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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临朐，肇自远古。绳其祖武，一脉康
壮。地处鲁中，拥群山并连沃野，涵绿水以养
万民。千林滴翠，万花飞红；民风朴厚，村舍
俨然。壮哉，山雄水阔；美哉，城欣乡荣。
  钩沉溯往，历历堪述。七千年前即有先
民制陶斫石，亦耕亦猎。北辛、大汶口、龙山
文化诸遗存，昭示早期文明。尧之子丹朱封
丹水，是有丹国。商建郱国，周称骈邑。秦置
临朐县，迄今两千余年。齐长城横跨南境，
绵延百里；穆陵关雄踞山左，兵家所重。北
魏石佛三百余尊，神韵犹存；北齐崔芬墓壁
画，精美恢宏。东镇碑林，历尽沧桑，今存百
六十幢，证史以资世。
  应时得地，人才辈出。汉邴原，泣学苦
读，官至丞相征事，坚贞自持，成一代名士。
宋张平，渭河建坞造船，誉为世界船坞之
父。明马愉，聪敏好学，点状元，入内阁，居
要职而门无私谒。清冯溥，以博学著称，授
刑部尚书，晋文华殿大学士，有《佳山堂集》
十九卷传世。冶源冯氏，六代九进士，文学
成就斐然。冯惟敏散曲推明代第一，有“曲
中辛弃疾”之定评。蒋峪冯氏，秉“不为良
相，即为良医”之古训，四代从医，泽惠众

民。傅国撰《昌国艅艎》，史料翔实，可资政
育人。马益著写《庄农日用杂字》，村言俚
语，质朴切用。许椿亭著《蚕丝韵言》，言辞
隽永，襄助农桑。自元至清，进士者三十又
九。及至今朝，崇文重教，滋兰树蕙，莘莘学
子，渐为瑚琏。有将军近三十名，博士、教
授、院士千余。
  秉承传统，文风昌盛。村村闻丝竹，家
家有墨香。撰文赋诗，操翰弄琴，蔚成风气。
吕剧《半边天》搬上银幕，书法绘画三次晋
京。红丝砚、紫金砚、龟石砚，皆臻上品；年
画、雕塑、嵌银，江北翘楚；园林设计、假山
掇石、盆景制作，名闻齐鲁。专业者日精，参
与者日众，文化气息益浓。冠以“全国文化
模范县”，实至而名归。
  大千妙境，尽显造化。沂山巍巍，为五
镇之首，立南屏而生四水[1]；弥水淙淙，澄清
似练，贯全境以润万田。七崮 [ 2 ]兀立，三湖 [ 3 ]

波平。纪山、尧山，横亘莾苍，深含底蕴；八
岐山、嵩山，奇峰嵯峨而不失玲珑。山旺化
石呈一千八百万年前之景况，享“万卷书”
之雅号；老龙湾得“鲁中水乡，北国江南”之
美誉；石门坊有“晚照生深紫，红叶胜春花”

之佳评。三万亩大板栗，风翻碧浪；三千亩
薰衣草，地浮紫云。黑松林、水杉林、槐花谷
异彩纷呈。纵目观览，清溪涓涓，碧草茵茵，
千岭堆绿，万木争荣。国家最佳生态旅游
县，画境天成。
  革故鼎新，欣欣向荣。高速三道过境，域
内六纵五横。高倡工业立县，呈群山涌高峰之
态势。机械制造、化工、服装，艰苦创业，领一
时之风骚。继而铝产业异军突起，华建为龙
头，扶摇而上。秦池酒业知难非难，品质为
重，事业日昌。鹅肥肝居亚洲之冠，伊利奶
副金典之名。新材料产业崭露头角，前景可
瞻；蓝帆科技、华特磁电、山水水泥、高速铁
建快速发展，立行业标杆。企业概有数百
家，如雨后春笋，更上层楼。农业推重特色，
着力增产增收。大樱桃、大板栗、大金星 [ 4 ]、
牛心柿，堪称特产；奶牛、蜜蜂、肉鸭、虹鳟
鱼，行业占先。全羊宴味佳，红香椿争鲜，大
花椒提味祛膻，得水土之宜，而成一方特色。
山上宜果，山下则粮，黍稷盈亩，仓殷而廪实。
  举目朐城，的皪琳琅。朐粟二山相顾，
犹如华表；句月湖一水绕城，如飞天镜。西
山起伏蜿蜒，龙脊一线；邑城依山临水，熔

古铸今。楼宇日长，势如林立；街巷齐整，车
似水流。文化中心，融四馆 [ 5 ]于一，增知识，
参艺术，涵养精神。龙韵文化城，得韵盛唐，
汇商贾，萃百货，领一地之风。奇石城，集四
方名品，呈是地佳选，展石界之精华。滨河
岸柳十里，翠竹千行，百鸟啼啭，万荷送香。
庭院绿篱绕堂，盆栽列几，含饴弄孙，得安
然而享天伦。
  欣叙临朐，自倾深情。然千年古邑，蔚
为大观，岂才绌笔拙能尽善、奚区区小叙可
概全？谨祝曰：

青山苍苍兮碧水泱泱，
嘉木美荫兮田畴稷桑，
风调雨顺兮百姓安康，
前程璀璨兮诸业辉煌！

  注：
  （1）四水：弥河，汶河，沂河，沭河。
  （2）七崮：冕崮、丹崮、禅堂崮、龙门崮、
聚粮崮、寨子崮、太平崮。
  （3）三湖：巨洋湖、东镇湖、龙潭湖。
  （4）大金星：山楂之优良品种。
  （5）四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
化馆。

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齐圣轻拂泉脉景，千佛恭喜鲁骚风。
润田再掌诗词界，树亮咨询榜上名。
明代海浮曲赞唱，宋朝清照敬恭声。
传承赓续中华韵，守正创新海岱鸣。

七律·齐鲁诗韵盛神州

◎高立基

  春种秋收驶田畴，雷沃志方遒。昔时
疲累，今朝闲适，田者欢柔。
  闻名岂止神州境，四海越从头。瞻高
望远，未来堪冀，世界一流。

眼儿媚·潍柴雷沃重工农机咏

◎祁汝平

野旷风寒念故亲，深情祭扫慰先人。
纵烧多少坟边纸，难比床前尽孝心。

七绝·寒食祭亲

◎张晓晖

  阳光灿烂，三春花绚，万头攒动苍穹
看。巨龙欢，凤蹁跹，百形千貌长空现，可
爱风筝天下连。非遗，代代传；鸢都，响
彻天。

【中吕•山坡羊】

潍坊风筝

◎郭 萍

鸢都之韵

临 朐 叙
◎王庆德

我身边有千万朵晚春之花，
千万亩云霞。
人们走过时询问：
你轻盈且愉悦，
而世间纷纷扰扰，
是谁使你安稳？

我言说：
此一个瞬时，我明明白白地知晓，
风在这辽阔的长空中护佑于我。
如同彼一个瞬时，
我知晓太阳的高照。

我手中正握有云线，
由上至下，
递与我光辉的精神。
它来自天，来自风与群山。
我的天地辽阔，
飞过千万亩云霞，
掠过千万朵晚春之花。

  (作者系奎文区德润学校九年
级一班学生)

风 筝

◎王俊涵

摄摄    影影：：赵赵春春晖晖

拍拍摄摄地地点点：：安安丘丘青青云云湖湖

光影潍坊

  小时候，入了冬，常有一老者赶了毛驴
车进村，叫卖粉条。老者背驼，穿黑布棉袄，
腰间系着粗布围裙。印象里，老者慈善，爱
与村人打趣说笑。我有时随母亲来买粉条，
老者必先从车上成捆的粉条里抽三两根给
我，说，慢慢嚼，先解着馋。
  我真的就嚼干粉条。干粉条硌牙，可慢
慢地就在嘴里软了、散碎了，清香的味道在
嘴里弥漫开来。一根弯曲的粉条，我要嚼大
半个下午，津津有味而忘记牙疼。
  母亲在摸过粉条干湿，又讨价还价后，
才买一小捆粉条，再称点散碎粉条。
  成捆的粉条挂在西间土墙上，只有家
中来了客人，母亲才会取下，做一道粉条大
烩菜。雪后初霁，大舅来了。父亲和大舅坐
在暖炕上，守着四方小桌，喝着茉莉碎末。
母亲去割二斤豆腐，再切半颗如玉的白菜，
加了粉条下锅。灶下，柴火呼呼，不多时，锅
内便热气腾腾。豆腐白菜粉条混合的香气，
让人垂涎欲滴。
  窗外白雪皑皑，屋内香气四溢。粉条大
烩菜端上桌，父亲和大舅喝几盅地瓜老烧
酒。母亲再舀一碗菜，放在锅台上。我总是
急不可耐，搬了板凳坐灶台前，嘘嘘地吃豆
腐，滋溜滋溜地嘬粉条。
  母亲坐在炕沿上，听父亲和大舅闲话，
又微笑着提醒我慢点吃，别烫着。现在想
来，待客有菜、有酒，孩子亦可大快朵颐，那
时的母亲内心一定满足而幸福。
  临近春节，母亲总会包两锅包子，那些
碎粉条便派上了用场。碎粉条用热水浸泡，
泡软了，漏勺捞出放案板上，剁成细糜调入
剁碎的萝卜里，加了油盐，调好包子馅。母
亲和面、擀皮、包馅、上锅，手不停歇地忙
碌。包子上了锅，烧火的是父亲，母亲要去
忙碌另一锅。
  父亲烧着火，和母亲说着话。说着马上
过去的一年，说着来年的打算。说着话，父
亲母亲脸上都挂了笑。
  我蹲在灶前，再不出屋子半步。包子出
锅，我总是不待母亲把包子全部拾到箅子
上，便抓一个在手，象征性地吹几口气，然
后咬一口，烫得嘘嘘地缩了脖子。萝卜馅的
包子，因为粉条变得爽滑可口。
  灶火通红，热气升腾，不大的房子，和
乐的家人——— 后来我常想起这场景，心里
便觉温馨而美好。
  日子悠悠，一天天好起来。饭桌上菜肴
日渐丰盛，但粉条却一直是人们的最爱。豆
腐炖粉条，萝卜粉条馅的包子也是要吃的，
只是加了猪肉，多了些许浓香。
  去年腊月，本家二弟新婚不久，一众
兄弟聚在二弟家喝酒。弟媳下厨，做了几
道菜：山药炖鸡加了粉皮，萝卜辣椒放了
粗粉条，凉拌白菜心配以粉丝，粉丝细如
发丝且晶莹剔透。无论粉皮、粉条、粉丝
皆爽滑筋道、味美可口。大家都称赞好
吃，也说起关于粉条的那些往事，感叹如
今生活的丰盈。
  粗粗细细的粉条啊，一直陪着人们走
过质朴的岁月，见证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正
是席间有粉条，日子有滋味呢。

席间粉条香
◎肖胜林

柳 树
◎张希良

守望乡愁

  春风拂面，冰雪消融，又到了花红柳绿的
暖春季节。湖岸边，道路旁，一棵棵柳树，甩着
飘逸的长发。鹅黄色的嫩芽仿佛在一夜之间从
柳枝上冒了出来。柳丝摆动着柳条细腰，弄出
窈窕的舞姿，好像在向行人频频招手，给这个
春光灿烂的日子增添了无穷的诗意和活力。
  自古以来，人们似乎都对柳树钟爱有加。
《诗经·小雅·采薇》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
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唐宋诗词中对柳树的描写更是不计其数：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梨花院
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
不寒杨柳风”“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如此
这般的咏柳绝句数不胜数，这些曼妙的诗句通
过咏柳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春日美感。
  柳树的生命力很旺盛，几乎柳絮飘到哪
里，柳树就能在哪里生根发芽。哪里有河流湖
泊、沼泽池塘，岸边不用人为栽种，自然就会形
成大片的柳林。即便需要人为栽种的地方，也
只需插根鲜活的柳棍，它就能生根发芽。有时
候在房前屋后放一堆柳树木材，都能经常见到
发出一层柳树芽来。即便柳树被大水淹没其
中，水退之后，也不会影响其继续茁壮成长。
  在我厂区的院子里，十几年前建了一个水
池，周围全都用水泥混凝土浇筑，并做了防水
处理。也许是来池边喝水的鸟儿带来了种子，
也许哪一阵春风把柳絮从空中飘来，没过多
久，围绕池塘就长出了许多小柳树，有枝丫向

上的旱柳，有柳丝飘逸的垂柳，有如烫发的曲
柳，还有那只在盐碱地里生长的柽柳，竟然也
来凑热闹。真应了那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
插柳柳成荫”。
  柳树繁殖率很高，生命力旺盛，但柳树的
寿命却很短，一般就是二三十年。我们大多数
人都曾见过唐松、汉柏、银杏、古槐，它们的寿
命，有几百上千年。但有谁见过存世百年的老
柳树呢？
  咱们去孔府孔庙看看，去泰安岱庙瞧瞧，
到安丘城顶山、临朐的东镇庙走走。那里有好
多巨大的柏树、松树、银杏树，千百年前就静
静地矗立在那里。几千年来柳树以水为邻，
被文人墨客不停地赞美着。柳树的适应性很
强，南方北方、热带寒带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可是柳树经常会发生病虫害，有些柳树树干
从内里开始腐烂，外边还会生长比树干粗大
的木瘤子。没多久，这棵柳树也就走到了生
命的尽头。
  柳树，一年四季都在展示着它的风采。
  它像自然的舞者，总是随着四季的旋律摇
曳生姿。春天，万物复苏，它抽出嫩绿的新芽，
仿佛在召唤大地上所有新生命的到来。夏天，
烈日炎炎，它枝繁叶茂，犹如一把绿色的大伞，
为行人遮挡烈日。秋天，当黄叶飘零，它静静地
伫立，仿佛一位沉思的智者。不到雨雪霜打，它
不会轻易落叶，叶子即便落在地上，也还是绿
色一片。冬天，雪花纷飞，它披上“银装”，宛如
一位冰清玉洁的仙子，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
到来。

  “正月葱，二月韭”，院子里栽种的一
畦韭菜，经一场春雨润泽后，迅速地生
长，脱去了枯黄的衣裳，不几天，叶似翡
翠，根如白玉，清香馥郁，娇嫩滴翠，像青
葱的少女，柔软、活力、奔放。周日，阳光
暖煦煦的，我蹲在韭菜旁，欣赏她的姿
容，嗅闻她的芳香。
  早春韭菜一束金。韭菜的味道，是春
香、夏辣、秋苦、冬甜，一年四季中春天的
韭菜最鲜嫩可口，尤其是早春的头刀韭
菜，让人百吃不厌。仿佛只有品尝了春天
的韭菜，才会感觉到春天扑面而来。此
时，爱吃韭菜水饺的我，愈加有了食欲，
我拿了镰刀，小心地贴着地面割下了一
垄韭菜，攥在手里有一种彼此不容的脆
生感，韭菜的清香更加浓烈。在妻子一番
择洗、调馅、和面之后，我和妻子一个擀
皮，一个包制，韭菜的葱绿，透过面皮显
露出来，仿佛那面皮就是一件薄薄的裙
纱，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餐桌，
咀嚼那韭菜的清香，回味悠长。
  童年里，韭菜是珍贵的蔬菜。勤劳的
父母每年都会在自己的房前屋后侍弄一
个小菜园，虽然少不了几垄韭菜，但韭菜
是待客的佳肴，自己舍不得吃。那时候，
放了学，拿个煎饼，偷偷地到小菜园里择
几缕韭菜，卷在煎饼里，咬一口，脆生生、
辣滋滋的，如果再配上点芝麻盐就更
好了。
  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招待客人最

上好的菜就是韭菜煎鸡蛋，韭菜是自己
种的，鸡蛋是自家的鸡产的，全是自然生
态的东西。从母亲切韭菜，到煎好鸡蛋端
到桌上，那香味始终撩拨着我，口水涓
涓，我推脱了伙伴玩耍的邀请，恋在家
里，等客人走了，我饿虎扑食般地清理那
残羹剩菜，那是一种享受，是幸福。所以，
到现在，我都觉得韭菜煎鸡蛋是一道经
久不衰的菜肴。
  韭菜的吃法很多，除了包水饺、煎鸡
蛋、烙菜饼外，还可以做韭菜盒子。把韭
菜切碎，加鸡蛋、木耳、虾皮，配以佐料拌
匀，放到切好的藕片或者茄子片中，然后
在和好的面糊里滚一下，放到炉鏊上，一
会儿黄洋洋的藕盒或者茄盒就成熟了。
咬一口，外酥里脆，感觉菜盒里包的不仅
仅是几种食物，而是一个葱茏生机的
春天。
  韭菜不仅好吃，还是养阳的佳蔬良
药，可以祛阴散寒。《本草拾遗》中记载，
“韭温中下气、补虚、调和脏腑……此物
最温而益人，宜常食之。”春天气候冷暖
无常，人体肝气偏旺，阳气易损，易影响
到脾胃消化吸收功能，多吃韭菜不仅保
护阳气，对肝也大有益处。可见，韭菜“春
菜第一美食”的美称并非浪得虚名。
  “一畦春韭绿”，让人充满了无尽的
想象，她扮靓了春天，温暖着昨天，丰富
着今天，仿佛是一剂调味品，让平淡的日
子变得风生水起，幸福绵长。

一畦春韭绿
◎冯天军

朝花夕拾

弥河临朐段 巩建国 摄

潍美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