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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小鸟叽叽喳喳叫成一片，刘超仁

一起床，就跟老伴要他那套蓝色中山装。

老伴把衣服送进来，刘超仁穿上，在镜

子前照照，这才来到客厅。

这套中山装，是他 2019 年参加离退休

干部先进个人表彰会时做的。对他来说，这

套衣服有着特殊的意义，除外出开会、接受

采访外，他从来舍不得穿。

今天有记者要来采访江龙村长期植树

造林、发展乡村经济的经验，他才让妻子把

这套衣服给拿出来。

一

五十四岁那年，刘超仁回到老家云南省

西畴县兴街镇江龙村，他闲不住，主动参与

了村上的一些事务。

江龙村缺水少土，生存条件差，乡亲们

日子过得苦。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在搞新农

村建设，但江龙村村民还在观望，刘超仁在

电视上看到建水县发展林果产业脱贫致富

的报道，就向村委会建议，江龙村也可发展

水果种植。

未料到，这个建议遭到村民的反对。有

村民说：“刘老师，你别出馊主意！”

刘超仁明白，大家尊重他这个退休教

师，但事关切身利益，乡亲们各有想法，一时

听不进建议也不奇怪。

但刘超仁不气馁。后来，他被选为村党

支部委员。从那时起，他主动要求负责生态

治理和环境保护，并开始组织村民植树造

林，绿化荒山。

江龙村四周的荒山，每年雨季，山水裹

挟泥巴从山上淌下来，把村庄、田地、沟渠淹

没。雨季一过，淤积的泥巴有一尺多厚。森

林的消失，还导致村里的一口龙泉古井干

涸，村民饮水都成问题。

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刘超仁就挨家挨户动员老人。有了几十个

人，他就有了底气。每天一早起来，刘超仁

就带着几十个老人上山，在乱石窝里挖坑。

过去砍掉的树木，根还留在地下，须根夹在

石 缝 间 ，得 把 这 些 干 枯 、腐 朽 的 树 根 先 挖

掉。进展很慢，常常是挖一个坑要几个小

时，甚至半天时间。

刘超仁宽慰大家：“慢就慢点，无非多干

些日子！”

中午饭都各自带了，吃饭的时候，大家

一起坐在山头上，吹着凉风，你的给我吃点，

我的给你吃点，像一群老小孩，乐乐呵呵。

他们每天要干十来个小时。累了，大家坐下

来歇歇，刘超仁拿烟出来发，发一次要两包

烟，反正有退休金，发这点烟他不在乎。

春天来了，枯黄的金钱草冒出翠绿的嫩

芽，刘超仁跑到县林业局苗圃买来树苗，选

个有雨的日子，大伙儿一起背上山，小心翼

翼地种下。

夏秋两季打塘，春天种树。刘超仁带着

几十个老人一年年坚持。

干着干着，有的老人被子女接到城里去

了，还有几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因为家境不

好，进城打工去了。

刘超仁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干。东边山

种完了，种西边山，西边山种完了，种南边

山。他说：“江龙村四面是山，再不绿化治

理，说不定哪天，村庄、房屋、农田都被泥石

流淹没了。如果在我刘超仁手上不把江龙

村的环境治理好，不把四周的荒山绿化好，

不给江龙村的后辈儿孙留下一片青山绿水，

那我就不配当一名共产党员。”

二

西畴是个小县，县城不大，刘超仁从县

电力局出来，已是下午 6 点钟。江龙村距县

城三四十公里，已经没有班车，他回不去了。

刘超仁晓得，只埋头植树造林，不解决

村民烧火做饭等问题，乱砍滥伐很难杜绝。

他到县城找电力局领导了解情况，寻求解决

江龙村电网改造、推广使用电炊具的办法。

刘超仁是下午 3 点到的县城，一下车他

就赶到电力局。他找局长，到办公室问，一

名同志告诉他，局长一早就到州上开会去

了，但明天要主持局里的会议，今晚一定会

赶回来。

“局长回来会不会来办公室？”

“这可说不准！”

刘超仁就在局长办公室外面等，一直等

到下班，人走光了，保安上楼来催，刘超仁才

离开。

他花二十块钱，吃了一碗西畴著名小吃

——臭豆腐饵丝。饵丝好吃，刘超仁想，等

有空闲时间，一定要带老伴来吃一碗。这几

年，刘超仁成天在外面忙，家里的事就全靠

老伴操持。

从小饭店出来，刘超仁在县城逛了一

圈，找了个小旅社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他又到电力局办公室去找

局长。农村电网改造有许多优惠政策，刘超

仁的问题，几分钟就解决了。

经办人告诉刘超仁：“只要村民把电网

改造的集资款交齐，我们马上会安排施工队

伍进场，几天就改造完工。”

刘超仁高兴极了，从电力局出来，他马

上赶到客运站，乘班车回村。

当天晚上，他就召集村民开会，宣布了

电网改造政策。第二天，刘超仁带着财务，

挨家挨户收集资款。

农村电网改造，大头资金都由国家承担

了，集资只是象征性的，每户两百元。有少

数几户村民说，一时拿不出钱来，刘超仁也

不多说，帮他们垫上了。

三

换届选举，刘超仁当选村支书，工作越

发繁忙，但他仍然带着老人们植树造林。

昔日的荒山一点点变绿。有两年连续

干旱，树上长了毛毛虫，几天就把嫩叶吃光

了。刘超仁急忙跑到县林业局请求帮助。

县林业局派人来，给树木打了药，才治住了

虫害。

虽然电网改造后，家家用上了电炊具，

难免还会有村民为了节省电费，偷偷上山砍

树。刘超仁组织村民反复讨论，制定了村规

民约，禁止乱砍滥伐，禁止进山放牧。

有天中午，有村民向刘超仁举报，他家

一个亲戚一大早就背着背篓，牵着两头牛上

山去了。刘超仁一听非常生气，饭也没吃，

就跑到路口去等。

下午 3 点多钟，亲戚牵着两头牛，背着

一背篓柴火慢悠悠地下山来了，他没走大

路，走的是树林中的小道。

刘超仁早料到了，就在小道上等着。他

牵着牛刚走出树林，刘超仁马上把他拦住。

“你说咋整？”刘超仁问。

亲戚央求道：“看在亲戚分上，饶我这一

回，反正没人看见，我改了就是了。”

“你想得好！我饶了你，以后还怎么有

脸管别人？”刘超仁把亲戚带到村委会，牛拴

在树上，背篓放在院子中间，然后打开大喇

叭，召唤村民来开会。

白天开会有点反常，村民陆陆续续来

了，问明原因，都在下边嘀咕。

刘超仁知道大家的心思，一点不给亲戚

留情面，将他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当众检讨。

刘超仁晓得，身不正则令不行，乡亲们

都看着呢，对自己的亲戚，不严厉点不行。

这事处理过后，村里再没发生过一起类

似的事件。

四

刘超仁心里一直琢磨着村里发展水果

种植的事情，有天他到县城办事，顺便跑到

林科所找专家聊了聊自己的想法。

恰好县上正在组织实施经济林推广种

植项目，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帮扶措

施。刘超仁的想法与县上的推广项目不谋

而合，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刘超仁大喜过望，当即邀请专家到村里

考察调研。

江龙村四围群山环抱，冬暖夏凉，气候

湿润。专家考察后，告诉刘超仁：“江龙村非

常适合种橘子。”专家还建议：“建水县南庆

镇团坡村种橘子多年，产业发展势头特别

好，你可以先去看看。”

刘超仁当天就召集村干部开会，决定由

村上出钱，组织部分村民到建水参观。

正是橘子成熟的季节，刘超仁带着十多

个村民来到团坡村，满山橘树挂满果子，这

场景让村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

接待他们的村干部摘了一些果子让他

们品尝。这些果子个个皮薄、水多、甘甜。

团坡村干部接着向他们介绍了果园的

收入情况，这让江龙村村民羡慕不已，后悔

当年目光短浅，没采纳刘超仁的建议，早点

发展林果产业。

村民向刘超仁建议：“来都来了，干脆这

次就订些树苗。”

刘超仁打电话与村两委干部商量，最后

决定由村上垫资，订一万多株橘树苗。

回到村里，刘超仁带着村民开始改造石

窝子地，挑土来把地填平整。工程量大，又

特别累人，干到一半，刘超仁生病住院了。

手术后没几天，他就坚持要出院，回到工地

上，继续和大家一起干。

春风一吹，大地醒了。刘超仁带人到建

水，把订的橘树苗拉回来。橘树苗种下去，

他又请来专家，分阶段给村民办了几期培训

班，由专家手把手教村民橘树栽培技术。

几年间，江龙村发展起了柑橘优势产

业。目前，江龙村种植的橘子有八个品种，

还有两个柚子品种。村里还有十多个种植

技术好的村民，到麻栗坡等地种橘子。

2022 年，江龙村橘子收入超千万元，村

民的收入大大增加。

五

刘超仁带着那名记者从山上下来。他

们俩沿着江龙村干净的环村道路一边走，一

边聊。

刘超仁介绍：“江龙村的森林覆盖率已

超过百分之八十，自从荒山绿化以后，泥石

流淹没村庄的事再没发生过。”

他们走到龙泉古井旁，自从荒山绿化

后，这眼曾经干涸的古井又开始冒水，而且

井水比过去更清澈。

路上，有好几户村民家门口都摆着一块

展板，上面贴满图片。那名记者好奇地问：

“这展示的是什么？”

“庭院设计图！”刘超仁说，“脱贫攻坚那

几年，江龙村六十八户人家全部掀掉土房盖

了楼。现在，经对口帮扶的上海虹口区干部

帮助规划，我们利用优良的生态资源发展旅

游业，正要把江龙村打造成一个绿水青山掩

映的庭院村！”

图①：云南西畴县江龙村柑橘产业园。

图②：刘超仁在采摘柑橘。

图①图②均由刘德船摄

制图：汪哲平

绿了青山，火了日子
曹卫华曹卫华

每每想起保定城，我的心

头 就 泛 起 几 多 乡 愁 。 上 世 纪

40 年代，父亲从故乡冀州来到

保定，在一家茶庄做学徒。保

定解放后，父亲入职糖酒公司，

他辛勤工作，快乐生活，直至终

老于此。正可谓“此心安处是

吾乡”，保定城便是父亲的第二

故乡。

保定，更是我从小就熟悉

的 城 市 。 当 时 我 的 家 在 永 华

北路西侧的一座大杂院里，三

进的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嘈

杂 而 和 谐 。 我 出 家 门 沿 永 华

北路向南，仅三百米就是车水

马 龙 的 西 大 街 。 在 我 儿 时 的

记忆中，保定就是繁华的西大

街以及周围的老建筑群落，那

里有古色古香的古莲花池、直

隶 总 督 署 、大 慈 阁 、光 园 ……

印象极深的是古莲花池门前，

总 集 聚 着 一 群 踢 毽 子 的 人 。

他 们 围 拢 在 一 起 ，脚 法 娴 熟 ，

应对从容，纷飞的鸡毛毽子在

脚 间 传 递 ，少 有 落 地 。 再 就

是，常见有人双手托着几只铁

球 ，这 种 铁 球 是 保 定 特 产 之

一 ，球 在 掌 心 旋 转 自 如 ，球 动

有声，音色悦耳。而我最喜欢

的是西大街东头的税务角，那

里有一个不大的书店，我蹲在

那儿看连环画或知识类书籍，

有时看得入迷，竟然忘了回家

吃饭……

成年后我应征入伍，辗转于山西、河北等地。上世纪 80 年代

末，我转业到石家庄后，每逢周末常携子看望父母，见证了保定的

变化。我喜欢骑上自行车在保定城里走街串巷，这座城市细微的

毛孔和脉络，始终澎湃着丰沛的生命活力。裕华路两侧高楼林立，

保定商场、鼓楼商厦等大型建筑拔地而起，古老的城市变得挺拔、

靓丽起来。一草木，一砖瓦，一街巷，一传说，无时无刻不在述说着

时代变迁。当修葺过后的钟楼上传来悠远的钟声，我真切感受到

这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古城，历经了两千多年历史沉淀，充盈的文化

气息是那么浓郁而悠长。

今天的古莲花池修缮一新，早已不是当年的凋敝模样，扑面而

来的书香之气沁人心脾。记得年少时，我与伙伴们常去古莲花池，

进大门后，穿越破败的碑刻长廊，绕过容颜沧桑的直隶图书馆，直

奔乱石垒砌的假山洞天，热衷于在那里攀援嬉闹。古莲花池不仅

是以“林泉幽邃，云物苍然”闻名全国的名园，更因莲池书院而蜚声

四方。

我走到原有“直隶第一街”之称的西大街上，幻想置身于电

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经典场景。如今，古城换了新颜，街景整

洁漂亮，人们衣着时尚，与昨天已大不相同。2021 年 10 月，西大

街实施改造提升工程，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坡顶

灰墙、壁柱、立面装饰线、精美的传统砖雕工艺，处处彰显古城的

历史印记。百年老店稻香村与我的记忆息息相关。如今，我依

旧喜欢去稻香村老店买糕点，总不忘带回从小就爱吃的老蛋糕

与蜜三刀。

在保定，我常去父母生前流连的街边公园，看幸福洋溢的市民

尽情娱乐，听戏迷唱一段保定老调，总感觉这是一座我还没待够的

城市。

今年二月，我又一次故地重游。先坐火车到保定，再坐公交车

到琅瑚街口，这条回家的路不知往返多少次了，如今却发现街道拓

宽了几倍，两旁多出了不少高楼，变得不敢相认了。突然想起父亲

谈及琅瑚街，说这条街上有座土地祠，门两侧立有左狼右虎的抱鼓

石，琅瑚街由狼虎谐音而得名。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还需要我

不断去探索与发现。

住在保定的大姐对我说，你别总在老城区转了，也到新城区

看一看。我走到朝阳大街与东风路口，看到了一个日新月异的

保定，美轮美奂的万博广场主楼高达二百五十八米，成为保定的

地标性建筑。姐夫对我说，新开区在建的“中国电谷”广场更加

时尚和现代，还有创新后的“西郊八大厂”、保定的中关村科技园

区、产销两旺的长城汽车城，都值得看一看，那儿有许多你想不

到的新变化。

坐高铁离开保定时，我望着保定东站广场上那座醒目的“京畿

之门”，感到心潮澎湃。我想，保定素有“首都南大门”之称，在当前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座京畿之门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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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荔枝熟，空山暑不欺。”南方盛产

荔枝，通常在农历五六月才成熟，海南著名

的荔枝品种“妃子笑”虽然成熟期要早些，但

也得到农历四月下旬。很少有人知道，在海

南省澄迈县有一片荔枝园，在农历二月就已

红霞满天，进入荔枝成熟期了。

今年元宵刚过，我在海南澄迈有幸得睹

这二月的早熟荔枝。

友人约我共赏荔枝林，我驱车从海口

出发，半小时后便来到澄迈县永发镇。车

子穿过一扇铁栅栏大门，进入一片果林，这

里是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科技创新

基 地 。 从 车 窗 望 出 去 ，满 园 叠 翠 ，果 木 葱

茏，椰子、芒果、香蕉、莲雾等，还有很多我

叫 不 上 名 的 ，甚 至 见 也 没 见 过 的 水 果 品

种 。 很 快 ，我 看 见 了 浓 绿 中 的 点 点 绯 红

——那是荔枝！才早春二月，荔枝就已经

成熟了？

朋友早我先到。我一下车，朋友身边的

一名年轻人便热情地上来握手。

年轻人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头戴太阳

帽，身穿黑色 T 恤衫，鞋上沾了草屑和泥巴。

“您是胡博士吧？”我问。

“我是。”对方笑容憨厚，脸上挂满汗珠。

来之前，朋友就给我介绍过胡博士，毕

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获果树学博士学位，现

在是这个科技创新基地的负责人。

几句寒暄后，胡博士带我们钻进了果

林。他一边走，一边介绍：“这个热带果树科

研基地一共有二百六十多亩，共育有几百个

热带水果品种，其中荔枝有三百多个已定型

或正在试验的新品种。”

我问道：“这里的荔枝二月就熟了？”

胡博士闻言笑了，走到一株荔枝树下，

拍着树干说：“这棵荔枝树就是早熟的荔枝

品种‘二月红’。‘二月红’每年年初开花挂

果，到了二月底果子就成熟了，产量不低于

一般的荔枝品种。”

我抬眼望去，只见树上挂满了荔枝，一

个个跟小灯笼似的，颜色深红欲滴，大的直

径足有三四厘米。

胡博士摸摸果子，又摸摸树叶，说：“基

地的所有荔枝树都有编号，每一片树叶、每

一枝花、每一个果，都是我们科研人员观察

研究的对象，开展早熟品种研究，更是基地

的重要工作内容。”

海南荔枝一般在四月下旬上市，已经算

是很早了，那为什么还要把它的成熟期提前

到二月呢？我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胡博士笑道：“我们的果树科研也要和时

代同行，不断创新品种，以更高附加值的水果

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水果反

季节上市，能为果农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

胡博士在农村长大，自小就对果蔬充

满感情。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农业基础

研究优势，加上优渥的人才吸引政策，让胡

博士毕业时毅然选择海南，成为一名果树

学研究人员。入职后不久，有一次他到地

方农场作荔枝栽培的调研，听果农反映说：

“现在日子红火了，水果丰富了，人们希望

吃好吃早。早了，可以抢占市场，卖个好价

钱，收入才高。”一语惊醒梦中人，胡博士感

觉自己找到了科研的方向：进行荔枝成熟

期研究。

海南气候温热，土壤肥沃，很适宜种植

荔枝，但蒂蛀虫等病虫害的侵害，严重影响

了荔枝的生长。

胡博士至今对几年前防控荔枝蒂蛀虫

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正在实验室做实验

的他接到海口市三门坡镇龙湾果园果农余

延年打来的求助电话，说他种植的一万多株

荔枝大面积发生蒂蛀虫灾害。在临近果实

采摘期，蒂蛀虫大规模暴发，意味着果农将

面临惨重损失。胡博士背上他的标配——

双肩包和睡袋，骑上电动车直奔虫区果园。

看到胡博士来了，余延年和十几名果

农 把 他 团 团 围 住 ，急 切 地 询 问 有 什 么 办

法。在了解具体情况后，他给出了解决虫

害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还让人把三门坡

镇所有的荔枝种植户都请了过来，给大家

上了一堂如何防治蒂蛀虫的教学课。接下

来的几天里，胡博士手把手地指导果农们

灭杀蒂蛀虫。结果，余延年和三门坡镇荔

枝种植户的荔枝树全都保住了，收成丝毫

不逊于往年。

这次胡博士虽然带领果农打败了蒂蛀

虫的进攻，自己却被蚊蚁击倒了。海南多蚊

蚁，尤其在浓荫潮湿的荔枝树下。胡博士连

续几晚蹲在果树下观察蒂蛀虫，长袖长裤也

未能抵挡住蚊蚁的进攻。对蚊蚁过敏的他

全身红肿，不得不住进医院。果农们去医院

看望，胡博士却毫不在意，打趣说：“要保荔

枝红，先得自己红！”

听了胡博士的故事后，我对这果园里的

荔枝更感兴趣了。这一片绯红惹眼的“二月

红”，正是果农们越过越红火的好日子啊。

“二月”荔枝红
叶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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