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则如今太子不居东宫，可
从这些幕僚职衔的安排，仍可略
窥彀中玄妙一二。

贺知章注意到了张小敬的
无礼视线，但他并未开口责难，只
是垂着眉毛闭目养神。

李泌走上前来，要他汇报情
况。张小敬摸摸下巴，把事情原
原本本说了一遍。李泌脸色一
变：“这么说，突厥人已经拿到了
坊图？”

这可是他们仅有的一条线
索，若是断掉，靖安司除了阖城大
索没别的选择了。

张小敬道：“还不确定，我已
安排姚汝能封锁祆祠周围，正在
逐一排查附近住户……”话未说
完，贺知章“唰”地睁开眼睛，语气
严厉：“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擅
封祆祠，会引起多大的骚乱？”

“不知道，也不关心。我的
任务只是抓住突厥狼卫。”张小敬
回得不卑不亢。

“那你抓住了吗？”
“如果你们总是召我回来问

些无聊问题，那我抓不住。”
李泌微微有些快意，张小敬

这家伙，说起话来总带着点嘲讽

的味道，现在轮到贺老来头疼了。
贺知章眉头一皱，这个死囚

实在是太过无礼了。他举起大印，
想叫人把张小敬抓起来，先杖二十
再说，这时通传第三次跑进殿内。

“报，祆教大萨宝求见。”
殿内稍熟长安官场的人，心

里都是一突。长安城的胡人多信
祆教，一旦起了争议，光是信众骚
动就能掀起大风波，所以官府与
祅教的交往向来谨慎。大萨宝统
管京畿诸多祆祠，影响极大，他忽
然至此，肯定是来兴师问罪的。

贺知章一阵冷笑。这个无
知囚徒，非但搞砸了唯一的一条
线索，还惹出了这等风浪。他看
了一眼李泌：“长源，你今天已经
是第二次犯错了。”

贺知章轻轻点了一句，然后
转过脸去：“绑起来！带走！”

李泌尴尬地站在原地，眼神
闪动。如果真是惹出祆教的乱
子，他也没法出言庇护。几个如
狼似虎的侍卫得令，把张小敬按
住，五花大绑，就要朝殿外推去。
忽然殿里传来一阵尖利的木脚摩
擦地板的声音，众人循声望去，看
到徐宾略带惶恐地站起身来，周

围的书吏都跪坐着，把他衬得特
别显眼。

贺知章眯起双眼，不动声色
地盯着他。

面对靖安令的威压，徐宾战
战兢兢，有心想替好友说几句辩
解的话，可情急之下口吃更加厉
害，脑门都是汗，一个字也说不出
来。他挣扎了半天，终于放弃了
说话的努力，迈步走出人群，快步
走到张小敬身旁——徐宾没那么
复杂的心思，当初是他把好友送
进靖安司，也必须是他送走才成。

贺监是大人物，应该不会为
这点小事记恨我吧……徐宾这样
想，右手去搀张小敬的胳膊，同时
低声说了一句：“抱歉。”张小敬反
剪着双手，面色如常。对一个死囚
犯来说，这不算最糟糕的情况，最
多是回牢里等死，和之前没区别。

只是先给了他一点生的希
望，转瞬间又彻底打碎，这比直接
杀他更加残忍。

贺知章已经对这个穷途末路
的骗子没兴趣了，他心里琢磨的
是，一会儿怎么应对大萨宝。这事
仔细想想，颇为奇怪，祆教的消息
什么时候这么灵通？这边才出的

事，那边立刻就找上门了，莫非背
后有人盯着寻靖安司的岔子？

一进入到朝争的思路，老人
的思维就活跃起来。

不料张小敬像是读出他的心
思一般，呵呵笑道：“贺监你别瞎
猜了，是我让姚汝能通知他的。”

闻染的手指非常修长灵巧，

可以挑起最细的木香线，也能绣
出最精致的平金牡丹。此时她背
靠车厢，右手两根手指拼命挤住
板隙，夹住那枚松动的铁钉头，一
点一点地扭动。与此同时，她还
在心中默默地记着马车转向的方
向和次数。

车子平稳地朝前驶去，车厢
里依然黑暗。那四个押车的守卫
一边两个，自顾闲谈着。马车内弥
散着一股芬芳的香气，这是斜放
在旁边的香架散发出来的。闻记
的合香，一向以香味浓郁、味道持
久而著称。

大概是被香味所影响，守卫
们不知不觉聊到青楼的话题，个
个面带兴奋。其中一人转过头来，
淫邪地盯着闻染鼓胀的胸口。闻
染恼羞成怒，突然大声尖叫。守卫
不得不抽了她一耳光，才使她安
静下来。等到守卫们都回到座位
上，闻染缓缓抽回右手，刚才她趁
着尖叫声掩盖，把钉子从缝隙中
生生拔了出来。

她在黑暗中握紧拳头，让尖
锐的钉子头从指缝之间透出。

又过了一阵，车夫在前头忽
然高喊一声“吁——”，车子速度

又降了下来。今天上元节，街上人
太多，马车不得不走走停停。

闻染双目突睁，一跃而起，一
拳砸向刚才唐突她的那个守卫。拳
头狠狠砸在对方的眼窝上，守卫发
出一声惨叫，闻染拳头收回来时，
指缝间的钉子头沾满了鲜血。

其他三个守卫一时间都惊呆
了，闻染另外一只手趁机把香架推
翻，合香洒了一地。在狭窄的车厢
空间里，这个阻挡颇为有效。闻染
趁机冲到车厢前部，扯开帷幕，对
着车夫后脑勺狠狠捶了一下。

车夫猝然被铁钉凿脑，剧痛
之下缰绳一勒——马车正在转
弯，辕马吃这一勒受惊挣扎，车架
子登时失去了平衡，后面车厢里
的人东倒西歪。闻染一咬牙，偏过
身子滚落车下。她一落地，打了几
个滚，片刻不敢停留，朝着东边飞
奔而跑。

她之前一直在推算马车行
进的位置，估计这附近是在殖业
坊和丰乐坊之间的横街。这两坊
都在朱雀大街的西侧。她只要沿
着横道往东跑，很快就能看到朱
雀大街。

两个又惊又怒的守卫跳下

车厢，去追闻染。他们身强体壮，
步子迈得大，很快就拉近了和闻
染的距离。为首一人跑得最快，追
出百步，距离她只有一步之遥。浮
浪少年狞笑着伸出手，去抓她的
头发。不料闻染猛然回头，一包粉
末从手里砸出，在他鼻梁上绽开。

这是她跳车前抓起的一个
香包，里面是给王家小姐特制的
降神芸香。这东西对人体无害，但
闻记香铺做工细腻，香料均碾得
极细。浮浪少年一下子被粉末迷
住了眼，不得不停下脚步去揉。

趁这个机会，闻染一跃冲上
了朱雀大街。

她抬起头，遥遥看见街对面
荐福寺的金色塔尖，心里升起一
股希望。那里就是安仁坊了！

就在闻染踏上朱雀大街的
同时，大萨宝恰好刚刚踏入靖安
司的大门。

大萨宝今年60多岁，此时换
上了一件立领白纹缎面长袍，脖
子上交叉挂着两条火焰纹的丝束
带，这是只有极正式场合
才穿的祭服，代表萨宝府
对这件事的重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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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春天的百花比作大自然的一场文艺盛
会的话，那么楝花就是最后的压轴节目；如果把
春天的百花看作天地间的一场饕餮盛宴的话，那
么楝花就是最后一道佳肴。

从梅花、迎春花之笑意盈盈拉开春的序幕，
到桃杏李花浓妆艳抹登场，再到牡丹技压群芳把
春的气氛推到高潮，之后渐渐春意阑珊。当人们
正要哼唱起“流水落花春去也”，作伤春、惜春
状的时候，忽然一阵香气袭来，才乍然一愣，
啊，别急，还有更精彩的楝花呢！

楝花可真是花之低调者。当百花纷纷登台亮相
的时候，楝花还在幕后平心静气地做准备呢。只是
当风儿告诉她，众花姊们都已经表演完了，她才不
疾不徐地探出头来，淡淡地问一声，还有哪位姐姐
没有上场吗？在确定再没有谁等得猴急的时候，她
才迈着小碎步款款出场了。她就是这样，不比、不
争。是啊，把风头让给他人，礼让为先，只要做好
了自己，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楝树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树，农民们
叫她苦楝树或紫花树。儿时，我老家门前就种有
楝树。每到春末，楝树的树冠上就会腾起一团紫色的
如梦如幻的烟雾。楝树的花儿小小的，花瓣的主色调
是乳白色，有一点淡淡的紫；楝花的花蕊呈小喇叭
状，深紫色，像是一个小风铃。自然界有个有趣的
现象：个头越大的越好单打独斗，如虎豹；而个
头越小的则越重视合作，有团队精神，如蚂蚁、
蜜蜂等。具体到花儿就是这样。牡丹芍药很大很

美，但给人以个人英雄主义的刚愎和傲气；可是
许多细小的花儿，却从不着意展示自己一己的美
丽，而是以互相拉手的大联合方阵呈现团队宏大
壮观的气势。楝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朵楝花
虽然很小，香味也很有限，但千万朵楝花簇簇串
串，密密匝匝，集合起来，则蔚为壮观，既有超
越牡丹的美丽，又有压倒茉莉的芳香。台湾作家
席慕蓉这样描绘苦楝：“你几乎不能相信，一棵
苦楝能够开得这样疯狂而同时又这样温柔。”是
啊，楝花所以似像“疯狂”，是因互相团结而成
势；所以恣意温柔，是因内涵丰富而自信。

郑州市有几条楝树街。当清风如梦、细雨如
思时，我伫立在楝树下，贪婪地嗅着花香，醉享
芬芳，不由想起楝花的轶事来。在古代,焚香与
烹茶、挂画、插花并为“文人四艺”， 是一种高
雅的审美活动。李清照 《醉花阴》 里的“瑞脑消
金兽”，写的就是焚香。瑞脑，又称龙脑香、冰
片，是一种高级香料。由于它太高贵，与普通人
家的生活是绝缘的，只有楝花才是老百姓的挚
友。但这并不是说楝花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古语
云：“好香用以熏德。”据说，宋仁宗极宠爱的温
成皇后就常以楝花制香。苏轼 《香说》：“温成皇
后阁中香，用松子膜、荔枝皮、苦练 （楝） 花之
类，沉、檀、龙、麝皆不用。”用极普通的原料
制成皇宫所用的熏香，反映出温成皇后很有些不
一样的聪慧。温成皇后是我们郑州巩义人，也
许，她用楝花制香的方法是来自郑州民间呢！

自古以来楝花就很受诗人的钟爱。北宋王安
石有“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南
宋何梦桂有“处处社时茅屋雨，年年春后楝花
风”；明代陈子龙有“布谷催人春去后，平畴十
里楝花飞”。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年），《红楼
梦》 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好友张纯修、施世
纶为怀念词人纳兰容若，秉烛夜话于楝亭，留下
了“紫雪溟蒙楝花老”的名句。1969年，著名红
学家俞平伯来到位于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禁不
住诗兴大发，连着写了两首 《楝花》 诗。其二
云：“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飘落似丁香。绿荫
庭院休回首，应许他乡胜故乡。”

楝花虽香，却是苦出身。楝树几乎从里到外
都是苦的，包括她结的楝枣。苦树香花，楝花以
自己的芬芳给我们诠释了啥叫“香自苦寒来”。
楝树简直就是一个把所有的痛苦都自己扛的、苦
着自己却对别人微笑的坚强的母亲。中国古代以
萱草代指母亲，西方则把康乃馨作为母亲花。但
我觉得，楝花更能体现母亲的爱——温情而内
敛、朴素而低调。

河南是楝树的主要分布区。我早年还在老
家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对着楝树虔诚地“仰
止”过。我觉得，楝树俨然就是我那勤劳持
家、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奉献甘甜乳汁的伟
大的母亲。如今重对楝花，但愿我的景仰能够
经过岁月和风雨的洗礼，凝结成对母亲的一分
沉甸甸的追思和感恩……

清风细雨醉楝花人与自然

郑州西郊的李商隐公园，林木葱茏，芳草滴
翠，鸟语花香，清净幽雅。而这还在其次，最让人
喜欢的是文气浓郁，诗情绵绵，人行其中，满目诗
行，亭台楼阁，回廊雕塑，都浸润在李商隐的诗句
中，使人遐想，令人感叹，故而有人说它是文学公
园，有人说它是诗歌公园，还有人说它是爱情公
园……不管你怎么评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满园诗歌满园情。

李商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其祖父
时举家迁居荥阳，李商隐生于荥阳卒于荥阳。说
李商隐是郑州老乡，一点也不虚诳。

李商隐生活于晚唐，此时的唐王朝已是风雨
飘摇，气息奄奄，党争、宦官弄权、赋税等问题成
堆，社会矛盾加剧。李商隐因娶李党成员王茂
才的女儿为妻，受到牛党的挤压，成为党争的牺
牲品。他一生辗转于官僚的幕府，漂泊各地，过
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仅 45 岁就去世了。李商隐
虽然在政治上不得志，但却在文学艺术上多有
建树，成就了一代诗歌巨匠。时与杜牧并称“小
李杜”，成为晚唐诗坛领军人物，影响巨大的是
他的咏史诗、咏物诗和爱情诗，尤其是爱情诗，
最为后人称道。

习近平同志曾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引用过李
商隐的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李商隐的诗，说他的诗

“清词丽句，岂敢比肩”。有研究唐诗的评家更
说：“千余年来，以情诗而名世之诗家，代不乏人，
然沁人心脾、醉人魂魄、脍炙人口、传诵不绝者，

非李商隐莫属。”足见李商隐诗歌的影响之大，地
位之高。

我怀着敬仰、探究的心境来到李商隐公园。
一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商隐弹瑟雕像：消
瘦的身躯，端坐于溪流竹影之中，拥瑟敲韵，表情
凝重，雕像的背景是一段彩墙，彩墙上全文撰刻
着怀念他去世的妻子的那有名的诗作《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
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聆锦瑟之繁弦，思青春之往事”，诗和雕塑
情景交融，相得益彰，在对往事的回顾和追悔中，
呈现出李商隐对爱情的炽热、坚贞和始终不渝的
心灵世界。当然也流露出他内心的苦痛、忧伤和
无奈。

绕过彩墙，是个大广场。广场上植有十几棵
高大粗壮的法国梧桐，亭亭如盖，清爽宜人。每
棵树下还围了一圈坐凳，供人们乘凉休憩。广场
南边有一组文房四宝小品雕塑，名曰“笔砚龙

韬”。砚台是一方巨大的磐石，毛笔是铁铸的，傲
骨铮铮，横架在一个石山上，仅笔头就有一米多
长。这么大的笔谁能拿得起呢？恐怕只有李商
隐这样的文学巨匠才能拿得起这如椽巨笔吧，也
只有这如椽巨笔，才能写出那千年不朽的诗章
啊。

广场是公园的中心，人们可以由此走北绕
南，走南绕北，去到公园的各个部位。有趣的是
道路有雅号，如汇缘路、诗滔路、晚晴桥等，道旁
挂诗牌，每一块诗牌上书写一首商隐的诗作，供
游人鉴赏。但见“风”、“云”、“雪”、“月”、“蝶”、

“蝉”、“咏史”等诗篇都挂在显著位置，俯首即可
阅览，方便之极。另外路边景观石上还刻有商隐
的诗，水泥造型上也题有商隐的诗……真个是满
园诗如流，令人目不暇接。

李商隐的陵墓是园中园，四面围墙，南北有
口进出。北口两旁陈列着清代林则徐、姚莹，金
朝元好问，唐朝崔珏等名家悼念商隐的诗作，院
内墙上整齐排列着商隐诗歌碑刻。墓园宽敞静
寂，肃穆庄重。大理石圈砌的墓冢直径 10米、高
5米，冢上堆土成丘、树木繁茂，绿荫蓬庇。墓冢
向阳面的台阶下耸立一天然巨石，即是墓碑。墓
碑正面刻有李商隐半身画像，背阴面刻有李商隐
生平成就和历史评价。我无暇细读，绕冢一周便
向南口走去。南墙上再次出现大字书写的诗句：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想，这恐怕是专为
李商隐写的人生评语和点赞吧！

留声机
♣ 流 沙

名家新篇

咏 春
♣ 陈子善

郑州地理

♣ 刘 文

滴水藏海

李商隐公园赏诗记

♣ 宋宗祧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咏春诗文不
知凡几。中国古典文学中，诗大概是
唐孟浩然的《春晓》传诵最广：“春眠不
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
知多少。”词为南唐李煜最有名，以“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结尾的《虞美人》，因流露沉痛故国之
思而脍炙人口。

新文学创作中，胡适、郭沫若、
徐志摩诸家都有咏春之作，郭沫若“女
神”时期的新诗中，单以“春”为题的，就
有《春愁》《春蚕》《春之胎动》《春寒》等
多首。除了诗，文更多。值得一提的是，
1936年3月16日上海《宇宙风》第13期
是“春季特大号”，该期写春天小辑共
收六篇散文，即知堂的《北平的春天》、
木石的《春在东京》、姚颖的《南京的春
天》、春风的《沈阳的春天》、施蛰存的
《春天的诗句》和丰子恺的《西湖船》，
又配以丰子恺作《春人四题》和黄嘉音
作《战地之春》《春眠不觉晓》等多幅漫
画，颇收图文并茂、丰富多彩之效。

《宇宙风》是林语堂、陶亢德编的。
这期春天小辑作者中，知堂、施蛰存、丰
子恺都早已在文学史上大名鼎鼎。另外
三位，姚颖是《论语》培养出来的女作家，
有“论语八仙”何仙姑之称，当时风头正
健。春风即张春风也即张向天，后来定
居香港，成为文史掌故和鲁迅研究专家，
香港老一辈读者当不会感到陌生，内地
读者反而不太熟悉了。至于木石，当时
正在东京，是位留学生，其他就一无所知
了。此文描写东京的春天颇为生动具
体，结尾也意味深长：“纵樱花树下，遍是
欢情，总不能除去心头国破家亡的阴影，
更那来情趣度这个异国的春天。”

知堂是绍兴人，所以他写居住多
年的北平的春天，仍处处以故乡为对
照，得出的结论颇有趣：“我倒还是爱北
平的冬天，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虽
然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现在怎么样我
不知道。”姚颖为文往往语带讥刺，她写
南京的春天，笔锋一转，就冷嘲热讽。
张春风写沈阳的春天，对“从前的日子
（这是说‘九一八’以前的日子）”怀念甚
殷，笔带感情。施蛰存则另辟蹊径，他
旁征博引，评述外国意象派等“同时代”
诗人的咏春诗句，分析诗中所体现的与
其前辈不同的复杂情感，特别关注“现
代人”笔下为何会出现“灰色的春天”，
为何会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反而“格外地
悲哀，格外地苦痛”，颇耐人寻味。

版纳情深图（国画） 王学俊

英雄傲山川（国画） 杨俊甫

去年深秋，参观了韩国江陵市留声机博物
馆，我为馆里的收藏品所惊叹，很多藏品都是绝
品，价值连城，堪称“世界之最”。博物馆创始人是
韩国一位名叫孙成木的建筑业老板，他在收集了
大量藏品后，把藏品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在博物馆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爱迪生原始的
发明产品，有电灯泡、有留声机，还有发电机等。
其中那个滚筒式留声机，让我从“书本回到现实”，
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滚筒式留声机的样子，而且听
到了100多年前刻在上面的声音。

爱迪生发明滚筒式留声机，也是一个偶然。
1875年贝尔发明了电话，但贝尔的电话有个致命
的弱点，通话的双方都必须大喊大叫，相当费劲。

于是爱迪生组织人进行研究改进，发明了炭
精送话器，爱迪生在调试炭精送话器时，因为他
的右耳听力不佳，于是他采用一根钢针代替右
耳，来检验传话膜片的震动，当他用钢针触动膜
片时，随着声调的高低，送话器发出了有规律的
颤音。爱迪生想：“如果反过来，让短针颤动，不就
可以复原声音了?”

1877年，爱迪生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世界
上第一台留声机被制造出来了。

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与后来的留声机完全
不同。我们所看到的留声机是有唱片的，而爱迪
生发明的留声机是把声音介质刻在一个有槽纹
的金属圆筒上，需要用手去摇曲柄，带动圆筒转
动，这样才能发出声音。

这种滚筒式的留声机发明后，让许多人大为
吃惊，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声音竟然可以保留
下来。为了这个伟大的发明，美国总统还在白宫
召见了爱迪生，当年爱迪生才31岁。

但滚筒式留声机使用起来不方便，体形庞大，
不少人觉得还可以改进。但爱迪生痴迷于自己的
发明，认为滚筒式才是最好的。按照他的能力，他
完全可以把这种留声机的技术向前推进，也许他
的兴趣不在这里，后来他只是改进了手摇方式，采
用钟发条的原理，不过是让留声机自动播放。

1887年，一个名叫爱弥尔·柏林纳的人制造
出了新型留声机，用圆盘形的唱片代替了大唱筒，
唱片用两个手摇转轮带动。这种唱片留声机与爱
迪生的滚筒留声机相比，性能得到明显提高。

此后这种新型唱片留声机大行其道，一直流
传到现在，在爱迪生晚年，在1929年左右，滚筒
留声机被彻底淘汰，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发明的
滚筒留声机被人遗弃。两年后，爱迪生去世了。

在韩国的留声机博物馆能看到爱迪生发明
的原件，真的让人心潮澎湃。看着笨重丑陋的滚
筒留声机，再看看精美精巧的近代留声机，站在
80多年的时间节点进行回望时，真的让人感慨。
一个取得成就的人，如果在后续事业出现判断错
误，那么这个错误，会让自己亲眼看到自己的成
就是怎么被别人赶超的。

虽然爱迪生依然伟大，但却有遗憾。

短笛轻吹

春的素描
♣金明玉

天公用多情的手摘去冬
冷漠的面纱，春的一个微笑，
北国大地就温热了。素默的
山笑绿了，枯芜的草笑青了，
结冻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了，
待放的花儿，笑着荡漾开了。

人们脱去厚厚的棉衣换
上了艳丽的春装。爬山，玩
水，跑步，踼几场球，迎着阳光
伸展着腰身。

而我却深爱着那片松
软的土地，在这生机盎然的
季节里，开着拖拉机开犁
了。土浪蹿在我的犁下，像
一条黑龙翻滚着，散发着浸
腑的清香，升腾着蒙蒙的雾

气。然后播种下我的期盼，
也播种下我逶迤的诗行。
我深爱着这片春土，它给了
我生命的活力，给了我多姿
多彩的花絮，我的根深深地
扎在你的泥土里。

我捧起春的阳光，我釆
撷春的晨露，给抚摸春的沃
土。

春啊，我多想执琴，弹一曲
海誓山盟的恋歌，那晨风掀起
的衣角早已涉进你爱的涟漪。

如果，我这酱紫色的弯
背，能成为你天边那道永不
褪色的彩虹，那么，这个春
天就更美了。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经开区三周年

♣ 李雪生

五月十日，一四年、史册记载。
总书记、视察河南，调研经开。跨境
贸易深嘱托，郑欧班列殷期待。三
转变、工业指航向，大气概。

经开区，真豪迈。夜继日，膀
子甩。电商迅崛起，华夏冠盖。郑
欧班列领全国，盾构创新屡献彩。
千余日，汇三区叠加，报关怀。

郑州国际物流园
♣ 李雪生

昔日沙荒，荆棘丛、鲜少路径。
三五载、满园碧翠，阡陌交通。高楼
大厦拔地起，龙渠凤河瑞气生。此
巨变、全凭开发人，汗水擎。

物流园，开发中。争朝夕，顶
寒风。工作沉一线，天亮蒙蒙。激
情满怀创大业，打造精品献工农。
待时日、新城迅崛起，经开东。

满江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