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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共享工厂：

解锁共享密码“智”造无限可能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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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携手百度智能云
以大模型驱动钢铁产业智能化转型

本报讯（韩伟 高春琳）5 月 27 日，

高新区召开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零碳

城 乡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成 果 发 布 —— 暨

“ 科 技 赋 能·校 地 协 同 ”学 术 交 流 会 ，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董

学忠主持会议，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

中心副总工程师李文雷，河北清华发

展研究院院长甄树宁，国家发改委能

源局原局长徐锭明，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副院长、零碳城乡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 杨 旭 东，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安海

涛、王亚伟参加会议。

会上发布《唐 山 高 新 区 绿 色 低 碳

规 划 与 双 碳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研 究》、唐

山 高 新 区 可 再 生 能 源 大 数 据 平 台 1
期 、零 碳 工 厂 、零 碳 园 区 智 慧 能 碳 管

控技术方案及示范、发展可再生能源

实现能源革命、研究能源新课题推动

能源革命等成果。

董学忠表示，一直以来，高新区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的

重要论述，并将以此为契机，深化校地

协同，打造创新发展共同体，持续优化

政策环境，让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

向“生产线”，从唐山走向全国。加速

成果转化，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希望

建立对接机制，助力更多企业向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为助力唐山

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汇聚行业智慧，共筑低碳发展新高地，

期待以中心为纽带，吸引各方加入，明

确方向、增强信息、共筑合力，构建政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让高

新区成为绿色低碳技术的先行者和引

领者，为高新区经济社会多作贡献。

会 前 ，与 会 人 员 先 后 到 唐 山 机 器

人展示体验中心、百川机器人共享制

造工厂、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零碳城

乡技术研究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并在国控集团召开合作交流座谈会。

石 家 庄 高 新 区 科 技 局 、高 校 科 研

团队成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高新

区党政综合办公室、发展改革局、科技

局、城乡建设管理局、投资促进局、国

控集团主要和分管负责同志及相关企

业代表参加活动。

高新区召开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
零碳城乡技术研究中心成果发布

—暨“科技赋能·校地协同”学术交流会

本报讯（裴利云）5 月 15 日，高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董学忠带队

赴北理工唐山研究院进行对接交流。

活动中，董学忠一行实地参观了北

理工唐山研究院精密装配与智能制造

实验室、毫米波智能感知技术实验室、

虚拟实验与数字化设计实验室。随后

召开座谈会，北理工唐山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周明宇就研究院整体情况，研究院

在科研成果、项目合作、新材料应用等

方面科技资源优势进行了介绍。参会

企业与北理工唐山研究院相关实验室

负责人围绕产品研发、技术需求等进行

了对接交流。

董学忠表示，高 新 区 创 新 企 业 集

中，产业特色鲜明，下一步希望与北理

工唐山研究院加强全方位合作，促进

共同发展。一是凝聚创新共识，深化

科技合作。借助北理工唐山研究院创

新平台优势，充分发挥人才智库支撑

作用，为高新区机器人、数字经济、新

能源等相关产业发展赋能。二是精准

对接交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建立

企业需求台账，开展校企精准对接，解

决行业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

术问题，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三是建

立定期互访制度。通过双方携手并肩

和紧密合作，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在高

新区转化落地。

科 技 局 相 关 负 责 同 志 及 百 川 智

能、英莱科技、鹰眼智能、汇智英财专

利代理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董学忠带队赴北理工唐山研究院进行对接交流

本报讯（高春琳）5 月 22 日下午，董

学忠会见唐山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李昌盛一行。

董学忠对李昌盛一行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他指出，高新区高度重视金融发

展服务，加大助企力度，发展势头良好。

希望中国工商银行唐山分行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优化金融产品供给，梳理企业痛

点，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解企业所需，解

企业所盼。要强化金融资源配置，以新

业务为切入点，开拓思路，大力培育新质

生产力为企业赋能，在产业发展、招商引

资等方面提供支持，为高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以更加优质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政银企合

作互利共赢。

李昌盛表示，高新区是一片充满科

技活力的热土。中国工商银行唐山分行

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区内企业发

展，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推动高新区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董学忠会见唐山工商银行
党委书记、行长李昌盛一行

本报讯（高 春 琳 孙 雨 佳）5 月 23
日 下 午 ，高 新 区 党 工 委 副 书 记 、管 委

会 主 任 董 学 忠 就 城 乡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进 行 现 场 办 公 ，管 委 会 副 主 任

王 亚 伟 陪 同 。

董 学 忠 一 行 先 后 到 龙 华 道 、高 新

道、老庄子镇、三女河办事处等问题点

位实地查看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针对发

现的突出问题进行现场办公，提出了具

体整改意见和建议，并责成相关部门限

期整改，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实现环境

整洁常态化。

董 学 忠 强 调 ，各 相 关 单 位 要 提 高

政治站位，夯实责任，领导干部要发挥

表率作用，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加

强协作、密切配合。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严格规范整改标

准，加强制度建设，紧盯问题整改，找

到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切实把工

作做实、做细、做到位。要进一步健全

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实现工作常

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不断提升广大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推动城乡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提档升级、再上新

台阶。

城乡建设管理局、老庄子镇、三女

河办事处主要及分管负责同志参加现

场办公。

董学忠就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现场办公

本报讯（刘梓涵）5 月 16 日下午，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董

学 忠 主 持 召 开 高 新 区 数 字 经 济 座 谈

会。管委会副主任安海涛、王亚伟参

加会议。

会 上 ，唐 山 软 件 园 科 技 开 发 有 限

公司、唐山新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唐

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冶重工

（唐山）有限公司等 16 家企业相关负责

人分别汇报了当前工作推进情况及下

步工作谋划 ，就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

值、应用场景对接、人才引进、激发数

字 经 济 创 新 活 力 等 方 面 畅 所 欲 言 。

相 关 部 门 结 合 工 作 职 能 提 出 意 见 建

议 ，与 会 领 导就具体工作进行详细安

排部署。

董 学 忠 强 调 ，数 字 经 济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 ，是 带 动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强 大 引 擎 ，要 抓 住 产 业 数

字 化 、数 字 产 业 化 赋 予 的 机 遇 ，高 标

准 推 进 数 字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 我 们 要

坚 定 信 心 ，进 一 步 统 一 思 想 、提 高 认

识 ，统 筹 做 到“ 一 个 园 区 ，一 个 企 业 ，

一 个 基 金 ，一 个 创 新 中 心 ，一 个 推 广

模 式 ，一 个 服 务 体 系 ”。 要 坚 持 政 府

有为、市场有效，促进产学研协同、政

企社协同、上下游协同、全要素协同，

进 一 步 深 化 布 局 、优 化 生 态 、强 化 系

统、孵化主体。要围绕企业关切落实

重 点 工 作 ，做 好 算 力 调 度 ，强 化 场 景

对接，完善配套政策，提升综合服务，

培 育 更 具 创 新 活 力 的 数 字 经 济 产 业

生态。

发 展 改 革 局 、商 务 局 、投 资 促 进

局、国控集团，区内重点数字经济企业

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高新区召开数字经济座谈会

本报讯（刘梓涵 罗玉生）5 月 28 日

上午，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李治义率调研组一行来高新区就养老服

务工作开展专项调研。高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铁民，管委会

副主任武昌明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首佳养老产

业有限公司、源跃养老中心等地，参观

各功能场室，详细了解整体运营情况，

并 与 入 住 老 年 人 沟 通 交 流 ，询 问 他 们

的 感 受 ，征 求 他 们 的 建 议 。 调 研 组 对

高 新 区 积 极 推 进 养 老 产 业 多 元 化 、多

层次发展，通过医养、康养结合的养老

模式，利用科技创新赋能智慧型养老，

满足老年人多种需求的成效举措给予

高度评价。

调研组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站稳

人民立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

养老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

抓。要夯实兜底性、发展普惠性养老服

务，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全面落实好各项惠老助

老支持政策，丰富助餐、助浴、医疗、文娱

等服务内容，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养老、助

老各项工作，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的养

老服务需要，让老年人生活得更幸福更

美好。

高新区党政综合办公室、社会事务

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一行
来高新区调研

本报讯（杨明轩 刘梓涵）5 月 23 日

至 25 日，河北省第八届中小学智能机器

人暨人工智能创客竞赛在保定市举办，

来自全省各地的 3000 余名中小学生参

加。其中，来自唐山高新区詹官屯小学

的两名小学生获得奇思妙想智能互联

（小学低年级组）全省第一名。

竞赛中，唐山高新区选手们沉着冷

静，团结协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

能，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将平时所学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凭借出色的机器人操作

能力和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思维，赢得

了省市领导、裁判员及其他地市选手的

一致好评，展现了唐山高新区人工智能

机器人教育成果。唐山高新区参赛学生

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比赛，不仅自身技术

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更提升了团队协作

配合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

下一步，唐山高新区将持续立足区

域 特 色 ，系 统 构 建 机 器 人 区 本 课 程 体

系，丰富科技竞赛等多元活动，打造优

质科技教育课堂，全力培育更多兼具创

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奇思妙想智能互联

唐山高新区两位小学生
获省赛第一名

本报讯（杨明轩）在 2025 年河北省

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唐山赛区竞赛中，我

区参赛队伍凭借卓越表现脱颖而出，夺

得 5 项一等奖、7 项二等奖、5 项三等

奖，凭借排名优势，共有 16队进入省赛。

本次竞赛在高新区京津机器人智

创 中 心 举 办 ，吸 引 了 来 自 唐 山 各 地

的 564 支代表队踊跃参与，806 名怀揣

航天梦想的学生齐聚一堂，共同在航天

创新的舞台上展现风采、交流切磋。

高新区高度重视此次竞赛，精心组

织、积极筹备，选派了星河湾小学、实验小

学、润唐中学等 8 所中小学的 17 支队

伍，20 名学生参赛。学生们带着对航天

科技的无限热爱与执着追求，在赛场上

奋勇拼搏，用智慧和汗水诠释了航天精

神的内涵。通过比赛，学生们不仅显著

提升了动手实践能力与团队协作水平，

更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锤炼出独立思

考、敢于突破的优秀品质，展现了我区机

器人课程教育成果，受到了评委和参赛选

手的一致好评！其中实验小学的郭梓帆、

张丹琪，东方学校的王梓皓、常一铭，星河

湾小学的岳泽楷，詹官屯小学的刘昕睿分

别获得航天创意项目、清朗太空”机器人

挑战赛项目、筑梦天宫挑战赛项目、无人

机操作技能挑战赛项目的一等奖。

此次竞赛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促

进航天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重要契

机，向广大青少年传播航天文化，弘扬

航天精神，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素养。

教研室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进一步加

大对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的投入，不断

完善科技创新的科学教育体系，为学生

们创造更多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平

台，激发中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与热

情，推动科学素养培育与航天精神传承

深度融合，为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的航天后备人才、助力区域科学教

育 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2025年河北省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
唐山赛区竞赛高新区共有16支队伍进入省赛

来机器人餐厅 体验“干饭”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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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露天电影是很常

见的。故乡的露天电影，充满童年时期欢乐的情

形，至今还历历在目。

儿时，村里只要一放露天电影，我们这些孩童

就激动不已。如果听说电影就在本村放映，课堂

上的我们这些孩童们早就不安分了，一放学便飞

也似地奔回家中，等到夜幕降临，便早早地搬来椅

子、凳子，抢占好最佳位置，偶尔也为场地争得面

红耳赤。不大一会儿，电影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有

本村的，也有外村的，男女老少，熙熙攘攘，村里广

场拥挤不堪。来晚了没占到位置的只能站在人群

后面翘首以待，有的男孩子干脆爬到树上、墙头

上，有的甚至骑在了爸爸的脖子上……一时间，吵

闹声、叫喊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可当电影刚一放映，混乱嘈杂声便自然结束

了。每每放映结束后人们都不愿离场，尤其我们

这些意犹未尽的孩童们更是一边七嘴八舌地评论

着电影的剧情，一边蹦跳地学着电影里的台词和

动作相互打闹一番……

那个年代，我们看的电影多半是战争片，像

《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上甘岭》《白毛女》

《闪闪的红星》，后来就陆续有了许多的生活片，如

《庐山恋》《甜蜜的事业》《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有的电影都看过几遍了，但只要听说哪村放电影，

我们都想方设法赶过去。

我们这些孩童们最喜欢看的是战斗故事片，

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崇拜的偶像。看完电影

后的几天里，我们还一直兴奋地沉浸在影片的剧

情里，模仿着电影里的镜头，表演着那些经典的台

词：“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什么时候付过钱，吃你几

个烂西瓜还要付钱”“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

来拉清单”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等，成了我们孩

童争相模仿的口头禅。有时候想夸奖谁，就竖起

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引来一阵大笑声。

那时精神生活是极其匮乏的，这反倒使我们增加

了对电影放映的期盼。几个月才在本村放映一场电

影，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对外界新生事物探索的好奇

心里，所以只要在距本村几公里远的外村放映电影，我

们也会追着去看。电影散场后，我们披星戴月、深一脚

浅一脚地走着土路往回赶，一路上热烈地议论着、谈笑

着、回味着，一种满足之后的激情在心中澎湃……

是啊，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些露天电影给生活

在乡村的我们，打开了视野，也给我的童年带来了

纯真而美好的回忆。

记忆在岁月流逝中犹存，我的脑际时常回放

着故乡的露天电影，那些曾经流淌着岁月静好的

温馨画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作者系吉庆里社区居民）

记 忆 中 的 露 天 电 影记 忆 中 的 露 天 电 影
□ 阿芬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一部教育主题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在这座小岛上，一场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

交织的教育实践，一幅区域教育融合发展、城乡孩子共同进步、全民阅读深入基层、文

明新风温暖人心的美好画卷，已然展开。三十年教龄的深圳名师周其星背上行囊，奔赴

山海，从一线城市重返乡村教育现场。他以诗意的情怀，在海岛学校推动教育变革，也

为孩子们推开一扇语言和心灵的窗。诗意的种子正在悄然成长，为这片土地带来新的生

机与希望。

“沉默的礁石也能蜕变为舞动星光的诗人，每个孩子都能在自己的岛屿上，找到通往

世界的桥。”

周其星的支教初心源于他对乡村教育的深切情结。2006 年从合肥乡镇学校转至深圳

任教前，他已有 12 年乡村从教经历。“乡村教育是我人生的底色，我总想为它做些什

么。”一部名为 《诗的童话》 的公益短片中，“用诗歌改变一座海岛”的浪漫故事深深触

动了他。当得知深圳对口帮扶汕头需要支教教师时，他毫不犹豫报了名：“我想把诗的童

话变成诗的现实。”

初到南澳县后宅镇中心小学，眼前的景象令他五味杂陈：岛上教师平均年龄偏大，

教育理念停留在“课本+作业”模式；学生家中几乎无书可读，连学校门口的博物馆也无

人踏足；课堂朗读机械呆板，学生对诗歌一无所知。周其星回忆。这个被韩寒电影 《四

海》 取景的文艺之地，在孩子们眼中只是“切分海浪的礁石和吹得人寸步难行的风。”

带着学生双手捧书朗读、教会学生课前三分钟静息、焕新填充阅读书架……改变在一点

点发生。基于自己在深实验创办“星星诗社”的经验，周其星选择把诗歌作为这一年支教的重

头戏。“我看到了诗歌与孩子之间的奇妙联系：儿童的年龄特点与现代诗歌之间有着巧妙的呼

应，通过读诗、写诗，可以让儿童找到打开语言大门的钥匙。”

近一年的支教经历让周其星真切感受到，“支教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而是平等对话的开

始。”支教期间，他邀请多位名师来岛上，给学生带来丰富的阅读与写作课，并推动深汕两校结

成“教育共同体”，南澳 50多名教师首次走出海岛赴深圳实验学校跟岗学习。而周其星认为，自

己得到的反哺比给予的更多，“海风、海浪的洗礼让我变得更为辽阔，我学着去接纳与理解。”

从南澳岛回到深圳，周其星将这段经历写成《我在海岛当老师》一书并在最近出版。“我希

望留下点什么，而不是完成任务式地去了一所学校教书。”在踏上南澳岛的那一刻，他就给自己

定下了写作任务，并有意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情。2023年暑假，周其星整合完成《我在海岛当老

师》，并经过近两年时间的修改打磨，

以达到最好的文字阅读效果。

作者简介

周其星，“星星老师”，知名阅

读教师、 阅读推广人，儿童文学作

家，“百班千人”总导师，全国推动

读书十大人物，“全人教育奖”提名

奖得主。深圳市第三批名师工作室

主持人。著有 《我六岁，一年级》

《彩色的阅读教室》《彩色的写作教

室》《彩色的诗歌教室》，参与编著

有 《 百千大阅读》《一位诗人的诞

生》《童年的古文课》《童年的小作

文》 《小学语文课外阅读》《讲给

孩子的百年梦想》 等。

《《《《《《《《《《《《《《《《《《《《《《《《《《《《《《《《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我在海岛当老师》》》》》》》》》》》》》》》》》》》》》》》》》》》》》》》》

每至春夏时节，我们这群小伙伴就都身穿裤衩背心，手拿脸盆，赤脚走在土

路上，一蹦一跳地朝村西头儿的绣针河奔去。路上，我们时而欢呼雀跃，时而以

脸盆当锣敲打几下，栖息于我们头顶大树上的鸟儿，被惊得四散飞去。

我们奔向村西头儿的绣针河是去摸田螺的。趁中午气温腾腾升高之际，到绣

针河去摸田螺，不仅增添了乐趣，还大大改善了一下家中素淡无荤的菜肴！

位于村西头儿的绣针河河面不宽，却长年累月流水潺潺。水面上不时有“卖

油郎”轻盈地滑翔而过，簇簇水草在水中生长着，鱼虾蟹龟在水草里悠然而自

在。河底的田螺触手可及，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多少工夫，也不需用什么特殊工

具，只需下得水去，摸上个把小时后，定能盆满钵满！

我们这群小伙伴们，总在每年的初夏时节慢慢地踏进河中，纷纷猫下腰，将

脸盆放在下颌处，以防被波浪冲走；之后便伸开双臂，两只手在河底像耙子那样

慢慢合拢，一把田螺便握在了手中，随后将其捧出水面放进脸盆；然后，再挪

步前移，一次次从河底摸上一大把又一大把的如此循环往复，脸盆就渐渐地满

了，也满足了我们一颗颗的童心。在我们这群小伙伴的搅动中，那清清的河水

摇晃着太阳；在波浪的拍打下，那碧绿的水草翩翩起舞；鲜活的田螺散发着清

凉的味道……

满载胜利果实而归后，我们就把田螺放在清水中，泡上一两天，间或再换几

次水。田螺见无人打扰，便将身子探出壳子，尽情地伸展开来，一点一点地把身

上的污泥排净。大人们说如果在水中点上几滴香油，它们洁身的速度就会加快。

此时此刻，瞧着它们那灵敏的触觉，柔软的身段，那或青灰或暗红或浅褐色的铠

甲，感觉着实令人心生怜意。那年月，家家户户食用田螺的做法一是用盐水或咸

菜汤加些花椒、大料煮熟后拨肉

吃，二是用清水煮熟后拨出螺肉

与韭菜炒着吃，三是以螺肉做合

子、饺子馅的主材料。总之，不

管哪种吃法，都感觉是那么的美

味 可 口 ， 都 足 以 使 人 常 吃 不 厌 。

如今，每每回味起来，口中都似

有余香萦绕啊！眼下，正是田螺

上市的美妙时节，而童年时代我

们一群小伙伴们在故乡绣针河摸

田螺时那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

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作者系富银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员工）

1969 年的春天，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听老师说

附近三个村小学生六一要联欢，就掰着铅笔头数

日子。可老师说要穿白上衣、蓝裤子时，我攥着书

包带儿直发愁——我家的上衣是白底蓝条的花绺

布，裤子是蓝不蓝灰不灰的。

“咋办呀？”我蹲在教室后墙根揪草叶，晓军同

学突然从树杈上倒挂下来，他晃着光脚丫笑：“早

听 见 你 叹 气 啦 ！ 我 家 有 两 身 新 衣 裳 ，借 你 一 身

呗！”原来他当老师的妈妈早托人从县城买了衣

裳。晓军倒挂着脑袋，头发像柳条扫着我鼻尖：

“就当谢你教我算算术题！”

我跟着他跑回家。晓军妈妈从木箱里捧出新

衣裳，领口还别着朵纸叠的小花儿。“试试？”她帮

我系纽扣，“哎哟，咱小五穿上比年画娃娃还精

神！”我对着镜子扭来扭去，白褂子蹭过下巴，痒痒

的像小猫舔。晓军在旁边扮鬼脸：“明天咱俩站一

块儿，准让同学们羡慕！”

5 月 31 日夜里，我把衣裳叠得方方正正，放在

枕头边。月光漏进窗户，白褂子像落了一层雪。

我盯着它，眼皮越来越沉……忽然梦见自己穿着

新衣裳，站在学校操场的舞台上。台下全是满脸

微笑的小朋友，鼓掌声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

晓军变戏法似的从帽子里掏出糖果，彩色糖纸飘

起来，变成会飞的蝴蝶。操场边的梧桐树沙沙响，

像是在鼓掌，麻雀们叼着柳条编成花环，往我脖子

上套。我咯咯笑着跑，新裤子沙沙响，惊起一群花

蝴蝶，落在白褂子上变成真的花纹……

“快起来！要迟到啦！”弟弟掀开我的被子，我

猛地惊醒，赶紧把衣裳往身上套。白褂子沾着肥

皂香，蓝裤子的裤线笔挺挺的，我对着水缸照呀

照，连水里的倒影都美滋滋的。弟弟眼红得直戳

我胳膊：“哥像个小解放军！”

联欢会场在学校操场，三个村的孩子排成方

队，白上衣蓝裤子晃得人眼睛发亮。我和晓军故

意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他悄悄说：“你听，咱俩的衣

裳摩擦声都一样！”

先是唱歌比赛，我们扯着嗓子喊：“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声音惊飞了树上的麻雀。接

着是“夸夸好同学”环节，老师把我和晓军拉到台

前，举着“互助友爱”的木牌。晓军妈妈在人群里

朝我们挥手，乐得合不拢嘴。

最有趣的是绑腿跑比赛。我和晓军的腿用麻

绳绑在一起，喊着“一二一”往前冲。突然我的鞋带

松了，像条蛇蜷在脚边。晓军“扑通”跪下帮我系鞋

带，我俩差点摔成葫芦娃。旁边的队伍都超过我们

了，可我们互相扶着，笑着喊着往前蹦，居然摇摇晃

晃到了终点！裁判老师给我们发奖——每人两颗

水果糖，糖纸在阳光下红通通的，像小灯笼。

中午散场时，我的白褂子袖口蹭了块灰，晓军

掏出花手帕帮我擦：“我妈说，衣裳脏了能洗，心要

永远干干净净。”我剥开糖纸，把糖块掰成两半，一

半塞进他嘴里，一半含在自己嘴里。甜甜的滋味

漫开来，比梦里的糖果雨还香。

如今想起那年六一，学校操场的阳光总在眼

前晃呀晃。晓军借我的白上衣蓝裤子，像两片干

净的云朵，飘在记忆里。原来快乐不是新衣裳有

多漂亮，而是好朋友愿意和你无私分享，愿意在你

摔倒时蹲下来帮你系鞋带。那些艰苦却温暖的日

子，比蜜糖还甜，比阳光还暖，是藏在心底永远不

会化的糖。 （作者系惠丰楼社区居民）

小时候，村里过端午，没几家会买现成的粽

子。总是端午的头天晌午，隔壁冯二妈就挎着竹

篮来敲门，嗓音里满是期待：“镇上西头小水沟的

芦苇开得正好，明儿一道去？”奶奶笑着应了声，转

身从米缸里舀出攒了半年的糯米，那白生生的米

粒从葫芦瓢里倾泻而下，带着陈年谷仓的沉香，倒

进木盆泡上井水。水面上还浮着几枚铜钱，奶奶

说，这能压住邪祟。

我蹲在米缸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半缸

米是去年秋收时特意攒下的，米粒里还掺着几粒

稗子。奶奶一边忙活一边念叨：“留点糙劲儿，煮

出来的粽子更筋道。”那时的我，满心都是对粽子

的期待，哪懂得这其中的深意。

粽叶得选两指宽的才兜得住米。晨露压得芦

苇好像弯了腰，叶片边缘凝着细密水珠，采时稍不

留神，袖口便洇出深色水痕。奶奶说：“露水重时

采的叶最韧，煮不破也不漏米。”采回的粽叶要平

铺好晾上半日，让南风把叶脉里的水汽吹成蜷曲

的弧度。我蹲在旁边，看奶奶用湿布蘸着草木灰，

一片片仔细擦去叶面浮尘，她说这样能去除叶子

的青涩气。

奶奶拆开旧毛衣搓棉线，灰扑扑的毛线团滚

到冯二妈脚边。我记得这毛衣上的毛线是当年从

市里百货大楼买的，如今毛衣旧了也不保暖了，拆

了毛衣用毛线包粽子，也算是让它发挥着最后的

余热。

包粽子是个手艺活。我最爱看奶奶包粽子，

叶片在她指间翻飞如蝶，填糯米、塞蜜枣、封上口，

最后用棉线勒出十二道褶，像给粽子穿了件百衲

衣。二妈还专门包了些“枕头粽”，鼓囊囊塞满了

红豆沙，说是要给儿子留到高考放榜那天。我总

在一旁跃跃欲试，可包出来的粽子不是这儿漏米，

就是那儿散架，惹得奶奶和二妈

一阵笑。

煮 粽 子 最 费 柴 火 。 天 不 亮

爷 爷 就 搬 出 铁 锅 支 在 院 里 土 灶

上，井水要漫过粽子三指高。我

负 责 添 柴 ，火 头 先 急 后 缓 ，看 火

苗舔着锅底把水烧得咕嘟响，这

时 再 改 用 绵 火 。 头 锅 粽 子 总 得

熬足四个钟头，蒸气混着苇子叶

香 飘 过 院 墙 。 此 时 每 家 每 户 几

乎都在做粽子，整个胡同笼罩着

浓浓香气，那是我童年最熟悉也

最眷恋的味道。

记得有一年二妈心急掀了锅盖，半锅粽子全

散了架，糯米混着蜜枣漂成粥。她急得直拍大腿：

“这锅‘神仙汤’倒是省了包叶子的工夫！”最后还

是奶奶把破粽子捏成饭团，裹上白糖分给孩子们，

倒成了新鲜吃法。孩子们吃得满脸是糖，笑声在

院子里回荡。

拆粽绳是顶顶幸福的时刻。煮透的粽叶泛着

琥珀色，米粒透着油亮的光泽，咬一口，蜜枣的香

甜混着竹叶的清苦在舌尖化开。我总会忍不住趁

机偷舔桌子的白糖罐，希望能让粽子再甜上一个

度，被奶奶逮个正着，少不了一阵批评和数落，可

那时的我，只觉得这是端午里最有趣的“冒险”。

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充满粽香的村子。奶奶

依旧留在老家的院子里，每年端午还是会包上许

多粽子。今年端午，窗外蝉鸣聒噪，手机里赛龙舟

的锣鼓声喧嚣不断。我百无聊赖的逛着超市，冰

柜里各式粽子整齐排列，豆沙蜜枣裹在真空包装

里，拆开时，那粘连的糯米粒好似不肯松手的旧时

光。我突然特别想念奶奶包的粽子，想念那熟悉

的味道。

于是，我学着奶奶的样子，赶紧准备材料包粽

子。可没有了她在身边指导，我手忙脚乱。粽叶

选得不对，包的时候不是这儿漏米，就是那儿散

架。瞬间，幼时的记忆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可如

今，只剩下我自己望着那不成型的粽子，心里像被

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眼眶胀得生疼……

（作者系崔家屯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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