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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最浪漫的事就是静待一树花开。
嘉峪关的春天一定是从新华中路转盘处的一树樱桃花开

始的，这是与春天约好的花事。
樱桃树是用一个冬天认真孕育春天花事的。春天的风是

温柔的。惊蛰一过，暖暖的风吹过几场后，大地像被温柔的手
抚过一样，蛰伏了一个冬天的樱桃便顶着一树浅红的花苞，试
探风的温度。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忽然一夜之间，那一
树樱桃花悄无声息地开了，开得繁密，开得浓烈，开得烂漫，如
出嫁的新娘盛装打扮，每条树枝上挨挨挤挤开满粉嘟嘟的花
朵，每朵花的五个花瓣背衬蓝天，薄如蝉翼，几近透明，粉得没
有一丝杂质，暖玉般温润，如同托盘一样，轻轻地托着嫩黄的
花蕊，仿佛怕被一阵风吹落似的。淡淡的花香也一圈一圈洇
开来，这花香先是笼罩着转盘周围，慢慢地随风飘得到处都
是，半条新华路都沉浸在淡淡的花香之中，令人沉醉。道路两
侧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树木，一定是闻到了花香，才渐渐苏醒过
来，开始发芽，吐出浅浅的绿。

春天，就是这样踩着花香的节拍和鼓点启程。
嘉峪关的春天一定是从悬壁长城脚下的一园杏花开始的。
千年的风，从遥远的西边吹来，从悬壁长城的垛口吹来，

吹得悬壁长城脚下的杨树发芽、柳树吐绿，一夜之间，偌大一
片杏园的杏花扑簌簌绽放在温婉的春风里，宛若亭亭少女，开

得满园变成了一片绯红，娇嫩的花朵点缀着枝头的每一个角
落，漫过树梢的是那种带着生命脉动的粉红色浪潮。

杏花比桃花略大一丢丢，花瓣也比桃花圆润一点点，颜色
比桃花略红一丝丝，如果不仔细看，你会傻傻地根本分不清哪
个是桃花，哪个是杏花。总会有好心人主动上前为你讲怎么
区分桃花和杏花：桃花比杏花开得早，花朵小，花瓣圆，颜色
浅。古老的悬壁长城被杏花衬托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宛如
人间仙境，吸引得三三两两的游客不断前来赏花观景，抛下一
串又一串银铃般的笑声，飘向黑山峡谷，飘上悬壁长城，这笑
声醉了春风、醉了杏园……最令人感伤的是，一阵不解风情的
风吹过，那花瓣犹如雪花一样纷纷扬扬飘落一地，短暂灿烂一
生的花瓣就这样凋零，无声消逝。豁了牙的园主人一边在落
满花瓣的杏树下劳作，一边热情地招呼：“等到六月杏子黄了
就来吃杏子呀，我这杏子可甜了。”

地处西北边陲的嘉峪关，春天总是姗姗来迟，花开得晚，
树绿得更晚，直到四月中旬，街上才能看到零零星星的绿意，
当桃花杏花开始凋零、迎春花紫丁香绽放，紧接着梨花苹果花
争春，街道两旁百花齐放满城花香时，天气就热起来了，人们
才会犹犹豫豫脱去裹了一冬的棉衣。而在经历过几场大风扬
沙天气之后，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春天的气息，时令已经急
匆匆地进入夏天的五月。

静待一树花开，又要漫长的一年。

花还是去年的颜色
红的是喜欢
粉的是含蓄
猩红色的是沉默

风从远方来
嘱咐中的言辞不是那么激烈
像个欲言又止的人
所有的观念都藏在目光里

街上的行人都在追寻阳光
衣着简单
步履轻盈
像是卸下了多年的包袱

再登长城

不到长城非好汉
到了长城
就唱一首好汉歌吧

天高地远
回声辽阔
感觉自己就是天地之间最惬意的人

风没有嘴巴
永远说不出这个秘密

这样激动人心的想法
也可能只有我才可以拥有

燕鸣石

一只燕子
躲在墙角里
诉说孤独
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有说出
得与失

旅人们无法臆想当年的场景
只能默立一会
以示怀念

风的解释也有些委婉
好像这事压根与它无关

站在你面前的
或许已不是当年那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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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到嘉峪关（外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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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继天水麻辣烫在全国

火出圈以后，又一则新闻在甘肃全省
广为传颂：即成群的遗鸥在嘉峪关南
湖、东湖和讨赖河一带驻足嬉戏、展
翅翱翔。遗鸥的到来，与前来观赏的
市民、拍照的摄影爱好者一起，形成
了一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靓丽风
景。春光正好，鸥鸟起舞，浓浓的生
活气息，和谐完美的画面，为有厚重
历史文化的嘉峪关，注入了新的诗意
和浪漫色彩。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
品格和市民的幸福感，成为嘉峪关市
一张新的名片，嘉峪关市民都会为此
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遗鸥是鸟纲形目鸥科鸥属的一
种鸟类，与其他花里胡哨的鸟类相
比，它的外表黑白分明，尤其是黑色
的头部，就像戴了一个纯黑色的头
套，眼睛周围有一圈白色，让遗鸥看
起来显得特别的灵气逼人。遗鸥是
杂食性动物，平日在湖滩和浅水边吃
鱼类，还有甲壳类以及一些小型的无
脊椎动物，繁殖期间也会捕食一些小
型的昆虫。

遗鸥被命名只有70多年，人类真
正认识它还不到 30 年。作为一种数
量非常稀少的遗留物种，也许是感慨
于相见恨晚，因此将它命名为遗鸥。

在中国遗鸥主要繁殖于内蒙古
鄂尔多斯地区以及西北干旱地区，
每年秋季大量的遗鸥飞往黄渤海去
越冬。遗鸥作为濒危珍稀鸟类，被
称为鸟中的“大熊猫”。它对生存环
境要求极高，因此数量稀少，全球仅
有 1.2 万只左右（网上数据），是中国
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遗鸥的
到来，意味着嘉峪关生态环境有了
极大的改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于嘉峪
关市民来讲，这一切都是非常的来之
不易。1958 年，因在镜铁山发现铁
矿，嘉峪关开始在一片戈壁荒滩上建
市。时易事移，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
奋斗和努力，嘉峪关已成为一座充满
活力的西部明珠城市。现在市区内
街道宽阔，楼房整齐林立，到处绿树
成荫，湖泊（人工湖）星罗棋布，城市
绿化覆盖率41.03%，人均公园绿地达
到了 29 平方米……真正成为了优美
宜居的“公园城市”和“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与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
嘉峪关关城一起，成为了令人向往
的诗与远方。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环保意
识的提高，草湖湿地逐渐恢复原貌，
碧水蓝天，鸥鸟嬉戏，一派勃勃生
机，充满了浪漫和诗意。而草湖生
态环境的恢复，只是全市生态文明
建设中一个极小的缩影。生态的改
善，使得鸟类逐渐增多，去年冬季来
新城草湖湿地越冬的大天鹅，达到
了 200 多只。像濒危珍稀的遗鸥也
才会来到嘉峪关，与当地市民发生

“鸥”遇。正是：
戈壁钢城嘉峪关，注重环保敢

为先。
湖光山色春光好，引来遗鸥舞

翩跹。
遗鸥的到来，在带给人们欢乐

和 喜 悦 的 同 时 ，将 极 大 地 激 发 全
社 会 对 生 态 环 保 的 重 视 ，会 吸 引
更 多 的 人 参 与 到 环 保 事 业 中 来 ，
为保持嘉峪关“全国文明城市”和

“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的 荣 誉 ，为 使 我
们 的 生 活 环 境 更 加 美 好 ，做 出 不
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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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春色

遗鸥栖息嘉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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