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的那年，我在东北振兴大
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中走进了沈北新区。原以
为，去“镀镀金”就回来，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年；原
以为，一片大苞米地能种出什么新花样，没想到，
十年大开发让新区完美蜕变。一幅长卷徐徐铺
展，处处换新颜。

走进沈北，融入这幅长卷，我的心在“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执着中安定下来，我们都在“杀出一
条血路”的勇气感召下，坚定信心，创造未来！

走进沈北，我看到了蒲河成为一代人的情
结。蜿蜒流经沈北33公里的蒲河，河与岸自然衔
接、水与草相呼相吸，多了浑然天成，少了人工修
饰。蒲秀路上，鲜花映衬着的蒲水，在拐弯处显得
有些神秘，似乎隐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的确，因
蒲草而得名的蒲河不负胜名，蒲阳书院早在明代
就已经是关东大地的一张名片。

你看，蒲水向西流过四环边上，便豁然开朗。
智慧的沈北人依“北斗七星”设计了天乾、地坤、人
杰、春晓、夏花、秋月、冬雪“七湖”，犹如光彩照人
的明珠镶嵌在蒲河之上，沿线生态化、景观化、城
镇化、产业化的格局全面铺开，“七星湖”见证着这

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也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祝愿。蒲公英广场上，一位老太太朝我微笑，她已
经80多岁了，儿子就在附近的企业上班，其他小辈
儿也往外走。每每接她到外面去住，她都谢绝
了。她说，她在蒲河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里是
根，不能把自己的根拔起来，重新栽种到另外一个
地方去。对她来说，蒲河就是她的一辈子。

走进沈北，我听见了锡伯族广场传来群文歌
声，不时抚慰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原来，昨夜诗
诵沈北，今晨蒲水哗哗。文化育人心处，点点质无
瑕。缓缓流过的蒲水伴着“西迁群雕”让我们走进
的是一段平常的日子，走进的是一个正常的生态，
有乔、冠、丛、林，自然湿地；有妇幼嬉戏、老者长亭
看天；还有闲者垂钓、健步岸边。置身蒲河两岸，
你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城，哪里是园。

走进沈北，我登上了七星山。远方而来的辽
河水在这里拐了个湾。山下十万亩稻田地种出的
稻田画，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这里的农民乐
开了花，祖祖辈辈种田，终于实现了“地里种出画”
来的夙愿。山下虽然一片寂静，生活的烟火却始
终弥漫着田野，历史的回光依然在这里升腾，这就

是我们儿时的场景，这就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写照。
走进沈北，重温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足够让我

们在今后漫长的路途上，久久回味。
七星山下的辽河西渡口，摆渡的老人满脸胡

茬，被辽河一年四季风霜吹红的脸上写满了惬
意。时不时来一声号子，让我感觉到这个渡口已
经是一台时光的机器。60多岁的裴振梁老人告诉
我，他是看着辽河水由清变浑、又由浑变清的人。
我问他，摆渡一趟收多少钱？他说，人两块、车十
块。原来，他20年没有涨价了。不是为了钱，他的
爷爷辈儿就在这辽河上渡人了。辽河西渡口，已
成为一道风景。

这些年，我流连于沈北新区的山山水水，似乎
在与自己和自己的童年对话。我想，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在中国大地的践行，一定还有更多的人们
会找回重新出发的勇气。

我的国·我的家·我的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爱中华·颂家乡”征文大赛作品展示

见报文稿仅供展示，并
不是最终的获奖作品，征文
大赛仍在继续，欢迎广大文
学爱好者在8月25日前，
通 过 电 子 邮 箱 ：
nsy88041001@163.
com，广泛投稿。大赛投
稿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且未
曾在其他刊物发表过，一旦
发现剽窃和抄袭情况，即取
消参赛资格。

投稿时请写清真实姓
名、联系电话、邮编、地址、
电子邮箱等会员认证信息，
个人简介不少于 150字，
本次大赛采取实名制登记，
参赛作品署名可用笔名或
网名。

本次征文大赛活动面
向全国范围内征集关注辽
宁、关心辽宁、建设辽宁的
社会各届人士的优秀文学
作品，征文主题围绕“我的
国、我的家、我的新时代”。
来稿作品需围绕“爱中华
颂家乡”主题，以散文类文
体为主的原创作品，题目自
定,1500字以内。

活动同时增设“沈北新
区”子单元，欢迎各界人士
参与创作与沈北新区相关
的散文作品，如关于辽河、
蒲河、道义花海、稻梦空间
等沈北全域旅游元素的佳
作。

征文启事

● 特 等 奖 1 名 ，奖 金
5000元、沈北新区旅游景区
门票“大礼包”。

● 一 等 奖 2 名 ，奖 金
3000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

“大礼包”。
● 二 等 奖 5 名 ，奖 金

1000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
“大礼包”。

●三等奖 10 名，奖金
500 元，沈北新区景区门票

“大礼包”。
●优秀奖 30 名，奖品

为沈北新区景区门票“大礼
包”。

●所有获奖者皆颁发
获奖证书。根据投稿数量
或增设入围奖50名。

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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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家乡”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从
小吃到大的家乡菜。乡音难改，口味难
调。一个人的饮食习惯，从 6岁以前就固
定了。作为地道的东北人，从小时候的

“乱炖”、“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到
如今的“烧烤”、“海鲜”“小龙虾”……这期
间潜移默化的转变，无一不体现着人们生
活方式的改变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记得小时候，生活并没有现在如此富
足。平日里，普通人家最常吃的就是各种
炖菜。简单的呛一下锅，茄子、芸豆、白菜
与万能的土豆互相搭配一下，简单粗鄙的
一炖就是一大锅。一家人围着热气腾腾
的大海碗，也都吃得狼吞虎咽。如果菜里
能漂些油花儿，那就更开心了。

那时候，妈妈们买菜都喜欢买五花
肉。原因就是肥肉可以用来耗油。耗
完的油梭子，撒上点儿盐，就成了孩子
们难得的小零食。有时候多余的油梭
子也会放到菜里炖菜，或者包饺子。可
以说，炸油梭子的香味，几乎贯穿了我
的整个童年。那时候，孩子们都还盼望
着过年，一是过年有新衣服穿，再有就
是可以敞开了吃上一顿像样的炖肉和
肉馅饺子。

如此炖来炖去，沈阳人炖出了三道
东北名菜“乱炖”、“猪肉炖粉条”“小鸡
炖蘑菇”。这三道菜，其实不用过多介
绍，一看菜名就能理解的差不多。也许
这就是东北人直爽性格的体现吧。三
道菜中，目前在东北农家院饭店里出镜
率最高的要属“小鸡炖蘑菇”了。鸡，以
前叫小笨鸡，现在叫溜达鸡。不管怎么
叫，都是强调绿色、天然、家养。至于蘑
菇，种类就多了，但一般是指产自东北
的黄蘑、榛蘑、松蘑，而不是香菇或鲜
蘑。能分清这几类蘑菇的妈妈们，一定
都是做菜界的行家里手，我对此是望而
却 步 的 。 但 对 于 吃 ，我 还 是 有 发 言 权
的。

小 时 候 ，家 里 住 平 房 。 奶 奶 为 了
给 我 改 善 伙 食 ，自 家 养 了 好 多 只 鸡 。
一 来 可 以 下 蛋 ，二 来 就 是 吃 肉 。 关 于
炖鸡肉，我想说的是：杀鸡是残忍的，

但吃肉是心花怒放的。如果再配上大
伯父捎回来的地道长白山野生蘑菇，只
是闻着炖肉的香味，就能够让人吃掉两
碗饭了。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家里的经济条件
也逐渐转好，平常人家也有了去饭店吃饭
的机会。那时候对于孩子们来说，最经典
的菜莫过于酸甜可口，外焦里嫩的“锅包
肉”。这道菜经典到时隔二三十年，至今
仍然活跃在每个有情怀的东北人饭桌
上。虽然时隔多年，锅包肉的做法也不断
的变革着，但无论是哪种做法，总会让人
一想起就舌下生津，口水直流。

上大学以后，同学间的互动多了起
来。周末总会约着一起出去吃吃喝喝。
那时候的学生党，手头也都不宽裕，于是
经济实惠的烤串成了学生党的首选。严
格的说，烤串的祖籍不是东北，更不是沈
阳。但撸串时的气场却非常符合东北人
的气质。虽说烤串不是沈阳的原创，但烤
串好伴侣“老雪花”却是地地道道的沈阳
特产。在每个烧烤飘香的地方，都必须有
它的身影。

时至今日，烤串与烧烤仍然稳居沈阳
老百姓社交饮食食谱的前几名。乃至于
后来者居上的小龙虾都无法撼动他们的
地位。而每个职场中的沈阳人，都信奉着
这样一条真理“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
解决不了的。”

社会快节奏的发展着，社会分工也越
来越细。除了父母一辈依然坚守在厨房
的灶台旁之外。很多年轻人的一日三餐
都被外卖取代了。以前觉得，能下馆子吃
一顿，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现在发现，
能有一个人安心的给你做一顿小时候爱
吃的饭菜，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时光荏苒，转眼我们便来到了2019年。2019年，是新中
国成立的70周年，在这70年间，无论是我的家乡还是整个祖
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家乡是辽宁省的铁岭市。在过去的 70 年间，铁
岭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房子从土房变成成趟的砖瓦房又变成了一座座的高
楼大厦。各个地方的村子开始相继拆迁，人们住进了楼
房。

随着时间的推进，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铁岭的
经济水平也有了提升，人们的生活也有了提升。近几
年，铁岭也有了新城区，新城区的建设也越来越好了，还
开发了供人们游玩观赏的荷花园，铁岭的一些学校也搬
到了新城区，环境也变好了。铁岭的市府大楼也搬到了
新区。

70 年间的铁岭虽一直在改变，但有一些东西却是一
直没变，比如，老火车站，白塔，著名的龙首山......这些熟
悉的名字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由于我的高中位于
龙首山的附近，所以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们经常去龙首山
上游玩，从山上走下来就可以回家了。我的家乡随着祖
国的发展进步而越来越好，但家乡的风土人情是永远不
会变的！

我的祖国在过去的 70 年间也有很大的变化，70 年间，
祖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使我们祖国的发展越来越好。

70 年间，中国经历了香港、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运动健儿在奥
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辽宁号航空
母舰交付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上飞机完成水上首飞，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祖国的科技发展飞速，手机从小灵通到现在的智能触
屏手机，电脑从一开始的大脑袋的电脑到现在的笔记本
电脑，电视从一开始的黑白电视到现在的液晶显示屏的
彩电。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出行也越来越方便，从之
前的步行，自行车，摩托车到现在的轿车，科技的飞速发
展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人们的工作效率也在逐渐
提升。

由于现在的网络发达，随之诞生的相关行业也在逐步
增多，现在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吃饭可以叫外
卖，支付可以用手机进行网上支付......越来越方便我们的生
活。

7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
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七十个春
秋，我坚信在未来的岁月里，
我的祖国会越来越好，繁荣
昌盛！

□浅白家乡的味道

沈阳人，80 后，大学本
科法律专业毕业。热爱读
书、写作、摄影。首次参加
征文活动，为赞美家乡、赞
美沈阳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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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晴我的家乡，我的国

辽 宁 传
媒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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