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年峥嵘岁月，七十年砥砺前行。辽宁——共
和国长子，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按理说，对于这七十年的变化我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
因为我只经历了三十年。但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家中
翻到了爷爷尘封的笔记簿，让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的发展比同龄人多些了解。追忆我的小家与城市大
家的发展，每一次感动都会鞭策我逐梦前行。

爷爷的土地梦
孟家台村有爷爷的土地梦。“现在的生活多好，这

才几十年的功夫，发展的这么快，之前生活条件艰苦的
很呐”。爷爷翻看着笔记薄，望了望窗外，与我讲起分
土地的故事。“那时候改革开放才两年，家里的生活慢
慢有了起色，分土地那天对咱们全家来说，是个非常重
要的日子。分地的那天早上，咱们全家人都去了，我捧
起一把泥土，放在鼻子上嗅嗅，放在嘴里尝尝——哦，
多香的泥土啊！沁人心脾，令人陶醉，终于有属于自己
的土地了。你父亲和你二叔在地上打滚，呐喊着幸福
的生活就要来了”。

父亲的大学梦
父亲高中毕业后就投身到了农村的生产建设当

中。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大，读了高中后家里便让在田
间地头劳作，早就让未来和理想化成了泡影。1977年
恢复高考，让父亲这一代已不再年轻的青年人，再次迎
来了艳阳天。父亲是幸运的，他通过几个月用功复习，
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最终被一所师范院
校录取。实现了他的大学梦。

我的创业梦
大学毕业后，家人们一心想让我留在南方工作。

趁年轻出去闯闯，而且南方的发展空间更大。其实我
是一直都想念着生我养我的地方，一心想回家创业，经
过我不断地说服家人，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故乡。
沈北新区发展的那么好，而且国家的补贴政策让创业
者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让我回家创业的信心更加坚
定。我的创业梦从此启程，继续逐梦。

长子情怀的奋进梦
爷爷是名老党员，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及家乡发

展的每个节点都十分清楚，经常给我讲家乡这些年的
变化。每每提起家乡变化这一话题时，爷爷便精神头
十足。拿沈阳来说，变化非常迅捷，自打咱们沈阳市成
为国家首个现代建筑产业试点城市及示范城市后，又
荣获了首批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荣誉称号，“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2008年开展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
程，切实改善了咱们的供暖环境和居住条件，改造后的
房屋冬暖夏凉，提升了生活舒适度和幸福指数。

近些年空气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咱们一直在
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过去
环境污染严重，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搞的多好，蓝天碧
水、青山净土又浮现在我们眼前。幼儿园、学校、社区
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均等化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公共卫生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站的建设，
形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格局，给咱们老百姓提供更好
的医疗设施。交通也十分发达，现在地铁都通到咱们
家门口了。而且沈阳世园会，辽宁全运会等一系列的
综合性盛会彰显些辽宁的综合实力在逐步提高。爷爷
讲完这些时，他的嘴角泛起了微笑：“你再看咱们村的
变化，之前破乱不堪的荒地，经过改造，如今成为村民
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成群的人们跳着广场
舞，扭着大秧歌，很是高兴，看到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如今全村街巷安起了路灯，全村的泥土路
进行改造，往日下雨就泥泞的泥土路，如今已经全部被
柏油路面所取代。路边的各种花草树木，把村里装扮
得如乡间花园一般。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们今天幸福
的生活，沈北新区的发展是沈阳发展的缩影,更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整体高速发展的缩影”。

沈北旅游的全域梦
沈北新区不断发展壮大，实力逐步提升，这是有目

共睹的。俗话说：“畅游辽宁，不虚此行”。而如今沈北
新区全域旅游的热度也迅速上升。辉山、七星山、帽山
三山巍然耸立，辽河、蒲河、川流不息。沈北新区还是
省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和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参
创单位。如今水清岸绿，景美路通，蒲河两岸景观相
连，植被茂密。

前些时日与家人一同前往七星湖湿地公园。刚
走进公园大门，就被景色所吸引。一条道路笔直地
通向远方，最后隐没在悠远的地平线。蒲草芦苇和
水植物，草色深深浅浅，忽隐忽现，别有一番景象在
心头。荷塘一望无际，湖面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
晶莹剔透。荷花如俏丽的仙女依偎在翠绿间，清风
徐来，绿色的莲藕探头探脑，不时还有水鸟和彩蝶
追逐嬉闹。这情景真是大美沈北，醉了荷塘，好一
幅生态文明的景观画。

七十年岁月如歌，七十载光辉岁月。从爷爷的
土地梦，到父亲的大学梦，再到我的创业梦，我们祖
孙的三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追逐梦想。我们三
代人的逐梦历程不正是所有辽沈大地的人们真实
的写照吗？展望未来，辽沈大地的发展定将更上一
层楼，我们也将秉承新时代的辽宁精神，继续前
行，匠心筑梦。

多年之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对
沈阳最初的印象，脑海里便会自然而
然地浮现起沈阳站。当时还是八十
年代前期，父母带着幼年的我，从老
家县城乘坐绿皮火车来沈阳，一路大
站小站，走走停停近三个小时才算抵
达。走出当时的出站口，看到广场上
的苏军坦克纪念碑，便知道自己已经
踏上沈阳这座城市了。那次来沈阳
似乎只走了从站前到太原街的一片
区域，即便如此，所见所感也满足了
我对大城市的所有期待：高楼大厦，
灯火辉煌，人流熙攘，车流如河。其
他 景 象 由 于 年 代 久 远 ，印 象 不 甚 真
切，唯独街上大大小小的公交车，给
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两节
车厢的长公交，拖着辫子的电车，这
都是从前在县城中不曾目睹过的，它
们 与 街 路 上 其 他 型 号 的 公 交 车“ 兄
弟”，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城市车辆
的 主 体 ，而 到 大 城 市 ，坐 公 交 ，坐 电
车，也成了我童年时代的一个美好梦
想。

此后我又随父母来过几次沈阳，
亲 眼 见 证 了 火 车 提 速 、沈 阳 北 站 诞
生、五爱市场兴起......等到我考入沈
阳农业大学，来沈阳读书，已经是九
十年代晚期了。

九十年代末的沈阳，市内公交系
统已经颇为发达完备，我甚至亲身赶
上了电车淘汰下线、公交车由人工售
票 改 为 前 门 上 车 投 币 等 历 史 变 革 。
然而，从市内到学校的交通，却一直
不是特别便利，长年来往于学校门前
的，除了少数出租车、“摩的”，便只有
从大东门开往东陵的 218 路公交车。
早期的 218 路公交就是两节车厢，车
厢间的地面以圆形铁盘连接，车厢外
裹一圈胶皮，胶皮与铁盘之间便有了
两处颇大的空隙，夏天尚可，一到冬
天，这里便成了冷风的入口，将车内
变成与外界同样寒冷的冰窖。最冷
的日子里，连车窗上都结满了半厘米
厚的白霜，如果单单是冬日寒冷倒还
罢了，另一个令我们头疼的问题，便
是行车速度。当年的 218 车速与现在
相比，只能用“牛速”来形容，在最初
人工售票的年代，每遇拥堵路段，售
票员都会将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外，用
力 拍 其 车 体 提 示 行 人 让 路 ，饶 是 如
此，仍是一走一顿，步履蹒跚，直到走
过小津桥，方能正常行驶，但车速仍
不算很快，从市内开到学校，往往要
超过一个小时。尽管车况路况如此，
218 公交车还是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快
乐，因为车程的另一端连接着室内最
繁华的商业区中街，即便是囊中羞涩
的穷学生，也能在那里找到适合自己
的吃喝玩乐逛街看风景等休闲需求，
往往十元二十元就可以很欢乐地在
街上泡上一天。大学后期课程不紧
的时期，我们甚至会花上十多元钱办
理公交月票，简陋的硬纸板上贴上本
人寸照，盖章后便可以在沈阳市内所
有公交车上畅行无阻。凭一张月票
卡随意乘车，率性倒换线路，往往能
在市内游荡一整天，穿行于城市的各
处街路角落间，很有一种浪迹江湖的
感觉。就是用这张月票卡，我走遍了
太原街、北陵、五里河，南湖公园……
领略了这座城市中许多精彩的风景。

毕业多年后的 2009 年，我又回到
了沈阳工作定居。此时的沈阳市内，

比起当年我读大学时又是一番新貌，
愈加繁华时尚了。就连路上的车辆，
也已进入了私家车与公共交通车辆
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然而，我的工
作和居住地点都远在浑南，与这些繁
华时尚均不沾边，至今我还记得当年
一过浑河，扑面而来的城乡接合部荒
凉空旷气息！那个年代的浑南尚处
于起步阶段，非但大型商场、超市、餐
饮场所等现代商业设施难觅踪影，就
连公交线路都少得可怜，且多数都在
晚上七点前后早早收车，一旦在市内
超市采买晚归，便要担心是否会错过
末班车。至于路况则更不堪一提：亮
化缺失、路面破损路段比比皆是，即
便是最为宽阔光鲜的浑南大道，也是
车流稀少，行人寥寥，每到夜间，寂静
黑暗得往往令人心生恐惧。

好 在 这 种 状 况 并 未 持 续 太 久 。
2010 年，大浑南新城建设正式启动，
道路与交通自然是最先一环。很快，
我便亲眼目睹了浑南日新月异的发
展：道路通了平了亮了，公交车线路
增多，车隔缩短，且多数延时到了晚
上九点之后，2012 年初，地铁二号线
开通到了我家门前，2013 年有轨电车
启运……随之而来的，则是奥体商圈
的崛起，全运板块的成形，各知名房
地产品牌的纷纷入驻，一切的一切，
无不令人兴奋鼓舞，令人对城市的未
来充满希望与期盼。昔日的二环外
郊区，正在成为新的城市中心，宜居
宝地，彰显着时尚与繁荣，驶入了现
代化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我们的城市仍在源源不断
地给我们带来惊喜，除了各处新兴商
业网点、文体活动场所、现代高档居
民小区、园林景观外，另一大夺目的
亮点便是交通。三四环、东西快速干
道、南北快速干道、高铁新南站的全
面运行，奥体中心、二十一世纪广场
等交通枢纽的落成，以及新近开通的
地铁九号线，无不在给我们带来现代
出行的快捷与便利，当年县城绿皮火
车三小时到沈阳、市内老旧公交一小
时到郊区学校、浑南晚间有路无车的
历史早已一去不返，乘高铁四小时可
到北京，地铁和快速干道上的车辆一
小时可以从城市的一端抵达另一端，
至于浑南各条主干道上的车流，更是
川流不息，不分昼夜，甚至于每到早
晚 高 峰 ，还 会 出 现 和 市 内 一 样 的 拥
堵！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与生命管线，
车辆则是其中的血液与流水，它们共
同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与成长，也为城市
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和活力。长路漫漫，
车行如水，它们永远是城市中最闪亮的
音符，也是人们与这座城市最温馨的纽
带牵系。城市的明天必然会更加美好，
只要我们脚下有路，心中有梦。

辽河这条母亲河，贯穿沈阳城北郊，历经风云流转，
如今不见往昔峥嵘，沿旅游大道，有几处汇入辽河的支
流，羊肠河、西小河、万泉河、左小河，每一处叫得上名字
的河段就一定有村子，有村子的地方，就有故事，哪怕是
个水泡子，都有仙女、神龙来充填它的风韵。

辽河水装点出的七星湖更愿意被当地人骄傲地以
这个新名字推荐给外来的客人。离它几公里外，就是现
在最受沈阳人欢迎的稻梦空间。

这里是以稻米为主题的创意农业产业园，占地面积
三万亩，是中国最大稻米文化主题公园。这是我和老同
学们重新聚会选择的地方，秋天，也正是游玩稻梦空间
的最佳时间。

关于秋天，中国人写过许多文字。郁达夫说，南国之
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
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
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
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辽宁的秋天更能体现北国气派，天辽地宁，天地间
一片爽朗。稻谷被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还泛出成熟
的金黄色，漫步在田坎上，唧唧的虫鸣、阵阵稻香，老同
学们的情谊，这是四季中醉人的时光。

到观景台，可以看到由紫色、黄色、绿色、红色等多
种色彩组成的水稻，在高科技技术的指引下布成不同的
点位，形成栩栩如生的惊人画面。

今年观景台上最震撼的是巨型稻田画《我爱你中
国》——万里长城、天安门、港珠澳大桥、中国高铁、巨龙
腾飞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幅壮观宏伟的“献礼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稻田画。缤纷的彩色水稻，包括紫色、白
色、赤色、橙色、暗影、浓绿、普通绿、黄色和龙地红，150
亩的彩稻飞舞稻穗，成为绝世好色彩，我们这些老同学
都看呆了，心中激荡着不断升腾的美好憧憬和对祖国山
河的感叹。

参观稻梦空间自然不能少了去尝尝大米制品，古代
小说中凡有人身患重病时，都有食米粥滋补的记载，中
国食粥历史早在周代《礼记》中就有记载“食粥天下之达
礼”。

在沈北新区喝粥天经地义，锡伯贡米是沈北新区主
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闻名的“东北大米”中也是数一数
二的佼佼者。

中国的文人喜好白粥，因为粥清淡清雅，最好的粥
是米水交融，熬好了在稠与不稠之间，有一种自然光
泽。有锡伯贡米这样的好米，配上好水，从从容容熬出
滚烫好粥，光阴闲长。

吃过了特色米制品，喝了大米粥，老同学们都商量
一定要买些回家吃，而且相约10月还要再来。因为每年
的10月是收获季，金晃晃沉甸甸的稻穗轻舞，是收获的
季节，光这一年一季的大米，都值得再跑一趟，何况还有
那更显壮观、大气磅礴的稻田画也到了更好的观赏期。

16

2019.12.12 星期四 编辑 李傲 美编 丁锐微信：lswbchiguihua

广告经营许可证：辽工商广字01—257号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号
电报挂号：1032 邮编：110003

发行部：22853760 订报热线：22895302
广告部：22699260 22699261

社务管理部：22698080
编采管理部：22699233总第8853期

零售
专供报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 值 班：贾敬伟
一版编辑：孙 霁
一版美编：冯 漫
图 编：王泰舒

零售价：1.00元/份
订阅价：3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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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荟彭长子情怀三代梦【三等奖】

□张正有随稻香找到最初的美好【三等奖】

□王莉车如流水城如梦【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