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河之水，有诗一样的华彩；蒲河之水，有母
亲一样的情怀！这股年轻的河流，融入记忆的久
远，永恒希望的期盼。它从铁岭县横道河子乡想
儿山出发，带着一路牵念，一路风景，一路昂扬，一
路温暖，由东北流向西南，以一路欢唱的力量，以
不畏险阻的张扬，流经棋盘山水库，横穿 11 个乡
镇，在朱家房黄土坎村处，依依不舍融入母亲河
——浑河……

蒲河是青春之水，蒲河是生态之水，蒲河是图
腾之水。它没有黄河180个弯度的壮观，没有长江
波浪滔天的气势，它一路欢唱而来，承载着春华秋
实的梦想，奔流着永不干涸的希望，滋养着沈北人
的智慧，激荡着沈阳的精神力量！

灵韵的蒲河，以全程流域 53.5公里的牵念，依
托两岸人民的期望，带着憧憬穿城而过。悠悠碧
水的惊叹，悠悠碧水的温暖，悠悠碧水的怀远，爱
它、恋它、魅它的人们，随着它流淌的力量、流淌的
憧憬、流淌的永恒、流淌的梦想，去追寻绚丽多彩
的远方……

蒲河是浑河右岸的主要支流——它水系灵魂
的深远；它月落柔水的缠绵；它“桃花尽日随流水”
的浪漫······完完全全黏住我的视线。群芳过后
蒲河好，笙歌当空游人来。日夜流淌的蒲河水啊，
让人们记住了“水润良田”的感慨，更让我在“昨夜
江边春水生”中领悟今天与明天！

泱泱蒲水为谁来？画船笙歌看两岸。蒲河之
美，蒲河之魂，牵住了我心的向往，并循岸而踏来：

“立体的生态环境”，“碧水绕城的风景”，在我思绪
的时区里，跳跃诗的意境；萌动“空山新雨后”的恬
静；怀恋“南有浑河，北有蒲河”的美景。

晓风催我岸上行，绿染万物燕和鸣。春暖北蒲
水波平，花海香过满秀城。随着“一河两岸”生态环
境建设，蒲河——以它奔流的激昂，以它壮观的惊
艳，情牵人们的视线，更慰籍人们美好的夙愿……

蒲河之水，流淌着智慧，流淌着文明，流淌着
历史，它留给时代太多的精彩；它留给历史太多的
思考：多彩的古文化遗址，分布在蒲河延岸线上，
成为蒲河历史文化的风景线！

一座生态之城，一泓映天碧水，令笔者倾慕不
已！步入快车道的蒲河新城，在营造生态环境规
划中，睿智改造旧河道低洼段，兴建了春晓湖、夏
花湖、秋月湖、冬雪湖、天乾湖、地坤湖、人杰湖等
七处湖泊，同时，在河道的两岸，修建5处文化广场
及塑胶跑道、自行车道……美起来，靓起来的蒲河
新城，让人们感受“水在城中，美在心里”的惬意！

蒲河之水，一泻千里，流淌到今天，让人们联
想它的昨天：清朝时期，横跨蒲河的永安桥、永济
桥，以它的魅力，以它的张力，成为历史的标点！

据考证：“永安桥”、“大御路”，素有“御道神桥”美
誉，列为“盛京八景”之一。历史之桥，驾驭了历史
的风景，也链接了人心的图腾。迄今，在蒲河之
上，一座空间索面自锚式索桥，以它图腾力量，以
它气势磅礴，以它伟岸壮观，横穿河流而过，为魅
力蒲河新城，平添一道醉美的风景线！

一道红霞铺水中，蒲河晚照人影红。不顾路
途之遥，醉心行走在蒲河廊道。蒲河生态廊道全
长30.8公里，则建设许多特色景区：“御林叠翠”景
区，林林相依，滴翠如荫，给人心的向往，给人心的
召唤；“蒲风水韵”景区，以历史文化典故浮雕为依
托，让人们品读静态的历史；“平湖望月”景区，拥
有登高揽月之兴，令人醉在月秀水静中；“琴棋书
画”景区，彰显“琴、棋、书、画”文雅之风，让人感悟
文化的力量；“水泊观莲 ”景区，凭靠登临栈桥，可
赏荷花出水之雅 ，嗅蒲草香气扑鼻之惬意！……

一路前行，一路诗情；一路风景，一路憧憬。
君见一泓蒲水，绿浪拍岸，垂柳蔽日下，钓叟等清
闲。生态的蒲河，热情的蒲河，让我记住了它美丽
的容颜。与蒲水相依，是为了蒲河之水，永远泊在
我 的 心 里 ，因 为 ，这 条 河 流 ，是 我 一 辈 子 的 爱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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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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深 媒 体 人 ，沈 阳 市 作 家
协会会员，沈阳市和平区作家
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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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

蒲河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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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岁之前，我跟随乡村支教的父亲来到一个
小山村里，村西一条小溪，那是大凌河的一个小小
支流，后来我无数的童年之梦都与这条小溪有
关。每当我与溪水相逢，都会想起村西的那条河，
我明白这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

女儿上了大学后，我和爱人终于落脚在一个
和我儿时故里最接近的所在:沈北蒲河。

我的田野河边居紧挨蒲河文化廊道的蒲公英
广场。北窗是一幅四季流动的风景画，我常以手
托腮深情凝望，或临窗读书，或仰视白云悠悠，或
夜看群星闪烁，以期手可摘星辰……若要俯视，目
光越过树木头顶，落眼起伏的蒲河，有孩子们夏日
戏水、冬季玩冰，欢快的笑声，一如我的童年。

如今，我最喜欢的就是晚饭后与爱人散步，沿
着蒲公英广场的栈桥走过，一路向西到蒲河湾接
近三公里路程，大约能走 5000步。蒲河在这一处
甩出个漂亮的弧线，那狭长的河道、那蜿蜒的腰
身、那四季的颜色、那沿岸的风光，无不与我村西
的那条河暗合。沿岸长满蒲草，湖面上时有野鸭

觅食，追逐玩耍。我们老手相牵，沐浴晚霞，便油
然而生“有人与我立黄昏，有人问我粥可温，有人
拭我相思泪，有人伴我书半生”的幸福。

蒲河最美的是落日时分，晚霞横陈，“半江瑟
瑟半江红”，更有“落霞与孤鹜齐飞”之胜景。时常
下班过家门而不入，沿蒲河廊道开慢车，听柔曲，
吹河风，何等惬意。御林叠翠、平罗广场、画境棋
局、秋家拦河坝、小鲸鱼岛，直至蒲河大桥，然后原
路折返，中途亦不时停下车来，走走亲水栈桥，照
照花草树木，听听鸟语蛙鸣，看看田园牧歌，红尘
琐事抛诸脑后，出世入世本心归位，偶获一二绝
句，三两阕词，点滴笔墨，无不快意！

春望青，夏赏荷，秋摘果，冬踏雪，四季流转，
年复一年，蒲河也日新月异。蒲河“今年花胜去年

红”，犹如蒸蒸日上的改革大业，方兴未艾。
我曾看过老蒲河的照片，对比今日，恍如来世

今生。当初买房时，也曾有过顾虑，万一蒲河断流
或污染，那我的田野河边居不成了万里垦荒，一夜
回到解放前了？沈北十年开发，一条生态之河、文
化之河坚信了我的认知和前瞻。事实证明沈北迎
远客，热情浑胜火。

我喜欢邀请朋友来做客，一杯酒一首诗一幅
画，都是对蒲河的礼赞。我也喜欢周末，看游人络
绎前来，戏水蒲河岸边，我会在窗后偷看，蒲河之
水带我回到了童年，回到童年戏水的乐园。蒲河
之水，如我眼中之水，如此珍贵！

陶潜的南山，王维的辋川，我不羡；白居易的
东坡柳，太白的桃花潭，我亦不羡。因为我的蒲
河，我的田野河边居，绝胜从前！

过年回家，是每个异乡人最甜美的愿望，一想
到回家，那种激动、雀跃的心情常常难以抑制。然
而，对于我来说，回家的心情却是异常的纠结。回
家的心情是高涨的，回家的路途是曲折的。泥泞、
颠簸、长途跋涉是我对回家之路的所有印象。

我的家在朝阳一个偏僻却不算偏远的小乡
村。那时候，到了初中要到镇上去上学，学校离家
大约 30里地，因为距离较远，我每周回家一次，每
次回家，都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土路。每逢阴天下
雨，泥泞不堪，自行车常常会陷在泥土中无法动
弹。因为下雨天无法回家，我经常哭鼻子，或者索
性和小伙伴一起步行回家，30里路，步行回家要走
上两个多小时，回到家脚脖子肿的像个大馒头，母
亲就抱着我的脚，不停地责备我：“这么难走的路，
下雨天就不要往家跑了。”其实，我知道，她是担心
我在泥泞的山路上遇到危险。她也盼望着这条路
能修的好走些。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里工作，由于工作关
系，回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但是那年冬天的回家经
历，让我至今难忘。短暂的七天春节假期，其乐融
融，当打点好行装准备离家的时候，突然间下起了
漫天大雪，雪大风怒，乡间的土路在短短半小时的
积雪覆盖下，就不见了踪影。眼看着火车票的发
车时间一点点逼近，急得我和父亲团团转。于是

邻居开着铲车在前方开路，我们的小客车在后面
跟随，本以为解决了难题，可走了半路，铲车也被
积雪卡在了路上。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和我扛着
行李，踏着齐腰深的积雪，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跋涉
到了公路上，拦了一辆私家车，终于赶上了回城的
火车。自从这次经历以后，每当想起回家，我都感
到恐惧和害怕，我从心底深深地期望这条路早一
点变成柏油路，让回家的心不在畏惧，让百姓生活
更便捷。

2019 年五一长假前夕，父亲打电话说：“今年
回来过节吧，家里的路修好了，回来看看吧。”为了
满足爸妈的团圆梦，即使要忍受漫漫长途，我还是
出发了。出发前父亲告诉我，家里已经开通了高
铁，于是我尝试着购买了高铁票，中午12点多上了
火车，一觉起来乘务员居然告诉我准备到站下车
了。我奇怪，这还不到 4个小时就到站了？“是啊，
高铁的用时比普通火车减少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带着突如其来的喜悦我们坐上了回家的大巴。我

再次惊讶不已！这回家的路怎么走的不是记忆中
那条路了？宽阔平整的八车道快速路，不到一个
小时，就将我送到了家！

还是那个村庄，还是那片土地，但是村里的路
不一样了。柏油路穿村而过，四通八达，路上行驶
的车也从拖拉机、三轮车也变成了小轿车、大货
车。父亲乐呵呵地说：“这几年，党一直在助力新
农村建设，村里的路越修越好，去哪都方便，以后
你们回家就不怕路远难走了！”

看着父亲欣慰的笑容，我不禁感慨，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百姓出行不再“灰头土脸”，
沥青柏油路映衬着的繁华，挟铺天盖地之势朝着这
座乡村汹涌而来。不管是驰骋在南北的列车，还是
纵横在城乡的交通公路网，回家的路越来越好走，
我们迈向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越来越宽阔！

新时代便是那股风，掺着幸福与希望飞来。
填平了崎岖的山路，播洒发家致富的雨露，架设起
通向幸福的阳光大道！

□杜巍

新时代的家乡路

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

作者
简介

□吴红梅

最美蒲河家

沈阳市第一二 O 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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