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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

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鹰城的关键之

年，也是《平顶山日报》复刊

40周年。40年里，《平顶山

日报》用笔与墨、铅与火、报

与网记录并见证了平顶山

发展的日新月异和华美嬗

变。可以说，《平顶山日报》

的历史就是平顶山历史的

投影。记录时代，我们的声

音也汇入时代；见证历史，

我们的身影也融入历史。

为迎接《平顶山日报》复刊

40周年，平顶山日报社拟

建设报史馆，特面向社会各

界和老报人广泛征集报史

资料。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开始，至2022年7月31

日结束。

二、征集内容

1. 文献类：早期报社内部的各

类文件，上级对报社或报纸工作的批

文、指示，报社与社会各界交往的信

件等，早期的新闻稿草稿，铅字小样、

清样、照排大样等，早期报社内部出

版或印刷的书籍、刊物、手册、文字资

料等。《平顶山日报》复刊号、《平顶山

晚报》创刊号，报道国家和我市重大

事件的号外、特刊，能够展现《平顶山

日报》由四开小报到对开大报、由4版

到8版、由黑白印刷到彩色印刷等视

觉变化和体现不同时期办报理念进

行重大改版的报纸等。

2. 实物类：老报人的采访笔记

本，各种记者证、工作证、采访介绍

信等，报社老稿纸、信封，各种老式

徽章、纪念章、奖章等，采编人员办

公用具、各种老式照相机等采访工

具，铅字印刷时代的铅字、字模、字

架、纸型、铅版等，报社获得的各类

高等级奖励的证书、奖状、奖杯、锦

旗、牌匾等，社会各界名流、新闻界

老前辈为报社或个人的题词、题画

原件或影印件。

3. 影音类：各级领导到平顶山

日报社调研指导工作，记者采访国

家相关部委领导、各界名人，深入艰

苦环境特别是抢险救灾现场一线的

图片、音频、视频资料。各个时期特

别是早期报社工作人员的工作照

片、人员合影等。

4. 其他能够记录平顶山日报社

历史的实物、图片、音频、视频等。

三、征集奖励

1. 凡捐赠史料者，均颁发捐赠

纪念证书。

2. 捐赠珍贵史料者，可在史料

展台标牌标出捐赠者姓名。

3. 凡捐赠贵重实物者，将酌情

给予捐赠者一定的奖励。

四、其他事项

提供史料时，请同步提供文字说

明，并尽可能准确、详细，包括时间、

地点、事由等。平顶山日报社将对征

集到的物品登记造册，并开具接收

单。

对于提供的报史资料，本人欲保

存原件的，可捐赠复制（印）件，也可

由平顶山日报社复制（印）。平顶山

日报社向提供人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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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刚在屋檐下落下脚，嘴中衔
来的小虫子还未喂进张着嘴唧唧叫
着的小燕子嘴里，已经90岁的母亲
就催促大哥去买青菜种子了。

老家是独立的小院，门口西边种
着杏树，杏花开得正艳，像一朵朵云，
覆盖了院落一角，花香在院子里弥
漫，甜甜的。母亲穿着红色的薄棉
袄，坐在屋门口的藤椅上，用拐杖指
挥着大哥去买种子。

大哥也60多岁了，他应了一声，
拿上小布兜，欢快地朝外走去。

燕子喂完小燕子，在院子里飞来
飞去，有一只竟落在母亲的腿上，叽
叽喳喳叫了几声，一展翅又飞到门口
的杏树上，去杏花丛中找虫子了。母
亲没有挪动身子，依旧舒服地坐在藤
椅上，只是望着燕子飞行的轨迹，转
转头，眨巴眨巴眼，脸上洋溢着幸福
满足的笑。

屋檐下的燕窝已有很多年了，具

体哪一年搭的母亲也记不清了，冬天
燕子飞到南方过冬，春分前后就飞回
来，过不了多少时日，燕窝中就会有
叽叽喳喳小燕子的叫声，燕子妈妈和
爸爸就不停地飞来飞去忙活起来。
母亲听到小燕子那还不成谱的歌声
就催促着大哥去买种子。

其实大哥是不会忘了买种子
的。每年这个时候，大哥就等着母亲
坐在和煦的春光下，用拐杖指着他，
命令他去买种子。他高兴极了，好像
就盼着这个时候，母亲的命令一下，
他就伴随着燕子的歌声，脚步轻快地
朝种子门市部走去。

家里的菜地约有 10 平方米，是
母亲退休时整理出来的，原来是放
杂物的地方，在母亲忙碌了两天后，
杂物挪了窝，这块地就变成了绿色
菜园。母亲干事很认真，也很专业，
应该与她年轻时种过地有关，这块
地在她手里被分成规则的几块，垄

是垄，沟是沟，一行行，整
整齐齐，从上往下看，俨然
是一幅缩微的田园风景
画。

种子买回来了，开始
播种，大哥知道母亲的认
真劲，在她的监督下干活可不敢马
虎。其实，雪未完全消融时大哥就把
地翻了一遍又一遍，雪融化成水，墒
足足的，养分也足足的，就等着播种
了。大哥撸起袖子，用锄头把地搂出
深深的地沟，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撒进
沟里，拿不定主意时就赶紧问母亲，
母亲用拐杖指挥着，嘴里唠叨着：恁
大人了，种个菜都种不好，真笨。

大哥嘿嘿笑着，挠挠头，也不还
嘴，在母亲的指挥下继续干活。埋进
土壤的种子吃饱了，钻出地皮，翠绿
翠绿的，争先恐后地卖弄着舞姿，长
得那个快，不几天，院落的一角就铺
满了绿毯，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桃花开，杏花败；杏儿熟，桃子
甜。院子的一角就是绿色的田园，绿
油油的大青菜、青翠欲滴的香菜、开
着小黄花嫩得喜人的黄瓜、垂着长辫
的豆角、泛着油绿的菠菜，菜熟了一
茬又一茬，母亲和大哥的快乐时光在
收获的喜悦中缓缓流淌。

春华秋实，夏雨冬雪。燕子又飞
回来了，种春的时候又到了。屋门
口，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母亲身
上，大哥弯着腰欢快地播撒希望的种
子，种下了锦绣的春天，也收获着人
世间最珍贵的家的温馨。

种春
◎卫宗杰（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