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河，沈北大地的母亲河。
我的家乡就在蒲河的岸边上。
小时候，春暖花开时节，我经常和我的小伙伴们

挎上菜筐，到几里远的蒲河岸边挖野菜。
青青的小草，簇拥着弯弯的河堤土路，我们嬉笑

着走在水岸之间。翠绿的蒲公英掺杂在片片的茵茵
中，破土挺茎，把个毛绒绒的黄花顶得好高好高；岸
边的垂柳飞扬着炸雷的白絮，在水面铺成了朵朵的
雪花。柳条低下头，尽情地亲近着河水，勾引得河鱼
翻滚出一个又一个的浪花，让我们小小的朴素的心
灵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和奢望。根扎在河沚的芦苇，
恢复着春日的记忆，一绺绺的冬杆好像记述着蒲河
古老的传说……悠悠的蒲河，曲曲折折，她承载了岸
边满、汉、锡伯等民族的习俗，滋润了高粱大豆赖以
生长的土壤，流传了丰富的沈辽文化。

虽然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几乎每逢节
假日，我都要回到家乡。妈妈烧饭的炊烟，萦绕在我
的心头，不肯散去；爸爸牵着我走路的大手，向我传
递的热乎气儿，至今让我心窝暖暖。

妈妈曾经跟我说：“蒲河很温顺，几十年不发
水。”是啊，清清的蒲河河水，默默流逝，滋养了沿岸
的村落——新华村、鸭子场村、佟古家子村……这些
村屯，我小的时候都去过。有时候挖野菜口渴了，我
就进村去老农家要碗水喝。那时候的农民，心肠热
乎着呢！

大概小学三年级暑假，有一天早晨，我和几个小
伙伴挖野菜路过鸭子场村，实在累了，就在村口停了
下来。这时，一个扛锄头下地的农大伯见了我们几
个，就走过来，笑着说：“小家伙儿，累了吧？进屋喝
点水吧！刚烀熟的苞米，一人来一棒吧！”听罢，我们
也不客气，一人来一棒狼吞虎咽地“造”了起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不但粮食不够吃，就
是榆树钱儿也成了填饱肚子的好玩意儿!有一次，爸
爸在蒲河岸边的大望村附近的草地里挖野菜，饿昏
过去了。当爸爸苏醒过来时，发现躺在老农家的炕
上。淳朴的农民兄弟救了爸爸！后来他们用马车将
爸爸送回家里，临走时还留下了几个大红萝卜，说是
给爸爸将养将养。爸爸妈妈感激得流下了热泪。

质朴的风情，似蒲河水面吹来的清风，令人惬
意！多么美好的乡愁啊！

今年五月初的一个周日，我和儿子驱车回到了
家乡。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小到中雨。可时近中午，日
丽明艳，云翔蓝天。我们驾车来到蒲河岸边。

沿蒲河水边，我们漫步堤岸。远处的田野已染
上淡淡的绿装，耀眼的野花在阳光下夺目绽放，红、
粉、黄、白……色彩缤纷，温馨飘香。脚下的河水默
默无声，倒映的树影折射出的水色犹如绿宝石。忽
然间，不远处的一条尺八长的白鲢鱼打了一个浪花，
牵起了层层的涟漪，水波簇拥河草……河的对岸，白
色的凉棚高矮相间，几对青年男女弹琴合唱，给静静
的河岸增添了浪漫悠扬的活力。

我们来到岸边宽阔的锡伯族文化主题广场小
憩。儿子指着一个硕大的雕塑，问我：“历史上锡伯
族人曾经在这里歇息过？”

我告诉儿子：“锡伯族人西迁时，蒲河两岸曾是
他们的聚集地。这里，承载了锡伯族的传统文化，是
满、汉、锡伯等民族文化的交融之地。我们东北的一
些特有语言和小时候我们玩儿的游戏，如“这嘎达”、

“歘嘎拉哈”、“嘎哈”，等等。这些都是满、汉、锡伯民
族习俗相互影响的结果，从而构成了今天富有东北
特色的地域文化。”

横架蒲河南北的盛京桥，斜拉桥索，伟岸贯虹。
我们来到桥上，蒲河绵长的景观尽收眼底。水波涌
动的河流，恰似一条精美的银带，飘舞在绿油油的田
野中间。两岸的绿色拢着水面，泱泱的河水，似温顺
的河马，缓缓逛桥而过，慢慢地走向蓝天下的白云。

桥下，芦苇丛中夹杂着几个渔翁，他们头戴伞
帽，安稳的坐在水边，在静静地垂钓。鱼漂的沉动，
间或的甩杆，时而引来他们阵阵的兴奋，时而也传来

“咳咳”的悔意声。不过看得出来，垂钓的乐趣着实

让他们的兴致升腾得蛮高蛮高的。水桶里或鱼篓
里，已经盛下了不少大小不一的各种鱼，花鲢、白鲢、
鲫鱼、泥鳅……哈哈，钓鱼的乐趣足矣。

走下桥头，来到河畔，蒲河的水面盈满了水道。
一叶小舟，像飞天而下的绿叶，从尽处由小渐大，姗
姗而来。“好美的风景！”不知是谁感叹了一声。墨
绿的河水，微波荡漾；两岸的花衣，五彩斑斓；轻柔的
河风，淡淡和煦，小心地拨动着暖暖的春光。小舟款
款飘近了，一年轻人站在船上，边摇着双桨，边高亢
地欢唱着“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
支甜甜的歌……”。嗓音甜美，娓娓逸来，惹得岸上
的人们送来缕缕敬羡的目光。这是蒲河的巡航员，
整日经管着蒲河的自然生态。绿色蒲河，不但惠及
了千千万万的乡亲百姓，而且成为沈北地区生态景
观的靓丽品牌！

小伙子的歌声随着小船渐渐远去了，可美妙的
旋律在蒲河绿葱葱的两岸之间依然回荡……这歌
声，嫣然飘进了人们的心里……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著名作家竣青先生的散文
《秋色赋》。他在文中赞美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胶东
半岛苹果喜获丰收的秋色。俗话说：不行春风，难得
秋雨。我眼前的蒲河春色，不是更应该重笔描绘
吗？春天的蒲河，绿水如蓝。那弯弯的河水，像彩带
似的，在辽阔的松原大地婉然飘动。河岸上，那摇枝
满树的梨花，是一朵朵洁白的雪花；那铺天遍地的野
花，是一朵朵嫣红的缤花；水中那鱼欢激起的浪花，
却又是一朵朵高山的莲花……蒲河，正把一个艳美
的春天呈献给世人……

返城的路上，儿子问我：“什么时候我们还回
来？”我回答说：“如果有时间，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
到时候你看到的一定是蒲河更加美丽别致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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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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翔子，原名宋鹏翔。中
国 朗 诵 联 盟 会 员 ，沈 阳 市 作 家
协会会员，江山文学签约作者，
国 内 多 家 文 化 传 媒 公 司特约撰
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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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骨子里藏着浪漫的女人，灯会那种
似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深深的吸引着我。

2019年，沈北七星公园的元宵灯会，带着憧
憬与期盼，带着一个如少女般浪漫的梦，我坐公
交，倒地铁，一路而来。

灯会就在地铁口旁边，打着“为城市致献美
好生活”横幅的彩灯大门向人们敞开胸怀，预示
着一脚便可以踏进多姿多彩的世界。

随着拥挤在追梦路上的人群，我迫不及待的
进入灯的海洋。映入眸中的斑斓，藏不住心底的
雀跃。春字的花灯下驻足，在北方寒风凛冽的春
节，却仿若有春风十里的轻拂，眉间眼底俱是春
意盎然。二龙戏珠灯下让人流连忘返，龙是中国
精神的象征，是泱泱大国的风骨，它昂首的姿态
使人不禁热血澎湃，豪情万丈，直欲剑指苍穹，敢
问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灯会中间是用花灯做成
的钢琴广场，伴随着叮咚悦耳的钢琴声，周围的
花灯渐次变幻着，此刻如入无人之境，心随乐动，
悠远空灵亦如身处世外桃源般浑然忘我。

七年前，我从黑龙江老家，不顾亲人的不舍，
执意来到沈阳，从此开启我打工的生涯，个中生
活喜忧参半，初来的窘迫，人事的陌生，到后来的
生活稳定，并几乎游遍了沈阳，见证了沈阳的变
化，越来越喜欢这个有着长子情怀的城市，担当，
奋进是他的精神，热情，友爱是他的品行。

我用七年的时间爱上一座城，用第二故乡为
他冠名。

在与朋友谈及生活情趣时，我曾说过十分喜
欢旅游。近几年，我去过吉林的长白山、福建的
武夷山、云南的玉龙雪山、江西的庐山等名山,但
最使我心仪的还是家乡的台子山。

高中时，我读过张海亭先生写的《沈阳古陨
石》一书。书中介绍：沈阳古陨石，主要分布在东
陵区的李相乡和苏家屯区的姚千户镇的刘千户
屯西北的台子山。（因古代在山顶修建瞭望台而
得名“台子山”。）沈阳古陨石在宇宙中形成于45
亿年前，陨落于19亿年前。属石陨石类。它比世
界上最大的现代古陨石（吉林陨石）大数百万倍，
被誉为天赐国宝，举世无双。珍贵的地质遗迹具
有较高的科学、美学价值，是全人类的宝贵资源，
是人们尚不能到达宇宙旅游之前，在地球上首先
观察外天体的地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原来我们村西北的台子山是宇宙来客
啊，宇宙来客到我们家乡19亿年了。马上，我找
到好朋友宏伟计划去一探究竟。

宏伟问我：“你怎么知道它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我说：“1971年省地质矿产局找矿时，在馒首
山、滑石山、台子山等地找到一些‘黑石头’，学名
叫‘超级性岩’。按照规律，这些岩石下面应当有
矿，经过钻探，不但没有矿，而且连岩石都没有，埋
得很浅。山一般是从岩层上‘长’出来的，而这座
山是‘漂浮’在岩层之上的。打个比方说，地球上
的山有‘根’，而天上掉下来的大石头‘无根’。这
是国宝啊，世界少有。”

“台子山就在家门口，还不知道这个山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还这么宝贵。”宏伟感叹地说。

我对宏伟说，根据科学测定古陨石磁场强度
大，是天然磁浴的理想场所。资料介绍，磁浴对平
衡阴阳、促进健康、延年益寿，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从这以后，我经常到这里背诵英文单词，在

山上大声朗读英文，背诵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各
种习题。不知是天外来客的磁场真的起作用还
是我的心里作用，我觉得在这里学习记忆效果特
别好，台子山一直伴我考上大学。

离开家乡后，我时常想起我的家乡，想起我
的好伴读——台子山。她给我带来许多美好的
回忆。

记得一次国庆节学校放假，妈妈让我采蘑
菇。我跨个篮子，带上英语书，来到台子山。下
山的路上有一片杨树林，我想，松树林里长松蘑，
榛子秸长榛蘑，杨树林里也应有蘑菇。我走进杨
树林，树林里长满半米多高的草，我拨开草丛，
啊！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蘑菇啊！不一会，我带
的篮子就装满了。我索性把外衣和外裤脱下来，
把袖口和裤腿系上，都装上蘑菇。我肩上扛着蘑
菇，胳膊上挎着蘑菇，右手提着蘑菇，满载而归。
每当回想起那次采蘑菇，我都特别兴奋，觉得是
我的伴读——台子山对我的厚爱。

每次回到家乡，只要时间允许，我都要登一
次台子山，并经常关注台子山的情况。

近日在网上看到：沈阳古陨石已被命名为：
沈阳市十大科普基地之一；沈阳市十五大旅游景
观之一；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辽宁省
八大新、奇、特旅游资源之一。已申报辽宁省省
级自然保护区，准备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介
绍了台子山古陨石旅游考察陨落景观。 我想，
台子山这个宇宙来客，来到我们家乡默默沉睡了
19亿年之后，显露华美真容，绽放光彩的日子也
不会远了。

□袁静家乡的天外来客

沈阳市苏家屯区血栓
医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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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侠

七星公园元宵灯会

沈阳市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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