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家乡地处济水之北，是有着千年古
渡口之称的济阳，在时间这条奔腾不息的河
流中，我的家乡近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如今我的家乡各式的高楼拔地而起，随
处可见的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马路两旁绿
树成荫。每当夜晚来临，马路两旁的路灯亮
起，再搭配上随处可见的便利超市，休闲娱
乐地方五颜六色的灯光，整个夜晚变成了灯
的海洋，光的世界，让我感觉家乡的夜晚都
是那么美好。

周末爸爸妈妈会经常开车带我自驾游，

便利的交通，我们一家人随时都可以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还可以去澄波
湖风景区、安澜湖景区、黄河公园去踏青，那
里到处花红柳绿，茂林修竹，还有绿水环流，
多美的人间四月天。

空暇之余，我还可以去我们的图书馆看
书，去博物馆纵观历史变迁的印记，还可以
约上同学去安大夜跑，去打打篮球、踢踢足
球，整个生活氛围让我觉得家乡生活的惬
意。

但是在我妈妈的叙述中她童年记忆中
的家乡并不是这样的。

妈妈告诉我她儿时的家
乡一眼望去，随处看到的都
是平房，几乎没有高层建筑，
几条马路城中穿，一条小河
城边过，狭窄街道满灰尘。
那时候大部分建筑都集中在
现在的老城区，妈妈印象最
深的繁华地段只有第一百货
和老商业街，这两个地方是
当时济阳的商业中心，最繁
华的地段了。

让妈妈最讨厌的时候就

是下雨天了，因为没有柏油马路，每次下雨
妈妈都要走着泥泞的土路前行上学，学校的
环境也是很简陋，平房的教室里仅有的是几
张桌椅，而我们是坐在宽敞明亮并且冬暖夏
凉的多媒体教室里接受知识的熏陶。

妈妈小时候去济南市区走亲戚，仅有一
班通往济南的28路公交车，因为道路不便
利，每次都要坐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路况的
颠簸每次都让妈妈晕吐。

后来，妈妈告诉我，我的家乡招商引资
来了好多企业，家乡的人不用再靠种地和外
出打工挣钱了，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工作，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近几年我的家乡也出
现好多特产，比如曲堤黄瓜、仁风西瓜、垛石
西红柿，都是我爱吃的，这些特产也都成了
国家地理标志性的产品了。

我还知道原来的济阳县现在已经成为
济阳区，而且正在建设有轨电车，还有黄河
隧道工程，让我们离着济南市区的距离越来
越近。

我的家乡正在进行着一步步的蜕变，
从原来的济水小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富美
之城，宜居之城，我爱我的家乡，魅力济
阳。

作者系区澄波湖学校五年级9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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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杯
“拥抱新时代、讴歌新济阳”征文

联合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区融媒体中心、

团区委、区教育和体育局、区作家协会、

中国农业银行济阳支行

济水汤汤，径赴汪洋，不止不休，一如时光。
河畔有邑，嘉名济阳。

千年既往，继之愈强。改革开放，四十余载。
新时代篇，蓝图徐展。

动能转换，聚力突破。工农服务，三力齐发。

改革开放，守正创新。

从德依法，文明渐进。克勤克俭，勠力同心。
梧桐筑巢，有凤来栖。

强基补短，品质提升。政府职能，日新月异。
民感福祉，载欣载奔。

惊世变局，百年未有。黑鹄灰犀，相克相生。
领袖擘画，运筹决胜。

我何有幸，生于华夏。自当勉励，与国共进。
共建共享，善美济阳。

忽听鼓震锣喧天，
遥看村头进舞团。
领头大伞精神抖，
跳鼓壮汉非等闲，
喜看小伞劲嘻闹，
后跟小娘舞缠绵，
花棍小厮舞棒响，
大丑小丑与众顽。

开道探马进圆场，
村众围观嘻笑妍。
圆场径约五十米，
锣鼓一蹴急连连，
伞鼓棒花齐上阵，
蹬脚扬尘花样全。
中华当今一盛世，
黎民万乐史空前！

我的家乡，魅力济阳
◎张智渊

新时代济阳歌
◎李永刚

作者单位：永康街小学

一、做梦

梦梦梦，做了个梦，
梦见三个老鼠抬了个

瓮，
跑了一个，蹦了一个，
钻到孬孬腚里一个。

二、歪戴着帽

歪戴着帽，趿拉着鞋，
一看不像个正经孩。

三、走桥桥

走桥桥，迈摇摇，
摊煎饼，烙火烧，
不将着，过来了，
来来回回走稳了，
磕磕碰碰不怕了，

一天一天长大了。

四、人抽烟

人抽烟，狗舔碾，
不打饥困不当饭。

五、吸的是毒

吸的是毒，
吐的是税，
熏的是气管，
伤的是肺，
你说遭罪不遭罪？

六、大实话

大实话，没有差，
小孩没有他爹大。
黑豆黑，黄豆黄，
谁生的孩子叫谁娘。

七、鼻涕虫

鼻涕虫，过了河，
孙子喜欢爷爷驮。
哭百呼，掉眼泪，
孙子爱跟爷爷睡。

八、红米饭

红米饭，南瓜汤，
扛起鸟铳打老蒋。
煎饼香，地瓜甜，
跟着陈毅打济南。

九、拖拉机

拖拉机，跑得快，
拉着宝宝去国外，
先上俄罗斯，
再上新马泰，
五洲四海走个遍，
还是中国最可爱！

十、马兰开花

小皮球，驾脚踢，
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三五七，
三八三九四十一，
四五六，四五七，
四八四九五十一，
五五六，五五七，
五八五九六十一，
六五六，六五七，
六八六九七十一，
七五六，七五七，
七八七九八十一，
八五六，八五七，
八八八九九十一，
九五六，九五七，
九八九九一百一。
作者单位：曲堤街道

姜集小学

记得小的时候，我最喜欢跟在母亲身后去
赶集了。那时岁数小，倒不是去集市上买什么
东西，只是看见在家里未曾看到的东西心里好
奇，看个热闹看个新奇去。当然也会缠着母亲
买点好吃的，比如瓜子、糖酥棍，小孩子嘛，就是
嘴馋。再就是钻到小人书前，翻翻那些连环画，
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可以逞英雄，摆个气
势。那时集市上的零食没有现在集市上摆放的
多，琳琅满目的，仿佛是一座可移动的大型超
市。那时所见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四乡八邻自家
种植或养殖的自有物。在地上铺一张旧布或者
破塑料袋，上面摆放上自家种的东西，一杆手
秤，蹲坐马扎上或者地面上，用期待的眼神盯着
来往的赶集者，期盼着带来的东西能快快卖掉，
回家干农活去或填补些家用。那时记得集市上
以瓜菜和布料居多，都是家常最基本的生活品，
没有什么现代化的中高档消费物品。一个字，
穷！市场的活跃程度和人们的欲望还不高，可
能能吃饱饭，攒钱盖上房子，把孩子们养大就是
幸福了！

对我来说，母亲赶集能给我买点瓜果来就
很知足了！对姐姐们来说，母亲给她们买一件
新布料做一件新衣服那是最大的期盼。而母亲
考虑的更多是买一些家庭或劳动的必需品，种
子、农药或者镰刀、农具之类的。那时人们赶集
是提着棉花兜或者拿着化肥袋子赶集的多，也
大部分是在田间干上大半上午的农活后才急急

忙忙去赶集市，所以集市拿着棉花兜子或者背
着化肥袋子赶集的居多。我记得我的母亲是拿
着棉花兜子去赶集的，所以买回的东西不多，蔬
菜基本不怎么买，那时各家地头、庭前院后、自
留地间都兴种点自家菜，比如辣椒、茄子、黄瓜、
西红柿之类。甚至棒子地或者高粱地里也夹杂
地种了一些菜，大部分是豆角之类，大部分都能
有自己种的菜可吃，虽然品种单一点，没有现在
这么多不知名的南方蔬菜和水果，但是吃菜还
是不愁的，都有或大或小的菜园！愁的就是油
贵，不和吃菜一样自产，需要用钱到集市上去买
或者坐等走街串巷的商贩的吆喝声买点，因此
那时走街串巷的货郎较多，常常听到卖力的吆
喝声。那时吃的油是麻油，花生油还不是主流
食用油，寻常人家就是麻油或者豆油，不过仍然
紧巴的吃，还是一个字，穷呗！

依稀记得那时的集市分三个区域吧，蔬菜
水果买卖区、服装买卖区、畜牧买卖区，五金摊
零星摆放在集市的一角，大部分卖的是镰刀、锄
头、三齿，不过很受大人们欢迎。卖的和买的大
部分是本地或四邻八乡的农户，专门干贩卖的

商贩不占多数。那时农业化还不发达，农活还
是主要依劳力和畜力为主，所以农具和畜力很
有市场。牛儿比较温驯，男人女人都能使唤，驴
马也有，但脾气易爆，腿快，女人不好使唤，也跟
不上腿脚，因此大部分农户家喂养的牛儿比较
多，畜力市上还是温顺听话的牛儿居多，我家也
养了一头老黄牛，虽然对我不怎么温顺，但是很
听母亲的使唤，那是母亲细心喂养多的缘故，自
然牛儿也通犀灵气，知道谁最善待它，自然卖命
听使唤。

那时赶集我是跟着母亲去的多，不管是买
的还是卖的都是一张张被黄土伏羲、饱尽风霜
的脸，满面红光，油头粉面的脸像不多，穿着也
是自家裁剪缝制的为主，给我留下的都是一张
张淳朴至善的印记。时光荏苒，今天在我面前
已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的妻子，还是这个地
方，这个熟悉的过往，不知怎的，心里却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慨，是对往昔的留恋，还是对今天生
活面貌的喜悦，还是对乡土的眷恋，我说不出，
或者都有吧！走吧，走吧，人活着总要长大……

作者单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一个斑驳油腻的搪瓷碗，当它又重新展现
在我的面前时，我顿时有点潸然泪下的感觉。
几十年了，它陪伴我度过了大半个人生，真的
是感慨万分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刚参加工作的我，
为了生活方便，更为了庆祝自己有了正式工
作，铁饭碗美梦的实现，到供销商场花几角钱
买来了这只碗。现在这只碗已面目全非，部分
脱瓷，碗底已被腐蚀的残缺不全，碗的表面也
因被长期用来盛食用油而搞的油腻兮兮脏乱
不堪。当初那个盛满我信心和促进我
进步的亮晶晶美丽大方的大瓷碗已经
永远不再。

这个陪伴了我大半生甚至到老的
充满感情的碗，在我的心中，永远是我
心头所爱之物。它曾经诚心诚意为我服
务，从五分钱一碗菜，到后来的不断涨钱
的菜价，都一丝不苟毫无怨言的陪我度
过那段岁月，成为我生活的必需。回想
当年的生活，七十年代初物价非常平稳，
人们工资收入也低，单位领导替我这个
年轻小伙子想到了不少，年轻人饭量大，
国家供应的三十二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领导就千方百计的给我想法解决，单独
从大院自种自收的粮食中给我每月增加
五斤饭票。可别小看这五斤粮，这可解
决了大问题。除了休假回家，基本能保
证填饱肚子。由于单位性质不同，招待
所的职工吃的都是细粮，这让其他单位
的同志非常嫉妒，为此都反映到了上级，
当然这只是个小插曲。我非常感激领导的照顾
和体贴，在其他方面，领导们也想的非常周到，
住宿安排我与一位老同志住一起，以便工作传
帮带。小南屋虽然不大，但我们自己都没有多
少东西，所以很方便实用。

我当时年轻，工作热情高，脏活累活总是
抢在前面，领导看了也非常高兴。那时的工作
生活环境非常差，吃水靠外出用车拉，洗衣全
靠人工搓洗，开水用大锅炉烧，还必须人工把
凉水灌到大锅炉里，然后再人工烧。外出拉水
有时还得从井里一桶一桶提上来，倒进水车
里。有时碰上有手摇水车的时候，一个人则难
以完成，必须两个人或者以上才行，我们几个
年轻人都抢着去拉水。一车能拉四五百斤水，
且道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大家都愿意去干。

因为我是男同志，重活累活我都抢着去干。特
别像锅炉灌水，站在凳子上，提着水桶倒进锅
炉很费劲，个子矮的够不着，力气小了举不上
去，所以我总是抢着来。时间长了都知道物资
局浅水井水最好喝，西门饭店，汽车站的水质
差点就作为客人洗漱用。这种情况坚持了好
几年，后来院里打了机井才逐步得到改善，不
外出拉水，但在院里还是得用车拉。

跳出农门吃皇粮，是多少人做梦都想的
事，我得到了，心中那个高兴简直没法说。但

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初参加
工作时的工资十八元，另加两元补
贴。这二十元除去吃饭所剩无几 ，开
始我连香皂都不敢买，只买块洗衣皂
混用，没有刷牙的习惯就免了。后来
工资稍微有点进步才开始使用。工资
由第一年二十元到第二年二十二元，
第三年定级二十七元五角，到了三十
二元五角后好几年就不涨了。那时的
人们生活都特别简朴，衣服大都是补
丁加补丁，还美其名曰“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孩子接着大
孩子的穿。我看见别人穿涤卡衣服也
心痒，一问价钱就心虚了。可没事时
则经常到商场去转转。营业员见多了
就问，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说明
了想法。她们说正好有两块布头，便
宜卖给你吧。我高兴极了，买回来以
后发现颜色稍微有点差别，但却满足
了我的虚容心。这件衣服我穿了十几

年都变了颜色仍舍不得扔掉。
我对这个搪瓷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总觉得它是一种象征，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企业破除大锅饭砸烂铁饭碗的举动对我非常
震撼，使我更清醒的认识到“铁饭碗”的来之不
易，工作上更认真，更勤奋努力，生活上更简
朴，学习上更加虚心进步，始终保持良好的心
态。踏实做事，老实做人。五十多年过去了，
我也早已退休，那段历史早已成为过去，可我
永远怀念那个年代的工作生活环境及与同志
们之间和谐相处的友好感情。

那个期间的物件大都丢弃了，可这搪瓷碗
却保留了下来，陪我度过了多少的风风雨雨，它
将永远不会被丢弃，我会好好保存起来，因为它
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印记！ 作者系区退休干部

济阳鼓子秧歌见闻
◎郑吉尧

作者单位：仁风镇中学

童 谣 十 首
整理：闫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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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气自华”，人的一生，总是需要从
书籍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的思想的。

“知识改变人生”，一个人从小到大、从大到
老，应当终生以书为伴，让书成为自己成长的台
阶，成为自己发展的引路人。

“不动笔墨不读书”，一个人一生必读的书虽
然多之又多，但是，又应该从中选出一些经典，
并采取做读书笔记的方式来读。把这些经典读
明白、读透彻，让经典成为自己的朋友、老师，帮
助自己成长、进步。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纵观人的一生，不同
时期应该读不同的书。一个人在认真学习教科
书和专业书的同时，还应该有自己的课外书
单。在儿童时期，应当从《三字经》开始启蒙，然
后读《唐诗》，读《十万个为什么》等等；到了少年
时代，就可以读《论语》《史记》《诗经》《宋词》以
及牛顿、爱因斯坦的科学著作，还有《全球通史》
中外美术史、中外音乐史等等；到了青年时期，
可以进一步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读《毛泽东
选集》，读习近平的著作，读伏尔泰、康德、黑格
尔的书以及天文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等方
面的书；然后在学习和工作中结合自己的专业，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读大量相关的书；到了中
老年的时候，就应当读一读《老子》《易经》《红楼
梦》以及佛经等等了。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书不在多，经典为
主，反复涵泳，读透为要，学以致用。另外，精读
经典也应当和博
览 群 书 相 辅 相
成。这就如同吃
饭一样，既吃主食
又吃辅食，以实现
营养成分的全面、
合理、均衡、多样
化。

毛主席一生
爱读书，他老人家
走到哪里就读到
哪里，他老人家的
住 处 到 处 都 是
书。愿我们每一
个人都像毛主席
那样，终生与书为
伴 ，终 生 以 书 为
友 ，方 能 未 雨 绸
缪、运筹帷幄、临
危 不 惧 、高 瞻 远
瞩。

读书宜持之
以恒，让我们养成

每天读书的好习惯吧，可以是每天一小时，也可
以是每天半小时。在日积月累的读书中，自己
将会眼界开阔、与时俱进，逐渐成为一个身心和
思想均衡发展的文明人。

最后，以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名言做结：“书籍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写在2023年世界读书日之际。
作者系城区居民

读书碎语
◎张立东

生活中的禅意
于悲喜中去找寻
于淡悟中去领会
生活原本是多样的感受形式
快乐、痛苦、忧伤、绝望
这都是一次次选择的阅历
也是一次次人生体验。
我们不必期望每一个梦想都能成真
不必在乎每一个得失和过错
不要总去想着自己失去了什么
而多去看看自己拥有了什么

人生
就是在对对错错、沉沉浮浮中迂回前进的
人生如梦
我们要学会看淡一切
看淡曾经的伤痛
看淡成败得失
让我们心中永远有一片阳光照耀的晴空。
从黑暗中抬起头
才有机会看到前方投射来的那束光亮束光亮
才能将阴影抛在脑后
朝着光明大步前行前行!!

活在当下
◎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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