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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杜艾宝

温暖的阳光穿透窗户柔柔地抚摸着
我的脸，手中的笔唰唰地在纸面划动着，
窗台上那盆栀子花沁人心脾的香气随着
微风扑面而来，轻轻悄悄地“钻”进我的
鼻子里，令我又回想起了那段记忆，想起
姐姐藏在栀子花中的爱。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姐姐
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手里捧着一

个小花盆。花盆里，一株嫩绿的栀子
花苗正舒展着它那柔弱弱的枝叶。姐
姐微笑着说：“艾宝，送给你，希望它
能伴你成长，不开心时就闻闻闻它。”
从那一刻起，它就成了我最珍惜的大
宝贝。我把栀子花放在我的窗台旁边,
每天都会精心给它浇水、施肥。

一天清晨，我惊喜地发现,栀子花
的枝头冒出了一个个洁白如雪的小花
苞！随着时间的推移,花苞慢慢绽放，

那洁白的花瓣如同少女层叠的裙摆,风
一吹，就层一层地舒展着，散发着淡
淡的清香。那香气弥漫在我的房间
里，让人心旷神怡。每当我学习累了
时候，只要看到姐姐送我的这盆盛开
的栀子花，闻到那令人陶醉的香气，
所有的疲惫都会一扫而空。

这盆栀子花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
盆植物，它更承载着姐姐对我的爱和
祝福。姐姐就像这栀子花一样，总是

我在我身边默默地关心着我，陪伴着
我。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只要看到
姐姐送我的这盆栀子花，心中就会充
满力量。这盆美丽的总是散发着淡淡
清香的桅子花，以及姐姐温柔的爱，
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不会
忘记！

（作者系鑫昌路小学六年级6班学生）
辅导老师：邵明华

藏在栀子花中的爱

《飞翔》 李昊天 摄

□刘圣明

芒种来临，看鲁南大地，一片繁忙。金黄麦浪翻滚，沃野飘香。农家

奋力，趁晴时、收割归仓。机响处，灰飞尘溅，抢收争秒夺光。

遥想去秋耕播，盼苗齐棵壮，田管经常。今朝穗沉籽满，不负期望。收

完复种，趁墒情、玉米新秧。祈日后，风调雨顺，再迎秋实盈仓。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汉宫春
芒种时节

□王彩云

中国富，民更强
国泰民安美名扬
祖国繁荣又昌盛
人民幸福且安定

人民利益必至上
传递社会好风尚
人民当家要做主
美好生活更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
人人争做排头兵
祖国建设大发展
民族复兴在彰显

中华民族大团结
幸福小家最和谐
健康发展确保证
经济社会很稳定

自由天地任翱翔
思想解放心飞扬
追逐梦想非常棒
爱心传递正能量

是非黑白要分清
公平二字记心中
以权谋私必觉醒
法律面前人平等

特权主义不能有
公平公正去坚守
社会公平和正义
大公无私最给力

依法治国是基本
法治建设为标准
秉公执法有保障
法律威严不可抗

公民起码的道德
心系祖国为准则
勇于担当向前进
振兴中华为己任

积极向上做公民
艰苦奋斗的精神
忠于职守传美名
服务社会最光荣

诚实守信是美德
一诺千金为准则
做人一定要真诚
信守承诺才会赢

团结友爱与互助
大家共同来致富
为人处事需善良
传统美德要弘扬

二十四字记心间
复兴路上谱新篇
弘扬核心价值观
中华民族意志坚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刘阳

清晨起来，推开窗户，忽听得“吱——”的一声，极细极锐。这
声音来得突兀，却又熟悉得很。我怔了怔，随即会意：是了，今年的
第一声蝉鸣。

故乡的夏天，总是从这第一声蝉鸣算起的。先前虽已热了几日，
总还算不得真正的夏天。须得这小小虫儿一声啼叫，才算正式宣告了
夏日的来临。这蝉声初时稀疏，三三两两，像是试探，又像是怯场。
过了午时，便渐渐多了起来，此起彼伏，竟成了一场盛大的交响。

蝉的种类颇多，叫声也各异。最常见的是那种灰褐色的小蝉，它
的叫声最为单调，只是“知——了——知——了”地重复，却最是响
亮持久。另有一种体形略大的黑蝉，叫声短促，像是“吱——喳”，
倒像是谁在磨刀。

蝉鸣最盛时，整座城市都浸在这声音里。走在街上，两旁的树上
像是挂满了会叫的小铃铛。有时走着走着，忽见一只蝉从树上跌落，
在地上扑腾几下翅膀，又“吱”的一声飞走了，倒像是跟人开了个玩
笑。

儿时在乡下，夏日里最大的乐事便是捕蝉。几个孩子凑在一起，
用竹竿和面筋做成简单的工具。捕蝉时须得蹑手蹑脚，屏住呼吸。蝉
这小东西机警得很，稍有动静便“吱”的一声飞走了。有时明明看见
它趴在树干上，正待下手，它却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似的，倏地就不见
了。得手的时刻最是欢喜，看那小小的虫子被困在面筋上，翅膀扑棱
棱地挣扎，发出急促的叫声。我们会把它装进事先准备好的竹笼里，
喂它新鲜的树汁。奇怪的是，笼中的蝉往往活不过三日，任你如何照
料，它总是不吃不喝，最后静静地死去。后来大些了才明白，蝉的一
生本就短暂，能在枝头放声高歌的日子不过月余，何苦再剥夺它这点
自由。

蝉的一生，十之八九是在地下度过的。幼虫蛰伏土中，吸食树根
汁液，少则三年，多则十七年，方得破土而出。雨后常见地上有许多
小洞，拇指粗细，边缘整齐，那便是蝉的出口。幼虫在夜间钻出，爬
上树干，背部裂开一道缝，成虫便从中挣脱出来。初生的蝉通体嫩
绿，翅膀皱缩如纸，须得晾上一夜才能舒展。次日清晨，它便成了我
们熟悉的样子，开始了它短暂的歌唱生涯。

最妙的是雨后初晴时的蝉鸣。雨水洗过的空气格外清新，树叶绿
得发亮。蝉们像是憋闷了许久，一下子全都冒了出来，叫声比平日更
加欢快。这时若漫步，常能看见几个老人坐在门墩上乘凉，手里的蒲
扇轻轻摇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陈年旧事。蝉声在他们头顶盘旋，
却并不打扰这份宁静，反倒添了几分生气。

窗外的蝉声依旧，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句诗：“居高声自
远，非是藉秋风。”蝉如此，人亦如此。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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