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1年 4月 7日 星期三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一

黄昏时分，大山里的鹧鸪飞往长满

香杉的树林里。

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

江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宁，刚

从西瓜地里拔出脚来，怀里还抱着一把

绿油油的油麻菜。在西瓜地里套种叶类

菜，是村里张海慧出的主意。张海慧是

“苗阿嫂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也

是“泉水西瓜”的第一个种植户。

杨 宁 把 脚 泡 在 山 泉 水 里 ，感 觉 一

阵 清 凉 。 蓦 然 抬 头 ，望 见 西 瓜 铺 在 秋

天 的 田 地 里 ，已 经 有 拳 头 那 么 大 。 它

们 伸 头 探 脑 地 连 成 一 大 片 ，已 是 一 派

丰收的景象。

两年前，村民们种的辣椒突然染了

病，大好的收成前景转眼成空。那时还

是大学生村官的杨宁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满怀愧疚。

一天，杨宁在村口碰到正挑着一担

西瓜往村外走的张海慧。她品尝了张海

慧种的西瓜。刚咬下第一口，甜味便沁

入心脾。杨宁忙问地里有多少西瓜，张

海慧说有几百斤，正愁怎么卖呢。杨宁

听了，当即就拍下西瓜的照片，并将其命

名为“泉水西瓜”，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发了出来。朋友们看到后纷纷点赞，当

天就把剩下的西瓜抢购一空。杨宁和张

海慧连夜将西瓜往乡镇上送。

几天后，杨宁和张海慧把“泉水西

瓜”种在了收成无望的辣椒地里。江门

村“苗阿嫂种养专业合作社”也在那年秋

天开张。

二

杨宁要把洗好的油麻菜给杨梅秧家

送去。她在黄昏里独自走着，此时的山

里，一片“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美

景，但是杨宁却无心欣赏，一想到杨梅秧

的病，她就忧心忡忡。

那一年，杨宁到村里精准立卡贫困

户家走访。她看到杨梅秧家里有一种紫

色的糯米。杨梅秧的丈夫刘枝福告诉

她，这是当地千百年传下来的独特品种，

叫紫黑香糯，卖价比普通糯米高两到三

倍。杨宁听了，心里便盘算起来：如果村

里所有水田都种植上紫黑香糯，进行规

模化生产、市场化收购，也许会成为一条

脱贫致富的门路。

这 个 方 案 得 到 了 农 业 专 家 的 肯

定，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在紫黑香

糯 的 田 里 套 养 香 鸭 和 禾 花 鱼 ，进 一 步

增加种植户的收入。这样的规划村里

从 未 有 过 ，村 民 们 对 此 半 信 半 疑 。 为

了 给 大 家 吃 上 定 心 丸 ，杨 宁 悄 悄 把 家

里给她准备的婚房卖了，准备好资金，

立 下 保 证 ，为 全 村 种 植 紫 黑 香 糯 保 价

收购。

江门村六十三户贫困户种植的一百

二十亩紫黑香糯，很快迎来了大丰收，收

入比往年多了两倍。刘枝福等贫困户也

顺利脱贫。

眼见日子越过越好，谁知天有不测

风云，那一年冬天，刘枝福因病去世。

丈夫去世了，唯一的儿子又在外地

打 工 ，杨 梅 秧 的 病 也 因 此 愈 发 严 重 起

来。杨宁记得很清楚，那年春节去杨梅

秧家时，杨梅秧不管怎样都不愿见人，躲

在草垛后一直哭。后来，杨宁和村里的

阿嫂常去看她，告诉她无论有什么困难，

大家都会和她在一起，杨梅秧的状态才

渐渐好起来。

一进门，杨宁见到杨梅秧正坐在火

塘旁边，彤红的火苗映照着她额头上的

皱纹，火塘上的锅里烧的水还没有开。

见杨宁送来了新鲜的油麻菜，杨梅秧忙

站起来，露出难得一见的笑脸。看到杨

梅秧笑了，杨宁的心里踏实了不少。杨

梅秧抬手从火塘的架子上取下腊肉，念

叨着要煮给杨宁吃。杨宁连忙放下手里

的菜说：“不用了，马上还要去梁海春家

呢。你儿子过阵子就回来了，腊肉留着

煮给儿子吃吧。”

杨宁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杨梅秧的

手坐下。她摸着杨梅秧的膝盖问：“最近

这里还疼吗？”杨梅秧点了点头，可话头

一转，开始说起家里的琐事。杨宁知道，

她是想把话岔开，看来是还没痊愈。于

是，杨宁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药包，

让杨梅秧晚上睡觉的时候往膝盖上套

住，以后膝盖慢慢就不会疼了。

临走前，杨宁又叮嘱了几遍，让杨梅

秧 晚 上 一 定 记 得 把 火 塘 灭 了 ，防 止 火

灾。见杨梅秧认真地点头应承，她才放

心地离开。走出去没几步，杨宁又忍不

住回头望向屋子，心想：下次来要是还能

见到杨梅秧的笑容，那就好了！

三

去梁海春家的路，要翻过两个坡，还

要蹚过浅浅的泗欧河。

和梁海春结识，得从杨宁刚到江门

村当大学生村官时说起。当时村里让杨

宁帮助困难户填写低保申请材料。一

次，杨宁出门办事回来晚了，见到办公桌

上搁着两个橘子，说是困难户梁海春的

妻子韦翠英拿来的。韦翠英等了大半

天，太阳落山了才回去。看着橘子，杨宁

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大家商量后，决

定找时间去一趟梁海春家。

前几年，梁海春被一场洪水冲下了

河，命救回来了，人却瘫痪了，家里全靠

韦翠英一个人扛着。

到了梁海春家，只见梁海春躺在床

上，韦翠英正用毛巾给他洗脸擦身子。

一旁，大女儿梁桂丽在写作业，弟弟和妹

妹在玩。问清楚家里的基本情况后，杨

宁郑重地对韦翠英说：“英嫂，以后不要

送橘子了，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申请

低保的事，一定会及时上报乡里。”

低保申请批下来了，杨宁忙往梁海

春家赶，想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

他们。当时，韦翠英挑了一担沉沉的猪

菜 刚 回 来 ，女 儿 梁 桂 丽 则 帮 着 忙 前 忙

后。这时候，杨宁注意到梁桂丽的眼角

有眼泪，便拉她到一旁，问她怎么哭了。

旁边的韦翠英说：“她爸爸病成这样

子，弟弟和妹妹都还小，我想让桂丽停

学，回家干活。”

“不！”梁桂丽噘着嘴对韦翠英说：

“我想读书！”

杨宁一下子明白了，她一边搂着梁

桂丽，一边对韦翠英说：“英嫂，这就是你

的不对了。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也是

通过读书才改变了命运。桂丽已经很努

力读书了。只有认真读书，长本事有出

息了，以后的日子才会改变。”看见韦翠

英低下了头，杨宁趁热打铁：“你家的低

保申请县里已经批下来了，以后生活就

有了基本保障。桂丽读书的事，我每个

月支持她一百元钱，一定要坚持把书读

下去。”梁桂丽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抱紧杨宁，一边哭一边说：“我一定好

好读书，让爸爸妈妈和杨宁姐姐放心。”

今晚杨宁去梁海春家，是要告诉他

们一个好消息：县城已经建设了一个大

型移民新居，她希望他们全家搬去那里

居住，一是为了方便梁海春治病，二是梁

桂丽马上就要读高中了，也需要到县城

去。谁知，韦翠英听到后，脸上却露出难

色：一家人在县城的生活开销怎么办？

杨宁让她放心：“现在我们有苗村倌土特

产电商，你就在县城卖咱们的土特产，保

证有稳定的收入。”

一阵沉默之后，梁桂丽先开了腔：

“爸爸妈妈，为了将来，我们应该努力试

一试闯一闯。”梁海春和韦翠英望向懂事

的女儿，点点头，然后告诉杨宁，他们会

尽快商量，做出决定。

四

走出梁海春家，月亮已经爬上了竹

林的上空。杨宁穿林而过，远处有歌声

隐隐传来，那是今天杨宁要去的第三家

张海慧家。那里，聚集着杨宁倾注心血

创建的两个团队：“苗阿嫂种养专业合作

社”和“苗村倌电商团队”。

两年前，杨宁在张海慧成功种植“泉

水西瓜”的基础上，扩大了种植规模，接着

又动员村里的阿嫂种植了高山蔬菜和葛

根，把村里原来的荒地全都利用起来。同

时，他们又创办了电商平台，把村里的农

产品都销售了出去。这几年江门村全村

收入近千万元，贫困户也都陆续脱了贫。

“唱月亮啊，唱月亮，唱得河里水汪

汪，唱得山川喜洋洋……”杨宁踏入张海

慧家，见一群阿嫂正围着火塘，欢乐地唱

着《唱月亮》。杨宁被她们围在中间，脸

庞在火光的映照下，格外精神。

“杨主任，跟您报告个事儿。”村干部

廖前斌小声地说。杨宁拍了拍他的肩

膀：“阿弟，你大声说。”廖前斌倏地站起

来：“今天我们接到了大订单，三万只腊

鸭，三万斤腊肉腊肠，三万斤葛根粉，春

节前交货。”

屋子里爆发出欢呼声。杨宁也开心

不已，大声说：“姐妹们，我今天还和柳州

螺蛳粉产业协会联系了，我们村有大量

竹笋，做成酸笋以后，全都可以卖给螺蛳

粉厂家。只要不怕辛苦，我们有大把事

情可以做！为了好生活，加油！”

屋子里又是一阵欢呼声，随晚风飞

向夜空。

杨宁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家里七

十岁的奶奶需要她回去照顾。十年前，

杨宁刚刚大学毕业，正是奶奶的一句“回

老家吧，家乡需要你”，让杨宁放弃了城

里的工作，回到村子里。“需要你”这三个

字，也成为杨宁为家乡父老乡亲干事的

动力之源。当然，还有此刻从背后传来、

满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那首《唱月亮》：

“唱月亮啊，唱月亮，唱得火塘烧旺旺，唱

得心里亮堂堂……”歌声伴月，点缀了大

山里的梦。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大山中的月亮
何开琦

临塔村来电话，说办了一个“孝贤

馆 ”，请 我 去 看 看 ，顺 便 给 馆 门 写 副 对

联 。 我 一 听 ，馆 名“ 孝 贤 ”有 意 思 。 不

过，一个村花那么多钱建个馆，有什么

说头吗？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先去看

一看。

临塔村算是“老朋友”了，坐落于江

苏省东台市。 2012 年申报江苏省最美

乡村，当时我曾去村里走访了一番。村

子既古朴又现代，有田园之美，让人印象

深刻。今日重访临塔村，村党总支书记

沈平在写有“孝贤临塔”四个大字的“村

标”处等我。一见面，我笑道，又搞什么

新名堂？沈书记说，不是新名堂，是个新

情况。眼下村里老年人越来越多，八十

岁以上的有一百五十多位，九十岁以上

有近二十人。年轻人要么办企业，要么

进厂上班、外出打工，养老问题提上了村

工作的日程。建个孝贤馆，是引导也是

鼓励，让小辈们爱老尊长，让长辈们安享

晚年。

说话间到了孝贤馆。青砖小瓦的传

统建筑，三间正厅气象端庄，西首大门厅

两边是浮雕展，东面墙上是古人的相关

诗词，构成了孝贤主题的文化氛围。正

厅匾名“孝贤厅”，进门一幅《孝贤赋》。

墙上展示的图文，是 2018 年本村选出的

十 位“ 孝 媳 ”和 2020 年 选 出 的 十 位“ 孝

星”。仔细阅读后，我颇受感动，当即向

沈书记提出，想去拜访一下他们。

我们先是来到一户成姓人家。儿媳

叶锁英正在喂婆婆王桂云吃饭。一只大

碗，盛着剔了刺的鱼肉、切碎的菜叶。听

王桂云的儿子成松山介绍，母亲七十多

岁了，那年下田干活跌了个跟头，人就不

能动了。转到上海的大医院，说是瘀血

在脑部，不能动手术，只好回来躺着了。

儿子原来跑运输，后来改在周边找些零

活干；儿媳应聘到附近一个超市，但是讲

明两个小时要回家一次，照应婆婆。夫

妻俩照顾老人，日常喂三餐，洗脸洗手洗

脚洗身子，三天一次抱到卫生间洗个澡，

十一年下来，老人身上一点疮疥破皮都

没有。

我们又走入一户人家。七十九岁的

王炳炎，父亲王德才是村里有名的长寿

老人，2018 年去世时一百零八岁。王炳

炎和妻子周龙英将我们引进一楼的明

间。正面条案的上方，高置着贺王德才

老人九秩寿的对联，右壁是祝贺百岁寿

星的条幅，左壁是寿星手书的《朱子家

训》。听王炳炎说，尽管老父亲身体一向

不错，但从老人九十六岁起，他们把床铺

搬到了老人房间里长陪，就这样一陪十

几年。

随意走进村里人家，一天下来，所见

不虚。临塔村的媳妇这般孝顺，更是让

我感叹。她们文化水平不一，从事的工

作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很孝敬老人。

沈书记告诉我，这几年来，村里尤

其注重尊老孝亲，2015 年评上全国文明

村，敬老爱亲、村风和谐的得分占了很

大 比 重 。 乡 村 振 兴 ，不 只 是 经 济 的 振

兴，还有传统美德的弘扬。村里组织全

村的金婚夫妇补拍婚纱照，公布了十佳

媳妇评比光荣榜，让尊老爱老融入新乡

风。今年春节前，还给全村九十岁以上

老 人 敬 赠 了 唐 装 吉 服 、红 绒 围 巾 。 另

外，村里还建了村史馆，展出本村的沿

革发展史，让村民们小康不忘本，富口

袋更富脑袋。

正说着话，沈书记的手机响了。他

打开免提，传出女声：“是沈平先生吗？

你父亲的身体现在有点问题，请赶快去

看看。”对方还说：“我是智能康养服务公

司，这里有你父亲的健康监控，刚才他发

来告警信号……”沈书记一听，立即让儿

子赶去看爷爷，有问题马上送医院。

原来，临塔村已经建立了孝德智能

康养日间照料中心，全村老人都已经安

排了康养服务。照料中心有床位、仪器

等现代化设备，还有尊老食堂，老人来就

餐，村、镇都有补贴。老人腿脚不便或天

气不好，则上门服务。这在东台市各村

可是第一家呢。

不一会儿，沈书记的儿子打来电话，

说爷爷搞卫生累了，喘不过气来，按下了

手机求助信号。现在康养中心也来人

了，给服药、喝水、按摩，爷爷好些了。他

正在爷爷身边陪着，没事。

沈书记放下了心。他自己就是孝

子，老父亲手术住院，他和妻子两人在医

院护理，把老人照料得十分妥帖。村书

记做榜样，村风更和畅。临塔村老人们

的幸福晚年让人欣慰，他们弘扬孝贤之

举值得点赞。

临塔村里多孝贤
朱兆龙

我 与 云 龙 的 缘 分 ，始 于 二 十 多

年前。

那年 8 月底，刚出校门的我顶着

烈日，揣一纸报到单，来到离家四百

余里的湖南株洲。出了火车站，逢人

便打听，终于找到了城区深处的教育

局。在等待宣布具体去向的空隙，我

盯 着 大 厅 墙 上 的 郊 区 地 图 看 了 起

来。围着城区或宽或窄铺展开来的

区域，唯有西北角的云田乡最特别，

不仅与城区隔好几个乡，还昂着头向

外延展，似乎在竭力挣脱株洲而去。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千万别分到云田

乡。可谁知怕什么就来什么，分配结

果很快张贴了出来，我的单位正是云

田乡中学。

坐上乡教育办租来的中巴车，我

出发了。出城后，沿着弯弯曲曲的道

路颠簸了两个钟头，拐上了一条黄泥

土路。路边是一人高的芭茅草，芭茅

草凹陷处，偶尔露出一两栋村舍。中

巴车又摇晃了半个钟头，总算到了目

的地。学校的红砖围墙斑驳破落，生

锈的铁门洞开。乡政府隔着田垄相

望，也不过两栋老式房屋。

安顿下来，与人闲聊，才知云田

虽是有十六个行政村的大乡，却距城

区五十里，与隔壁的龙头铺乡，一道

夹在长沙县、浏阳县和株洲市区之

间。因属远郊，偏远落后，这里的人

一直都想离开。我到了云田后，人地

两疏，出行不便，很久都不进一趟城。

1998 年 前 后 ，往 昔 冷 清 的 云 田

突然热火起来。乡政府组建了“云田

花木有限公司”，建成了年产三百万

盆西洋杜鹃、五十万盆蝴蝶兰、二十

万盆红掌的花木基地，带动三千五百

多户农民种植花木致富。几年后，云

田有了规模庞大的花木市场，建成了

十里花木长廊、一千亩花木精品示范

园，被授予“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

和“中国花木之乡”的称号。我虽然

不是花农，但是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2002 年，沪昆高速潭邵段开通，

穿云田隔壁的龙头铺而过。步行二

十来分钟，我便能望见那条簇新的

“银飘带”。公路往西的那一头，直达

我的家乡冷水江，我骤然感觉离家近

了。学校门前的黄泥土路，也改成了

连接沪昆高速的柏油路，往来车辆和

陌生脸庞明显多了起来。附近农民

的腰包鼓了不少，许多人家都忙着翻

盖新房，家门前的田地里栽满了各种

花木，等着株洲、长沙甚或外省的人

们前来拉货。学校的条件同样在悄

悄改善，围墙焕然一新，还矗起一幢

新的教学楼。我偶尔上城里走走，听

到越来越多的人说起云田，十字路口

还标上了去往云田的醒目箭头。

2007 年，随着一个消息传来，云

田再次沸腾起来。长株潭城市群获

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处

于长株潭腹地的云田，倏忽间成了

“香饽饽”。不久后，云田和龙头铺一

道被单独划出，成为一个新城区——

云龙示范区，后又成为株洲经济开发

区，开始了迅疾的奔跑。

原本，我暗存了一个心思：设法

调入城区，把家安在城里。没想到，

不用我劳神，云田已经成了城区。从

此，我每天聆听着云龙示范区飞速奔

跑的脚步声，振奋不已。曾经空旷的

田地、小丘和长满芭茅草的荒野，都

渐渐变成了人来人往的街巷、小区和

产业园。云龙示范区又规划为四个

“区”：两型生态城区、文化旅游景区、

职教双创新区、新兴产业园区。我所

在的学校属于文化旅游景区。学校

不远处曾是荒地的地方，如今建成了

国家 4A 级景区。茶余饭后，我推窗

而望，眼前便是一片漂亮的楼宇，外

墙、屋顶形状各异，颜色五彩纷呈，颇

似童话里的城堡。城堡内外熙熙攘

攘，各地的游客漾着笑意，纷至沓来。

新兴产业园区更是云龙乃至株

洲的骄傲，园区内有轨道交通城、云

龙大数据产业园、金融产业园等。单

是一个云龙大数据产业园，总面积就

有三千八百二十亩，投资约二百三十

亿元，着力吸引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集聚发展。每每路过曾是一片

菜地的产业园区时，我都要停下来张

望一番，感慨良久。

因为是新城，所以政府部门在开

发时就树立生态、绿色理念，新建楼

房无不因地制宜、有序规划，采取集

中供能、智能电网、雨水收集、污水处

理等节能环保措施。已经化为城区

的云龙并未照搬老城区模式，而是

“城中有乡、乡中有城”，林木、小区、

楼宇和村舍错落有致。我居住的小

区便在碧波荡漾的云峰湖边。这里

从前仅是一个人迹罕至、几近干涸的

水库，而今已是众人向往的宜居之

所。巧的是，老城区的人也纷纷前来

购房定居。我的一位新邻居，便是从

前千方百计调往老城区的同事，没想

到他又回来了。我打趣他，他却笑

道：“这说明咱们的缘分未断嘛！”我

微笑聆听着，为自己是一名云龙人感

到荣幸。

云
龙
在
奔
跑

张
雄
文

株洲云龙示范区鸟瞰

钟跃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