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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一次的百果宴擂台大赛
从来都是由王母娘娘亲自主持

谁是擂台大赛的冠军得主
各路神仙又争争吵吵了一万年

今晨太阳升起的时候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所有的金牌果王拥有了统一的名号
芳名叫作雪峰山特产“吉果果”

其实天堂里每天也都升烟火
神仙们也都长着一日三餐的肉身
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是常有的事
出席百果宴的神仙还经常走神

一边啃着盘子里，一边瞟着园子里

主持大赛的王母娘娘也很犯难
神仙们讲的实在是各有各的道理

麻阳的冰糖橙中方的刺葡萄
哪一个不是万里挑一远近闻名

杨贵妃尝到了靖州杨梅
主动当起了营销代言人

黔阳的黄金贡柚
弥勒佛夸是贡品中的贡品

怀化的阳光茉莉葡萄
让整个人间的生活
充满阳光充满花香
还有观音阁瓜果

香甜得让观音菩萨亲自命名

最后王母娘娘一锤定音
所有的参赛果品全部当选冠军

为方便日后的市场监管
授予它们统一的名号“吉果果”
此时正好玉帝驾临，当即下旨
“吃水果，朕只吃吉果果！”

合欢花开了，在山间，在盛夏的
7月。

那像针尖一样的粉色花丝，一根
一根向四周直立，形成的小圆球
或扇形带绒毛的花冠，一
朵朵擎于枝头，煞是
好看。夏日的
凉 风 轻 轻 拂
过，粉红色花
朵随着叶子
轻漾，形成
一片绚丽的
云霞，那是
山间一道别
样的风景。

是的，这
是合欢花，一
个美丽而又动
听的名字。

合欢属落叶乔木，
高可达16米，喜欢温暖湿润和
阳光充足的环境。它气味微香，淡淡
的香气飘然而来，会轻而易举触碰你
的嗅觉，带给你不一样的欢喜。

初见合欢，在九锅箐森林公园。
那是一个雨后的下午，空气清新诱
人。我和几个朋友走在林荫道上，草
木的清香扑面而至，我们几欲为这天
然氧吧欢呼雀跃。突然，我被一些掉
落在地面的粉红色花朵吸引住了。我
蹲下身，小心拾起一朵置于掌心。好
漂亮的花！我不由得发出赞叹。粉色
花针似的花冠柔软地伏在我的手里，
是那样楚楚可怜。我幻想着昨夜的雨
如何残忍地敲打着它柔弱的身躯，让
它悲情地掉落，内心不由得一紧。

“这是什么花？”旁人都不知晓。
我把它放在鼻尖轻嗅，有淡淡的香气，
我对这花更是多了几分爱怜。“这是合
欢花。”有朋友用手机搜索出了花名。

“合欢！”多吉祥的名字，合家欢乐，还

开得这么美。
我不由得抬

头看向高大的合欢
树。此时的合欢树

枝叶繁茂，还有一朵
朵合欢花在盛开。我

想，这山上一定有哪位仙
人留了仙气于此，不然，在这大山

深处怎会开出如此美丽的花。我真想
摘两朵来作为耳坠，招摇过市。我对
这棵长在路边的合欢树充满了感激，
可以让我在此与它相识，看到它如此
动人的模样。

一日相识，一见倾心，一生牵念。
我与合欢花，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我对朋友说，合欢花是我见过的

最美丽的花。古人经常赠人以合欢
花，以消怨和好，是一种带给人美好祝
福的花。朋友一笑，说：“以后我若惹
恼了你，就送你一朵合欢花如何？”我
们俩都笑了。我给同事说起合欢花，
同事说他们小区就有，他母亲常用来
熬水喝，说具有“理气开胃，活络止痛，
清热解暑，养颜、祛斑、解酒”等功效。
我没用过合欢花熬水，这么美丽的花
朵，我不忍心煮它。或许也是出于喜
欢，合欢花早已被人们搬至小区、院子
进行培植。每当夏日来临，走出门，或
者站在阳台，就可以看到一朵朵合欢

花开在枝头，当那一缕缕清香袭来，那
些积郁的幽怨也就消散开去，心生愉
悦了吧。

合欢花有很多别名，夜合花、爱情
花、马缨花、绒花等。称为夜合花，是
因为它昼开夜合，而被称作爱情花，还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传说古时泰山脚下有个村子，村里
有位何员外晚年生得一女，这姑娘生得
聪明美丽。在姑娘18岁那年到南山烧
香，回来得了一种难治的病，精神恍惚，
茶饭不思，一天天消瘦下去，请了许多
名医，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何员外
急了，贴出告示，重金酬谢能够医治小
女疾病者。西庄有一位秀才，长得眉清
目秀，文才过人，还精通医道，但苦于无
钱进京赶考。看到告示，秀才便揭榜进
门。见到小姐，秀才便全然知晓，原来
那日小姐南山烧香，与秀才邂逅，喜欢
上他了，回家后相思成疾。此番见到秀
才，病就好了一大半。于是，秀才诊脉
后说：“这位小姐是因心思不遂，忧思成
疾，情志郁结所致。”又说南山上有一棵
树，羽状复叶，片片相对，而且昼开夜
合，其花如丝，清香扑鼻，可以清心解
郁，定志安神，煎水饮服，可治小姐的疾
病。听了秀才的话，员外随即派人前往
南山采集此花。按照秀才所讲方法，小
姐服用后，不久痊愈。在小姐的资助
下，秀才进京赶考，考中状元，又赢得小
姐芳心。在他金榜题名之时，即为洞房
花烛之夜。后来，人们便把这种治愈小
姐相思病的花称为爱情花，即为今天的
合欢花。

遥想着这位小姐和状元郎在合欢
花的牵引下，收获爱情的甜蜜。成婚
的那天，不知他们是否站在合欢树下，
执子之手，拜谢这位月老。

“雨晴夜合玲珑日，万枝香袅红丝
拂。”想着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作，我
仿佛又看到阳光之中，无数朵红色的
合欢花低垂着，美如雕玉。微风吹过，
香气飘动，花丝流红，那将是一番怎样
迷人的景致。

我喜欢你和我在一起
看宁河揽月
逛巫咸古城

醉大宁河畔夜宵
赏食客们的心事

你可以牵或不牵我的手
我的心跳不会为谁加快

我的脚步
甚至还会再放慢再放慢一点

谜一样的河烟含黛
将我的心绷紧了一点再绷紧了一点

酒杯你端或不端
桌上的气氛依旧热火朝天

你来我往，推杯换盏得不亦乐乎
火一样的宁河夜啤夜市

热情地将我灌醉心也更醉了
一世的缘绕不开这一河碧水

你一直在岸的那边安踞
斜影轻轻地浅落河中

无论我怎么伸出有力的双手
再也捞不起你青春的模样

此岸彼岸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我看到，远远望去

天地之间拥抱成如盘的月
有山有水有圆月
有情有义巫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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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三都河

宁河揽月
情更浓

■成守敏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
心！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
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
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加强立法，
强化监督，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
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
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
氛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节用于内，而树德于
外”“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贤
的态度，代表着最朴素最广泛的社会认
知，尤其是对待粮食问题，苦于劳作之
不易、收成之不测，更应该节俭当先。

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
们早已告别“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
销、花钱靠救济、穿戴靠缝补”的苦日
子、穷日子，但“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
后，餐饮浪费问题逐渐显现。有数据
显示，我国消费者每年在餐馆的餐饮
消费中，至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口
粮，如果加上集体食堂、家庭和个人的
食物浪费等，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
量估计可养活2.5亿到3亿人。

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力整治“舌尖
上的浪费”，积极健康的餐饮习惯正逐
步养成，但长期形成又普遍存在的“坏
习惯”改起来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
所有浪费现象里，三种心态尤其明显：
一是麻木忽视心理，认为自己倒掉的这

点根本不算什么；二是用钱衡量心理，
觉得所有食物皆是自己花钱买来，如何
处置应当由自己做主别人无权干涉；三
是面子心理作祟，认为红白喜事办酒席
亲朋好友全聚齐，大鱼大肉才能“充门
面”，满汉全席才能“不打脸”。

殊不知，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
大的风。若是长此以往，每人“一丁点
儿”浪费终会形成轩然大波，引起蝴蝶
效应，会激发公民素质、生态环保等系
列社会问题。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来思考，唯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
驾齐驱才是发展的长久之道。

笔者认为，杜绝餐桌浪费应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要加强宣传引
导。创新方式、浓厚氛围，让节俭之风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吹进千家
万户，各地区、各行业有针对性地开展
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勤俭
节约的良好风尚。充分发挥学校教育
作用，培养孩子勤俭习惯，让节俭思想
从小注入。严格约束商业广告，对宣扬
奢侈消费等问题严格加以管束。

其次，要注重立法监管。从道德立
法的角度，正面引导市民杜绝餐饮浪
费。制定全面监管流程及可操作性强
的处罚措施，以村规民约、内控制度等
形式固定下来，成立村社或单位餐饮监
督委员会，加强采购、供应、餐食等各个

环节管理，实现惩治和监管的系
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最后，要强化行动自觉。
倡导理性消费，让“吃好一点、吃精一
点”“杜绝铺张浪费，吃得科学健康”成
为餐饮消费主流。家庭个人方面，合
理规划一日三餐饮食，确保科学健康
的居家饮食。餐饮行业方面，践行“吃
得文明”号召，培育“消费不浪费”的餐
饮文化，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
为荣的氛围，让“吃多少点多少”“吃不
了请带走”成为共识和习惯。

“光盘”光荣，“剩宴”可耻。希望“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早日化作每位中
国公民永恒的道德指引和行为指南。

勤俭节约传美德
■邹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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