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第二师 G0711 高速互

通-21 团-26 团公路第一合

同段改扩建施工，需对G216

线 K1129+800-K1136+760

段进行封闭施工。现就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管控时间：2025 年 3 月

10日 09时-2025年 5月 10日

09时。

管控措施：为保证车辆

正常通行及交通安全，道路

封 闭 期 间 社 会 车 辆 通 过

G216线两侧保通便道通行。

对于道路封闭施工给您

带来的不便，我们表示歉意；

对您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我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第二师G0711高速互通-21

团-26团公路第一合同段项

目部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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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二这天是个吉祥
的好日子。参加完巴州作协年
会，我搭乘顺风车，回到和静。

对每一个华夏儿女而言，这
一天，是一个被赋予了特殊寓意
的日子——龙抬头。对新的一
年怀有无限希冀与憧憬的人，在
这一天，都会走进理发店，洗头
理发，将自己的面容清洁一番，
让自己的容貌焕然一新，以期博
取一个好彩头，而后轻装上阵，
向春天出发。

这一天，经过了一个漫长冬
日的蛰伏，在地下冬眠的虫儿终
于从睡梦中悄然苏醒，纷纷睁开
惺忪睡眼，舒展腰肢，用触角或
肌肤感知从大地深处传导而来
的融融暖意，准备破茧新生。

这一天，神州大地五湖四海
的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祭祀龙
神，祈求今后的日子风调雨顺，
百姓无灾无恙；期盼这一年五谷

丰登，国泰民安。
这一天，深埋于地下的种子

开始发芽，蓄积了一冬生长素的
草木纷纷萌动，将要涨起一股生
命的春潮。农人们也告别了整
整一季的冬闲，走出家门，眯起
双眼，看看升高且渐暖的太阳，
再看看远处空置荒芜了一冬的
田地，然后折返身子，走进后院，
开始选种，筹备春耕和春播。

这一天，我依然如故，晚饭
后，独自一人行至铁路公园，缓
步走在红砖铺就的行人甬道
上。渐浓的夜色里，不远处落尽
枯叶的树木枝头，突然传来一阵
乌鸫的啼鸣。那叫声，空灵、动
听，声声入耳，宛如久违的天籁，
恍若春的序曲。

这是乌鸫鸟在沉寂了漫长
的一冬之后，不再噤声，展开歌
喉，第一次纵情地抒怀歌唱。

听闻鸟声的那一刻，我如同

中了头彩，欣喜不已。
这是我因身染疾患而深居

简出，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之后，
第一次听到的鸟鸣，怎能不感
动，其乐陶陶呢？

乌鸫，是外来物种。四五
十年前，在我们小时候，从未见
过 这 种 鸟 ，也 从 未 听 人 说 起
过。后来，不知它们从哪里突
然冒了出来，无论是在清幽的
乡村，还是在城镇喧嚣的街头
巷尾，只要有树林果园的地方，
在春秋夏三季，都能看到它们
迅疾飞过的身影，都能听到它
们在枝头恣意忘情的鸣叫声。
那一刻，它们是在平常交流，还
是在嘤嘤求友，我不得而知。
它们都有一样的装扮——黄色
的喙，全身漆黑如墨。其叫声
千变万化，能模仿多种鸟鸣，因
此也被人们称作“千舌鸟”。它
们的生存和适应能力极强，是

北欧国家瑞典的国鸟，身影已
遍及世界有人间烟火的每一个
角落。我不禁疑惑：不知大雪
纷飞的三九寒天，它们是在哪
里寄的身？又是在哪里御的
寒、渡的劫？

公园里笼罩着浓浓的夜色，
没有灯光，也没有游人。早已熟
记于心的甬道，影影绰绰地在我
的脚底延伸。为了有一个健康
的身体和好的睡眠质量，每日早
中晚，我都会坚持在这个公园的
甬道上叠加一行又一行的脚印。

与那些啼鸣的乌鸫，隔空，
隔着夜色，今晚，我只闻其声，却
不见其影。

初闻那突然而至的乌鸫啼
鸣，我仿佛听到了春天轻盈的脚
步声，正从遥远的南方大步流星
地向北方赶来；仿佛看到了春天
如梦的拂堤烟柳，看到了遥远的
村庄、一树一树的花开。

我清楚，这里是雄浑苍凉
的新疆，不是“春江水暖鸭先
知”的吴越之地，也不是“春山
苍苍，春水漾漾”的长江之南。
若想要看到“柳枝纷披，杏花吐
蕊”的春日丽景，还需要耐心地
等待一些时日。寂寥的天空还
未曾见有北归的雁阵，云端还
未曾遗落阵阵的鹤唳，和煦的
春风还没有吹拂到这里。背阴
的墙脚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仍有斑斑驳驳的残雪；北方连
绵起伏的天山山脉之巅，仍有
皑皑冰雪没有融化，在阳光下
闪烁着幽幽的寒光。可我多希
望，此时，这里也如莺歌燕舞的
江南水乡，春风吹过，桃红柳
绿，莺飞草长。

乌鸫，无疑是今春最早向我
们通报春天讯息的信使。

我知道，听到了乌鸫的呖呖
啼啭，春天就为期不远了。

去年我住院期间，有一天，
在医院的中药治疗室里，一位
刚入院的阿姨操着很重的地方
口音，向护士说了半天自己的
诉求，护士怎么都听不懂，转头
对着我说：“我怎么听不懂阿姨
说的话呀？”其实，我也没有听
懂。护士无奈，只能按照治疗
流程完成这位阿姨的所有项
目。没想到，第二天这位阿姨
就转到了我住的411病房。

自从我们成了病友后，互
相交流的多了，我慢慢也能听
懂这位阿姨的话了。她叫袁二
花，今年 67 岁。一天早上，她
和老伴去卖自家菜地里的菜，
觉得头晕脑涨，本想来医院抓
点药，可当时测出的血压和血
糖值高得让医生都很吃惊，强
烈要求她住院治疗。她听从了
医生建议，但完全是人在医院
心在菜地的状态。

从此，我们总是一起去治疗
室做治疗，慢慢地成了忘年交的
好朋友。

袁二花告诉我，三十多年前，
她和丈夫带着两儿一女，从河南
来新疆投奔亲戚。他们在亲戚的
帮助下承包了20亩地，从种植各
种农作物到后来专门种各种时令
蔬菜。等蔬菜成熟了，夫妻二人
就把菜拉到市里各大小区售卖。
慢慢地，小区居民们都知道他们
的蔬菜是自己种的，新鲜且让人
放心，因此她家的菜总是供不应
求。靠着卖菜，他们一家的小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但随着孩子
们逐渐长大成人，她的身体健康
却亮起了红灯，导致近几年来她
频繁住院治病。

一天中午，外卖小哥给袁二
花送来一份抓饭，我夸她挺时
髦的，还会点外卖。袁二花却甜
蜜地说，这是女儿给点的外卖。
她说自己只会用手机接打电
话。虽然有三个孩子，但她在手
机里只存了老伴和女儿的电话，

因为电话存多了会搞错。我这
才恍然大悟，我们一起去做治疗
时，需要签字的地方，袁二花都
是按手印来代替签字。

过了几天，病房住进来的一
位黑头发阿姨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为她在走路时，总是把腰板挺
得直直的。她的脖颈部长了带
状疱疹，因此靠近脖颈的头发都
剃掉了。她的女儿鞍前马后地
照顾着她。

就在黑头发阿姨的病情逐
日好转时，这天恰巧我和她前后
脚进了治疗室。在治疗中只听
她 连 叹 三 声 ，我 便 忍 不 住 问
她：“您的病情开始好转了，您怎
么还叹气呢？”她说，她的老伴儿
去世得早，她只生了三个女儿，
没有儿子。人老了病多，老拖累
女儿，她心里觉着不好受。我
说：“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您是
发愁医疗费呢。”阿姨说，现在医
疗报销比例比较高，住院花销还
真不是大事。

听了黑头发阿姨的话，我突
然想起袁二花给我说得最多的，
也是现在医疗报销一年比一年
高。袁二花说，虽然自己身体不
好已经有好些年了，但是现在住
院她自己掏钱不多，治病很轻
松，这就是幸福。

是啊，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
保障水平在不断提高，真正让大
家生病有“医”靠，传统的养儿防
老、看病致贫的思想和现象正在
逐渐淡出。

出院那天，袁二花一再让我
留下电话，还很真诚地说以后我
们多联系。

走在大街上，感觉心情特别
舒畅，被医治好之后的身体舒服
了很多，看什么都觉得特别美
好。袁二花口中“看病花不了多
少钱”的幸福，也让我感同身受。

我想，等有机会一定要去
袁二花的菜地，看看这位忘年
交老人。

春天的鸟鸣

袁二花的幸福活笔记
□殷琳

生生

春梅绽翠，映目桃梨娇蕊。转秋波、万种
风情，惹莺啼蝶会。

叹疾风红坠。喜园圃、果丰枝缀。数春
秋，岁岁华盈，菊颜呈祥瑞。

万里春·花愿
——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惊蛰蜡梅朵朵开 本报记者 薛兵 摄

情画意
□郭群杰

诗诗

情偶寄
□赵立新

闲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