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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杨凌，是在2004年。
那时我正上大三，在西安日报社实
习。有一天，负责指导我的袁老师
请我们几个实习生吃了一顿杨凌蘸
水面。我们几个实习生吃得是狼吞
虎咽、优雅全无。自此，蘸水面的
香味、杨凌的名字也第一次印在了
自己脑子里，开启了我与杨凌这个农
科小镇的不解情缘。

大四毕业季找工作，正巧赶上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到西北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招聘。那时心里想着
是个高校，专业也对口，离山西老家
也近，一年还有两个假期，于是就报
了名。不久从西安城西客运站坐班
车，人生中第一次来到杨凌，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南校区交流中心参加了
面试、笔试，最终很幸运地被录用，
从此成为一名西农人、杨凌人。

初来乍到，给我的印象是，杨凌
很小，面积只有135平方千米，几乎
走着就能逛遍城镇所有地方，打车也
很便宜。除了一年一度的农高会，这
里基本没有拥挤的人群，也没有堵车
的烦恼。以前放寒暑假，整个城镇更
是静悄悄的，街上的店铺也跟着准时

“放假”。如今的杨凌人气渐旺，到处
高楼林立，宽阔的马路上车来车往，
即便放假了依然人来人往。听说周边
区县的青年结婚都得先在杨凌买套
房，足以反映出杨凌现在的人气和吸
引力。

刚参加工作那会，每周末只要不
加班，自己准会在周五晚上坐绿皮火
车到西安，找同学热热闹闹玩两天，

周 日 下 午 再
坐 火 车 回 到
杨 凌 ， 在 老
汽 车 站 夜 市
吃 一 顿 ， 烤
肉 、 啤 酒 、
油 泼 面 “ 老
三样”，为开
启 一 周 的 工
作 生 活 “ 加
足油”。久而
久 之 ， 和 老
板 也 熟 识
了 ， 交 流 也
变 成 了 简 单 的 六 个 字 ——“ 老 样
子？”“老样子！”体重也从毕业时的
150 斤直接飙到了190 斤，同学们见
面连“夸”杨凌生活好、西农伙食
好。每次来杨凌，都嚷嚷着要吃蘸水
面，喝西农老酸奶。

当然，杨凌好吃的不仅仅只是烧
烤，蘸水面、旗花面、哨子面、饸饹
面、油泼面等面食应有尽有，老字号
牛羊肉泡馍各具特色，老酸奶、野刺
梨、圣桑等饮品让人爱不释手，各种

“西农”出品的瓜果蔬菜更是让“果
篮子”“菜盘子”丰富多彩。吃饱喝
足，自然要去走一走，消消食。以前
只有西农校园、博览园、后稷公园、
水运广场等为数不多的休闲去处，如
今可是大不一样。南有渭河湿地公
园，北有小湋河、漆水河公园，东有
新开业的万达广场，西有大剧院、人
工湖，此外，还有崔西沟、后河等农
家乐让你品尝地道的农家菜，杨凌智

慧农业园等各种设施农业园区供你游
玩、采摘。每到采摘季，圣女果、草
莓等琳琅满目，与好友亲朋一起来杨
凌吃一吃、逛一逛，绝对让你既饱眼
福又饱口福，觉得不虚此行。

这就是杨凌。待的时间越长，对
杨凌的了解就会越多，对杨凌的热爱
就会越深。2005年至今，自己在杨凌
已工作、生活 19 年，见证了学校和
杨凌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过程中，
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组建了幸福的
家庭，学会了说关中话。“山西胃”
成了“陕西胃”，山西人成了杨凌
人。每每外出回来，只要一下杨凌高
速或到达杨凌站，一种亲切感、踏实
感就会油然而生，终于回家啦!

如今，与家人一起漫步在渭河湿
地公园，看着孩子们快乐地嬉戏、
奔跑，温馨的幸福感扑面而来，不
由得让人继续憧憬杨凌小镇生活的
美好未来。

小 镇 情 缘
王学锋

这几天，我看到一些人在微信朋
友圈里晒出了摘槐花、吃槐花的图
片，也从抖音上刷到了许多采摘槐花
和槐花开放实景的视频。我估计着差
不多也就是这段时间，老家那边，又
该到了一年一度槐花飘香的时候了吧。

说来也巧，妻子恰好打电话告诉
我，最近有个亲戚送来了些槐花，她
准备做洋槐花麦饭，让我有空了回来
吃个新鲜味。

周末休假，于是我便驱车回老家
了。回到家里，一进大门，就闻见一
股熟悉的香味，把我肚子里的“馋
虫”都钩出来了！

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灶房，炉火正
旺，灶台上两格笼屉热气翻腾，扑鼻
的软糯香甜味一波波扑来——洋槐花
麦饭刚刚出锅了！

蒸汽氤氲的灶房里，妻子正忙活
着，蒸熟了的麦饭已经端到案板上，先
倒入陶瓷面盆里，拨开，摊匀，散热！

随后，她把切好的葱、姜、蒜末
辅在上面，撒上花椒面，撒上盐未，
再把一大勺红辣面均匀地撒开，随着
一小勺冒烟的热油浇在上面，“喇啦”
一声，油汽、蒸汽、调料味、香气混
为一团，弥漫在灶房内外。

我在一旁看着妻子麻利地做槐花麦
饭，目睹了全过程，舌根下的口水一波
波地往上涌，又被我一口口地强咽下去！

洋槐花麦饭，清香扑鼻，香味缭
绕，软糯香甜，调料合味，口感极
佳，馋得我狼吞虎咽。

吃着，吃着，品
味着这喷香的洋槐花
麦饭，便不由得勾起
我对往事的回忆。

记得小时候，老
家到处都有洋槐树，
洋槐树是老家里一种
最为常见的树种。花
开时节的槐树林里，
深深浅浅的一片绿，
点缀着娇娇嫩嫩的一
片白。一串串的槐
花，簇拥在一起挂满
了每一颗槐树的枝头，像无数串的白玉
玛瑙坠子，在微风中摇曳，在绿叶中欢
笑，在阳光下闪烁。人们游走在家乡的
槐树林里，仿佛置身于一个清幽的世
界，会有一种令人神清气爽的感觉。

那时，我家老宅院门前就有一棵
洋槐树，那树干直挺，树冠庞大，每
年到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和母亲就动
手钩折采摘洋槐花了。

记得母亲曾经一边钩洋槐花，一
边告诉我钩采洋槐花的窍门，她说

“槐花的采摘，要把握好最佳时间，呈
花苞状态的最好，半开状态的次之。
当花朵全面盛开以后就老了，吃起来
口感也就差的远了。”不一会儿功夫，
我们就会完美地收获一大竹笼洁白的
槐花。带回家后，母亲先择捡出槐树
叶子等杂物，然后用清水把它淘洗干
净，再攥干水分后倒入大盆中，最后
撒上面粉并搅拌均匀，让每朵槐花差

不多都要裹上面粉。接着就上锅蒸，
蒸够十多分钟就可以出锅了。揭开锅
盖，热气腾腾的槐花独有的清香，裹
挟着面粉的醇香便扑面而来，让人忍
不住馋涎欲滴，这就是我们老家的一
种名叫“槐花麦饭”的地方特色美食。

遗憾的是，后来因为老家宅基地
旧房屋改造，老家门前原来的那棵洋
槐树也被砍伐掉了，那时我为之而心
疼过好久。这些年我漂泊在异地他
乡，辗转过多个地方，离家越来越
远。再也闻不到那棵槐花的芳香了，
更吃不到母亲做的槐花麦饭了，多少
年，我都没有吃到这种香甜可口、令
人回味无穷的人间美味了。今天吃着
妻子做的这“槐花麦饭”，仿佛那儿时
的槐花香又飘进我的梦里，仿佛母亲
做的槐花麦饭依然触动着我的味蕾。

家乡的槐花，承载着我太多太多
的温馨记忆。

又 到 槐 花 飘 香 时
董岳峰

一

游轮欢歌细浪追，
青山巍巍彩云飞；
虽则离别三日余，
夜夜梦中景相随。

二

柳毅传书隐山洞，
精典百卷落世中；
少年读书不知乐，
用时只感腹中空。

三

龙王龙宫甚辉煌，
水帘腾空飞细浪；
神话故事千古传，
五彩花灯洞中藏。

四

山大沟深水声急，
高坝拦截湖波新；
游艇如织欢歌亮，
中外游客喜微微。

五

郑国凿洞穿大山，
火焚水击破艰难；
一渠终究被打通，
造福人民千百年。

六

郑国渠通两千年，
世界首创作示范；
清泉一股日夜流，
历史遗迹后人赞。

游郑国渠
郑晨光

孟夏的雨水，如丝如缕，滋润着山林大地，
为竹子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那些刚刚崭露
头角的小胖笋，犹如是大地母亲的宠儿，迫不及
待地展示着它们的生命力。它们竞相生长，静静
诉说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

竹林在孟夏的微风中摇曳生姿，翠绿的竹叶
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穿行其中，仿佛置身于一
片绿色的海洋，耳畔是竹叶沙沙的声响，心中却
是一片宁静与祥和。竹子那挺拔的身姿，是它们
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人心生敬意。

郑板桥有言：“有节骨乃坚，无心品自端，
几经狂暴骤雨，宁折不易弯”。自古以来，竹子
尽显婆娑疏落的画意，抒发着中国文人雅士的高
清舒雅，成为古人笔下最动情的“竹君子”。竹
子那挺拔的身姿、清幽的气质，仿佛就是文人墨
客们心中的理想形象。在竹子的陪伴下，他们吟
诗作画，抒发内心的情感。他们在竹子身上找到
了共鸣和寄托，也找到了自我和价值。

读懂竹子，就是读懂了自己。一个人，最重
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
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
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
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
移。在竹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竹子的精神：坚
韧不拔、不屈不挠、虚怀若谷、宠辱不惊。这些
品质不仅是我们所追求的，也是我们所应该拥有
的。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不妨想
想竹子的精神，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知足者方能常乐。当我们真正领悟了竹子的
精神内涵时，也就能更好地领悟生活的真谛和幸
福的本质。让我们在竹子的陪伴下，一路前行、
一路成长、一路收获满满的幸福和快乐。

知竹方知足
杨晓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