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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书斋

坚韧与梦想

陶昱

三亚河的变迁

吴松市井烟火

扛起老爸看升旗

刘忠民市井烟火

87岁的老爸最大的愿望，是国庆
那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一次升国
旗仪式。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老爸一直坚
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骑自行车等，
最让老爸高兴的是，他参加了老年歌
唱团，学唱红色歌曲，旋律激昂的国
歌，是老爸的最爱。

为实现父亲的愿望，去年九月中
旬，我早早就安排好了年假。我想，十
一当天，北京肯定会人流如织，所以得
保养好车子，提前出发，我想带老爸好
好游览一下沿途的风景。

这想法正合老爸的心意。我们很
快开启了这次旅行。因为心情愉悦，
老爸是一路行一路歌。首先来到锦
州，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随后我们进
入北京延庆区，登上八达岭长城；在北
京市内，我们游览了故宫、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还前往毛主席纪念堂
……住进酒店时，老爸感慨万千，他
说，这趟旅程，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民族
自豪感。

升旗当天，虽然路途劳累，但老
爸不到凌晨 4点就起床了，他在卫
生间沐浴后，换上随身携带的新衣
服，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出发
时，老爸很是激动，脚步快得我都有
些追不上。

来到天安门广场时，那里已经聚
集了很多人，并有更多的人陆续到来，
他们都和我们一样，脸上洋溢着喜庆
的笑容，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看
升国旗仪式。

我们对着天安门的方向，当时针
指向六点，国旗护卫队在天安门前出
现了。威武雄壮、整齐划一的队列，跨
过金水桥，钢枪闪亮，振奋人心，铿锵
的步伐，震撼着大地，护卫着国旗一步
步前进。这时候，老爸突然焦急地对
我喊：“儿子，我看不到啊！”我猛然醒
悟，身高1.80米的我都翘首张望，何
况不足1.60米的父亲呢，情急之下，
我蹲下身来，冲老爸喊：“快坐我肩膀
上。”老爸迟疑了一下，问：“你行吗？”

“行，快！”我急不可耐地说，待老爸坐
稳，我用力站起来，只听得肩头的老爸
兴奋地大喊：“看到了！看到了！”然后
他向我解说：“国旗护卫队来到国旗台
前了，他们分列两旁，国旗手登上了国
旗台，准备升旗了……”这时候，全场

肃静，我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向，国
旗，敬礼！”那是仪仗队官兵的喊声。随
后，国歌声响起，我知道，升旗开始了。
我听到肩头上的老爸也跟着唱起了国
歌，他的身体开始晃动起来，他一边唱
一边情不自禁地动，那是他在挥舞手中
的小国旗，老爸体重虽然只有 100 多
斤，但他晃动时我就有些站立不稳，我
抱紧他的双腿，正担心别有什么闪失的
时候，身旁的两个人伸出手，帮我稳住
了老爸。

国歌奏毕，我听到了人们的欢呼
声。老爸也下来了，难掩心头的兴奋，我
身旁那四只手一直护着老爸，直到老爸
平稳地站起身来。我向这两位包着头
巾，穿着小短衫的朋友表示十二分的谢
意，得知他们是来自云南的傣族朋友时，
心中的感激更甚。此时，五星红旗和初
升的太阳一起，高高飘扬，光芒四射，映
红了半边天！

五十年前，三亚河河面宽阔，对面的
景物显得朦朦胧胧。两岸的滩涂很宽，
繁衍着茂密的红树林。

涨潮时，海水浸没树根，只露出树的
上半部分；退潮时，红树才展示出它的盘
根错节，树根扎入滩涂，为小动物营造了
适合生存的家。不时有跳狗鱼拖着长长
的尾巴从泥洞里爬出，弓着身子，用退化
的双脚跳跃游走；有时，能看到土虫（海
蚯蚓）躲在滩涂深处，往泥面喷水，挖虫
人只要用小锄头在喷水的小洞旁一挖，
土虫就成了篓中物。土虫是一种美味海
产，不论煎炒还是煮汤，都是上乘佳肴。
滩涂上还爬动着许多小螃蟹，它们身体
红白相间，长着一对大螯，行动十分敏
捷。这种蟹常常是成群觅食，成片地布
满整个滩涂，只要人一靠近，它们便立刻
钻入身边的洞穴，瞬间无影无踪。这种
蟹也是美味食材，当地黎胞把蟹清洗干
净后捣碎，与干饭一起装入土罐子密封，
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就酿成蟹茶。据说黎
胞接待贵客时才敬上蟹茶，以示尊重。
红树上还生长着一种软体生物，类似蜗
牛。那时候食物匮乏，人们将其捉来后
用滚水去掉黏液，切片加椰丝爆炒，味道
非常可口。

这些，只留存在记忆中了。
20世纪90年代初，为满足城市发展

的需要，政府规划了“120工程”项目，在
三亚河西岸抽泥造陆，打造出120亩商
业用地。为了交通便利，又在河两岸抽
泥造路，使三亚河的河道变得狭窄，河水
变深，滩涂尽失。

原生态对人类文明发展有有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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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人类要用自己的
智慧，利用原生态对文明发展有利的一
面，改造不利于文明发展的一面。对三
亚河的改造完成后，这片土地举办了海
南第一届“椰子节”，招商引资，打开了三
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三亚河的旅
游价值，而是让它背负着繁重的运输功
能。

三亚海水含盐度高，沿河地势平缓，
具有发展制盐业的天然优势。当年，盐
田如棋盘般散落在三亚河两岸，产出的
盐堆成座座小雪山。这些盐都要通过三
亚河运输。

那时，我随父母住在三亚的月川附
中。每个白天都能听到三亚河传来“突
突突”的机器声，那是运盐的机船在响。
一艘机器船拖着七八艘小木船，吃力地
在河道里行驶。我跑到河边玩耍时，会
看到河面上漂浮着大片油污，闻到河水
散发出的异味。

为了给市民和游客创造安静整洁的
生活环境，政府果断终止了盐田的生产，
三亚河道上的噪音和污染自然也消除
了。

今天，徜徉在三亚河两岸，热带海滨
城市的风光尽收眼底：一棵棵红树簇拥
在一起，海风吹拂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如情侣耳鬓厮磨；浅水处，一只只白鹭闲
庭信步，或觅食或舞蹈，向人们展示它们
无忧无虑的幸福；一艘艘游艇穿梭在河
面上，游客的欢呼声伴随着雪白的浪花，
引来无数海鸟的追逐；笔直的河堤上，榕
树用宽大的枝叶为行人纳荫挡雨；曲折
蜿蜒的亲水栈道，充满着游人的欢声笑
语。到了夜间，月光、星光、灯光倒映在
河面，照亮了清澈河道，吸引了各种肤色
的游客。

这是三亚河的变迁。她不仅成就了
今日人间的富饶与浪漫，更孕育出两岸
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它的每一
次改道、每一次涨落，都如同生命的旋
律，奏响着大地的生命乐章，塑造着沿岸
的繁荣景象，勾勒出一幅生动而美丽的
生态画卷。

近日读了海南作家吴贝的长篇小说
《琼中女足》，感触颇多。作者以细腻的
笔触、深沉的情感，以及动人的故事，为
我们呈现了一支来自海南琼中县女子足
球队的非凡历程。

《琼中女足》的故事，始于一个看似
平凡却又充满挑战的地方——海南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一个足球运动几乎
空白的地区，孕育出了一群怀揣足球梦
想的女孩。小说以足球教练谷中声和
支教教练肖山的视角来铺陈故事的开
局，他们放弃了城市的繁华与舒适，毅
然决然地走进大山，决心在这里种下足
球的种子，让山区的女孩们通过足球改
变命运。

在书中，吴贝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
琼中女足组建初期的种种艰辛：没有专
业的训练场地，他们就自己动手平整土
地；没有充足的经费购买装备，他们就四
处奔波拉赞助；没有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就耐心说服，用实际行动证明足球
的价值。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给这
些女孩们一个走出大山、实现梦想的机
会。

随着故事的深入，我们逐渐看到了
琼中女足在赛场上的风采，她们在赛场

上展现出的坚韧与拼搏精神，丝毫不
逊色于任何一支专业球队。小说通
过一场场紧张激烈的比赛，让我们感
受到了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与激
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琼中女足
的姑娘们是如何在逆境中相互扶持、
共同进步，最终成为一支强队：在
2015年“歌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
锦标赛U12女子决赛中，琼中女足在
上半场一球落后的情况下艰难扳成
1：1，并在点球大战中最终以4：3战胜
瑞典阿卡德米女足，获得冠军。

今年，琼中女足更是首次亮相全
国女超联赛，填补了海南足球在中国
职业顶级联赛的“空白”。琼中女足
深耕青训17年，这束大山里的铿锵玫
瑰一步一个脚印，从“草根”校园足球
队到一支“专业化”青训球队，再到

“职业化”俱乐部球队，靠的就是“自
律自强、敢拼敢赢、团结笃志、永不放
弃”的精神。

今年 3月 23日，在全国女超联
赛中，琼中女足主场对阵“四冠王”
武汉车谷江大女足，我在现场观摩
了这场比赛。尽管面对的是实力强
劲的对手和复杂的比赛环境，但琼
中女足的姑娘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
斗志和坚定的信念。她们在赛场上
奋力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风貌，不
仅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尊重，也为
中国女足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小说《琼中女足》很好地体现了这种
精神风貌。

《琼中女足》不仅是一部关于足
球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坚韧与梦想
的励志之作。小说中的女孩们来自
贫困山区，她们的生活条件艰苦、教
育资源匮乏，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放
弃对梦想的追求。相反，她们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心中有梦、
勇于奋斗，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辉煌人生。

在《琼中女足》中，吴贝还巧妙地
融入了“体教融合”的教育理念。她
通过描写女孩们在训练之余努力学
习文化知识、提高综合素质的情节，
凸显了作者对体育与教育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书中关于人物对话的描写令人
印象深刻：“您能说说当初是咋想的，
为啥要把孩子送来踢球吗？”“……我
们打心眼里感谢琼中女足……这个
足球运动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它给了像我一样的乡镇家庭更多的
希望。”

《琼中女足》是一部充满力量与
希望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它不仅
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
刻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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