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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春水含情草长莺飞的春日，汝州

小城，处处杨柳依依，花团锦簇。古郡汝州

越来越迷人，每一次徜徉都有新的惊叹，每

一次漫步都有新的喜悦。潺潺的汝河之畔，

悠悠的五湖之滨，洁净的街道公园之角，高

端大气的高速引线之侧，多姿多彩的各色

花朵就那么随意而率真地渲染出一片绚丽

海洋，一溜边儿地开出一片七彩的云霞，春

风十里，花开满城,香满汝州。
最是一年春去处，绝胜烟柳醉五湖。汝

州五湖公园（云禅湖、丹阳湖、望嵩湖、天青

湖、鹳鱼湖）充分吸取江南园林城市的建筑

风格，营造出“花窗掩映、亭台楼阁、小桥流

水、翠竹清韵、垂柳绕岸、廊桥通幽、奇石峥

嵘、假山错落”的水润清雅风格。

漫步在五湖公园的亭台楼阁江南水韵

中，天高云淡，满园青翠，秀美倩巧，石幢静

立，精美的雕梁画栋，古朴的黛瓦楼阁，倒

映在碧波荡漾的湖面，芦苇青青、湖水悠

悠，好一幅烟雨婆娑的江南水墨丹青画卷。

无论是倚桥而望，还是临花而思；无论

是凭栏远眺，还是依窗近视；无论是听流水

潺潺，还是闻小鸟啼鸣；无论是轻移碎步，

还是小坐歇息，均可感到东西南北皆风景，

远山近水皆有情，真是景随身影移，人在画

中游。

吸引游人目光的，除了园林景致，就数

漫天飞舞的花韵了！

春梅一枝蕴春魂，梅花绽放报春归。金黄

色的腊梅花正密密麻麻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傲

然怒放，暗香浮动。金黄色的花瓣，乳黄色的

花蕊，黄里透着浅绿，绿中映着静雅，润泽如

玉，盈盈欲滴，淡雅脱俗，安闲恬静，满身清正

之气，蕴藏着勃勃生机和春天的韵致。

“高楼晓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

暖日晴云知次第，东风不用更相催。”金黄

色的迎春花，纯洁艳丽明朗清新，纤尘不染

落落大方，转眼之间就带来的春的消息，春

的欣喜，春的妩媚，送我满眼亮丽的芳华。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朵朵纯洁净白的杏花尽情展露着娇媚灿烂

的笑颜，尽情散发着甜蜜香郁的芬芳，婀娜

多情，纤巧动人，娇美嫣然，幽香深远。

“千朵秾芳倚树斜，一枝枝缀乱云霞；

凭君莫厌临风看，占断春光是此花”。盛放

的桃花娇媚艳丽，如凝胭脂，带来如火如荼

的春色，带来满树满枝的喜气，带来铺天盖

地的花韵，带来温馨温情的芳影，成为春天

里最绚烂的一片云霞。

“杨柳萦桥绿，玫瑰拂地红。绣衫金騕

褭，花髻玉珑璁。”鲜艳的玫瑰雍容华贵，仪

态万方，在细细的春风中摇曳生姿，笑颜绽

放。

“初如春笋露织妖，拆似式莲白羽摇。

亭下吟翁步明月，玉人虚度可娄膏。”酷如

莲花的凝脂玉兰在碧蓝的晴空下高洁高

雅，纤尘不染，亭亭玉立，独放幽香。

“淡淡微红色不深，依依偏得似春心。”

多情的海棠也身穿盛装娇羞登场，深红浅

红相映成趣，竞相绽放，引得蝶舞纷飞，也

正是“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

这真是“一时花开一城香。”

“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

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火红

火红的杜鹃花在蓝天白云、青山绿草之间，

热热闹闹地开放着，云蒸霞蔚,一团团一簇
簇,开得那么热烈，那么绚丽。一朵朵娇艳的
花瓣如红色的玛瑙，迎风玉立，娇艳欲滴，

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薰衣草，纤柔的紫蓝色花朵梦幻神秘，

就像轻柔月光下的紫色精灵，静静地、诗意

地栖居在阳光静好的中原汝州，洒下朦胧、

神秘、浪漫的花影。

一朵朵盛开的花儿淡香端雅，绽放在

清幽的湖滨河畔，在初春的丽日清风中，她

们笑意盈盈仪态万方。每一朵花儿都风情

万种，都是大自然生命的点缀，都给汝州增

添了一份盎然的生机，都赋予了一种令人

敬畏的生命内涵，牵引着人们去春思，去遐

想，去赴一场纯净的心灵约会。

细软的阳光，柔绵的东风，清澈的湖

水，沁人心脾的花香……正所谓：“人道我

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谁谓今日非昔

日，端知城市有山林。”

近年来，汝州市委、市政府实施“1573”
全域发展战略，高度重视花园城市建设，打

造建设出“生态花园、五彩画廊”的汝州新

城。而今的汝州，今非昔比，日新月异，别说

在外的游子返乡认不得路，就连天天身居

小城的我也常常感叹：仿佛一眨眼间，已是

万紫千红春常在，满城飞花半城湖了！又常

常欣喜：能够在古韵汝州的世外桃源人间

仙境中生活，何其幸运！何其陶醉！

偎依在古郡汝州这片花团锦簇、水润

空灵的热土上，我的思绪仿佛和花儿融为

一体。一首小诗涌上心头：

春韵悠悠润汝海，

百花灿烂笑嫣然。

四季花香绕梁城，

万紫千红百姓安。

日日好景春常在，

弯弯碧水映楼台。

满城飞花半城湖，

美景如画赛江南！

小城的冬天，总是与寒冷缠绵，那些

被甜酒汁子焐热的岁月，却成了许多人

心里打不开的结。那是一份远去的记忆，

是一份绵延至此后所有岁月的缠绵与醇

厚，那是一份源自时光、源自味蕾的乡

愁，成为儿时心头上一粒永远鲜明的朱

砂痣。

在汝州，甜酒汁子必须放鸡蛋，而鸡蛋

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碎子鸡蛋，一种是荷

包蛋，可根据食客的喜好和要求做。但与南

方的醪糟不同，甜酒汁子不是纯粹的甜酒，

而是一种放了甜酒的小吃。喝起来甜甜蜜

蜜、热热乎乎，既方便又美味，很受小城人

欢迎。

记得小时候，冷得人缩头缩脑的冬夜，

看完电影，很多人会选择到小吃摊上喝上

一碗甜甜蜜蜜、热热乎乎的甜酒汁子，驱散

身上的寒气。

来到小吃摊，一声吆喝，老板便手脚麻

利地开始操作。

最常见的做法是添上锅将水煮沸了，

磕上一两个鸡蛋或捏上几个糯米汤圆放在

锅里小煮片刻，起锅舀出，添上一勺黏稠的

米酒，吃起来芳香糯软，入口即化，又香又

甜，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既可以驱寒，

又可以饱肚。

这勺甜酒，就是这碗汤的灵魂，也是小

时候吃过的，最华丽的甜汤。

甜酒汁子没有端上桌，人的肚子，就已

经被锅里氤氲的热气和冒出的香味勾引得

“咕咕”地叫起来，身上不由自主暖和起来，

口中的唾液也涌动着。端到面前了。有些粘

稠的汁水，盛在洁白的瓷碗里，洁白的米粒

漂浮在碗面上。沉沉浮浮的米粒中央，是那

颗隐隐显出淡淡肉红色蛋黄的荷包蛋，正

透出银白色的诱人光泽。

那薄薄的一层蛋白，嫩得白里能透出

肉红色的蛋黄，晃晃荡荡的，像漂浮在米

粒中的一颗宝石。又像一条小船，漂浮在

满碗甜蜜的汁液中。舀进汤勺，却又像是

一条活泼乱跳的鱼儿，滑溜溜的。轻轻地

咬上一口，包裹蛋黄的蛋白破了，蛋黄裸

露出来，还是圆圆的，像一颗红色玛瑙。

再咬一口，蛋黄入口。慢慢体味，仿佛有

一种沙质感却又不涩口，反倒有一种溜

滑溜滑的感觉。仿佛只要稍稍把头向上

那么一仰，嘴里的蛋黄就能直接溜进喉

管，滑入肚腹。

这是荷包蛋，如果是碎子鸡蛋，则是另

一种境况。

刚刚出锅，冒出一股一股热热的气浪，

碗中被打碎了的鸡蛋如绸缎在微风中飘

扬，起起落落，沉沉浮浮，把香甜的味儿送

入人的鼻孔，是那样的有诱惑力。带着满足

的神情，小心翼翼地用小勺从碗里舀出半

勺，慢慢送入口中，用舌头和牙齿搅和着，

感受米粒的确很绵软，甜酒的确很馨香，鸡

蛋的确很滑润。

此时，米酒和鸡蛋平分秋色，咕噜喝下

一碗，米香、酒香、鸡蛋香交叠萦绕，香味、

滋味缠绵不休，暖融融、甜蜜蜜，不仅去了

油腻，而且慰了风尘，微醺里甚至还有几分

飘飘然的幸福感。

甜酒又名酒酿，或是醪糟、江米酒等，

古人曰“醴”，主要原料是糯米，所以也叫糯

米酒。《随息居饮食谱》记载：酒酿，多次亦

助湿热，冬制者耐久藏。客家的女人坐月

子，必须要吃甜酒酿鸡蛋，据说具有催奶、

滋补之效。直接生吃，清凉透明，甘甜润肺。

煮开了，撒上一些干桂花或是枸杞，热热的

饮下，直觉得通体作暖。

当然，这是江南的做法，也是纯粹的甜

酒做法。相较之下，也许比小城的做法更有

名气、更有文化底蕴。但是，一方水土养育

一方人，汝州的这种甜酒汁子，之所以能受

到小城人的追捧，也许它更接地气、更有温

度、更有烟火气。

这一碗简单的甜酒汁子裹挟的，是多

少寒来暑往、日月星辰的累积，蕴藏着小城

人温存在时光里的一切秘密。如今，城市里

的大小超市几乎都能买到那种小罐子的玻

璃瓶米酒，各种饭店餐馆的菜单上也不难

觅得酒酿小汤圆，但终究还是少了街头摊

上的那三分温度和一分烟火。

就是这个味道，让味蕾干瘪的记忆顷

刻恢复了弹性。

多少次，灯火阑珊处，小摊已不知去

向，但记忆尚存。这种记忆，甜甜的，醇醇

的，酒香中弥漫着乡愁。也许，萧索凛冽的

冬天里，红泥火炉，新醅酒酿，才是尘世间

最真实、最平凡的幸福。

看报纸能知天下事，摘记报纸能提高

写作能力，收藏报纸可拥有独特的历史价

值，能回看往事。

报纸作为历史的直接见证者，它的时

代属性远远强于其它出版物。

看报纸是我的爱好。这些年我看过的

报纸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

报》、《河南日报》、《大河报》、《平顶山日

报》。但我最爱家乡的《今日汝州》报。

现在的《今日汝州》报比以前大了许

多，也从黑白变成了彩版印刷，看图片更加

真实美观。共四版的内容，看起来各有不

同。一版能了解到国内头条大事，省内新

闻，平顶山及汝州的主要事情。看后方向明

确，办事情不会错。二版综合新闻版块，读

后能知道汝州本地的详细情况，读者做到

足不出户，了解汝州。这些新闻准确地跃然

报上，全都是记者辛苦奔波到四面八方的

结果。三版流杯池副刊是个亮点，我最喜

爱。在这上面可以读到很多文学爱好者和

作家们的散文、诗歌、家书及感想之文等。

有的作者文采飞扬，把文章写得辞藻华美，

文笔清新，引人入胜且意味悠长。有的把诗

写的含蓄蕴藉，情韵兼胜，令人佩服。有的

自由诗写的是热情奔放，立场鲜明，充满了

正能量。家书及感想之文，读后有一种亲切

和充满回忆之感，从中能感悟生活，正确的

把握人生。

人生处处皆学问。我们要多看报，读各

类的报，对提高我们的洞察力，辨别力有帮

助。从中可学到美句变成我们的语言，写出

来加以构思，就是一篇文章。在这三版我看

过的作品有：李晓伟的诗歌“奋斗新征程”，

孙利芳的文章“故园情深”，丁桂萍的文章

“中秋之疡”，郭营战的“伟大的时刻，请绽

放我们的芳华”等等。

第四版块视点汝州，生动形象地用图

片记录了百姓的文化生活。有在广场K歌的
照片，有体育运动的照片，有广场器材上健

身的照片，有在道路上骑车的照片，有在汝

州火车站义务劳动的照片，这些照片从不

同角度反映了汝州人民的精神风貌。

《今日汝州》报三、四版块，每天都有不

同的变化。这两个版块这些年用过的名字

大概有：国际国内、为民服务、要闻、文化汝

州。四版有科教文卫、人大之窗、公益广告、

特稿、关注、专题、平安汝州等等。

之所以最爱《今日汝州》报，不仅仅是

我收藏了它，更主要的是能在我想起某些

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查阅，有满满的年

代感。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

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

《今日汝州》报的前身是《汝州晚报》，

距今已走过32年的路程。2003年底，中央规
定县级不允许办报纸，《汝州晚报》停刊。之

后，经上级部门同意，编发《汝州工作简报》

后改名为《汝州信息》、《汝州简报》。2008年
3月改为《汝河之声》，每周五期，为4开4版。
2009年9月，由省新闻出版局正式批准更名
为《今日汝州》，系河南省连续性内资刊。
2010年10月，《今日汝州》又扩版为对开4
版。2014年5月，《今日汝州》实行彩版印刷，
日发行一万份。这些报纸我虽不全，但基本

都有收藏。

看报纸养成一种好习惯，比啥都强。日

积月累，丰富了在书上学不到的知识。看报

纸可以安下心来净化思想，提高自我调节

能力。报上的文章是精品，花费了编辑和作

者的心血，而人们几分钟就把它读完记住

了。这样来说其实看报学习也是一种“很占

便宜”的好事。报纸的种类很多，内容也广。

通过看报，有细看、有粗看、有研究、有使

用。获得了有用的信息，丰富了自己的头

脑，自己的生活也很充实。俗话说“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和报纸做朋友，知识学问跟

你走。

我觉得通过看报纸，看到好文用笔记，

常读弄懂记心里。背会作品几百篇，诗文俱

佳把党宣。

且看名人把报说，每句都是真理也。

马克思说：“报刊是促进人民的文化和

智育发展的强大杠杆”。

萨特说：“报纸和太阳一样，它们共同

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

比彻说：“报纸是大众的老师，一页页

阅读不尽的报纸是我们民族的光荣”。

易卜生说：“在自由社会里，报纸是一

股强大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说说：

最爱今日汝州报，

看后新闻都知道。

收藏摘抄有益处，

世世代代都需要。

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加入到看报的

队伍中来。亲切大声地说一声：最爱《今日

汝州》报！

春天来了

东风柔了

雨水稠了

万物苏醒了

一切欣欣然了

文友们的才思也泉涌了

扑面而来的清香

无处不在的生机

激活了

长满荒草的锈迹斑斑的思维

春夜小雨淋漓

丝丝缕缕的春雨

如烟似雾

如泣如诉

如诗如歌

轻轻地

柔柔地

和大地私语

和万物畅情

把希望寄托

把诗意朦胧

无论悲喜

管它烦忧

都静谧在

安然的字里

当文字在春天灵动

一切都有了花香鸟语般的意义

一切都多彩绚烂了

一切都有了盼头

春天来了

我已经等了很久

年长一岁的心情

除了失望

还有欣喜

冬天的颜色还未褪尽

微寒的春风带来了一场新雨

桃红柳绿还折叠在三月里

阳光灿烂的时候

我将是一朵花

做着春天的梦

小河的冰已经走远

溪水开始流出温暖

对未来不必三心二意

朝着前进的方向

就是春天

春暖花开

总要到来

萧瑟的城市

会长出神彩

我的家乡在临汝镇李庄村。虽然居住人口不算太多，但交通便

利；虽然没有高楼林立，但有山有水；在我心里，它一年四季风景如

画，淡妆浓抹总相宜！

春天，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到处鸟语花香，每家每户大门前的

小花园里，五颜六色的花儿迎风开放。我和小伙伴们走在路上，花儿

向我们微笑打招呼，路两旁的大树也伸出它那绿色的枝芽，远远地

向我们问好。星期天，村口的一片空地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我

们会一起拿着自己心爱的风筝，从天明玩到天黑，直到家人们来催，

我们才会恋恋不舍地收起风筝，各回各家。

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照着大地。中午，太阳公公正在忘我地释放

着它无穷无尽的热量，而我们几个小伙伴却不怕热，趁大人们午休

的时候，偷偷溜出来，带上自己喜欢的玩具，一起到村上最大的皂角

树下玩耍。这棵皂角树的树干很粗，我们两三个小伙伴手拉手才能

将它围在其中，它的树枝伸出来可以拥抱整整半条街，为我们送来

了荫凉。在整个夏天，这里成了我和伙伴们最喜欢待的地方。

秋天，街道两旁的树叶一天天的变化着，由绿变黄，由多变少，最

后几片顽强的树叶也被阵阵秋风吹落之后，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树

叶。我和小伙伴们会在回家的路上，捧上一捧金黄的落叶撒向空中，只

见那一片片落叶就像一只只黄蝴蝶在风中飞舞旋转，我们嬉笑着迎风

追逐那可爱的黄蝴蝶，跑累了，我们便躺在落叶上打个滚、伸个懒腰，

就像是躺在软软的沙发上一样舒服，哈哈，那感觉真是爽歪歪！

冬天，下过雪的房顶上、树枝上、台阶上都盖上了厚厚的白棉

被，而村口的空地早已变成了我们的滑雪场，你追我赶，这个刚摔倒

那个接着来，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虽然天气极冷，可是打雪仗、堆

雪人的种种兴奋，却早已将寒冷驱赶。等回到

家，只见鞋上、衣服上早已被融化了的积雪浸

湿了。这时虽然会被妈妈唠叨个没完，呵呵，

不过心里的快乐却未曾被那唠叨替代。

现在的我虽然已不在老家上学，但它永

远是我忘不了的乐园，我爱我的家乡！

春夜喜雨
●吴桂霞

遇见春天
●闫景社

乡村美景
●汝州市实验小学四三班 闫文硕 指导老师 王晓利

满城飞花半城湖
●孙利芳

甜甜蜜蜜甜酒汁子
●李晓伟

最爱《今日汝州》报
●孙建铭

城东花已开 宋小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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