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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孕育了中华第一个见诸史书的始祖母华胥
这里是中国牡丹之都的菏泽，故事
在1440多年前就已经写下序言
那些痕迹记载了风雨
在菏泽，念念不忘的情怀
扩写成委婉或者激昂的章节
如果可以，就让那些章节里加入有关生命的描述
就让那些有故事的人演绎这些章节
就让那些没有故事的人走进这些章节

跨过岁月的老城，我们
可以寻到“72道街、72口井、72个坑塘”的传说
可以寻到上千年的沧桑巨变、无数次的颠沛变

迁
曾经的过往淹没在历史皱褶里，成为人们的怀恋与

念想
而今，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里
尘封的记忆、现代的呈现交织一份独特的美
不用说那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花，不用说那流淌几千

年的黄河
这里是济水汇集而成的大湖泽
这里是雍正皇帝赐名的菏泽府
这里是《水浒传》里的梁山泊

曹州烧饼、菏泽水煎包、单县羊肉汤

浸透着浓郁的市井气息
平凡的市井万象、普通的过客
叠加进菏泽的雍容华贵
千年的岁月模糊了菏泽的容颜
千年的历史增添了菏泽的光彩
菏泽，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孤单的城市
菏泽的故事，分集点缀在菏泽的风景里
菏泽的故事，精彩在菏泽人的日子里
四季被收藏进了有着自己个性的那些建筑
菏泽的四季诠释了风景这边独好
蓝天下，我们珍藏菏泽发生过的和正发生故事
生态山水画卷成就在菏泽的天生丽质，如同
把一个个靓丽的仙子写进菏泽历史悠久的传说

千年的文化沉淀造就了菏泽与众不同的性格
乡音乡情是这里最有技术含量的防伪名片
避暑洞、浮龙湖……
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愿意
一定会在菏泽的热情里大醉不醒
让一种叫老曹州情怀
与血缘扎在每条巷陌，即使你只是一名过客
短暂相遇也成为一种回忆
因一帧风景、一道美味、一段情谊
然后让菏泽的名字烙在你生命里

这些年，拼搏、自强不息的菏泽人
把古老的菏泽建设的如诗如画
那些记忆，或许就是最初的色彩
站在明处或者暗处之间，有那么一刹那
我就隐身在菏泽的那些故事里面了
在菏泽，谁把那些故事揉进了生活
我们却找不到合适的语句描绘我们的心情和这里

的美丽

一切都是静谧的，祖先立下的那些规矩
如今依旧影响着这里的四季，或浓或淡
在菏泽，每个人每个日子
都可以遇到美丽故事里的魅力风景
每个人每个日子
都可以遇到菏泽文化里最丰富灿烂的那部分
菏泽是个好地方，多少游客慕名而来
然后带走别样的温暖的自然享受
多少遗踪在走走停停的脚步里复原
多少至情至深的故事在风中成为追忆
花开也好，花落也好，菏泽
就这样在光阴的故事里鲜活着
情牵菏泽城，梦系老曹州
闭上眼睛深吸，就是那似曾相识的味道
让心虔诚地归隐在神秘的古朴中，然后任思绪
飞越千古的梦回，履着唐风宋月一路迤逦而来

在菏泽，有种情愫沿着岁月走来
胡庆军

200年前，贵州黔西南兴义府安龙城
的大街小巷，两个差役模样的人每天深夜
穿行于此，风雨无阻。前面一人打着灯笼，
后面这个则挑着油篓。

两人默默前行，眼睛却盯着街道两旁
的住户。看到有亮灯的人家，听到里面有
读书声，两人便会停下来，高唱一声：“府台
大人给相公添油啰!”

等读书人开门后，后面的差役便放下
油篓，从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进这个读书
人的灯盏里，并补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
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那读书人自然鞠
躬谢过，更加用心苦读。

两位差役随后又向另一户亮着灯光、
有读书声的人家走去。差役口中的这位

“府台大人”，便是这幕温情剧的主导者、清
代嘉庆道光年间两任兴义知府的张瑛。

就这样，张瑛每晚派人给安龙城里的
读书人添加灯油，既是鼓励，又兼督促，前
后坚持了 13年，风雨无阻，夜夜如此。“加
油”一词，从此流传。

张瑛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一生为
官三十余载。为官期间，非常注重教育事
业，兴办教育，建成兴义府试院，修葺重建
珠泉书院等。当年的贵州十分落后，张瑛
深知，只有重教兴学才能摆脱贫困、改变落

后面貌。张瑛切实重视教育，为兴建学校
（书院）、建设试院不懈努力。当地学风兴
盛，培养出一大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
举人 20余名、贡生 8名、进士 2名。

张瑛为官，还为老百姓做过很多好

事。他为莘莘学子“加油”的故事，世世代
代流传下来，“加油”一词，也就成了如今我
们为别人助威时最常喊的口号——“武汉
加油”“上海加油”“考生加油”……

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张瑛可能还
是不够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他的儿子，
你却一定如雷贯耳。他儿子就是晚清四
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另外三位是：曾国
藩、李鸿章、左宗棠），史称“中国近代工
业文明先驱”“武汉城市之父”。张之洞
少年时即有才名，12岁刊刻《天香阁十二
龄草》，至今令人称奇。后来，张之洞成
为清廷的中枢重臣（张之洞事迹颇丰，感
兴趣者可读其传记）。重视教育的张瑛
培养了这么有出息的儿子，也算是一生
的福报了。

灯亮人暖。张瑛为读书人“加油”的故
事令人感动，也激励着后来人兴学重教。

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即将开始，让
我们真心为莘莘学子加油，为菏泽教育事
业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加油！

加油，愿我们都能遇到那束光

午后接到母亲的电话，在江南阴
湿的天气里感冒了许久不见好的母
亲，嗓音有些喑哑，重重的鼻音，偶尔
还有忍不住的咳嗽声。照例的寒暄问
候聊了几句后，我问她有什么事吗？
这时候打来电话。

母亲慢慢地回答说：“因为感冒，
人不舒服，午饭后就睡觉了，睡着睡
着吧，就梦见了在老家，家里的房子
进了小偷。”止不住地又咳嗽了两声
后，继续说着的母亲，声音便有了些
急促。

“小偷偷了家里的电视，还把你
偷走了，你说他偷电视就偷电视了，怎
么可以把我小美云也偷走了呢！我就
急慌慌地找着，又找不到，便急得在梦
里使劲地哭起来，结果哭醒了，就赶紧
给你打了电话。”

这时电话里的母亲除了声音有些
沙哑，还有着隔了千山万水都能听出
的难过与伤感，以及梦与现实交错着
的那份因失而复得而掩不住的开心与
喜悦。

这样一个平常的午后，我的生着
病的母亲，从噩梦中醒来的母亲，慌忙
拿起电话拨打给我的母亲，听到我的
声音后应该有长舒一口气，安心喜悦
了的母亲，您可知道，因为您的一个电
话，这个平常的午后，将永恒于您远方
的女儿往后所有的岁月！

心思说完后，母亲的声音便似乎
渐渐轻松起来，轻声地细说着琐碎的
日子。陪着聊天的我心情却已然有些
低沉，上课铃适时响起，从话筒里听到
铃声的母亲不舍里却假装轻松地说
着：“要上课了吧，那你去忙，我再去睡
会儿。”

电话便这样匆匆地挂断了，虽然
刚刚响的是午休下课的铃声，我并不
需要急着上课，就像母亲，挂了电话后
也一定没有再睡觉一样。

看过许多关于远嫁的文字，评论
区的酸甜苦辣甚至比原文更真实更有
感染力，那些真实的吐槽把远嫁的华
丽或平凡、坚实或脆弱的外衣撕裂得

支离破碎，只剩下一地狼藉的日子和
年岁渐长时蓬勃而生的乡愁。绝望而
忧伤。

而我，大多的时候假装着看不见。
只是，渐渐地，便不敢多打电话给

母亲了，怕听她欲说还休的思念里日
甚的忧愁，更怕她听见我话筒里那声
拖长音调的“妈妈”后的欣喜。

曾经，那么坚定地相信着会陪伴
母亲一辈子，会不离不弃，会在邻里调
侃“女儿养了有什么用，还不是要成别
人家的人”的时候，坚定地回着“我才
不要嫁人呢，永远陪着妈妈”。那个快
乐的女孩儿，那个嘴里骂着傻丫头，脸
上笑开了花的母亲。是什么，收走了
那些笑容，沉重了心情，以至于听到话
筒里轻轻地一声“妈妈”便生动了欣
喜？

所以，怎么可以细想呢？关于远
嫁。

生命里呵护着我一路成长的母
亲，从来都是坚强的，贫穷的年月里助
着瘦弱无争的父亲，坚强地撑起一贫
如洗的家，不仅耗尽心力透尽体力地
让儿女们衣食无忧，还尽所能地给了
女儿与儿子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然
后，坚强地送上所有的美好祝福让女
儿去了远方的母亲。

却在许多年的这个午后，因为一
个梦，洒落了所有的脆弱心酸与沉重
的心思：那个远嫁的女儿，是她在梦里
都想守护的孩子呀。

梦里花落，泪亦沾巾。世间每个
远嫁的女儿，都是母亲心中那个被时
光偷走的孩子吧。

被时光偷走的孩子
胡美云

这几年，古称曹州的菏泽城市模样
变了！变得令人瞠目，连我这个已在菏泽
城里生活了 37年的老市民，也几乎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说起菏泽城市的发展变化，被人们
津津乐道的当属城市公园那不同凡响的
建设成就。

我亲眼见证了菏泽城市公园的历史
变迁。

1984 年底，我从梁山调来菏泽工
作。那时，菏泽城里除了坐落于南城墙中
段一块“巴掌”大的“儿童公园”外，再也没
有一处像样的城市公园。人们没有休闲、
游览、锻炼、娱乐和交往的好去处，就只能
蹲在家里或墙角处喝闲酒、侃大山、打麻
将，或是漫无目的地到并不宽绰的大街上
乱转悠。公园，成为菏泽城市建设的一块

“短板”，也成为市民追逐多年的梦想。
20世纪 90年代初，当时的地委、行署

从西部的老城区搬迁到现在的中华路东
段后，才在附近修建了菏泽历史上第一个
具有真正公园意义的“天香公园”。

城市公园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之
一，是现代文明城市的重要功能和显著标
志，也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从 2000
年 12月菏泽撤地设市起，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随着全市工业化、城市化战略
的推进，“公园城市”理念开始进入领导者
的决策。从此，菏泽公园建设步入了一个
迅速发展的快车道。

公园建设，往往体现出一个地方的历
史传统、文化内涵和资源优势。突出“花乡
水邑”这一菏泽城市特色，打造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建设一批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公
园，自然成为决策者的明智之举。

曹州牡丹甲天下。充分利用牡丹资
源优势，加快“曹州牡丹园”的改造提升工
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2010年 7月，一场改造和扩建“曹州牡丹

园”的大幕徐徐拉开。经过 9个月的连续
奋战，一举成功实现了“曹州牡丹园”的华
丽转身。对园区重新进行了规划布局，园
内面积由 700亩扩大到 1600亩，牡丹种
植达到 100多万株，品种有 1000多个。
同时，加大和完善了多项配套设施建设。
目前，一处国内牡丹种植面积最大、品种
花色最为齐全的被国家定为“4A级旅游
景区”的牡丹园，正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一花独放不是春。接着，当地干部
群众又投资 6亿多元，在“曹州牡丹园”东
北方向 7公里处，新建起一处占地达 1200
亩的“中国牡丹园”，与改造提升后的曹州
牡丹园、百花园、古今园交相辉映、相互媲
美，形成一道独具牡丹特色的花乡美景。

菏泽作为一个历史古城，相传内有 72
条街、72眼井、72个坑。古城设计精巧，世
所罕见，素有“外圆内方”之说。这种古铜
钱币状的造型，构成其独具特色的古城空
间布局。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延续城市的历
史文化，早在 20年前，决策者们就按照“外
圆内方”的设想，决定在内城和外城分期分
批修建环城和环堤两个公园。

2003年春天，修建环城公园的战斗首
先打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以周长 6公
里的古城墙和护城河遗址为主体，建起一
处特色鲜明、风景优美的“回”字形开放式
环城公园，使古城“内方”之说重现异彩。

开弓没有回头箭。2018年，围绕“外
圆”做文章，沿着当年环城大堤修建一处大
型公园，被提到领导者的议事日程。环城
大堤修建于明朝嘉靖元年（公元 1522年），
与古曹州内侧的城墙形成了“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的“外圆内方”城市格局。时下环
堤而建的公园，着眼于“资源大整合、文旅
大融合，实现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按照“一环四段、十景五湖”的规划设计，于
当年9月1日开始动工兴建。经过近两年的
努力，一处投资10亿多元、周长14.6公里、

规划面积 253公顷的环堤公园一气呵成，
成为菏泽又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据史料记载，菏泽原系天然古泽，为济
水所汇、菏水所出，历史上曾经水系发达，河
流众多。但由于年深日久，有的被严重淤
塞，有的成为一片臭水，还有的已经干涸。
对这些历史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古旧河道，通
过有计划地加以改造利用，建造一批生态良
好、环境优美的水上公园和湿地公园，成为
决策者们的又一大手笔。

打响的第一个战役，是改造位于新
老城区交界处、起源于北宋末年的赵王
河。2005年 5月，首先启动了第一期的工
程建设，使赵王河公园建设初具规模。
2019年 10月，根据“一环浪漫海棠绿道、
一环文化亲水步道，多个主题公园、多种
不同体验”的景观设想，又进一步对赵王
河公园进行了改造提升。经过多年的不
懈努力，一条长达 8公里、总面积为 203公
顷的赵王河公园，集文化、娱乐、休闲、旅
游于一体，展现出极具现代气息、地方特
色和生态价值的独特风貌和壮观景象。

蓝天白云落碧水，菏水连水水连
天。继赵王河公园成功建成之后，一个以
水为主题的水上公园和湿地公园，便像

“下饺子”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地兴建起
来。拥有 150多亩水面的青年湖公园，经
过近年来的综合改造，犹如一颗镶嵌在西
部老城区的明珠，放射出一道耀眼的光
彩。在市区北部，长达 10公里、具有“一
廊三区十景”之称的七里河湿地公园，建
成后已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胜地。位于
市区南部的万福河省级湿地公园，第一期

工程全长 20公里、占地面积 330公顷、计
划投资 35亿元。目前，结合万福河水环
境综合治理，这项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建
设之中。不久的将来，一个集水上运动、
文化体验、滨水休闲和湿地保护等多种功
能为一体的生态景观带，将自西向东横贯
于菏泽南扩的新区境内。

为了让公园建设惠及城市的千家万
户，形成网络化的公园建设格局，2018年，
本着“因地制宜、见缝插绿”的原则，建设
100处以小绿地、小广场、小公园、小停车场

“四小”为主题的“口袋公园”，被写进市政府
的工作报告。这项民生工程当年规划设计、
当年施工建设、当年大见成效，实现了市民
出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美好愿景。

据市城市管理局的同志介绍，截至
目前，菏泽市主城区已建成具有一定规模
的公园、广场 21处，建成“口袋公园”125
处，绿地占地面积达 807余公顷。

城市公园的迅猛兴起，一举改变了广
大市民的传统生活习惯和旧的生活方式。
如今，漫步在菏泽城区的大小公园，随时可
以看到人们那享受现代生活的身影：或悠闲
散步，饱览风情；或轻歌曼舞，一展风姿；或
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或强身健体，舒展筋
骨；或对弈搏杀，一决高低；或追逐嬉闹，尽
显童趣。人们过去无比向往的大都市的生
活，在这里终归变为现实。

城市公园的快速发展,也大大提升了
城市的品位，增强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菏泽，这座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的具
有现代气息和活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正
在鲁西南大地迅速崛起。

菏泽巨变看公园
郭志民

易 文

临近端午节，站在宿舍楼的阳台
上，远眺碧绿的田野，但见麦浪翻滚，一
片和谐丰收景象。每年这个时候，我
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十年前的端午
节，想起那起普通的赡养案件中的老
两口和他们亲手送到法庭的 16个裹着
青青苇叶的甜粽子。

那时，我还在巨野县大义法庭上
班。那年的端午节，家家户户忙着炸
糖糕、包粽子，迎接一年中的好收成。
在我们法庭的四周，不时传来阵阵噼
里啪啦的爆竹声。那天一大早，便响
起一阵敲门声。我打开法庭大门，只
见一对年迈的夫妇站在门口，怀中揣
着一个布包。这不是我们法庭不久前
审结的一起赡养案件的当事人吗？为
了方便老人诉讼，我还把“法庭”搬到了
老人所在的村庄。

开庭那天，小小的村委会院落围
满了旁听群众，就连四周平房屋顶都
站满了人。庭审中，我耐心而又严肃
地向老人的子女讲述有关赡养老人方
面的法律规定。原告的子女在我耐心
劝导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父
母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当场向老人承
认了错误。庭审结束后，老人的子女

还满怀羞愧地向我鞠躬。案件审结
后，我向围观群众进行普法教育和传
统文化教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赢得了围观群
众的阵阵掌声。

案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难道当
事人又反悔了？带着疑惑，我将两位
老人请进办公室，询问老人此行的目
的。看着我一脸疑惑，老两口笑了：“刘
庭长，我们今天来不是给您找麻烦的，
而是来看看你们。大过节的，给您送
几个粽子。”说着，老人颤巍巍地打开怀
中的布包，里面放着 16个裹着青青苇
叶热腾腾的粽子。“上次你们管过俺的
事后，几个孩子可孝顺了。这不，俺有
吃的、有穿的、有钱花，孩子们也常往俺
身边凑，真好！还是托您法官的福
啊。俺一直惦念着咋向您表示感谢，
老婆子非要趁端午节这天给您送点粽
子，表示俺的心意。”说着，老人轻轻打
开苇叶，将粽子塞到我的手中。看着
二老满怀期待的目光，我接过粽子狠
狠地咬了一口……那感觉真是说不出
的甜。

看着给俺送粽子的老人，一股浓
浓的暖意涌上心头。

粽香里的温暖记忆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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