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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曾洋

“咚咚咚”，规律的鼓点，“唰唰唰”，整齐的划桨声，
“嗨嗨嗨”，雄壮的呐喊。水中全力竞速的龙舟，岸边摩肩接
踵的人群……这是“五一”期间沙澧河交汇处漯河龙舟赛的
壮观场面。

身为漯河人真的好幸福，这个“五一”，不用出门，就
在家门口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人们不约而同走上河堤，为
龙舟赛加油助威。我也不例外，离龙舟赛开始还有半个小
时，就来到了红枫广场，来看以前只能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
龙舟赛。

河边早已人声喧腾，沸沸扬扬。先来的人们把河岸挤得
水泄不通，真是万头攒动，摩肩接踵。年轻人主动让老年人
站在前面，自己在后面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孩子坐在大人
的肩头，有几个小孩还爬到河边柳树上，坐在树杈上看。每
个人都翘首向河中张望，等着赛龙舟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随着《龙的传人》歌声响彻沙澧河上，一只摩托艇出现
在河里，一个人游在摩托艇前。突然，随着一阵“嗡嗡”声
响，一道白色的水浪将那个刚才还在水中游动的人顶上了半
空。“水上飞人！”人群顿时骚动起来。只见水上飞人向岸边
的观众挥手示意，还频频送出飞吻，接着便旋转、翻腾、潜
水、升空，一连串高难度动作，引得岸边观众发出阵阵惊
呼：“真好看！好刺激！”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将这精彩画面
拍摄下来，分享给不能前来观看的亲友。

水上飞人表演结束，《超越梦想》歌声响起，龙舟赛即
将开始。嵩山桥东侧龙舟赛起点处，多条龙舟蓄势待发。龙
舟跟一般的船不一样，船体狭长，船头饰龙头，船尾饰龙
尾。龙头龙尾涂上鲜艳的色彩，栩栩如生。龙舟上鼓声咚
咚，水手们跃跃欲试。

随着裁判一声号令，龙舟赛开始了。顷刻喧天鼓声如春
雷滚动，漫天水花似春雨飘洒。只见一条条龙舟像离弦之箭
向终点飞去，白色的浪花在船后铺成一条白练。每条龙舟船
头站立着的鼓手，身子一颠一颠地使劲击鼓，两排选手随着
有节奏的鼓点拼命划桨，随着“咚咚咚咚”的鼓声，短桨整
齐急促地一起一落，激起了一团团雪白的浪花。龙舟就在这
浪花中有节奏地起伏着、飞快地前进着。几条龙舟之间的距
离不到一个“龙头”，领先的龙舟一往无前，稍稍落后的龙
舟紧紧咬住。河岸上观战的人群激动地呐喊着：“加油！加
油！”一条条龙舟箭一般冲向终点。

随着第一条龙舟率先冲过终点，龙舟上的选手高高举起
船桨，岸上的人群也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掌声。接着，第
二组、第三组、女子组……比赛如火如荼，观众如醉如痴，
沙澧河里龙舟竞赛和岸上围观的场面是这般热闹非凡！正如
一首《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
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坡上人呼霹雳
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两天激情四射的龙舟赛让在场群众热情高涨，直呼“过
瘾”。人们纷纷表示，明年的龙舟赛，我们还会再来观战，
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

龙舟竞渡
□许艳军

第十五届中国 （漯河） 食品博览会将于5月
隆重举办，小城漯河的年度盛典马上就要拉开帷
幕了。作为土生土长的漯河居民，食博会举办有
十几届了，我有幸去过三次，这三次让我印象深
刻。

记得2005年，那年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去食博
会现场。那天，我们一家三口骑了一辆电动自行
车，从门口长驱直入，一直来到展览大厅门口，
找了个空地将车停了，然后进入展会大厅，边走
边品尝美食，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后，我发现会
场除了我们漯河的双汇食品、小帅才食品外，其
他都是些不知名的本地小食品。只要你一靠近摊
位，工作人员就热情地让您免费品尝，往往一圈
转下来，吃了个半饱。然后我们再挑选一些中意
的食品，就打道回府了。第一次去食博会，感觉
就像在农村赶春会一样，那时的食博会朴实、平
凡得就像邻家姑娘。

第二次去食博会是2010年。会展那段时间，
老听身边的同事说食博会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参
展商越来越多，不仅有我们漯河的，还有周边地
市的，甚至外地的很多知名品牌也都来参会。我
不禁有些心动。临行前，同事们一再好心相告，
如果你去食博会，一定记着坐车去，人太多了，
骑自行车不方便。将信将疑地陪着家人又去了一
次。好家伙！还没到展览区，刚到会展中心门前
的大路上，就看到汹涌的人潮一股脑儿地朝前涌
去，真是人山人海。食博会规模比原来大了好几
倍，实力雄厚的参展商们摊位都装潢得大气漂
亮，每个摊位前都是络绎不绝的人流，每个人手

里都提着各式各样的食品，吃的喝的应有尽
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抢购了一些东
西，终于从人海中挤了出来。几年没来，食博
会大变样，不仅规模变大了，而且档次也提高
不少。因为人太多，往往心仪的东西等你挤到跟
前就没有了。

去年是我第三次参加食博会。那天，已成为
一枚小吃货的儿子听他同学说起了食博会的盛
况，吵着要去，看看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
想着高潮人群应该过去了。为了赶时间，我们开
车去了食博会现场。可离会场还有几里地，到处
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到处是摩肩接踵的人群。好
不容易靠近食博会大门口了，可由于前面交通拥
堵，又遇到交警分流，把我们的车导到右边车
道。转来转去，附近没一个空车位，我们连着寻
觅了半个小时，周围几里地硬是连一个车位都没
有找到，似乎全市的人都倾城出动来到了这里。
无奈，我们只好在车上看着一拨又一拨的人，提
着大兜小兜的食品乘兴而归。远远望去，黑压压
的都是人头，如果要进去，不知道啥时间才能出
来，我们只能收兵回家。此时的食博会，俨然已
经成了大家闺秀了，要想一睹她的芳容真是太不
容易了！听说去年来参展的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知名品牌，吸引了中外客商近万人，我们的
小城漯河，因为食博会声名远播了！

食博会就像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认
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我们这个城市。我们以
美食广交天下客，由籍籍无名，到天下皆知。作
为一个普通的漯河人，我亲眼见证了她的成长，
她就像破茧成蝶的蚕，借着新时代的东风，将会
越飞越高，越办越好！

从邻家姑娘到大家闺秀

□周桂梅

去年的现在，正是女儿高考的最后阶段，那
些日子心里虽焦虑，却也满怀憧憬和期待。

女儿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最终跨上一本
线。结局如何对于家长来说并不重要，而能陪同
孩子共同经历她人生中第一场重要考试，是我们
生活中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时光倒退到2014年夏季，女儿正在上高二，
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她选择了美术专业。她
借暑假时间，背着画板，拉着小皮箱，从舞阳到
漯河学习专业。那些日子，女儿的衣服上常常布
满铅笔、碳笔屑和颜料的痕迹，一日三餐都在街
上吃，其他时间就是坐在教室里练习素描、色
彩，还有每天必须保质保量完成的速写。女儿慢
慢适应了这样的学习生活，专业水平有了很大进
步。

暑假结束后，高三生活正式开始。这时，舞
阳北舞渡二高和舞阳实验高中合并了，女儿被合
并到原北舞渡二高的快班里，座位在最后一排。
因学生人数太多，女儿每天4点多就起床，抢水
管洗脸、刷牙、洗衣服，排队吃饭，然后去趟厕
所，其余时间几乎都泡在教室里，一边练习画
画，一边温习文化课，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六小
时。

一个月后，艺考生都到外地集训去了，有的
去了开封，有的去了漯河，我女儿则和几个同学
去郑州一画室集训。女儿是个很懂事的孩子，知
道家里并不富裕，她学会了勤俭节约，早餐两个
包子、一杯豆浆，中午吃碗热干面或麻辣烫，晚
上啃个烧饼喝杯矿泉水。在郑州的几个月，女儿
没有逛过街，没进过饭店。

省内统考开始，女儿5点多就收拾好画具赶
到考场外排队等候。她背着画板，提着画具、颜
料，拿着小凳子，在寒风凛冽中期待着这关键时
刻的到来。

统考过后就是校考，全国各大院校到省会城
市设考点。校考正赶上春节，正月初六女儿就启
程了。每所院校报考费都是200元，最低的也要
100元以上，再加上颜料、纸张、画具，是一笔
不小的开销，女儿总是省吃俭用，计划着花钱。
那段时间，女儿很少和我通电话，只有夜深人静
时，才向我汇报她的校考经过。郑州设有四个考
点，女儿背着沉重的画具，挤地铁、转公交，再
步行寻找考场。她报考了8所学校，回家时瘦了
一圈。

去年3月开始复习文化课，正当她一心一意
主攻文化课时，却连续几天感冒发烧，请假输
液，又耽搁了一星期时间。紧接着她脚上的冻伤
感染化脓，疼得走不成路，又耽搁了十多天。在
最后的紧要关头，女儿发奋努力，终于考过了一
本线。

女儿最后考取了湖北科技学院。开学后，我
和她爸亲自护送女儿到学校。女儿踏进大学的校
门，作为家长，也了却了一桩心愿。

艺考就像一场战役。家有艺考生，不论是对
家长还是对孩子，都是一种磨砺，并在这种磨砺
里收获丰厚的人生。

女儿的艺考

我与食博我与食博◎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

生活短镜头生活短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