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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聊城，更确切

地说，在聊城冠县。在我小的

时候，聊城是山东省经济较为

落后的地区之一。尽管如此，

聊 城 仍 是 我 们 心 目 中 的 大 城

市。谁要是去过一次聊城，就

会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

高考那年夏天，我终于第

一次来到了聊城，是和同学一

起去参加外语听力测试。那天

清晨，我和几位同学在冠县汽

车站坐车，一个多小时后，就到

了 聊 城 。 一 路 上 我 们 都 很 兴

奋。考试很快结束了，但我们

都不舍得走。有同学提议在聊

城转一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

赞同。于是我们一起去看了凤

凰台、光岳楼、山陕会馆，最后

来到了东昌湖。我们沿着湖堤

漫步，看着烟波浩渺的湖面，以

及湖上的岛屿、游船和岸边垂

钓 的 人 们 ，感 到 很 是 惬 意 悠

闲。这时有同学买来了雪糕，

我们便坐在硕大的遮阳伞下，

边吃雪糕边看风景。几位同学

相约坐游船到湖里转了一圈。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一家小吃

店。那时我是班长，特意多带

了点钱，于是请大家吃饭。直

到回去之后很久，我才发现那

次去聊城随身带的书里夹进了

一些钱，也不知是谁偷偷放进

去的。

考上大学之后，到聊城的

次数就多了。我在北京上学，

有人问我的家乡是哪里，我说

是冠县，但知道的人不多。我

又说是聊城，可是知道的也不

多。我继续告诉对方，就是《水浒传》里的东昌府，武松打虎的景

阳冈、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还有小旋风柴进失陷的高唐州，都

在那里。问的人听了，便会恍然大悟地频频点头。后来学了文

学专业，再有人问我家乡是哪里，我就说是曹植墓的所在地，是

学者季羡林的故乡，是著名作家萧红的祖籍所在地，问的人也就

明白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聊城在历史上也不知名，后来才发

现不是。孔子的弟子冉雍的墓就在我们冠县，孟子就是在路过

冠县张平村时说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谓大丈夫”的千古名言。张平村是以东汉科学家张衡的字平

子命名的，我姥姥家就住那个村庄。有孔孟在，聊城在历史上的

地位就不言而喻。这且不说，在京杭大运河通航时，聊城的临清

“东控齐青，北临燕赵”，是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东昌府也因运

而兴，成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是运河几大商埠之一。

可见，聊城在历史上有过繁荣的时期，只是后来漕运改为海运，

聊城的交通地位才有所变化。

聊城虽然经济发展一度缓慢，但民风却一直很淳朴，保留了

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我出生成长在乡村，从小使用的农具有

的有上千年历史。那时候的生活虽然贫穷，但岁月悠悠，给我留

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经济发展曾经落后的聊城，一旦发展起

来却是势不可挡。大约从 2000 年之后，每次回家乡，我都可以

发现聊城的变化，变得新了、美了，变得光彩照人了！

现在的聊城以“江北水城”著称。我和同学曾游览过的东昌

湖如今明媚宽阔，是长江以北少见的大型城内湖泊。光岳楼、宋

代铁塔、山陕会馆等名胜古迹，似颗颗明珠点缀于城中湖畔，令

人流连忘返。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发展理念中，经济已不再是唯

一的指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留住乡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等理念已融入实践，在这方面，聊城大有作为。我还注意

到，在前几年发布的中国城市信息化五十强中，聊城位列第三十

位。如果说我们错过了工业化的最佳时机，那么紧紧抓住信息

化的契机，或许能让聊城走向新的繁荣。我希望这一美好前景

能够早日实现，到时我想再和那些同学在湖堤漫步，吹吹微风，

看看斜阳。

下图为聊城东昌湖风光。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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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刚过，陕西省岚皋县蔺河镇蒋家关

村五保老人王学翠就又病倒了。

这是王学翠今年第十趟去医院。这一

回，陪在她身边的不是村党支部书记伍先

忠。因为腰疼得厉害，伍先忠也在接受治

疗，所以就让儿子伍鑫陪护王学翠。

身体稍稍好转，伍先忠就急匆匆地赶到

医院。“咋个样，好些了？”王学翠问道。“比前

几天倒是松泛多了。”伍先忠弯下腰，用手摸

了摸老人浮肿的脚背。

“今晚让娃娃回去睡。”王学翠指着放在

床头柜上的一盒药，说：“他身体也不大舒服

呢。”“莫事，我来！”话音刚落，伍先忠径直坐

到了床沿上。

“莫事，我来！”——过去 30 多年里，这

是身为共产党员的伍先忠最常说的一句话。

一

1995 年，而立之年的共产党员伍先忠

担任蒋家关村党支部书记。

那时，村子依然贫困。山大沟深之地，即

便有时收成不错，富余农产品也运不出去。

年轻人一茬茬外出务工，村里一片萧条。

上任后的头一件事，伍先忠决定从通电

开始，让村里彻底告别煤油灯时代。

“愿意通电的，请举手！”伍先忠的话刚

出口，会场就齐刷刷地举起了手。

群众有热情，伍先忠就有了干劲。初步

匡算，各家需要均摊 600 元左右的费用。村

民们纷纷想办法凑钱。可是近半年时间过

去了，仍有好几户没凑够钱。“伍书记，不是

我们想拖后腿，是真的想不出办法！”

“莫事，我来！”伍先忠组织几名村干部

到信用社贷款 6000 元，先凑齐材料款，开始

栽电杆拉线。随后，他又把贷款分次全部转

到自己名下，一人扛起了所有的还贷压力。

1997 年春节，沉寂了多年的小山村终

于通上电。一些老人喜不自胜：“真没想到，

老土屋还能挂上电灯泡。”

然而，那头，伍先忠家却闹翻了天——

直到信用社上门催收贷款，妻子袁永翠才知

道伍先忠给家里捅了个大窟窿！

袁永翠红着眼睛数落：“背着这么多的

债，日子怎么过？”伍先忠一声不吭。

“你把娃娃带好，我去挣钱回来还账。”

那一年春节没过完，伍先忠就要出发去浙江

打工。听说他要走，家里一下子来了 10 多

个村民：“伍书记，你去哪儿，我们跟着去哪

儿！”实在拗不过大家，伍先忠最后决定：“亏

了钱，路费算我的；挣上钱，你们赶紧还账。”

到了浙江后，伍先忠恳求老板，能否每

人 先 支 付 1 个 月 工 资 。 见 伍 先 忠 为 人 实

在 ，还 没 开 工 ，厂 里 就 为 每 人 预 付 了 1000
元工钱。

这笔钱很快邮寄回了蒋家关村。村民

们循着汇款单上的地址找到了伍书记，也给

他带去袁永翠的口信：“平平安安回来，别苦

了自己。”

年底，伍先忠用打工挣的钱还了贷款。

10 多年后的 2011 年春天，为了修通一

条长 3.5 公里的产业路，伍先忠再次找到银

行贷款。与当年一样，伍先忠先让村干部

贷款，交上工程款如期动工后，他又一次把

贷款全转到自己名下，一人扛起所有的还

贷压力。

至今，伍先忠还有 15 万元银行贷款没

还上。妻子责怪他做事冒失，他却满怀信

心：“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一切都好说。”

二

2014 年初夏，伍先忠病倒了。一检查，

早期食道癌，需立马做手术。那时，他的妻

子也因病刚做手术不久。

村民们得知后纷纷说：“就是花再多的

钱，我们也要救伍书记的命！”

正在四处筹钱的伍先忠婉拒了这份好

意，他只捎给乡亲们一句话：“大家安心在家

等着，等我回来。”

手术前夜，伍先忠怕第二天出现不测，

便找来纸和笔写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向组织汇报思想了……如果我回不来，请找

一个作风过硬的同志带着乡亲们继续奔光

景……我还有一些贷款，用于修路，请组织

相信我，这些年我没有乱花一分钱，没有还

上的贷款，我让儿子替我还清……”

他又给两个儿子留下话：“如果我下不

了手术台，要照顾好你们的母亲，这些年，

跟着我，她没享到一天福。银行贷款你们

一定还上，不要给组织提任何要求，一定不

能……”

4 个月后，伍先忠和妻子袁永翠刚刚回

到家中，乡亲们便接踵而至，全村 500 多户，

没有一家落下。

三

2015 年，原蒋家关村与立新村合并为

新的蒋家关村，村两委班子要重新选。

选举村党支部书记的这天早上，袁永翠

对伍先忠说：“老伍啊，你可是搞不得了哦，

好不容易身体才好些！”伍先忠点了点头。

全村 94 名党员，除去在外打工赶不回

来的 16 人，其他 78 人全部到场。群众也从

四面涌来。

尽管投票还没开始，但是大家心里都装

着一个人——伍先忠。

投票结束后，开始计票。伍先忠的名字

响起 77 次。大家正纳闷，是谁少投了一票？

这时，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的伍先忠被人

扶着站起来，说：“这一票是我没投自己。做

了这么大个手术，我怕身体撑不下去，影响

村上今后的发展！”

“不要紧，还有我们，我们能帮你！”“你

给思路，我们出力！”“这副担子，只有你能挑

得起！”……

见此情景，伍先忠百感交集，慨然道：

“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我就是豁出命，也要

跟大家一起把村子建设好！”

这一天，回到家，伍先忠刚跟妻子挑了

个话头，袁永翠就反问道：“你的身体能吃得

消吗？你咋不要命了呢？”

这一问，伍先忠无言以对。又想起出院

时医生的叮嘱：“不要劳累，饮食要规律，定

期来复查……”

良久，伍先忠才开口：“能为村里办点

事，就是命丢了，也值！”

打那天起，伍先忠开始与时间赛跑……

四

“品行比成绩更重要。”伍先忠这样教导

两个儿子。

“我爸活在信仰里！”在伍鑫的记忆里，

家里是父亲的另一个办公室，村民来办事，

他总是不厌其烦。

长期的耳濡目染，在儿子的心中种下正

直善良的种子。“长大后，一定要做父亲这样

的人。”怀揣着这样朴实的想法，伍鑫在高中

毕业前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从那以后，伍

鑫感觉和父亲靠得更近了。二儿子伍军也

紧跟哥哥的步伐，23 岁那年加入了党组织。

“实际上，父亲是我没有写在纸上的入

党介绍人。”伍鑫道出心里话。

那天，伍先忠给儿子打电话，以“我和你

妈想你了”为由，让在西安工作的伍鑫得空

回家一趟。

回家后吃完饭，伍先忠提议，父子俩一

起出门散散步。伍鑫了解父亲，父亲一定是

有事情要和自己说。

还没等伍鑫张口，伍先忠问儿子：“这几

年，村子发展得还行吧？”伍鑫接过话：“那还

用说，和小时候相比，可以说是巨变啊！”

伍先忠长叹了一口气：“只可惜啊，眼下

村里需要有能力、能吃苦的年轻人，好多事

情还得再推一把。”伍鑫瞬间反应了过来：

“爸，你是不是想让我回来？”

“嗯，有那个想法，所以想征求下你的意

见。”伍先忠满脸温和。“爸，我听你的！”让他

没想到的是，儿子回答得斩钉截铁。伍鑫明

白，父亲想让自己回来，一定有他的道理。

很快，伍鑫出现在村里，出现在伍先忠

的身旁。

看到伍鑫放着每月上万收入的工作不

干，回家创业，大家先是想不通，后来想通

了：这都是为了村上长远发展着想啊！受此

触动，一些村民纷纷动员子女回村发展。30
多位年轻人先后从外地回乡创业。在年轻

人的推动下，村里的特色产业发展得越来越

红火。

五

术后几年来，伍先忠的身体恢复良好。

医生说他创造了奇迹。伍先忠却说：“哪来

的奇迹哦，我的命是乡亲们拽回来的，和他

们在一起，心里踏实，也舒坦，往后再苦再难

我都要坚持下去。”

今年 2 月 25 日，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伍先忠走进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这

位一向坚强的汉子，在会场流下了泪水。

走出会场，想到千里之外的蒋家关村，

伍先忠归心似箭。他多么想立马赶回去，和

乡亲们一起分享这份巨大的喜悦和荣耀。

在伍先忠的带领下，蒋家关村大步走在

振兴的路上。今年“七一”前夕，随着两名预

备党员转正，全村的正式党员人数从 30 多

年前的 10 多名，发展到整整 100 名。这是又

一件让伍先忠倍感欣慰的事。

图为蒋家关村鸟瞰。 邱仕君摄

做乡亲们的贴心人
吴昌勇 陈延安

在长白山区长大的孩子，很多人小时候

都有过这样一个念头：憧憬有一天在大森林

中，自己能挖到一棵老山参。也许是因为从

小听大人们讲人参的故事太多，日思夜想，

所以生出了这样的念头。

长白山，山中宝，人参、貂皮、鹿茸角。

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道出了长白山大

森林中隐藏的珍贵宝贝。

这当中，人参的药用价值非同一般，有

滋 补 养 身 、补 元 气 之 功 效 ，又 因 稀 少 而 昂

贵。自古以来，有关人参的传说故事比比皆

是。人参给了人们太多的神秘感，人们对人

参的生长环境也充满好奇和兴趣。

内行人都知道，人参所需要的生长环境

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只要有森林它就可以

生长。人参对土壤、气温、光照、湿度、透风

等诸多条件，都要求极其苛刻。换句话说，

能够生长人参的地方，生态一定是非常好

的。人参之所以身价不菲，正是与其生长环

境不凡有很大关系。它们藏匿在天然混交

的深山老林之中，不易寻见。

去林中寻觅采集人参，称为放山。放山

人，则是以采集人参为职业的山民。放山人

的生活与森林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以山为

家，与林中万物和谐共处。他们朴素地认

为，是森林供养着他们，如同大海供养着渔

民一样。而渔民捕鱼，捕到未长大的幼鱼

时，会主动放回大海。同样，这些放山人在

寻觅到没有长成的人参时，也不会采，他们

会在一旁的树上作下记号，待数年后人参长

成时再来采集。

由于人参的药用价值显著，价格不菲，

很快，种植人参在长白山区盛行起来。

人们在林边地带，选好适合人参生长的

地方，伐倒树木，割掉灌丛，清除根柢，用黑

油油的腐殖土培起参床，把采集到的野山参

籽种植到新开垦的生荒地里。担心阳光直

射，就搭起板棚遮蔽；怕水分不足或过盛，就

在参棚之间修起浅渠。

人工种植的人参很快进入了市场，需求量

越来越大，种植的人也越来越多。人参从此撩

开了神秘的面纱，走出深山老林，变得寻常。

到上世纪 80 年代，人参种植达到鼎盛，

产量逐年攀升。此时，遮阳的板棚已被塑料

参膜所代替，坐车行驶在长白山区，坡坡岭

岭上不时可见一条条醒目的蓝色飘带。

然而，就在这时，一些有识之士却意识

到一件严重的事情。这样的人参种植，以毁

林开荒为代价，以牺牲生态为成本，倘若如

此发展下去，更多的林木、植被将会被毁掉，

人参品质也会大大降低，走上一条得不偿失

之路。人参珍贵，珍就珍在深藏林间，贵就

贵在野生野长。只有把人参再请回深山密

林，让它在天然环境中自然生长，才是人参

产业富有远见的发展之路。

有人开始大胆尝试。在自家承包的山

林中，选出一块适合人参生长的地块，将参

籽撒播下去，任其生长。令人惊喜的是，翌

年春天，便有参芽悄然拱出地面，混迹草间，

野生野长。三年开花，五年结籽。春末夏初

之季，丛林间随风摇曳着绿白相间的朵朵参

花。待到仲夏，肾状玛瑙般艳红的参果时隐

时现，藏匿在大自然的万木丛中。

这种野播的人参，叫“林下参”，品质好，

不毁林，保生态。人们开始纷纷效仿。过去

的人工种植方法逐渐被放弃，眼见着坡坡岭

岭的“蓝色飘带”逐年减少。

种参人已经醒悟，人参若想保持住贵重

的身价，必须重新隐藏在长白山天然混交林

里。正是那里清澈的水源，如伞般的高大针

阔叶乔木，成分丰富的土壤，生态完好的植

被，保证了人参的品质。

何止人参是这样，很多宝物都是如此。

离 开 特 殊 的 生 态 环 境 ，宝 将 不 宝 ，物 将 不

贵。只有保护好一方天然生态，才会有宝可

藏，有宝可取，有宝可用。

参在林中
尚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