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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

□赖长华

平沙的清晨，最先醒来的，依
旧是鱼塘边上的公鸡和狗。他们
用清亮的啼鸣和吠叫，唤醒了鱼
塘里的鱼，搅乱了灌木丛中鹭鸟
的梦，渐渐飞起一只只、一群群雀
鸟或白鹭。咿呀一声，池塘塘主
出门了，喂鸡的，拴狗的，查看增
氧机的，突突突骑着摩托车到镇
上去了的。一年四季，五年十年，
在这块湿地上，池塘与鹭鸟以这
样的方式共存了多少年？

鱼塘与鱼塘相连的塘基
路，给人走了多少年，三轮车和
小货车走了多少年，或许没有
人记得。人们却一定记得这条
路连着斗河。早些年，这些鱼
塘，都是蔗地，农场职工们种蔗
收蔗，靠着斗河上的小木船，把
一捆捆的甘蔗搬上木船，搬上
机动船，运到糖厂。如今蔗地
早已不在，但斗河留下了，斗河
成了湿地，蔗地成了池塘。在
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几千年的
鸟儿、过冬的雀儿，却依旧在此
繁衍、生息，似乎家族更大了，
生气更浓郁了。对于鸟雀来
说，这算不算新鲜事？对于那
几只横在水边的小木船来说，
它们失去了往日的忙碌，至多，
人们划着它们到对岸的菜地
去，或坐着它们，在斗河上撒几
回网。

鱼塘塘主摘了几把青菜
放进车尾箱，他要到镇上置办
点东西，顺便去理个发。理发
的肥佬开店多久了？有人知
道，更多人不知道，但他们都
知道，肥佬剪发的价钱没怎么
涨。10点钟，办完事后的鱼塘
主来到理发店，把青菜搁进里
屋，说道，这是有机菜，中午你

多吃点。肥佬和他聊天，说起
微信，鱼塘主说还不会用。肥
佬说，有一家人还用微信筹款
治病呢！我刚刚捐了点。付
钱的时候，鱼塘主掏出几张钞
票，对肥佬说，你会用微信，帮
我捐吧！

鱼塘主骑车走了，他要赶
到小学接孙女回家。洒水车唱
着《兰花草》，悠悠地跟在后面。
洒水车给路面除尘降温，空气中
弥漫了些许湿润。小学路口，红
马甲们刚刚把分流路障摆好。
接小孩的家长们，一边帮忙，一
边计算着自己值班的日子，过几
天还是下个月，红马甲就穿在自
己身上了。校门开了，孩子们鱼
贯而出，红马甲举着红绿旗帜，
行人车辆红停绿行，这个习惯养
成几年了。

鱼塘主和肥佬约好了，傍
晚去爬孖髻山。斜阳晚丘，山
阶上人们上下穿行，或观景，或
挑水，或慢跑登山，跟去年一
样，跟前几年一样。一样的叶
落，一样的晚虫，一样的雀影。
孖髻之上，远眺四合，东北边蓝
镜般的水库，还卧在翠峦之中；
南边纵目之处，平塘河边垂钓
忙，一座座鱼塘，映着晚霞，映
着天光，白鸟黄鸟翻飞。夕阳
渐没，紫霞粉霞交接，黄茅海边
的蚝桩和归船，都镀上了金
粉。海泉湾的红光蓝调这时渐
次亮起，而孖髻山已完全笼罩
在暮色之中了。

晚上，人们到美平广场上
跳舞；平塘河边，有人在晚钓；
人们也一样会骑着车，沿着升
平大道，到海泉湾。这里的人
们每天都这样，安静地过日子，
不忙，但是脸上有着笑容，人们
爱生活在这里。

平沙的宁静时光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
讯员肖萌）9月21日下午，平
沙文学社召开2019年年会暨
《花开的声音》新书研讨会，
高栏港区管委会副主任范兆
体发来贺词，对平沙文学社取
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希
望社员们坚定写作方向，用心
用情讴歌生活，带动港区文
学、文艺和文化再上新台阶、
再攀新高峰。珠海市作家协
会副主席钟建平，珠海市作家
协会理事杨长征，平沙镇文
化中心主任刘韶辉、平沙文
学社社长梁显亮出席了本次
会议。

会上，刘韶辉向大家介绍
了《花开的声音》的主要内
容。《花开的声音》是平沙文学
社正式出版的第二部作品
集。里面收集了 90 多篇文

章，涵盖了散文、诗歌、小说等
体裁。文章中，有对生活的感
悟，有工作中的情怀，有对现
实的判断、思考与分析，有部
分文章是作者的游记，记录了
生活中感念感怀的人与事，是
作者对生活最为真实的记录
与写照。

平沙文学社成立于2011
年，团结凝聚了一批本土作者
和文学爱好者，目前已有数十
名作者，有力地促进了平沙文
化事业的发展。

钟建平鼓励平沙文学社
社员不忘初心，笔耕不辍，坚
定写作方向，用心用情讴歌生
活，用行动推动平沙文学、文
艺、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会上，社员们积极发言，
对《花开的声音》进行作品研
讨、分享创作心得。

□胡青松

夜已经严严实实地拉上
了帷幕，正在上六年级的女儿
弹奏着古筝七级曲目——《战
台风》，筝声如“大珠小珠落玉
盘”般清脆，时缓时急，让我陷
入了深思，19年前的一个台风
夜不觉浮现于脑海。

2000年的8月27日，台风
“派比安”在太平洋上生成，匆
匆光顾珠海这片土地。

27 日天气预报台风即将
到来。28日傍晚时分，狂风骤
雨遽然而至。十多分钟后，美
平街就成了一片泽国。人们
在风雨中狼狈而艰难地往家
里赶。

“铃……铃……铃……”
我刚检查完家里的防风防汛
情况后，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
起。当时我所在的前东小学
区校长打来电话，要我去看看
学校办公室是否会被水浸，将
电脑等电器搬到高处以免被
淹。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放下电话，我便要走出家

门。
妻问:“外面横风横雨，你

出去干什么，多危险啊！”
“去趟学校。”正说时，那

风直吹进厅里，墙上挂着的
日历一下子吹得掉到了地
上。我用力地关上大门就出
去了。

从车库推出摩托车，我迅
速穿上雨衣驶向前东小学。
突如其来的台风让沿路一片
漆黑。瓢泼的大雨使嘉陵 70
摩托车本来就“谦逊”的灯光
模糊不清。我只好低档缓慢
行车。狼嗥似的风声和沉沉
的发动机声交织在一起。驶
出升平大道右转至九顷路段，
前行到前锋竹林处。狂风常
招来闪电，幸运的是闪电在远
处，狂风湮灭了雷声。我一路
前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算
平安无事。

平时半小时的车程，当天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到

达学校。刚到学校门口，门卫
处窗口烛光闪闪。小伙子陈
军一点也没偷懒，坚守在岗位
上，见我骑车到校，他惊讶极
了，说：“你来检查工作？”

“哪里话，谁还不相信你
啊？快！快！快！去看看办
公室里面情形如何。”

我们两人走进办公室，将
学校仅有的一台奔三电脑搬
到了柜顶之上，将复印机也
费力地搬上了旧书桌之上。
我检查完门窗之后，大功也
就告成了。

当晚，我在宿舍里居然酣
睡一晚。

次日起床之后，我睁开
惺忪睡眼，走出房门，眼前是
一片明亮。风静了，雨停了，
阳光正照射着美丽的前东大
地。

如今，当年的前东小学早
已不复存在，合并到其它学
校。原址上也建了不少居民
楼。想起那个台风之夜，恍如
隔世。父亲知道当时的情况
后对我说：“青松，你是一名教
师，还是一名党员，以校为家，
那是应该的。”

难忘当年台风夜

我是学校一名小小的升
旗手。每周一晨会，托举着神
圣的国旗走上升旗台，随着雄
浑激昂的国歌在我耳边铿锵
奏响，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一种幸福、自豪的感觉在我心
头油然而生：我为自己是个中
国人感到骄傲。

当国旗冉冉升起，蓝天
下，校园里，我思绪万千：《芦
花荡》里还弥漫着战火的硝

烟；《金色的鱼钩》感人肺腑；
《囚歌》里演绎着铮铮傲骨；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声
音还响在耳边……先辈们用
血肉之躯为祖国母亲筑起了
新的长城，换来了我们今天
的幸福与安宁。

当国旗冉冉升起，我好像
打开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朱日和阅兵气贯长虹；日
行千里的高铁呼啸而来；巧

夺天工的港珠澳大桥川流不
息；黄浦江畔的灯火映红了
整个夜空；日新月异的深圳
更上层楼……新中国的人们
继往开来，为祖国母亲创造
了美丽和辉煌。

当国旗冉冉升起，我仿佛
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作为新
时代的我们，应该努力学习，
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

平沙实验小学六（1）班
汤梓

指导老师: 张伟定

我是小小升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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