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蝉声是突然撞进记忆里的。那时，我总趴在

老家的木窗台上，看后院的老槐树把日头剪碎。

槐花早就落尽了，枝丫间挂着的，是被晒得发蔫

的槐叶，像极了祖母针线筐里皱巴巴的碎布。

井水湃过的西瓜切开时，总会发出清脆的声

响，红瓤黑籽在青瓷盘里晃荡，凉意顺着指尖往

上爬。父亲常说，夏天吃西瓜，暑气都吓跑。可

我总惦记着隔壁老奶奶的绿豆汤，铜锅里咕嘟咕

嘟冒着泡，撒一把薄荷叶，舀进粗陶碗里，映着天

井上方窄窄的一方蓝天，连碗沿都沁着清凉。

最盼着傍晚收工的时刻。男人们赤着膀

子，脊梁上的汗珠滚进晒得发烫的石板路，转眼

就没了踪影。女人们摇着蒲扇，把晚饭搬到院

子里，木桶饭的香气混着紫苏炒田螺的味道，在

暮色里缠绵。我们这群孩子早跑得没了影，追

着最后一缕天光，往镇子西头的荷塘跑。

荷叶比人还高，钻进去就像掉进了绿海。

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像撒了一地的碎银

子。偶尔惊起一两只红蜻蜓，翅膀扑棱棱地掠

过水面，惊碎了满池霞光。表姐教我采莲蓬，指

甲掐进嫩绿的外壳，清甜的莲子嚼在嘴里，连呼

吸都带着荷香。

夜色浓稠时，流萤就出来了。它们从芦苇

丛里钻出来，从老墙根下冒出来，像提着小灯笼

的精灵。我们举着玻璃瓶，追得气喘吁吁。有

时跑得太急，摔进田埂边的草丛里，沾了满身露

水，也不觉得疼。等到瓶子里装了十几只流萤，

便坐在老石桥上，看它们在玻璃瓶里飞舞，明明

灭灭的光点，恍若天上的星星掉进了人间。

露水渐重时，总能听见母亲唤我回家的声

音。穿过弯弯曲曲的巷子，老远就能看见自家屋

檐下那盏昏黄的灯。祖母坐在竹榻上，摇着芭蕉

扇讲故事，蒲扇带起的风里，飘着夜来香的味

道。她总说，酷暑夜里，连月亮都要躲起来歇凉，

只有萤火虫不知疲倦，替月亮照亮回家的路。

后来离开老家，再没见过那样的流萤。城

市的霓虹太亮，盖住了所有星光，空调房里的西

瓜，总觉得少了井水浸泡的清甜。有时在夏夜

的公园里，恍惚看见几点微弱的光，追过去才发

现，不过是手机屏幕的反光。

前些日子收到表姐的信，说老槐树还在，只是

更老了些，荷塘填了一半，盖了新楼房。她在信里

写道：“今年居然又见到流萤了，还是那么多，好像

这些年，它们一直在等我们回去。”

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清晰，恍惚间，我又看

见那个趴在木窗台上的小女孩，看老槐树的影子

在青石板上慢慢拉长，等一场关于流萤的约定。

（作者单位：湖北公司）

瓦檐上的流萤
■ 董搏竞

一壶夏日的酸甜记忆
■ 宋小晶

当太阳抵达黄经105度，小暑悄然登场。它

好似一把炽热的钥匙，开启了盛夏的大门，将天

地间的热烈推向了新的沸点。

小暑时节，温风率先而至，吹走了最后一丝

清凉，空气中弥漫着热浪，连呼吸都变得滚烫；

随后，蟋蟀不堪酷热，从田野撤离，躲到庭院的

墙角下，在阴影里寻求片刻的舒适。在广袤的

农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南方的中稻已拔

节，进入孕穗期，农户们根据稻苗的长势，精心

追施穗肥，满心期待着能有一个穗大粒多的丰

收；东北的春玉米，已经进入灌浆乳熟期，饱满

的玉米粒，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希望的光

芒。而大部分棉区的棉花，也开始开花结铃，洁

白的花朵，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娇艳，棉农

们在重施花铃肥的同时，还得及时整枝、打杈、

去老叶，精心呵护着这些棉花，只为了能收获更

多优质的棉花。

乡村的池塘里，荷花肆意绽放。那层层叠

叠的荷叶，宛如一把把绿伞，为鱼儿撑起了一片

清凉；娇艳的荷花，或红或粉或白，亭亭玉立在

荷叶之间，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

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

要破裂似的。微风拂过，荷香阵阵，让人陶醉其

中。田埂边的草丛里，蝈蝈和蟋蟀不知疲倦地

演奏着夏日交响曲，它们的歌声此起彼伏，为这

炎热的夏日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生机。

城市里，街头巷尾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

息。水果摊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消暑水果，西

瓜、桃子、葡萄，色泽鲜艳，汁水饱满，让人看了

就垂涎欲滴。老人们摇着蒲扇，坐在大树下乘

凉，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孩子们则在一旁嬉笑玩

耍，一会儿追逐着彩色的蝴蝶，一会儿又蹲在地

上观察搬家的蚂蚁。冷饮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一杯清凉的冷饮，冰

淇淋、冰奶茶、绿豆沙，每一口都能驱散身体里

的燥热。

烈日将铁轨烤得发烫，热浪裹挟着钢轨蒸

腾的暑气扑面而来。调车组作业人员头戴安全

帽、身着厚实的防护服，在股道间穿梭。调车长

指挥机车与车辆精准对位；连接员认真检查车

辆连挂状态，眼看汗珠打湿了睫毛，浸透了汗水

的衣衫紧贴后背，却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个作

业步骤，日光为他们勾勒出坚守岗位的动人剪

影，用责任保障着安全生产。

“小暑金将伏，微凉麦正秋”。在这个小暑时

节，无论是乡村田野里的辛勤劳作，还是城市街

巷中的烟火日常，或是铁路线上的坚守付出，都

交织成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夏日画卷。小

暑，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

份热烈馈赠。让我们在这炽热的时光里，感受生

命的蓬勃力量，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作者单位：包神铁路）

■ 刘 娟

烈日似一团火焰高悬

将炽热毫无保留地倾洒

世界仿若巨大的蒸笼

柏油马路在热浪下微微软化

扭曲着升腾的幻象

连空气都被烤得颤抖

弥漫着焦灼的气息

而在大地的深处

煤矿的世界正悄然奏响奉献的乐章

井口是希望的咽喉要道

矿工们的身影匆匆

坚毅的面庞写满执着

他们身着厚重的工装

背负着使命与担当

向着黑暗的地底进发

无畏那即将袭来的滚烫

闷热如汹涌的潮水将人瞬间淹没

汗水不受控制地涌出

从额头和脸颊滑落

每一滴都饱含着艰辛与拼搏

那咸涩的味道

是他们奋斗的勋章

机器的轰鸣不绝于耳

那是与困难抗争的战歌

割煤机的利刃切入煤层

发出尖锐的呼啸

每一次切割都释放出黑色的光芒

刮板机不知疲倦地运转

将乌金输送向远方

那是光明与温暖的希望

承载着万家的渴望

矿工们全神贯注操控着设备

安全帽下闪烁着的微光

在粉尘弥漫的黑暗里

照亮前行的方向

尽管视线受阻

呼吸也变得艰难

但他们心中的信念

如同从未熄灭的火炬

在地面之上

无数家庭正享受着清凉

他们甘愿忍受这地底的酷热与艰辛

只为了让夏日的夜晚不再闷热

他们是黑暗中的英雄

用汗水和热血书写炎炎夏日的保供篇章

（作者单位：雁宝能源）

煤韵长歌
■ 陶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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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 小暑生活图鉴 田雨萱（湖北公司）

情情缘缘我与国能的

保供吟
■ 陈玢芬

炎夏百日战鼓隆，保电会战气如虹。

铁军鏖战迎峰度，誓守光明照九重。

万千数据飞云中，监控屏前双目炯。

星辰日夜周而复，指标调整见真功。

炉膛滚烫浪汹涌，飞身入内似蛟龙。

焊枪作笔描金线，五十高温火浪冲。

月移塔影过西东，挑灯夜战意更浓。

汗透重衣浑不觉，但求热供稳如钟。

百日征衣尽染彤，凯歌高奏满城同。

万家灯火阑珊处，尽是铁军汗雨功。

安全为要记心胸，应急本领日日攻。

来年若问暑战事，还看今朝电力雄！

（作者单位：福建公司）

编者按：

小暑至，暑气浓，何处寻清凉？一瓣儿西瓜、一

杯青梅露、一碗绿豆汤，是舌尖上的消暑良方；蝉鸣

绿荫、荷塘月色、流萤夏夜，是心灵宁静的一景一

画。本期“绿风”奏响“景、食、画”三重乐章，带大家

感受国能人“舌尖、笔尖、心尖”的夏日印象，在小暑

时节共赴一场清凉之约。

▲绘画 小暑荷韵 张 瑜（国电电力上海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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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在机器轰鸣的厂房里

那高速旋转的汽轮机

仿佛就是我的心脏

我和他是如此的亲近

一朝一夕地相处

他就是我的亲人

每天我都要背着工具包去看他

为他拭去尘埃

为他听诊把脉

我像待亲人一样待他

我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亲人的关系

我爱我的电厂

更爱把光亮送进千家万户的那一刻

因为那一刻

我才觉得伟大

（作者单位：国电电力）

我和我的电厂
■ 刘治军

▲绘画 清凉一夏 李月梅（河北公司）

第一次见青梅露是在小红书，琥珀色美丽

的液体，这名字便带着几分诗意，以一种含蓄的

姿态，在夏日里悄然绽放。想到当炎热的午后，

取一勺青梅露兑上冰水，那酸甜交织的滋味便

顺着喉间滑下，能瞬间驱散所有的暑气与烦躁，

在青梅成熟的季节，我网购了青梅，打算做一份

青梅露。

制作青梅露，是一场与时间对话的艺术，六

月间，当青梅由青转黄，表皮泛着微微的光泽

时，便是采摘的最佳时机。此时的梅子酸度适

中，香气内敛，正适合用来制作这夏日佳饮。挑

选梅子时需得仔细，那些表皮光滑、无磕碰的果

实才是上选。清洗梅子是一门学问，不能简单

地用水冲洗了事，而是要用淡盐水浸泡，轻轻搓

洗，去除表面的细毛与杂质。洗净后的梅子需

得晾干，不能残留一滴水珠，这是为了防止在发

酵过程中产生杂菌，对待青梅露，急躁是最要不

得的。糖的选择同样关键，传统做法多用冰糖，

我选择了黄冰糖，因其甜味纯正，能与青梅的酸

味完美融合。

将梅子与冰糖层层相间放入消过毒的玻璃

罐中，比例大约是一比一。看着晶莹的糖粒渐

渐覆盖青绿的梅子，如同为它们盖上一层甜蜜

的被子，这画面本身就令人心生欢喜。随着时

间推移，糖会慢慢融化，梅子则逐渐渗出汁液，

两者交融，开始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约一周

后，当糖基本完全溶解，青梅开始上浮时，此时

发酵过程加快，每天打开罐子放气一次，避免因

气体积聚导致罐子破裂，放气后，再轻轻摇晃罐

子，让融化的糖浆均匀包裹每一颗梅子。之后，

两到三天进行一次放气和摇晃操作，持续这个

过程，大约1个月后，青梅会逐渐皱缩，液体转为

迷人的琥珀色，同时散发出浓郁的清香，此时青

梅露基本发酵完成。不过，若不着急饮用，继续

放置两三个月，青梅露的风味会更加醇厚。当

打开罐子，那股混合着青梅清香与糖蜜甜润的

气息扑面而来时，所有的等待都变得值得。

青梅露的饮用方式多样，最直接的是兑冰

水，酸甜适中，消暑解渴，也可加入苏打水，气泡

的刺激感让口感更富层次。我尤爱在绿茶中加

入少许青梅露，茶香与梅香交织，别有一番风

味，还可以以青梅露入菜，为肉类去腻增香，或

是制作甜点时替代部分糖分，增添果香。

青梅露教会我们的，或许不只是制作一种

饮品的方法，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懂得等待，

尊重过程，珍惜自然给予的馈赠。在这个追求

速成的时代，能够为一罐青梅露付出时间与耐

心的人越来越少。但正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方

式，才让最终的味道如此动人，才让这份夏日的

记忆如此珍贵。

当盛夏来临，不妨试着亲手制作一罐青梅

露，看着透明的玻璃罐中，梅子由饱满到皱缩，

汁液由清澈到琥珀，感受时间赋予食物的魔

力。待到开启的那一刻，尝到的不仅是酸甜的

滋味，更是生活的醇香。

（作者单位：山东公司）

暑意蒸腾处 万物竞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