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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

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

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雷 锋

一

初夏，淅淅沥沥的雨中，满是卢洁关

于团山湖的温暖记忆。

卢洁个头不算高，有点江南女子的温

婉，还特能吃辣，性格外向，但她却是正宗

的山东女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看，那边就是新田组！”男友指着前

方说：“那是当年雷锋在团山湖开着拖拉

机开荒耕地的地方。”

那是 2014 年夏天，二十三岁的卢洁

第一次来到团山湖。

绿油油的菜地稻田，与远处的农家小

院相映成趣；清澈的湖水，倒映着蓝天白

云、青山绿树。一切都美不胜收，让她仿

佛走进画卷之中。

男友告诉她，团山湖原本是一片沼泽

地。春天，湖洲上长满绿茵茵的青草；夏

天，湖里涨满水，一望无际；秋天，水鸟回

到湖里，像过年一样热闹；冬天，湖里干涸

了，湖土被晒成褐色。以前的团山湖，不

仅有洪涝灾害带来的悲伤，还有让老百姓

谈之色变的血吸虫。

男友还说，1957 年，人们开始治理沩

水河，掀开了团山湖的新篇章。治沩工程

结束后，望城人又开始了新的奋斗，誓把

荒芜的湖沼地变成米粮仓。就是在这里，

雷锋走上全新的岗位，成为望城第一名拖

拉机手，驾驶拖拉机开垦家乡的土地。

团山湖，是雷锋家乡湖南省长沙市望

城区乌山街道一个普通村庄的名字。沼

泽地的荒芜，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现在

的团山湖，款款走来的是湖光水色、人寿

年丰的现代化新农村。

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笃定了卢洁的

选择。她嫁到了团山湖，投入到团山湖的

怀抱之中。

2015 年，听说街道要公开选拔村级

后备干部，卢洁毫不犹豫报了名。

“怎么想着放弃城里大型企业的工作

来团山湖工作呢？”街道干部问她。

她想了想，说了三点理由：“其一，虽

然我是山东人，但我是团山湖的儿媳妇，

这里也是我的家乡，我有责任和义务参加

家乡的建设；其二，这里是雷锋工作过的

地方，老一辈人奋斗的故事，激励着我们

年轻人；更主要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村里工作非常具体，你听不懂望城

方言，肯定有不少困难。”街道干部又说。

她看了看窗外，坚定地说：“雷锋那一

代人把荒芜的湖沼地变成了米粮仓，一代

代团山湖人把团山湖建成了美丽乡村，我

们现在遇到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街道干部微笑着点了点头。

刚开始，她在村上跟班学习；后来，她

协助党建、民政、计生、文明创建等工作；

现在，她是村党总支委员兼第一党支部书

记，主要负责党建和民政工作。

在团山湖工作，有艰辛，也有困惑，但

更多的是希望和感动。

2017 年 7 月初，因洪水上涨，团山湖

部分房屋被洪水淹没，大部分群众被转移

到防洪堤上，并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

卢洁负责转移群众的日常生活。政

府送过来的物资，各地捐赠来的物资，她

都要一一对接、登记，然后公平、精准地分

发给群众；转移到堤上的重要设备、一时

分发不出去的物资，放在仓库里，需要日

夜看管；每天，她还要组织工作人员发放

近两千个盒饭……

整整二十一天，洪水才退去，她便在

堤上坚守了二十一天。二十一天，她瘦了

八斤，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连家里一岁

多的儿子也顾不上照看。但卢洁无怨无

悔，她说，这二十一天的奋斗，让自己更深

刻地感受到了团山湖的有序、团结、温暖、

坚强。

驻团山湖村第一书记谭婧舒，是望城

区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与卢洁一样，也

是一名九〇后。在望城土生土长的她，办

事雷厉风行，说话快言快语。她出身于党

员之家，爸爸、伯伯、叔叔、堂哥、堂姐等，

加起来有八名党员。自从上高中开始，爸

爸就鼓励她好好学习，争取向党组织靠

拢。刚开始，她还不太能理解爸爸的苦

心，后来，慢慢明白了加入党组织的意义，

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谭婧舒是今年 2 月到团山湖村当驻

村 第 一 书 记 的 。 她 知 道 这 个 村 的 特 殊

性。到村里的第二天，她就去拜访李湘枚

老人。李湘枚是雷锋的同事，他们曾经一

起围垦团山湖。几十年来，“学雷锋”“当

雷锋”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李老跟她讲

了很多团山湖的奋斗故事，还嘱咐她加强

班子队伍建设，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充分

发挥好老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随后几

天，谭婧舒走访了村上所有的老党员、老

骨干，与他们促膝交谈，倾听他们的心声

和建议。果然，在随后的移风易俗、美丽

屋场建设等基层治理工作中，这些老党员

纷纷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劝导员

等，不仅自己参与，还积极监督。效果立

竿见影，团山湖村入选了第二批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

刚到村里，谭婧舒就发现，拿着本子

和笔与村民交流，会拉远与群众的距离。

村里的工作需要与群众耐心细致地沟通，

需要走进他们内心，才能打开工作局面、

化解工作难题。于是，她放下本子和笔，

以群众喜欢的方式与大家交流。回到办

公室后，再将群众的心里话记在笔记本

上，分类梳理。

她知道，团山湖不仅要进一步深度挖

掘雷锋精神，更要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

来理解、宣传、传承雷锋精神。现在的团

山湖，不论是美丽屋场建设、乡村振兴，还

是雷锋精神的传承与弘扬，都离不开党员

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离不开乡风文明

的重振。

稍有闲暇，谭婧舒总爱漫步在流经团

山湖的八曲河畔。河水波光粼粼，让她常

常想起雷锋在团山湖农场写下的诗篇：

往日的团山湖——

湖草丛生，满目荒凉，

…………

如今的团山湖啊——

良田万顷，满垄金黄，

微风吹过一片稻香。

二

“讲一讲，为什么不想在村里干了？”

周罗云不急不慢地问道。

肖泽南脸一红，低下头，不好意思地

说：“书记，还是不讲了吧。”

“泽南，虽然你还年轻，但你已经是一

名共产党员了，有什么事就直接说，不要

吞吞吐吐。”周罗云说。

“书记，我当时确实是想回家乡来尽

自己一份力，但现实总在改变我的想法。”

肖泽南说。

这是 2018 年 12 月底的一天。

年近六旬的周罗云，是望城区铜官街

道中山村党总支书记，有着近四十年的党

龄，当了三十年的村干部。 1995 年出生

的肖泽南，一个皮肤黝黑的帅小伙，当时

还是村后备干部。在周罗云眼中，他还只

是个孩子，但又是中山村的希望与未来。

肖泽南在上大学时就入了党，而且积极自

主创业，是学校自主创业孵化基地的佼佼

者，2018 年 8 月回村之前，他的月收入已

经达到两万多元。

“泽南，当时你肯回村里来，我非常欣

慰。因为我知道，你在城里发展很好，但

你愿意回来，和我们一起建设乡村，这体

现了你的志向和担当。”周罗云说。

肖泽南沉默了。

周罗云继续说：“我们也希望年轻人

到外面闯出点名堂来，巴不得你们走得更

远，飞得更高。但农村这个广阔舞台，同

样很需要年轻人来奋斗。”

“当年退伍后，也有朋友叫我到广州、

深圳等大城市发展，但我选择留在村里。”

周罗云回忆起往事，有点动情地说：“这三

十年里，我带领村民办过厂，引进过企业，

搞过种植，也发展过养殖业，村里在一天

天变好。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肖泽南的眼角泛起了泪花。

后来，肖泽南选择了留下。他的心越

来越踏实，干得越来越好。他想方设法改

善村里的道路交通，招商引资，建设果园，

发展农家乐和民宿。他还认识到，中山村

要真正振兴，必须要有能持续发展的过硬

的产业。2019 年 10 月，肖泽南当选为村

党总支委员兼第三党支部书记。

令周罗云欣慰的是，现在的肖泽南已

经完全与村民打成一片了。今年春节前

夕，肖泽南和村治安主任、老党员谭宏伟

一道，给樟树湾组尚未硬化的道路铺小石

子。看着他们挥汗如雨地干活，附近的村

民都带上工具自发参与进来，还有一位老

奶奶端来了热气腾腾的芝麻豆子茶……

这一幕让周罗云觉得，这就是最美丽的乡

村图画。

三

“村委会来了个小女孩！”今年初，一

个消息在望城区白箬铺镇古山村传开。

“多大了？”有村民问。

“才二十岁。”有村民说。

是的，她就是潘俊，2000 年出生的她

已经大学毕业了，还当过几个月辅警，现

在不仅是入党积极分子，还是古山村村委

委员、妇联主任。

潘俊在村民的议论声与质疑声中开

始走街串户。

虽然个头瘦小，还有些腼腆，甚至青

涩，但她脸上始终洋溢着热情的笑容。起

初，村民不了解她，觉得她太年轻，对村里

情况不了解，也没有社会经验。前不久，

村里有个组要选组长，她接到一位村民的

电话，说他想当组长，要她投票时“支持

一下”。她耐心讲解，说选举组长要按流

程来，照规定办，私下拉票是不行的。但

对方不理解，说她胆小怕事，没有魄力。

村上搞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

有些妇女害怕，不愿接受检查，有的妇女

很自信，说自己不可能患癌症。潘俊就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跟“奶奶”“阿姨”“姐

姐”们“攀关系”、拉家常，一个一个做思想

工作，动员她们参加筛查。

渐渐的，潘俊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和认

可。进行养老认证时，村里老人不会用智

能手机，她就挨家挨户上门帮忙。看到潘

俊热情又快速地给他们办好了认证，老人

们很高兴，也很感激。眼前这个小姑娘，

越看越觉得就像自家孙女一样亲切。

村镇领导总是给她鼓劲加油：不要有

心理负担，做好自己，只要是为老百姓着

想的事儿，就可以大胆去做。有困难不要

怕，但一定要有信心，村上和镇上以及其

他党员，都是你坚强的后盾！潘俊听了，

信心更足了。

与潘俊的腼腆不同，白箬铺镇光明村

的夏赛男则性格直爽，活泼开朗。

夏赛男大学时就入了党，大学毕业

后在长沙城里工作过两年，也曾想去北上

广深一线城市工作。但 2014 年春天父亲

的一个电话，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赛男，回来跟我搞农业。”父亲说。

“回家搞农业？”夏赛男以为听错了。

虽然夏赛男出生于农村，虽然父亲五

年前也从城市回到农村，与他的兄弟们一

道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但她还是无法理解

父亲的想法。

父亲笑着说：“不要认为只有城市才

是年轻人的舞台，农村也是你们干事创业

的好地方。”

受父亲影响，她回到光明村流转了三

百二十亩土地，并在当年就种上了丝瓜、

苦瓜、菜薹等，建设起蔬菜种植基地。六

年过去了，她经历了酸甜苦辣，但更多的

是丰收的喜悦。

虽然她是男孩子性格，但她心思细

腻，爱琢磨事儿。她觉得，乡村振兴，首先

是人才振兴；单打独斗已不能适应新时代

的变化，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如何振兴？如何合作？

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镇党委和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夏赛男与其他十三位在乡

村创业的年轻人一道，成立了“白箬之光”

乡村创客服务中心。以沙龙为主要形式，

利用晚上时间，他们聊创业的经验和体

会，也聊各自的想法和点子；立足白箬铺

镇，也面向全区、全市，甚至全省，只要有

志于到乡村创业的，他们都会互相鼓劲和

赋能。

在这里，他们不仅找到了伙伴，学习

了经验，更有了和同龄人交流的机会，拓

宽了干事创业的思路。

在这里，他们只要每个人发一点点

光，“白箬之光”便可汇聚成耀眼的光芒。

在白箬铺镇，在望城区，夏赛男们只

是缩影。据说，无论是镇上，还是区里，组

织部门都在组织青年干部特训营，为村镇

干部作储备。

四

“为什么把城里好好的工作给辞了？”

叔叔质问姚鹏飞。

“我要回家照顾父母和奶奶！”姚鹏飞

回答得很干脆。

“回家上哪儿挣钱？没有钱，怎么照

顾你父母和你奶奶？”叔叔问。

“可以种田。”姚鹏飞说。

这是 2013 年 12 月底望城区茶亭镇静

慎村珠琳塘组的一幕，也是姚鹏飞艰难的

选择时刻。

1990 年出生的姚鹏飞，父母都是残

疾人，直到四十岁才生下哥哥和他。穷人

的孩子早当家，姚鹏飞从小就懂事能干。

从学校毕业后，虽然在长沙城里干得风生

水起，但残疾的父母、年迈的奶奶，成了他

最大的牵挂。

“姚叔，我想回村里种田。”他找到村

支部书记姚罗华。

“ 年 纪 轻 轻 ，为 什 么 想 着 回 家 种 田

呢？”姚罗华有些吃惊。

“父母和奶奶年纪大了，特别是父母，

跟人交流越来越困难了，必须有人在身边

照顾。”姚鹏飞说。

“你有这样的想法，我很欣慰，可种田

是个辛苦活，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姚罗

华点着头说：“有什么困难没有？”

“有。”姚鹏飞也不客气，“一是我不懂

种田技术，希望得到技术指导；二是缺乏

资金，村上能否承担点机械租赁费？”

2014 年，在村里支持下，姚鹏飞种田

四 十 余 亩 ；2015 年 ，扩 大 到 一 百 七 十 多

亩，并购置了一台收割机；2016 年，扩大

到四百亩，建了烘干机场地，添置了一台

烘干机。

干事业哪有一帆风顺的呢？

2017 年夏天，洪水来临，在河堤上奋

力抗洪的姚鹏飞强忍泪水，眼看着自己几

百亩水稻田被淹没。半个多月后，洪水退

了，但水稻也全没了。

“鹏飞，不要着急，遇到天灾，谁都没

办法。”姚罗华安慰他说：“你继续种田，村

里会尽全力支持你。”

2017 年的姚鹏飞，虽然亏损，但收获

了温暖和感动。来年春天，万物复苏，他

眼里的一切又变得生机盎然。

正是在 2017 年，姚鹏飞郑重地向村

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一年后，他正

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在，姚鹏飞不仅成立了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流转土地一千四百多亩，购置了

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大型现代农业

装备，开展农业机械化作业，还注册了生

态米品牌，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每年

生产加工粮食一千二百多吨，给二十多名

农民群众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在茶亭镇，像姚鹏飞这样返乡创业的

青年越来越多，各种微型企业也如雨后春

笋般纷纷创立起来。

…………

在望城，有忘我的奋斗，有蓬勃的希

望，更有年轻人绽放的青春！

上图为团山湖景色。

望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最美丽的乡村图画
纪红建 刘浩宇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符号

与标签。山东菏泽，人们最引以为

傲也最心心念念的要数牡丹了。牡

丹之于菏泽，不仅是一张名片，更融

入了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里。

走进菏泽，你就会发现，牡丹的

元素无处不在，各种与其有关的标

记随处可见。加上街头巷尾的广泛

种植，每到春天，整座城市都浸润在

花海花香里了。在这个季节，熟人

相 见 ，常 常 聊 起 的 是 ：“ 看 牡 丹 了

吗？”对外地朋友最盛情的邀约，也

是：“请您来菏泽看牡丹！”

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家

乡的县一中读书，听同学说，六十公

里之外有座菏泽城，生养着世间很

美的一种花。于是，一个春日的周

末，我们七八位好友结伴赶往那里，

那是我第一次去菏泽看牡丹。

看牡丹的地点在菏泽郊外，周

遭都是村庄。那里的曹州牡丹园当

时还算是庄稼地，只不过密密地扎

起了竹篱笆，南北盖起了两座高耸

的仿古门楼。远远望去，牡丹园内

已是熙熙攘攘。那一天，我看到了

花形硕大、色艳香浓的牡丹，尤其是

花朵连阡接陌的壮观场面，让我内

心非常震撼。

我没想到，此后我就与菏泽、与

牡丹结缘了。高中毕业，我考上了

省内的一所大学，校址就在菏泽。

准确地说，校园坐落在菏泽的北郊，

校园附近散布着三个最具代表性的

牡丹园，除了我曾经去过的曹州牡

丹园，还有百花园和古今园，都很有

特色。

大学期间，牡丹园成了我和同

学们的好去处，园内每处景点，我几

乎都如数家珍。毕业后，我留在菏

泽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街

衢巷陌，道碑街、考棚街、双井街、顺

城街……条条老旧的巷子里，蕴藏

着久远的故事，斑驳的光影里，诉说

着古老的传奇，让人挖掘不尽。牡

丹路、天香路、国花大道……这些带

有特殊印记、不断拓展美化的现代

化道路，也见证着菏泽发展的脚步。

对 于 牡 丹 ，我 当 然 非 常 喜 欢 。

它外形端庄、大气、艳丽、饱满，几乎

契合了人们对于花朵的所有美好想

象。但我同时又觉得，牡丹似乎少

了一点点气韵，有点儿过于雍容华

贵、富丽堂皇了。加上历史上牡丹

多与宫廷关联，仿佛欠缺了一点烟

火气。但久居菏泽，慢慢地对牡丹

接触更多、认识更深，我发现牡丹看

似娇艳柔美，其实是历经严寒的。

从播种到开花，要经过六七年的时

间。而牡丹每年盛开前，还要忍受

三十多天零摄氏度以下的低温，花

才能开好，正所谓“牡丹不冻花不

开”。如果开花了，牡丹就总要开到

极致，哪怕养分耗尽整株枯萎也在

所不惜。这，正是牡丹的品格。

在菏泽，牡丹其实没有那么高

贵，因为它是那样地为人们司空见

惯。它的根皮可以入药，是药材中

的上品，所以农民大量栽种，以此养

家糊口。历经花农世世代代的精心

培育，如今，牡丹在菏泽这片土地上

华丽转身，变得浑身是宝，“牡丹产

业”拓展到医药、食品、化妆品、文化

创意等诸多领域。

了解愈多，爱之弥深。有几年

时间，我特别爱在晚上看牡丹。空

旷寂静的牡丹园内，一朵朵盛开的

花儿散发着醉人的香气。远离白日

的扰攘与喧嚣，我分明听到了花儿

的私语，夜色中它们在舒展筋骨，在

交流谈心。静默中，我仿佛也听懂

了它们跨越千年的咏叹与告白。

前些年，每到春天，我都会给父

母打电话，希望他们来菏泽看看牡

丹，然而或是因为农活，或是因为杂

务，总是不巧，多年未能如愿。直到

一年春天，在外地的四叔和堂哥还

乡省亲，父母才和他们一同走进菏

泽的牡丹园。春和景明的日子，年

迈的父母漫步花间，新奇地对眼前

的每一朵牡丹指指点点。园内人头

攒动，因为彼此担心走散，本来拘谨

羞涩的父母甚至还牵起了手。园内

有花农将从自家田里摘来的牡丹鲜

花编织成花冠售卖，我给他们每人

买了一顶戴在头上，父母兴奋得像

孩子，笑容一直溢在脸上。

赏完牡丹，父母还特意把花冠

带回老家，挂在堂屋的正墙上。每

有乡邻串门，他们都会兴致盎然地

讲述牡丹园里赏花的经历和见闻。

直到那花冠的花叶完全枯干了，还

挂在那里舍不得摘下。

定居菏泽二十多年，我对牡丹

经历了从陌生、疏离，到亲近、认同、

依恋的情感历程。如今，牡丹成了

我无法割舍的情缘，我也深深地融

入了这座因牡丹著称的城市。

到
菏
泽
，看
牡
丹

潘
若
松

菏泽的牡丹。

影像中国

奋斗正青春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