄托着人
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憧憬，一句句“新年好”，送上
的是祝福。春满人间，人间处
处皆春意。

踏着时代的节拍，怀着
喜悦的豪情，我们倾听着春
天的步履，正透过绽放的红
梅向我们翩然走来。新春的
雪花摇曳着春姑娘的微笑，
轻轻柔柔飘落在窗棂。循一
缕典雅的幽香，是谁踏雪而
来，在雪野上留下清丽隽秀
的诗行？踏雪寻梅，只为亲
朋好友送去新春的第一声祝
福 。 在 这 温 馨 而 美 妙 的 时
刻，人们讴歌春天的声音铺
天盖地，在每个人的心灵奏
响温暖如春的进行曲。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
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
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不经
意间，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演绎
着动人的画面。大地春回，
焕然一新，轻风拂面。我爱
春天，不只因我出生在春天，
更因它让我感悟到了生命的
神奇和伟大。

春天，是个播撒希望的
季节，给人以新的开始，新的
收获，新的力量。“一年之计
在于春”，千百年来，正是无
数春天的梦想，成就了无数
美好的希望。

站在新年的蓝图前，我
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充满激
情 ，我 们 的 生 活 天 天 向 好 ，
充满阳光。

前进路上有曲折、有荆
棘 ，需 要 我 们 迎 难 而 上 ，用
奋斗点亮希望之光，让进取
丰 富 人 生 梦 想 。 世 上 无 难
事，只要肯攀登。只要辛勤
付 出 ，就 会 有 收 获 的 甜 蜜 。
今 天 的 奋 斗 必 将 成 就 明 天
的荣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
是画师，只要我们挥舞画笔，
好好去描绘，所有的美丽在
这个季节里就不再是传说，
心仪的愿景将在这个季节圆
梦；梦想的幸福将在这个季
节实现；爱情的花朵将在这
个季节更加芬芳诱人……

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轻 盈 如 蝶 的 雪 花 在 天 空 飞
舞 ，那 是 新 年 洁 白 的 请 柬 ，
邀请我们开始新的征程。

精神抖擞辞旧岁，昂首
阔步跨进新的一年，让我们
记 下 美 好 与 幸 福 ，振 作 起
来，在这澎湃激情的春天进
行曲奏响之际，把久积在内
心的烦恼与不快，郁闷与抱
怨，都抛去吧。

让我们张开双臂，闭上
双眼，用心去倾听这美妙动
人的新春旋律，迎接那个属
于自己的人生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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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静静地坐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岸
边，任金色余晖洒在肩上，微风撩起发丝
和衣角，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

如此近地观看不一样的黄河美景，
思绪如奔腾的河水，久久不能平息。黄
昏的余晖如同一张轻柔的纱幔，覆盖着
这片富饶的土地。此时的黄河，少了白
日的喧嚣与澎湃，多了几分宁静与深
沉。远处，连绵的阴山在黄昏的晕染下，
刀削斧凿的轮廓变得模糊而柔和，像是
一幅丹青水墨画的远景。岸边的蓬蓬草
摇摆着，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
黄河久远的传说。

一轮红日渐渐西沉，最后的光芒将
天空染成了绚丽的橙红色。天边晚霞如
绮丽的锦缎，色彩斑斓，格外耀眼。牧羊
人赶着暮归的羊群从我们身边经过，橙
红、天蓝、深紫、雪白，多变的色彩如同画
家精心调制的颜料，浓郁而热烈。在动
与静的完美演绎中，我也跌入画中，成了
画中人。

今年雨水多，黄河上游补水充足，到
了河套临河，黄河水域拓宽了不少。只
见，大河自上游缓缓而来，远看静如处
子，近观动感丝滑。事实上，当你走近河
岸，才发现黄河的流速还是蛮快的，离岸
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不少暗流涌动，它们
旋转着，似乎深不可测。然而，这里终究
是平原，少了落差，少了大量泥沙倾泻，
黄河便收敛起了性子，放弃了桀骜不驯，
找回了水的温柔本色。

黄河岸边，风不动，我亦不动。我静
静地看着水天相接间，一轮红日缓慢下
落，湛蓝的天际与河水的微蓝显现出了
色彩分明的层次感。活跃了一天的太
阳，潇潇洒洒地抖落一地碎金子，把母亲
河渲染得奔放而热烈，整个世界都笼罩
在一片温暖祥和的氛围之中。

你看，河之弯曲处，一湾碧水随弯
而转，无拘无束。水鸟翱翔，暮色苍茫
中，大河美出了新高度。此时的黄河没
有了粗犷、暴躁的脾气，一团锦绣，宛若
一条金色的丝带，温柔而细腻。微风轻
拂，带来了河水的气息和泥土的芬芳。
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感受着
大自然的馈赠。耳边是黄河水潺潺流
淌的声音，轻柔而舒缓的旋律，仿佛在
诉说着什么。黄河如同温柔的母亲，轻
轻地安慰远道而来的我，也抚摸着河套
平原这片广袤的土地，给予它们无尽的
关爱与呵护。

河套平原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
外安静沉稳。田野一望无际，沉甸甸低
着头的向日葵、籽粒饱满的玉米，露出金
色的内里，青纱帐身披彩色的外衣四处
招摇，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丰收的喜
悦。远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那是家的
方向，是温暖的港湾。

看着黄河水滋养着的这片土地，我
的思绪飘向了三门峡黄河大坝开闸时

的壮观景象。三门峡黄河大坝位于河
南省三门峡市东北部，连接豫、晋两省，
被人们称为豫西“金三角”，是中国在黄
河干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
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黄河大
坝就像一个威严的卫士，牢牢地守护着
黄河的安全，当它开启闸门的那一刻，
黄河便如脱缰的野马，尽情释放着自己
的力量。

那一日，我站在黄河岸
边，看到黄河仿佛化身为一头
凶猛的巨兽，咆哮着、奔腾
着。巨大的水流如万马奔腾
般汹涌而下，发出震耳欲聋的
轰鸣声。水花飞溅，水雾弥
漫，壮观的场面令人震撼。那
磅礴的、一泻千里的气势，无
畏向前的决心和勇气，让我看
到了黄河坚韧不拔、不断进取
的精神内核。

没想到，当黄河穿越崇
山峻岭，历经艰难险阻来到
河套平原时，却变得如此温
柔。这种温柔与磅礴的强烈
对比，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黄河的多面性与包容性。

我凝视着眼前温柔的黄
河，心中涌起了无尽感慨。这
条伟大的河流，历经岁月的沧
桑，见证了无数的兴衰荣辱，
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
历史和记忆。它奔腾不息，勇
往直前。

此刻，它就在我的身旁，
如此亲近，如此真实。在这黄
昏的静谧中，我的心跳与母亲
河同频，我感受到了它的力量
与包容。它不择细流，汇聚成
河，以其博大的胸怀滋养着两
岸生灵。而我，在这短暂的时
光里，与它融为一体，身心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休整和净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河套平原一直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曾是兵家必争
之地，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各民族在这里融合，创造出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

如果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农耕
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是河套地区最
大的特色。当然，这几大文化体系中，老

百姓最为熟知的当属农耕文
化，假如你问一个外地人，河
套地区最出名的是什么？他
一定会说“河套面粉”，还有人
会说“巴盟酿皮”“肉焙子”“巴
盟烩菜”。巴彦淖尔的文化输
出，舌尖上的美味传播得最为
广泛，这离不开现今大规模的
人员流动，文化交流的加强。
然而，这些美食的兴起，却离
不开农耕文化的长期繁荣和
美食文化的推波助澜。当然，
河套地区的农耕文明与黄河
文明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互相
成全。

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
拉山北麓出发，一路穿越黄土
高坡，在内蒙古高原南部形成
一个巨大的“几字弯”。河套
地区，就位于这个“几字弯”的
顶端。黄河在流经河套地区
时，河道变得平缓，水流速度
减慢，使得大量的泥沙淤积，
从而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
原。这种肥沃的土壤富含养
分，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
基础条件，特别利于农作物的
生长和高产。

河套地区的灌溉史可追
溯到秦汉时期，当时人们就开
始在这里兴修水利、开垦农

田。经过历代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
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河套灌
区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一首制”自流引水
灌区。

河套灌区的灌溉系统，是人类智慧
与大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灌区由总
干渠、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农渠、
毛渠等七级管道组成，纵横交错，密如
蛛网。总干渠长达数百公里，如一条巨
龙蜿蜒在河套大地上，将黄河水源源不
断地输送到各个农田。在灌溉过程中，
河套人民充分利用了黄河的自然落差，
采用自流灌溉的方式，既节省了能源，
又提高了灌溉效率。特别是他们发明
的“二黄河”工程，既可以分担汛期黄河
的防洪压力，又为河套地区的农业生产
提供了稳定的水源。在河套灌区水量
信息化监测中心，我看到纵横的渠网恰
似一顶王冠，戴在“几字弯”的顶端，似
乎在告诉人们，这里拥有现代农业的王
者地位。

透过宽广舒缓的黄河，我看到了更
大、更远、更直观的河套平原。

你看巴彦淖尔的田野，像是被大自
然精心绘制的巨幅画卷。麦收时节，麦
浪在微风中翻滚，每一株饱满圆润的麦
穗在阳光下摇曳，麦芒像细密的金针，闪
耀着夺目的光芒。而秋天的向日葵，不
再像盛夏时那般高傲挺拔，它们垂下头，
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回味过去。大大
的花盘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葵花籽，每
一粒葵花籽都承载着一个大大的梦想，
等待着被收获，被发现。花盘的边缘，黄
色花瓣已经干枯，不再如夏日那般娇艳，
多了一份沧桑。它们像是岁月留下的痕
迹，记录着这片土地从种到成长，再到成
熟的全过程。它们沉静地等待着，一片
岁月静好。

黄河水不仅滋养了土地，更孕育了
这里勤劳善良的人民。他们依水而居，
与黄河相伴，用智慧和汗水在这片土地
上辛勤耕耘。他们传承着古老的农耕技
艺，又不断创新发展，让这片土地的富饶
得以延续。在这里，村落错落有致，人们
的生活简单而充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不论是原住民，
还是“走西口”来到河套平原的外乡人，
黄河都赋予了他们坚韧的性格和乐观的
精神，让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坚守
着这片富饶的热土。

“天下黄河，唯富河套”，这是大自然
的偏爱，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见证。黄河的恩泽，让河套平原成为
一片充满魅力与活力的乐土。

黄昏渐深，夜色降临。站起身来，再
次凝视黄河。它依然那么壮美，那么神
秘。我知道，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黄河都
将永远流淌在这片土地上，见证着河套
平原的变迁与发展。而我，也将带着这
份美好的回忆，沐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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