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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北朔地，东川六乡，相邻村寨百
余，安子地处中方。文化古村，校园名
扬，县立安子中学，朗朗书声学堂。物
华天宝之处，人杰地灵之所，从合并两
校起步，历旧貌新颜时光。举步维艰
十数载，春华始得而秋实，半个世纪耕
与耘，桃李天下报芬芳。

回眸历史，沧桑犹现。一九六О，
校园初建。南榆林附设初中，安子村
第三小学，两校合并建校，冠名安子中
学，县立四所中学之一，朔县平川日出
东山。一个年级两个班级，一届同窗
四班五班，从六班伊始，每届都单班，
六二年七班进校，六三年八班入学，六
四年九班招生，六五年进校十班，从此
莘莘学子来，教学规模展新颜。

校园初始，农家旧房，地主庄园，
改建学堂。依托小学三孔大门，中学校
门穿堂走廊。前后两院四合格局，东西
南北八排平房；校园隔壁邻居，农户土
坯围墙，低洼开阔处，泥土大操场。

建校之路，筚路蓝缕，历任校长，
砥砺难磨。教育百年计，山高水又
长。安中师生，吃苦耐劳，没电小油
灯，住宿睡土炕，高粱面饸饹压圪坨，
老茴白黄叶熬菜汤，“油汗”小虫漂油
花，狼吞虎咽填肚肠；食用米面，学生
从粮站背驮，盐碱井水，还远在当街路
旁。苦点算什么，老师不心凉，累了不
在乎，学生们习以为常。校园里欢声
笑语，课堂上活跃激扬。崇文重教，积
自然深厚，受言传身教；农家儿女，闻

鸡鸣早起，知郊野稼穑。校风清正而
学风纯，教师敬业而学子良；校风良好
朴实，学风严肃紧张。为师者严谨，以
身垂范；为学者勤习，志存高远！诸多
教师，呕心沥血，教学有方育桃李天下
飘香；莘莘学子，潜心钻研，孜孜不倦
攻诗文书声高扬。

学子进校门，口碑高出民间。从
建校初始，十年砥砺风雨沧桑，见证过
六十年代的兴衰变化，经历了艰难困
苦的如琢如磨。十数年一贯，解群众
入学择校之艰难，虽一个班级，纳学子
孜孜求学之厚望。此乃读书之胜地，
实为成才之殿堂。三尺讲台，呕心沥
血，塑造人类灵魂，潜移默化，传承中
华书香。芬芳桃李，争奇斗艳，浇春花
而秋实，英才济济，才俊振翅高翔。
为师者，忘我不倦，博文修德，教学相
长，爱心培育出栋梁；为学者，勤学善
思，刻苦攻读，精益求精，争创佳绩谱
华章。

抚今追昔，五十年间星河转换，五
十载后岁月如歌。欣逢盛世，创业之
初百废以兴，校园桃李薪火传人。校
友遍四海，名家誉八方，倚马出才俊，
扬鞭励志强，学子展风采，凝著卓越
光。安中精神，和谐校园，农村基础教
育之窗口；安中精神，老校扬名，育人
摇篮之殿堂。五十春秋一挥去，几多
学子两鬓霜。一头乌丝，忍染秋云。
敬业立德，名扬乡邦效家国，励志笃
行，遍布中华南北疆。

安子中学赋
●●孟金山孟金山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我的父亲叫陈和。他是朔县玛钢
厂熔炼玛钢的元老、首任炉长。在长达
30年的岁月里，他和工友们一道把汗水
和智慧献给了玛钢事业，给“工匠精神”
作出了最好的诠释。我父亲也被职工
们誉为是玛钢厂的“土专家”。

1943年，我父亲出生在一个木匠家
庭，17 岁时在朔县城关铁木社参加工
作，后来调到朔县木器厂从事木工。
1970年，木器厂党支部决定“以木养铁”
发展玛钢生产，派出了以“活鲁班”刘凡
为首的第一批考察队前往河北省张家
口市玛钢厂参观考察。这一批的考察
队员中并没有我父亲。考察队回来后，
刘凡向党支部书记李进财汇报工作时
说：“要想炼成玛钢，炉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角色。我们需要尽快物色炉长人
选，以便下一次随队考察学习。”经过反
复筛选，李进财在全厂的木匠中选出了

“能吃苦耐劳、有文化基础、事业心强、
头脑灵活且又年轻”的我的父亲来担任
这一角色。

玛钢的学名叫“可锻铸铁”，它和普
通的“灰铸铁”不一样，它的物理性能和
化学成分都有严格的指标限制，在熔炼
过程中加进了一定比例的硅、锰、铋等
有色金属。铸件生产出来后还得再经
过高温热处理，其后才是机械加工。可
锻铸铁化学成分的含碳量介于铁和钢
之间，经过热处理后，随之也就具备了
部分钢的性能，而且在延伸率和抗拉强
度方面又优于钢。因此，玛钢铸件被广
泛地运用在飞机、轮船、火车、汽车以及
水暖建材等领域。

但凡铸造生产都离不开熔化铁水
的熔炉。一般来说，铸造灰生铁的高炉
叫平炉或滑炉；玛钢使用的熔炉，一般
都在 10米以上，有三层楼房高，因此叫
冲天炉。它是由前炉和后炉两个部分
组成的构造复杂的一种化铁炉，前后炉
都设有专人负责，分别叫炉前工和后炉
工。在绝大多数的玛钢厂里，同时还要
设立一名专职的炉长，具体协调指挥前
后炉的作业，实际上就是冲天炉的一名
指挥官。

我父亲从一开始就是兼职的炉长，
除去要尽一名炉长的所有职责外，还要
具体负责前炉的工作。前炉的直径大
约有2米开外，最外层是厚厚的钢板，里
边是好几层耐火砖，中间只留下一个直
径为六七十厘米的锅口一样的一个炉
膛，一次能存放铁水 1.5吨，最前边是三
四个出水口。铁水能不能顺利地流出

来，炉膛内的铁水温度能不能保持在
1500℃以上，前炉泥炉质量的高低也是
重要的一环。上一炉炼过后，前炉膛壁
的耐火砖和耐火泥就被铁水熔化得坑
坑洼洼了，所以第二天还得重新修补，
这个过程叫“泥炉”。泥炉不但是个技
术活，而且是个苦力活，尤其是到了夏
天，前一天晚上的炉温降温速度缓慢，
到了第二天早上 8点钟，炉壁的温度还
有 50多℃。前炉底座到炉盖处有 1.6米
左右，泥炉的人需要蹬着一米多高的凳
子才能上去施工。由于锅口样的炉膛
只有六七十厘米，人站在里边无法回
转，所以只好用小肚子顶着膛沿，头伸
进膛内作业。外人看了犹如耍杂技一
般可笑。可我父亲平淡地说：“习惯了
也没个啥，不过是两三个钟头的事。”我
后来到了玛钢厂工作，工友们和我说，
你父亲泥出来的炉，比你们家里的锅还
要光滑哩。话虽夸张一点，但反映了我
父亲泥炉水平的精到。

到了晚上熔炼玛钢时，我父亲更是
一个大忙人，除了前炉的堵眼——放铁
水——再堵眼外，还要忙着配料，一批
料的废铁、焦炭是多少斤都是需要过台
秤的，另外的硅和锰则是用盘子秤来称
量的，半点不能马虎。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铁水的化学成分保持在一个合理
的区间。如果按着理论说，只要原料的
化学成分清楚而又稳定，按着配方来过
秤即可。可是这些原料，尤其从社会上
收来的废铁，化学成分复杂多样。又如
焦炭，即使是同一批次的，其化学成分
也往往不一样。这样一来，就给配料员
的工作带来了相当高的难度，练不下一
身真本事，这个炉长就当不下去。

为了当好这个配料员，我父亲一方
面是向书本请教，有一本书叫做《铸造
工艺学》，30多万字，他是从机械厂工程
师罗立成手里借来的，当两年后还书的
时候，罗立成笑着说：“还啥哩，我又不
学铸造，你留着看哇。”

“不用了，我已经基本上把它抄下
来啦。”此话一出，让罗立成这位上世纪
六十年代的老牌大学生惊叹不已。这
可不是瞎说，我父亲整整抄满了四五个
32开大的笔记本。

另一方面，我父亲是在实践中不断
地学习和摸索，遇到出现的新问题，总
是喜欢记在他那个“三面红旗”的笔记
本上，里面有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数字。

就这样，经过了成千上万次的磨
练，我父亲练就了一手能从铁水的稠

稀、颜色、温度来大致判断化学成分高
低的绝活。等我后来当了厂里的化验
员后，他拿来的刚出炉的试片，经过化
验，多数时候竟然和他事前的判断大体
一致。有一次，太原工业大学铸造系的
两位教授来厂里观摩，父亲的这手绝活
让他们赞不绝口。

玛钢厂的铸造车间下设着翻砂组、
混砂组、模型组、热处理组和化验室五
个部门，职工人数约占全厂的一半。
1971年，铸造车间正式成立后，父亲在
担任炉长的同时，还兼任着这个车间的
副主任；1978年，担任了车间主任兼炉
长，一直到1984年担任了副厂长。这15
年是他最繁忙和苦重的时期。很多时
候忙得中午也不能按时回家吃饭，晚上
就更不要说了，10点半能回了家就算好
的。对此，我爷爷不理解，常常对他说：

“陈和啊！你莫非不要命啦？‘干革命’
也不是你这样的干法呀！唉，好好的木
匠你不当，炼啥玛钢哩？”

我父亲听后要么一笑了之，要么低
声地回答：“也不是我一个人回来迟，总
得给人家把营生做完哩哇。”

铸造行业在人们的印象中，不过是
一份灰头土脸的苦重的工作，这自然不
假。但是，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很
高的技术含量，而且常常是在暗中，人们
的眼睛看不到。比如说，翻砂工做出的
铸件砂箱，浇灌上铁水以后，谁也不知道
里面的铸件是否完全成形，只有等到冷
却后从砂箱里刨出来，才知道它是否合
格。玛钢铁水的浇注温度必须要达到
1350℃以上，同时还要求浇注师傅掌握
好浇注的速度，不同的铸件需要不同的
速度。如果是遇到新产品或新工人，我
父亲都要端着一包铁水给他们示范。那
时的工人们也上进好学，在我父亲的带
领和指导下，毛坯铸件的合格率平均达
到了85%以上，有的达到了98%以上。

“热处理”是铸造行业的一个专业
名称。通俗点说，就是把毛坯铸件再拉
到回火窑里烧一定的时间。因此热处
理也叫“退火”或“回火”，这样做的目的
是把生铁变成玛钢，使它的物理性能转
化到规定的标准。否则，到了机加工车
间，车床就加工不动，甚至会打了刀
刃。因此说，热处理车间是玛钢行业的
一个重要部门。一般来说，热处理车间
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并不归铸造车间管
辖。朔县玛钢厂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
门划归到铸造车间，李进财厂长的本意
是“陈和爱钻研、靠得住”，似乎非他不

行。可是这样一来，就又把我父亲逼向
了又一座技术高山。

玛钢厂的回火窑大约有4米多宽、7
米多深、3米多高，三面用耐火砖垒成，
剩下的一面待装满铸件后再用耐火砖
查封结实。一窑能装毛坯铸件10吨，回
火的时间是 72小时。玛钢热处理与砖
瓦厂的烧砖工艺相似，但技术性要比它
高得多。在这72小时里，不同的时段有
不同的窑温要求，温度最高时需要达到
980℃。说玛钢退火难，难就难在 72小
时的退火时间里，温度区间的控制是关
键的一步，需要根据毛坯铸件的化学成
分含量来具体确定火候和时间。

为了掌握好这门技术，我父亲和热
处理工人一起守在回火窑门口，加煤
粉、看温度计、记录有关数据，紧要的关
头，往往是一个夜晚不能合眼。经过无
数次的“试验——失败——试验”，我父
亲他们终于掌握了这门技术，回火产
品的合格率一般能达到 98%以上，超
过了当时在山西最出名的太谷玛钢
厂。在连续几年的全华北地区的玛钢
铸件测试评比中，始终保持在了前三名
的地位上。

回火窑最一开始使用的燃料是平
鲁的大炭，发热量高是高，但成本高、
环境污染大。介于此，我父亲又带领
工友试验以部分煤粉来代替块炭。三
个多月的来来回回地折腾，最终获得
了成功。不仅减轻了环境污染，而且
每年还能给厂里节约万元以上的成
本。我父亲被工人们誉为是厂里的

“土专家”。
说起热处理，前几天，我父亲还和

我说：“也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党性有
多强，实在是被逼迫出来的。要是回火
产品的合格率上不去，铸件的合格率就
是达到了100%也是没用的，他们的汗水
就会白流。你也清楚，铸工们的环境是
啥样式，简直是在火海中捞钱哩。”看着
我不说话，父亲又说，“如果是一窑产品
报废了还好说，大不过重新回炉算了。
怕就怕合格率上不去，里边有夹生圪
蛋，到了机工车间，打一个刀头就好几
十块钱没啦，甚至是百十来块钱的刀
头，‘咔嚓’一声响，说废就废啦。”

我 父 亲 的 心 血 到 底 没 有 白 费 。
1979 年，他被全国可锻铸铁协会吸收
为会员；1979年，被一次性上调了两级
工资，是铸造车间仅有的一人；1984
年，被提拔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1985
年，经考试合格，被雁北地区评为工程
师，是全厂铸造行业唯一的一名；曾先
后十几次获得县级、省级先进生产者
荣誉。

我父亲今年 81岁，身体尚好，只是
从去年初开始耳聋，听见一句听不见一
句的。前几天和我说起当年炼玛钢的
事后，话锋一转，说：“学啥也得用心哩，
啥行业也离不开工匠精神啊！”

父亲的工匠精神
●●陈永胜陈永胜

青年节感吟
●●张万金

回眸五四振精神，国泰民安气象新。
鬓发苍苍心未变，诗书作伴复青春。

相思
●●贾治福

淅沥夜雨敲醒梦，晨风阵阵撵云飞。
田园苦菜花摇曳，永远金黄想念谁？

春归
●●牛应成

春回大地暖，绿染万山颜。
柳絮满天洒，杨花铺地旋。
蜂蝶逐蕊吮，紫燕筑巢穴。
桃杏清香沁，神州锦绣园。

雨后晨景
●●高瑞宇

夜雨淅淅敲梦醒，晨光暖暖映窗柔。
门前老柳伸腰笑，花絮飘飘戏小楼。

青年节感怀
●●雷建军

青春逝去花白鬓，余热发光骚客神。
忆起儿时心筑梦，诗情激励后来人。

赠王孝
●●张国华

相识相知倥偬身，同年己丑近庚寅。
拉吹弹拨丝弦乐，书画诗文岁稔春。
篆隶行楷谋铁划，丹青水墨耀银宸。
多才多艺谦恭孝，王氏家乘撰述真。

朝中措·山水怡养
归来小院养优悠。绿意画平畴。

屋角春添鸡兔，篱边挂果三秋。
玉樽对月，烹茶叙旧，会友垂钩。

无复桃源小隐，饱尝梓里清流。

定风波·太行春色
岭上逢时转令差，云烟缭绕雾笼

纱。天路群山红粉饰，解惑。春光迎
送一年华。

八百太行藏柳色，入画。猴儿树
杪叫喧哗。更借桃蹊留足迹，依夕。
炊烟遥指有人家。

蝶恋花·走近西苑
细雨如烟醒寸草。近水楼台，鹭

羽双飞绕。西苑今年花不少。迎春怒

放谁知道。
隐约轻风吟古调。松韵潺声，心

静知其妙。莫问琴书曾寄傲。依依背
影仁怀抱。

江城子·思念
津门偶遇故山翁。鬓华浓，壮颜

容。携手儿孙，举目赏桃红。乐在心
田承露滴，风细细，日融融。

乡音入耳话无穷。卧听松，坐看
峰。曾也攀爬，古道外长墉。惟有相
思难顾及，回切切，别匆匆。

桃源忆故人·再访雁丘
过桥应是河汾渡。几许扁舟白

鹭。独步雁丘深处。满是飞花顾。
问情何物传今古。至此方能解

悟。生死相依同去。恩爱云天路。

词五首
●●郝玉奎

最好人间四月天，我们出发去找春
天。

下午两点半，朔州市市二小三年级
的春游活动开始了。一队队小学生背
着小书包，手拿自制的风车，沿着绿树
成荫的街道，走进美丽的敬德公园去找
春天。

不出门不知道春天这么美，感觉一
不小心就与春天撞了个满怀。今天天
公也作美，阳光明媚，七里河河水在阳
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仿佛投进去无
数的硬币在水里摇曳，闪闪发亮，美丽
极了。时不时还有小小的瀑布展现在
孩子们的眼前，如白色的流动的幕布，
如美丽的银河落下。灰鸭子成群结队
在河里游过，引得孩子们兴奋地招呼：

“鸭子、鸭子，那里也有鸭子”。春天在
消融的河水里。

我们沿着干净的水泥路，依着石栏
杆前进。敬德公园的春天原来这么
美。路旁的垂柳撒下千丝万缕新绿的
枝条，春天在如烟如雾的柳树里。路旁
一簇簇盛开的花树，有紫色的丁香花，
红色的海棠花，黄色的玫瑰花，朵朵洋

溢着笑脸，令人眼花缭乱。春天在盛开
的花朵里。

春天来得太快了，仿佛一刹那的时
间，春天就猝不及防地回到大地，阳光
明媚的四月天，河水、花树、垂柳。春天
已经万紫千红，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
里。我想起了《春天在哪里》的歌时，耳
边响起了孩子们稚嫩的童音：“蒌蒿满
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春天还在
孩子们即学即用的激动里。

春天在孩子们手上的风车里。每
个小朋友手里拿着自制的五彩风车，春
风吹过，一个个五彩的风车在风中快速
旋转起来，孩子们的小手举起小风车，
跟着飞速旋转的风车激动地欢呼：“大
风车啊吱溜溜地转，这里的风景真好
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可爱的小
伙伴。”春天在旋转的风车里，旋转出美
好的童年时光。

春天在小朋友叽叽喳喳的话语
里。他们一路走一路叽叽喳喳说着“叽
叽喳喳”的童年，欢声笑语，并肩行走，
把这次同学结伴出游的美好永远注入
记忆。

春天在翟老师的手臂里。她挽着
一个走不动的小女生的手，鼓励她前
进。春天是在老师鼓励的话语里和搀
扶里，这温暖与鼓励必将成为孩子们美
好的记忆、长大前行的动力。

春天还在哪里呢？在学校雇用的
飞驰的小车上，它们来回折返，照顾着
前后同学，大喇叭不断发出鼓励他们前
进的话语。春天在校领导们的关爱
里。春天还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上，鲜艳
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飘过每个孩子的
头顶，这红色的记忆与春天温暖地相
遇。春天还在音响里放出的《我和我的
祖国》里——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热血沸
腾，绿草此刻也仿佛振奋了，随着音乐
在春风里有节奏地激烈摇晃。在这春
意盎然的春游里，这首歌回荡在孩子们
的耳边，走进他们的心里。春天在爱国
的情怀里。

在穿过桥洞时，孩子们兴奋地大声
地尖叫着，响彻云霄。穿过四个桥洞，

孩子们尖叫了四次，这尖叫声释放着童
年的快乐，桥洞的回音回应着孩子们快
乐的童年。这尖叫在长大的人生里再
不能有了。春天在孩子们的尖叫声中，
在桥洞的回声中。

春天在做游戏时的团结协作里，春
天在草坪里休息野餐时互相分享食物
里，春天在一个小女生举在我眼前的一
片薯片里，她说要送给我，是因为路上
她的鞋子进了小石子，我陪她停下来清
理了石子。春天在她懂得的感恩的这
片圆圆的薯片里。春天还在同学们吃
完零食自觉收拾垃圾的行动里。

回来的路上，孩子们都累了，没有
来时的兴奋与激动了，有的孩子说他
理解了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的累了，
有的孩子说他懂得了“望梅止渴”的故
事了……这次春游很有实践意义。春
天在孩子们的懂得和理解里。

春天找到了！在孩子们人生的春
天里，我们寻找春天。天空奉上她的明
媚，阳光赐予温暖，小草贡献她的嫩绿，
垂柳献出她的美丽，学校送出她的关
爱，老师捧出她的爱心，把这些美好的
记忆，装在孩子们的春天里，在成长的
路上，这次春游也是孩子们成长的力量
源泉。

“河水是生命的源泉。”在七里河畔
我看到这样一句话。那么快乐就是人
生的源泉。这次春游是孩子们快乐的
源泉。在《我和我的祖国》高亢激昂的
歌声中，荡漾着春天的气息，追风的少
年在春天里绽放。

找春天
●●樊海霞

窗外，初夏的季节，还是有点凉凉
的感觉，微风轻轻抚摸正在盛开的康乃
馨。屋里，小宝甜甜地叫了声：“妈！”

“哎！”我应答着。曾经，我也是这样叫
着我妈，我妈也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个
亲切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从小就爱听。
声音里有母亲的爱怜！母亲的温暖！
母亲的期盼！

如今，母亲走了，已经离开儿女一
年多了。亲朋好友也安慰我“逝者已逝，
生者如斯”“化悲痛为力量”“作为母亲，
最大的愿望是子女快乐，所以，活着，要
幸福地活着”……话虽这样说，可心里真
的过不去那个坎儿。曾经的熬夜陪伴成
了空荡荡，曾经的有问必答成了自言自
语，曾经的温馨祝福成了痛心的回忆。

明天是母亲节，按照惯例，我还是
给母亲订了一束鲜花，上面写着“母亲
节快乐”。我知道，母亲再也看不到
了。我也知道，母亲再也闻不到花香
了。我更知道，我的鲜花再也送不出去
了，母亲再也收不到了，可我还是想这
样去做，这样，我就感觉到母亲还在我
身边守护着我。

捧着这束花，那一朵朵紫红的、粉
红的康乃馨夹杂着满天星，是那样的有
活力、有生机。一直喜欢康乃馨，因为
它的美丽、因为它是属于母亲的，每一
次看见它静静地开放，静静地散发着清
香，甜醇幽雅，使人目迷心醉，一如母亲
看我的深情眼神。我喃喃自语，就像母
亲在时一样，说着我和她想说的话，可

是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回答了，仿佛母亲
就在我眼前，可就是看不着了，摸不着
了。为了母亲，流了不少泪，这泪是思
念，是不舍，是惋惜。

想起去年的妇女节，当我把鲜花送到
母亲手里时，母亲抱着花竟然哭了起来，
好痛好痛！好悲好悲！母亲是个坚强的
女人，从不见她轻易掉泪，可那时，她却像
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她心知肚明又无
奈，她舍不得儿女，她留恋人间美好。

还记得前年七月初旬，母亲在山大
二院做完脊椎手术。那日正下着雨，忽
大忽小，时而急时而缓。二妹在医院照
顾着母亲，我出去在医院附近东奔西
跑，只为寻得一花店，想为母亲买一束
康乃馨。

花店找到了，满心欢喜，粉里透白
的康乃馨给人一种端庄大方之感，我让
店主包好，上面写着“祝母亲早日康
复”。我知道，一束花挽救不了一个生
命，一句祝福语也挽救不了一个生命，
我只想让这束花给病房带来勃勃生机，
让母亲充满信心，看到希望。母亲却心
疼地说我又破费了。

因学生进行期末考试，我呆了三天
便离开了母亲，母亲由二妹和妹夫继续
陪着。临走时，我再三吩咐二妹，记得
天天浇水，不要让它枯萎。果然，母亲
一周后出院时，这花还是舒展着美丽的
花瓣，母亲舍不得扔掉，临走时说，就让
它继续留在病房里，给其他病人带来生
存的希望吧。

同样是鲜花，不同时间送给母亲，
表达的情感皆是爱。可今年，我要过一
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手捧鲜花却送不
出去。

母亲在，天天都是母亲节，母亲不
在，一千个、一万个母亲节也枉然。

送不出去的鲜花
●●赵振华

赴重庆培训
●●魏友夫

雄鹰展翅赴山城，雾雨轻飘无去声。
会长开班催士气，教师四问述精英。
巴渝文化今仍在，红色精神永传承。
壮志未酬年俱老，笑看人世亦英雄。

春望
●●刘 谦

春雨淅沥润有声，惊醒老农晨奋进。
拾茬碎壤精细作，迎来红日笑春风。
待到嫩芽全出土，耕锄守护不放松。
七月灌籽九月获，喜待今秋粮又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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