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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朝 花 夕 拾

在创文

文明，一座城市的幸福表情
◎菊蓉

走进宝鸡的大街小巷，文明之
风迎面而来。创文犹如一场“幸福风
暴”，在看得见的巨变和看不见的渐
变中，悄然改变着百姓的生活，构筑
起一座文明和谐的幸福之城。

从市中心穿流而过的渭河，犹
如一条伸展的长龙，自西向东流经
六个县区，一河两岸沃野百里，养
育着勤劳的西秦儿女，远近闻名的

“百里画廊”，像一部情景交融、精
心雕琢的巨幅山水写意画卷。河面
上，云的倒影连成一片，树的绿荫
铺成一排，鸟的身影拥成一团 ；芦
苇和荷花满怀相思，蒹葭姑娘娇羞
痴情地隔河等待爱慕的男子，漫天
灿烂蝶舞蜂飞的花海，群鸭戏逐，
鲜花盛放，晕染出无限浪漫 ；河两
岸青山绿树，农田村落，交织成美
丽的田园风光，一派生态和谐的独
特风光，见证了周韵秦风、中华古
卷的经典意韵之美。在阳光、蓝天
的映衬下，东岭廊桥、联盟大桥、福
潭大桥等横跨渭水两岸，似亭亭舞
女的盈盈水袖，弄情于城乡河畔。

多情山水、多元文化、多彩生活、各
尽其妙的盛世盛景，如一条彩带装
扮着城乡生态建设之美，处处都有
小型草坪、玲珑花坛、石鼓雕塑、青
铜造型等主题游园，不断地为渭河
增添光彩。匠心独运绘风景，浓妆
淡抹总相宜。无数文人墨客，为它
吟咏作赋，谱曲放歌，深情而厚重。

阔步走在陈仓北坡森林公
园、中华石鼓园、金台卧龙生态园
等公园绿地，与美景亲密接触，花
团锦簇的路边美景触手可及。你
看，滨河大道路口处的石鼓游园，
不同品种的竹子和常绿林木环抱
游园，江南风格的蓝瓦白墙和游览
步道点缀其中，三米高的苏东坡铸
铜塑像屹立在园林中央，让这里的
优美风景充满了人文气息。再看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周礼乐府，以新
貌讲述着千年古城的文盛安康。一
幅水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画中
的美好景象，宣扬着生态建设不朽
的誓言。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

不能成为“被文明遗忘的角落”。昔
日那“晴天一溜烟，雨天烂泥潭”的
乡村道路，如今都是平坦宽阔的水
泥路，如一条银色的飘带，在各个
村庄的山谷里蜿蜒伸展 ；水泥路
上车辆如梭繁忙热闹，一车车山货
源源不断运向城里，一车车城里的
时尚电器百货，又被源源不断地拉
回小村庄 ；昔日那道路两旁的土
坯房，已被一排排白墙灰瓦的新居
取代，一幢幢小洋楼如雨后春笋般
在小山村拔地而起，家家门前百花
竞放、绿树成行，一幅幅民俗壁画、
典故漫画和街头花园装点着千村
万户，渲染出山水田园的人居美
图。村民们不无得意地说“和城里
人没有两样”，城里人感叹着“农村
环境真是美”！

有人说，看一座城市的文明
程度，要看它对待外地人的态度。
随着创文一步步深入人心，市民的
精神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批批
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道德模范、
拾金不昧的好司机、助人为乐的文

明标兵、义务增绿爱绿的志愿者不
断涌现，敬业奉献的好作风蔚然成
风。上下同欲者胜，万众一心者兴。
宝鸡的创文，不光在山水上做文
章，还在治污降霾上寻偏方。你看，
那些超标的小燃煤锅炉、黄标车、
扬尘建筑工地、餐饮业油烟排放、
河里的采砂场等不和谐的污染源，
都被一一实施拆除治理。那些最早
还不理解政府用心的市民，当感受
到如今好环境的幸福时，直感叹应
该早点为生态美作贡献。畅通大循
环，打通小循环。再看市区经二路、
东风路、宝光路、公园路、火炬路、
石鼓路、大庆路……路路被改造拓
宽，道道精心维护，建成的公交、自
行车专用车道更是通畅。每当华灯
初上，处处霓虹闪烁， 这些照亮自
己、温暖他人的路灯，见证了每条
道路的变迁，见证了城市东扩北上
的辉煌，见证了季节的更替，也见
证了万家灯火的温暖。  

这，就是宝鸡，一个人与自然
和谐共美的全国文明城市！

路口的文明
◎何德田

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速度
加快，虢镇城区西延东伸南扩，很
快与市区发展接轨，撤县建区，一
座现代化的城市颇具规模。城区
的扩大，形成了北环路、中心街
道和南环路三条横向交通干道。
十年前，我在南环路一小区买了
房，楼就在南环路边，不几年，周
边四五个居民小区雨后春笋般出
现。楼侧面形成了一个繁忙的十
字路口，人流车流接连不断。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常倚在
阳台的窗边俯视这个十字路口，
看车流与人流。前些年，在虢镇
来往的除了村村通班车，更多的
是摩托车和各种货车、农用三轮
车 ；现如今，私家车行驶在路上、
停放在小区内外，人们充分享受
着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主城区货
车和城乡客运班车限行，向东和
南去的车辆都走南环路。南环路
东段与工业园区相接，那里是区

上引进和发展的上百家企业，原
材料和产品都是从南环路运输。
城东门有通往渭河南的虢磻路
和虢镇大桥，将西宝南线和西宝
中线相接，不远处还设有高速路
出入口。因此，南环路上的大小
车辆与日俱增，成为这座城市最
繁忙的道路之一，对区域经济发
展意义重大。

从楼上俯视，八车道的南环
路是宽阔的，但上下班高峰时间，
小区旁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交通非
常拥堵。十年前，这个路口没有红
绿灯，也没交警现场指挥，人流车
流互不相让，谁都想早几秒先行，
因此交通事故频发。一些货车和
渣土车司机凭车体庞大开“霸王
车”，出租车司机为抢时间多拉客
更是见空就加塞超车，还有骑着
摩托车不按交通规则行驶的。这
个十字路口既受交通拥堵之患，
又常受车辆鸣笛噪音之害。我常

想，什么时候这里的交通秩序能
好点，少些不文明出行的现象该
多好？

随着文明城市建设的一步步
推进，这个十字路口中间装上了
红绿灯，路中间加装了隔离护栏，
画了斑马线，增加了礼让行人的
提示语，混乱现象得到了明显改
善，文明出行不再是一句空话。我
站在阳台上，看着闪烁的红绿灯，
看着遵规守章的行人和车辆有序

通行，心里感觉无比踏实。过去看
见高龄老人、肢体残疾的人和胆
小的人为过马路提心吊胆，半天
迈不开步子，现在过马路方便快
捷安全。车辆和行人，各行其时，
各行其道，各守其规，彼此都得到
了安全保障，人车互让彰显文明。

城市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出
行文明和安全是文明城市的一个
重要窗口，更是文明城市的一张
名片。

深山里的文明花
◎平静

创文带来的实惠
◎王桂茹

清晨走过整洁的街道上班，
晚饭后在干净的广场、公园里悠
闲散步，服务窗口人们自觉排队，
公交车上大家主动让座，盲人被
搀扶过马路……目之所及的文
明，让我感受到生活在这座城市
的幸福。

当曾经出店经营的商家不再
占道三分，曾经不走其道乱停乱
放的车辆各进其道停放有序，曾
经被瓜分的公共场所不再被随意
占用，曾经背街小巷脏乱差的卫
生得到了改善，曾经随手乱扔垃
圾图方便的人也都伸长了手臂，
把垃圾扔进了垃圾桶……我不由
感慨 ：这是创文带来的变化！

楼还是那座楼，院还是那个
院，人还是那些人，城市还是那个
城市。但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殊荣
后，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着，文明

已成为全市人民共同的话题、共
同的目标。我深深体会到，人们既
是文明城市的建设者，也是文明
城市的受益者。

我相信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
人们和我一样，都感受到了周围
生活环境的悄然变化 ：原来不平
的绿化带整修了，损坏的路灯更
换了，大街上的脏旧厕所换上了
靓装打扮，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整
洁、文明有序。每一处都在向过去
的破旧、肮脏、落后告别，经过整
治、修理、整改后的老旧小区、城
市建设旧貌换新颜 ；践行“你我
文明一小步”，我们的城市令人耳
目一新了，我们迎接文明、践行文
明、传播文明……

创建文明城市，是一项提高
居民素质的文明工程。为了使创
建工作充满活力，真正地通过创

建增强居民的文明意识，人们组
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
居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社区
的文化活动热火朝天，让人感觉
到好像“日日有活动、月月有安
排、季季有演出、年年有比赛”。无
论大小广场上都热闹非凡，人们
以“不求舞姿优美歌喉圆润，但求
身心健康邻里和谐”的姿态推动
城市文化建设，营造浓郁的文明
氛围。文化生活满足了不同人的
需求，文明理念占领了城市社区
文化主阵地，使得封建迷信活动
和不文明行为没有了滋生的土
壤。参加文艺活动的人多了，游手
好闲的人少了 ；邻里和谐的人多
了，打架发生纠纷的人少了 ；讲文
明的人多了，粗俗的人少了 ；宽容
理解的人多了，斤斤计较的人少
了 ；做好事的人多了，惹是生非的

人少了……
创文，让人们的精神面貌发

生着巨大的变化，不知不觉间已
形成了人人倡导文明、遵纪守法，
个个崇尚科学健康、追求和谐的
全新局面。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生活
环境越来越好了，家园越来越美
了！高楼林立的小区，宽畅清洁
的马路，绿草如茵的街景，极具
特色的路灯……如今的宝鸡，楼
高了、地净了、草绿了、灯亮了、
路宽了。清晨傍晚，公园里、广场
上，歌声嘹亮，舞姿翩跹，一派欢
乐祥和的景象。这几年，不仅是来
宝鸡的外地人，就连土生土长的
宝鸡人也感到了发生在身边的巨
大变化。谁不说这是创文带来的
变化，谁不在享受着这创文带来
的实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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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编者按 ：持续不断的“创文”，让宝鸡这座全国文明城市日新月异，越来越

美，干净整洁的街道，井然有序的交通秩序，十字路口的志愿者，节俭养德的餐

桌……此刻的宝鸡，时时能嗅到扑面而来的城市文明新风，市民的幸福感自豪

感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本期《文学周刊》刊出几篇美文，让我们品读在与

文明相伴的日子里，身边那些悄然发生的变化……

转眼间，游览黄柏塬之行已过去两月
有余，然则念念不忘，留恋那里美丽的风
景，更感念那里淳朴的民风。        

那日，我们来到了这座地处秦岭南
麓腹地的小镇。顺着干净整洁的主路远
远望去，路的尽头与山相连，雨后的色彩
更加浓重，黛绿色的山峰显得愈发挺拔
峻秀。景色虽美，心下仍思忖着，不免嫌
了这穷乡僻壤，还不知道这里的人会是
怎样的呢。       

次日的农家早餐却唤起了我对过去
的回忆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虽然简单清
淡，但从馍中纯正的麦香、蔬菜的新鲜、玉
米糁恰到好处的黏稠度和浓郁的香甜，感
受到这一餐是用心做成的。或许早上我们
还在熟睡时就有人开始蒸馍熬粥、在自家
菜园子里摘菜了，想到这些就越发吃得津
津有味。      

上午九点，我们赶上了由黄柏塬镇
政府组织的消费扶贫活动，大家迫不及
待选购心仪的土特产。香菇、木耳、笋干、
米酒、腊肉、牛肝菌、干豇豆、土蜂蜜，还真
是不少呢，而且价格实惠到让人不忍再去
讨价还价。看到这些山货我真是稀罕得不
得了，每样都买一些，尽管家里木耳和蜂
蜜还多，依然觉得眼前的每一样都不容错
过。大家纷纷挑选着心仪美物，几乎每个
人都是大包小包，看着秤盘上的数字拿出
手机扫描二维码付款时，常常被农户卖家
慷慨地抹去了零头，尽管只是块儿八毛，
却显出了卖家的诚意，让我对这些农户刮
目相看。大家都乐呵呵的，真是买得开心
卖得舒心。    

消费扶贫活动结束后，一行人继续在
景区游览了一番，返回时已经下午一点，
肚子咕噜作响，恰好门口有一个吃食摊
点，急忙和几个伙伴跑去饱餐了一顿。       

小吃摊的卖家是祖孙三代，婆婆边忙
着招呼大家坐在矮桌旁的长条凳上，边麻
利地调面皮，还告诉大家想吃烧饼了自己
从袋子里取，一旁抱着个两三岁孩子的媳
妇也热情地笑着介绍 ：“面皮是自家蒸的，
烧饼是自家烙的，里面放了好多焙熟的核
桃，可好吃啦！”        

不等面皮上桌，大家就取了烧饼狼吞
虎咽地吃起来。我本来就爱吃烧饼，看到香
酥个儿大的核桃饼，这下真是逮着了美味，
再就着料足菜多的蒸面皮，那叫一个香啊！

正吃着，忽然旁边桌子的一个同伴喊
起来 ：“糟糕，这大山里没有信号呀，怎么
付账呢？兜里也没装现金！”        

我和“闺蜜”正吃得欢，听到这话不约
而同地说 ：“我们带着呢，你们不用管了。”         

还在调面皮的婆婆诚恳地说 ：“不打
紧的，付不了就不用付了，反正都是自家
做的，只要是吃了不浪费就行！”        

这句话着实触碰到了我们心底最柔
软的地方，多么真诚的话语，多么淳朴的
民风！她们在家里辛苦把吃食做好，又费
力地搬到这山根的景区，本来是靠这些收
入养家糊口，但遇到游客不方便时，赚钱
就显得不重要了，只要这些食物不被浪费
掉就心满意足了。这一下子让我想到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坚决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
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这项深
入民心的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珍
惜粮食，厉行节约，在这深山里的寻常百
姓竟也毫不例外地严格遵守着！        

普普通通的话语倾注了朴实无华的
真情实感，就在前一天还对这深山心存偏
见的我，不由得因自己浅薄的认知而心生
愧疚！不能让善良人吃亏，我们翻出兜里
的现金，想多付一些，婆媳俩连忙摆手拒
绝，几番推让，媳妇指了指旁边卖核桃的
摊点热切地说 ：“阿姨如果愿意就买些这
位大爷的山核桃吧，好剥不夹瓤，还香！”
我们略一怔，“大爷正为考上大学的孙子
攒学费呢。”我们突然明白了这姑娘互助
友爱的善意，于是又每人左拎右提地买了
几袋山核桃，作为对婆媳俩爱心的回报。       

深山人未识！在这里不但欣赏到美
丽怡人的风景，更见证了大山深处人们的
纯朴和善良，这种可贵的民风和人性的闪
光点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美德，
随时随处都会让我们感动不已，久久不能
忘怀......

卢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