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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蒿，学名茵
陈，属菊科植物，嫩
苗 可 食 ，老 来 入
药。李时珍在《本
草 纲 目》中 有 云 ：

“今淮扬人二月二
日犹采野茵陈苗和
粉作茵陈饼食之。”
这里说的茵陈苗就
是指北方人普遍都
叫做白蒿的植物。
二月二日就能采摘
那是指靠南的淮扬
一带，北方人的说
法是“二月的茵陈，
三月蒿”，意思是一
过了二月，茵陈苗
就长成蒿子老得不
能吃了。虽然也是
二月，就我们山西
来讲，那要到二月
下旬了，而二月二
日绝对不行，由于
气温低，茵陈苗还
未出土呢。

我走过山西从
南 到 北 的 许 多 地
方，白蒿可以说处
处都有，是一种常
见多见的植物。采
白 蒿 需 赶 早 不 赶
晚，那东西出土之
后，长得飞快，尤其再淋些小雨，一不留
神它就窜出挺儿（茎）来了，那就不能吃
了。采白蒿容易，只要找对地方，白蒿就
是一大片，一铁铲下去，能铲下好几棵
呢，而一棵就是一团，非常出数，不出半
个小时就能采得筐满篮满。而回来之后
的收拾清理即所谓的择菜，那就麻烦了，
因为白蒿的叶儿都呈鸡爪形细条状，相
互交叉着长成一团，里边混进许多残枝
败叶和其它脏东西，缺少耐心的人是干
不了这活的，半个小时采来的货，两个钟
头也难以收拾干净。所以，我对采白蒿
的积极性可高了，采回来就交给老伴和
孩子们，找个借口便溜出去了。

白蒿的吃法主要有两种，凉拌可当
菜，和面蒸之可当主食。无论当菜当饭，
都必须反复清洗，没有十遍八遍是不
行的。凉拌，经开水焯过，拌以各种佐料
即可下酒；上锅蒸，即将洗净的白蒿控
干，与适量的面粉搅拌成疙疙瘩瘩状，蒸
熟后可拌入事先炒好的菜肴食用，没有
菜也可拌入酱油醋葱蒜味精等调料，口
感也是蛮好的。当然，如果掺入肉馅蒸
包子、炸丸子、煎油饼、包饺子，那就更是
锦上添花了。

其中炸丸子是我最为喜好的一种吃
法，所以我要在这里 嗦几句，说不定会
让你流出口水来呢。其做法大致是这样
的，先将收拾干净洗过的白蒿在开水锅
里滚几滚，捞出控净水份切碎，放置一边
待用；然后将用各种佐料腌制好的肉馅
拌匀，在搅拌过程中逐渐加入干淀粉，直
到干稀稠粘合适为止。这时就可以拌入
备好的白蒿食材了，再搅拌均匀，试着攥
入手中一团，看是否能挤得出丸子形状
来，如果成型合适就可以下锅开炸了。
在炸丸子时一定要控制好油温，并勤翻
动，切忌把丸子炸糊或半黑半黄，待丸子
的表面炸到呈均匀的金黄色就可以出锅
品尝了。这时你夹上一个丸子，只要咬
上一口，嗬，那叫一个满嘴生香啊，不仅
色香味俱全，吸引着你的食欲，而且外焦
里嫩，在浓浓的肉香中伴有一股白蒿的
清香撩拨着你的味蕾，让你不由自主地
陶醉在咀嚼口福之中，并下意识地大快
朵颐起来。

如果白蒿采的多了，也可洗净在阴
凉处晾干，当茶饮，坚持经常，对身体健
康裨益多多。其实，白蒿的本身除了有
淡淡的清香和微微的苦味之外，没有什
么别的味道，它的口感主要源于配料和
菜，所以，吃白蒿，一定要有几个硬菜才
好，白蒿的最大诱人之处，还在于它的药
用价值与保健养生作用。茵陈入药，味
苦、微辛，归肝胆、脾经，清香宣泄，具有
清热利湿、利胆退黄的功效。主治湿热
黄胆，口苦胁痛，外感温热，小便不利，疮
疹瘙痒等疑难杂症。因此，人们之所以
每到春来便提篮握铲纷纷奔向田野，争
先恐后，趋之若鹜，看重的还是这一点。

“昨夜一霎雨，天意苏
群物。何物最先知？虚庭
草争出。”冬雪消融，小溪潺
流，春姑娘又一次来到了我
们的眼前。

是那只春鸟，唤醒了昨
夜冬眠的心，让我感受到了春
天的芬芳。打开房门，和煦的
阳光在院子里跳跃，青青的小
草渐渐萌芽，树干上，小芽儿
也偷偷地舒展开了身体。

拉开春的帷幕，看春如
诗如画。春天里没有忧伤，
只有遇见的喜悦，想伸手采
下几朵靓丽的云彩，做一身
云裳，与你共舞一曲，让春
天驻进彼此的心间。

喜欢春天，因为春天里
有阳光，有鸟鸣，有花香，还
有那久违的温暖。行走在
春的气息里，心情也变得明

媚起来，就连文字也少了伤
感，多了些阳光的味道。

春日里，喜欢一抹阳光
洒在我的脸颊和如瀑的发丝
上，那融融的暖意与肌肤触
摸，在浑然默默相望的感知
里。倚窗，听风，与花草相
伴，与风月同行，将那些温婉
的故事写在花瓣上，那静水
岸边，是否已是花开成靡？

春天是心灵放牧的季
节，让清风轻拂脸庞，唤醒
所有对美好的渴望。生活，
最难得的是拥有一份好心
情，若生命是一棵树，也只
有在阳光的沐浴下，才能苍
翠挺拔，枝繁叶茂。

春 天 的 风 总 是 柔 柔
的，吹来了燕子，吹醒了桃
花 ，那 轻 盈 的 脚 步 总 能 唤
醒一些记忆。生命的百转

千 回 里 ，总 是 期 待 着 相 知
相依，爱如烟花，总是美得
令人心醉！阳光暖暖的午
后 ，将 过 往 的 点 点 滴 滴 轻
轻晾晒，那些心心念念，依
旧 很 美 丽 。 总 是 相 信 ，远
方 依 然 住 着 我 的 欢 喜 ，即
便 不 在 眼 里 ，却 停 留 在 心
上 ，你 来 或 不 来 ，我 依 然 ，
风日晴好。

春天就像一位蕙质兰心
的女子，把所有的希望和生机
都播洒到了人间，也播洒到了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心
中。或许，走在通往春天的路
上，便是走在追求美好的途
中，生命中最美的风景，终是
要有人陪着赏的。人生路上，
不求圆满，只求心安。一段过
往，多少暗香，最美的遇见，便
是生命中的春天。

前不久，方山县广播电视大学任玉龙校
长送来一本由他和李志先生共同主编的《把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论文集，嘱我写一
篇读后感。从公说我刚调入教育系统，理应
为教育鼓与呼；于私讲玉龙校长是我们方山
县积翠学社的元老，也是方山县较早晋升高
级 职 称 的 名 师 ，且 在 我 个 人 成 长 上 多 有 关
照，所以拒绝很不合适。其实内心里还是蛮

“鸭梨山大”：一者才疏学浅，对于这种专业
的论文集真有种狗咬刺猬无从下口的感觉；
二者俗事缠身，近两年对学术的追求几近荒
废，很少提笔，怕完成不好老师布置的作业
——何况还是大学的老师。但答应的事情
只能鸭子上架，虽百般不足，权当一砖头，起
引玉作用。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是方山县
广播电视大学历届学员优秀论文的合集，共
有 52篇论文组成，分了 7个版块，第一板块

“鸣珂锵玉”，将全国名校硕士研究生以上的
毕业论文精选部分收录，其专业领域的论文
正如玉珂鸣响、佩玉铿锵，为读者树立了一
个 学 习 论 文 写 作 的 示 范 榜 样 ； 第 二 版 块 ，

“大地飞歌”收录了农村“两委主干”的佳
作，他们均来自农村经济管理和乡镇企业管
理第一线，其作品散发着纯天然、无污染的
泥土芬芳气息；第三版块，“学苑探幽”则
侧重于汉语言、会计、法律等专业研究成
果，可谓是百家争鸣、学术探讨、见仁见
智；第四版块，“管理寻思”思考的是涉及
全县各行各业国计民生的管理方式和发展路
径；第五版块，“桃李春风”又从另一个角
度呈现了方山电大教师的精神风貌和学术风
采；第六版块，“论文宝典”呈现给读者的
是有价值的论文典籍；第七版块，“政策速
递”体现的是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
教育部等党和国家层面对国家开放教育的关
怀和厚爱。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是一本集“学术
性”、“创新性”、“示范性”、“实用性”等多
种功用复合在一起的高质量论文集，一所县
级电大，囿于人力和条件所限，能出版这么
一本集子真的非常意外，这不仅仅是展示，
更多的是震撼！因为这本书所蕴含的积极向
上的精神，将电大人那种不讲土壤不讲条件
却能攻坚克难茁壮成长的精气神展露的非常
到位。

一本改变对电大看法之书
一段时期社会上有人对电大这所没有门

槛的大学持怀疑态度，认为电大的文凭水，电
大的学员水，但从这本书上，我们看到方山电
大这个电大最基层的组织有力回击了这种错
误的认识。正如本书扉页上山西开放大学党
委书记张耀斌的寄语：电大更名开大，看似

“波澜不惊”，实则“波澜壮阔”。电大，开大，
特色是“大”，要有大视野，要有大格局，从这
点上看，方山电大无疑具备了张书记所说的
要素。

且看本书开篇的彩页，以方山县麻地会
乡后则沟村党支部书记、2019 年秋方山电大
本科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员冯海虎为代表的
一大批学员，就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
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一系列荣誉称
号；而以方山电大校长任玉龙等为主要成员
的方山县教育系统驻卧龙潭工作队在投身脱
贫攻坚的大潮中，其先进事迹亦被 2019 年正
月初一的《山西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所有这
些在方山、吕梁乃至山西具有开辟意义的事
例无不有力表明，电大不仅是宽进严出，而且
是出成果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通过电大这所
没有围墙的大学，很多人实现了弯道超车，走
上了适合自己的金光大道。

方 山 电 大 人 共 同 谱 写 出 了“ 起 点 可 以
低，但终点必须高”的时代壮歌！细细盘点，
这些年这些人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许多正规
大学院校不经努力也难以达到。所以，我们
从这本集子上看到，只要肯攀登，就能抵顶
峰。

一本正能量满满之书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本论文集

资料翔实，栏目设置如何科学、内容编排如何
详略精当、版面设计怎么样的合理，书中已有
领导和专家作了评论。本书的序三选用了中
科院黄国平博士学位论文致谢辞，可以说是
论文集的一大亮点!其实这篇之前在网上曾热
炒并广泛流传的文稿,之前包括我在内的不少
读者也读过，但方山电大将其作为序言，不仅
顺应了电大的大格局，更体现了电大人的办
学“大思想”！所谓大学，大学术固然是很重要
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有大精神！

窃以为，本书编者就是想通过黄国平博
士这篇正能量满满让人泪目的致谢辞化作

“自强不息不畏任何困难的希望之种”，从而
点燃方山电大学子的精神火炬，让这束光照
亮每个人的心塔!可以说，在人文底色乃至人
生追求上，《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这
些内容，足以让本书的境界乃至档次跃升到
了一个让每位读者可以终生仰望的高度!我们
做任何事情，需要的就是这种面对任何困难
绝不轻言放弃的底色！

一本严谨示范之书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是时代之问，显然方山电大这本《把论文写在
祖国的大地上》回答了这个大课题。的确，写
论文仅仅是形式，我们各级办学机构包括电
大，最终培养学员的目的是达到学以致用。让
人欣喜的是，本书选录的 52篇论文皆言之有物
非泛泛而谈，尽管从作者群体看占篇幅较多的
是“一村一名大学生”和农村干部学历提升学
员，但他们都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互相转化。
正如序中所言，“田间地头学文化，种地学习两
不误”的农民朋友，其论文仿佛还散发着春天
田野里犁铧新翻泥土的气息。论文专业涉及
行政管理、汉语言、法学、会计、计算机、土木工
程、农村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等等；论文主
题涉及农民增加收入、农民工法律意识、农村
养老、新农村建设、畜禽规模化养殖、提高农产
品科技含量、乡镇企业现代化管理、网络语言
的运用、会计人员的素质、旅游业的竞争力、依

法治国等等，所有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饱
含深情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一个人如果不注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工作中、落实在行动上，即使他“学富五车、才
高八斗”，也不能说达到了学习的最终目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
宋代学者朱熹曾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
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其大意是，学
习的目的在于实践，如果只是知道而不去做，
那么学与不学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学习就要
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把研究解决问题作
为学习的着眼点、落脚点，决不能坐而论道空
对空。从这个角度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
地上》就是学以致用的典型范本。

一本学习探索之书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有一个亮

点就是其《桃李春风》中方山电大老师的 8篇学
术论文，即玉龙校长谓之的“下水作文”，就起
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无论是《革命的现实
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毛泽东同志诗词鉴赏一得》,还是《浅析三
国演义中的人物——张飞》,乃至《浅谈鲁迅小
说孔乙己的写作技巧》等等诸篇，都有可圈可
点之处，无论是选题的精准还是表述的精到抑
或论述的科学排列，都体现了精耕细作，限于
篇幅不加赘述。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一书，可以说
就是一本学习永远在路上的探索之书。尽管
编者在后记中谦虚地说：本书“难免存在这样
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我依然坚信，《把论文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是一本经得起时光检验的
好书！是方山电大一班人用实际行动向建党
百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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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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