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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荔枝又红了。

荔枝既好吃，又好看，味

道 如 蜜 ，皮 红 醉 人 ，肉 白 如

雪。每逢荔红时节，我都会

呼 朋 引 伴 畅 游 荔 枝 园 。 一

来，登登山，欣赏万山红遍，

分享丰收喜悦；二来，品尝红

荔美味，让甘甜润透心间。

乡村硬化公路已四通八

达，转眼工夫，我们就来到广

东 茂 名 林 头 镇 的 荔 枝 片

区 。 荔 枝 园 中 的 路 也 已 硬

化 ，荔 枝 压 弯 枝 头 ，从 路 旁

吊 下 一 串 串 、一 团 团 ，让 人

随 手 可 得 。 我 们 登 上 荔 枝

园 的 高 处 ，眼 前 红 荔 翻 作

浪 。 同 行 的 老 谢 拿 起 望 远

镜 ，细 细 端 详 ，一 遍 遍 地 感

慨道：“多美啊！”

老谢年近八十，曾在镇

上工作多年，对这片山岭熟

得 很 。 他 说 ，抗 日 战 争 期

间，这一带是游击队战斗的

地方，当地人民曾在这里举

行多次抗日武装起义，华楼

抗 日 武 装 起 义 纪 念 碑 就 竖

立在这片红荔树中。

革命老区人民十分珍视

这 块 红 色 的 土 地 。 上 世 纪

80 年代，当地号召山区人民

近山吃山，开山种果。老区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挥舞铁锹铁

锄，让荒山变成条条荔枝带。现在，当地人每家种荔枝的年收入

少则十万八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荔园别墅比比皆是，幢幢

小楼旁，鸭在荔下卧，鸡立荔上啼，一幅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图，让

人美哉乐哉……

此时，一位中年人巡园而来，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寒

暄起来。他姓陈，家在附近农村，二十年前就在这里承包土地种

荔枝了。

老陈随手摘一把荔枝说：“吃吧，尝尝味。”他还自告奋勇，带

我们游览，边走边介绍。老陈目前的荔园有二百多亩，按荔枝品

种分为“白糖罂”“妃子笑”“糯米糍”“桂味”等片区。“白糖罂”早

熟，已红得彻底，甜得醉人。老陈指着青色的荔枝说，这些就是

“妃子笑”，别看它颜色青青，已熟透了呢。说着，他就讲起了“妃

子笑”这个名字的渊源。他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嗅着荔枝的甜

香，也听了个津津有味。

在 荔 枝 园 走 了 一 圈 ，老 陈 说 ：“ 走 累 了 吧 ？ 进 屋 歇 歇 ，喝

杯茶。”

我们走进“荔枝楼”。这是老陈的荔枝园管理办公楼，共四

层。一楼放有农具，二楼是休息间，三楼是办公室，办公区整理

得井井有条。第四层是座八角凉亭，绿瓦粉墙，古色古香，正中

摆着功夫茶台。坐在这里，凉风吹拂，荔香涌来，心旷神怡。

老陈很是健谈。他说，他不会做生意，只会种地。改革开放

后，他先是跟着别人做生意，邯郸学步，结果亏得一塌糊涂。后

来他听了父亲的话，自己在这“土生土长”，离“土”必败。于是他

重整旗鼓，承包土地种荔枝。一开始，由于资金短缺，他四处筹

借，才承包下二十亩山地。对他来说，干这行当也是摸石头过

河，经营失败的经历，让他谨慎有加。三年结果期到，又因技术

不精，荔枝出现长叶不开花、开花不结果、长果掉满地等问题，真

是苦不堪言。几番折腾下来，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种荔枝靠蛮干

不行。于是，他请本地师傅出主意，到县林科所找技术员前来指

导，到处找资料丰富自己的荔枝种植知识……终于获得成功，再

连年扩大经营，终于有了今天的规模。他笑了笑：“我种荔枝的

经历就像这荔枝果，初时是苦涩的，后来是甜蜜的。”

如今，当地农民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学习，种荔枝的经验丰富

了，不仅对种植中出现的问题成竹在胸，对荔枝嫁接技术也了如

指掌，新优品种层出不穷。这一带自然条件好，荔枝普遍比同纬

度早熟十多天，当地果农由此抢得市场先机，卖出了更好的价

格。一来二去，荔枝园名声大了，许多城里人来承包山地种荔

枝，一些在外经营的乡亲也被吸引回来。政府大力扶持荔枝

产业发展，定期派技术员到荔枝园指导。老陈笑着说，他的荔

枝园也定时开课，自己当老师，还经常被人请去为荔枝把脉开

方呢。

老陈指着远处小山上的那片荔枝园说：“一位老游击队战

士，念念不忘战友们战斗过的这片山地，离休后就在这承包土地

种荔枝。前些年他管理荔枝园时，累了就吹笛子，吹《大刀进行

曲》《多情的土地》，笛声满山飘，好听极了。这片荔枝现在由他

的儿子管理，长势很好，每年收入几十万呢。不过笛声有几年没

听到了，大家都想着他。”

回来的路上，我们瞻仰了华楼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纪念

碑耸立在荔枝园中，来这里瞻仰的人不少。我站在纪念碑下，感

慨万千。这红色的土地上，荔枝别样红……

荔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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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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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雨时节，天气闷热潮湿。我每天早晚

散步时，总看到燕子在步行街低空飞行。

步行街东西走向，绿树葱茏盎然，紫薇

鲜艳绚丽。燕子飞舞着，收敛翅膀，一个转

身俯冲，旋即张开双翼，几乎掠地飞行，又箭

一般向上向前，体态轻盈，姿态优美。午后，

街上人头攒动，燕子灵巧地在人流中穿插，

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像黑色闪电。

我知道燕子不像寻常鸟类那样啄食，而

是在飞翔中捕食。它如剪的尾翼，使其转

弯、翻飞灵活自如。可是，燕子在人流中闪

电般飞翔的光景，我之前是没见过的。

小时候，村庄周围都是稻田。我们在田

间扯猪草的时候，时常看见燕子。母亲说，

燕子是最亲近人的家鸟，是专吃蚊子苍蝇的

益鸟。村庄里的人都喜欢燕子，视燕子为平

安吉祥的象征。人们建房子时，都会在大门

上方留一个长方形的小窗，好让燕子出入，

称之为“燕窗”。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燕子做窝。燕子衔

来一粒粒泥巴，一点一点地垒筑窝巢。看着

两只燕子辛辛苦苦地飞进飞出，我对母亲

说，我们帮帮它们吧。母亲说，燕子是最勤

劳的，它们只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接受

别人的施舍。在我焦急的盼望中，它们的房

子终于建好了。外墙是一粒粒的圆泥粘黏

而成的，一圈圈排列组合，很匀净，有一种和

谐的天然美。

燕子出入的频率降低了。我想它们在

充分地享受爱巢。不久，“燕子夫妇”又繁忙

起来。紧接着，几只嫩黄色的小嘴从鸟巢里

探出来，叽叽地叫着，嘴巴张得大大的。“燕

子夫妇”更忙了，你来我往，尽心尽力。但是

每次，我只是看见亲鸟与小鸟对嘴，没有看

清楚哺喂的食物。

儿时对燕子的记忆，难以忘怀。后来上

学，离开了家乡，住在省城的高楼大厦里，有

一段时间几乎没再见到过燕子。如今燕子

不仅再次现身，而且在人群中毫无怯意地自

在 穿 行 ，我 想 大 约 要 归 功 于 城 市 绿 化 的

发展。

此去再往东，过马路，是大规模旧城改

造工程开辟的湿地公园，深水区清波荡漾，

浅滩荷叶田田、莲花盛开、菖蒲油绿。我想，

它们肯定是在这湿地公园衔泥做窝的，因为

方圆几公里，燕子在别的地方啄不到春泥。

但是在东步行街，我没有发现燕子窝。

西步行街也是商业街，不过相对清净，

门面上方的阳台与居家的屋檐颇为相似。

寻着燕子飞行的踪迹，我很快就在那里的阳

台下发现了燕子窝，一共有六处。每窝里或

两只雏燕，或三四只，最多的一巢有六只，挤

挤挨挨的一排，露出头颈，站队似的，默默地

等候着。亲鸟飞来，它们齐声欢快地叫着，

个个张大嘴巴。亲鸟闪电般地将食物送进

一只雏鸟嘴里，又闪电般地飞离。雏鸟们又

安静地等着。一会儿，亲鸟又来了，将食物

送进另一只雏鸟嘴里。

我呆呆地看了好几分钟，不停地用手机

拍照，又问店老板，我不会打扰它们吧？老板

说，不会，它们聪明着呢，知道你没有恶意。

鸟声啾啾，我不由沉浸于这人与燕子默

契相处的美妙时刻，思绪飘回那遥远而美好

的童年……

微风燕子飞
秦和元

6 月，茂密的紫叶李绵延道路两侧。李

家庄村的枣树开满黄色的小花，蜜蜂寻香

而来。

我来李家庄村拜访李福强。他正给游

客讲解村里的红色历史。来村里接受红色

教育的人一拨又一拨，讲解员忙不过来，他

便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李福强是河北省晋州市晋州镇李家庄

村的第一书记。当年，他放下铁饭碗回到农

村带领大家创业。后来，为了家乡的发展，

他又第二次回村，和乡亲们一起奋斗。

由落后村到“幸福村”“文明村”“文化

村”，李家庄村有故事，李福强也有故事……

一

说起几十年前的李家庄村，许多乡亲记

忆犹新：一条街，狭窄小土道，汽车进不来，

只能骑自行车。如今，路面全部硬化，再没

坑坑洼洼；广场上立着音乐喷泉，村里的老

人在广场边活动腿脚。

回忆家史，李福强说，当年家里人口多，

父亲种地拉扯一家，日子紧巴巴，年成不好

的时候粮食打不够，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让他自幼就立下脱贫奔富的目标。中学

毕业后，他进了县里一家工厂当工人。

1984 年，二十四岁的李福强回到李家庄

村，出任村支书。

村民议论纷纷：这个位子不好坐！三十

万元欠款，是上任留下的“家底”。而此时，

李福强在厂里已是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工

作得心应手。放着铁饭碗、正式工不干往村

里跑，这在当年引起不小轰动。

村里穷，村集体无收入，村民出门在外

都抬不起头。新官理旧账，李福强当了支

书，首先想还清欠款。他从厂里出来，知道

现在办厂能赚钱。但办厂需要资金，欠款还

没还，怎么办？

父亲为他担心，妻子替他上火，老母亲

为他掉泪：“放着好好工作不干，回来受罪？”

倔强的李福强不吭声，坐上绿皮火车，到南

方访亲探友求支持。

功夫不负 有 心 人 。 李 福 强 找 到 担 保 ，

用“赊”来的设备办起第一个村办食品厂。

仅一年，就把厂子办得红红火火，还了三十

万元欠款，还了赊的钱，当年还给村民发了

月饼……

收麦季，乡亲们握着镰刀走向麦田，一

幅前所未见的景象出现了：一台台小麦收割

机停在麦地边。李福强站在一边兴奋地说：

“以后，咱村收麦告别镰刀！”过去拔麦割麦，

手上起老茧、掉层皮，麦子收下来人要掉几

斤肉。有了农机，乡亲们实现了机耕、机播、

机收，提前尝到现代化的滋味。

李福强相继创办了地毯厂等十多个村

办企业，村民不误农活儿，不出村到村办厂

挣一份工资，零花钱、孩子上学钱、老人养老

钱都有了。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干事

创业的能力得到上下认可，回村十年后调到

镇里任副镇长，又从镇里到晋州市，一干又

是十多年……

二

李家庄村地处城乡接合部，晋州市城市

发展到这里，阻力重重。组织找到担任市政

府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办公室主任的李福强，

希望他把村里的工作也挑起来，让李家庄村

“进了城”，融入“城市圈”。

2015 年 3 月，李 福 强 回 到 李 家 庄 村 担

任 村 支 书 。 这 是 他 离 开 村 子 多 年后，第二

次回村任“村官”。

李 福 强 回 来 ，是 村 里 乡 亲 一 直 期 盼

的。李福强调到镇里后，他一手办起来的

十多个村办企业相继关门。乡亲们议论起

来，还是最认李福强：“要是他不离开，咱村

早变模样了！”

“群众选我当干部，我当干部为群众！”

回村那天，李福强在笔记本上为自己写了这

样一句话。

村党员会上，他和大家聊家常，问道：

“大家有啥目标？”

这个说“吃饱饭”，那个说“住新房”，还

有人说“早点抱上孙子”，大伙儿大笑。

乡里乡亲，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讲的

都是柴米油盐、吃饱穿暖的家常话，但这要

求未免太低了。李福强回来，就是想让村子

有更大的“目标”。

几天后，他将自己总结的几句话写在了

村委会墙上：

“有目标的人睡不着，没目标的人睡不

醒，因为不知道起来干吗，生命只有干出来

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李福强就是个有目标的人。他提出：三

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巨变。他带领村干

部和村民，硬化拓宽村主干道，修下水道，铺

设地下灌溉管道，解决污水遍地流和浇地

难，装路灯，建村图书室、健身广场……“目

标”一个个成了现实。

村里还投资建了婚礼厅，里面空调、音

响齐备。村里结婚在婚礼厅办，不用去酒楼

饭店，不用自己支大棚借桌椅板凳，一场婚

礼能为村民节省两万元。为改风气，他办起

“孝道饺子宴”，亲自包饺子，把全村年岁高

的老人请到一起吃孝心饺子。

外 出 打 工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留 在 村 里 的

人，能不能守着家门口挣上钱？李福强有事

儿没事儿和老人们蹲墙根儿聊天。一走一

问，发现村里“无形资产”真不少：民间小调

“咳嗨腔”独具特色、晋察冀野战军育英学校

就在李家庄村诞生……

以前村里人光盯着土地，谁想过土地之

外的资源也是资源？在李福强推动下，村里

建起三个红色纪念馆。北街的墙全部白灰

粉刷，请人把红色历史故事画出来。了解到

育英学校后来迁到山西太原，李福强又去太

原育英学校“寻亲”，邀育英学校的学生回来

“认亲”。再挖掘解放战争时期村民的拥军

故事，让李家庄村的红色历史传播给更多

人。红色旅游就这样红红火火做起来了。

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大学毕业生赵

谦谦嫁到李家庄村，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当

上村里的红色解说员，多的时候一天讲十多

场，虽然辛苦，精气神却比过去足。她说：

“村里发展红色旅游，让大家伙儿都找到了

自信。”

爱党爱国，爱村爱家，红色历史令村民

自豪，也让村子有了精气神。

三

空话不说，“画饼”的事儿不干，做事就

要做得实打实，这是李福强的禀性。村民

对他服气：“福强有眼界，看得远！关键是

没私心。人家不拿咱村一分工资，只为咱村

好，让咱过上好日子！就这一点，谁能做到？”

李福强每天早上 4 点多起来，绕村走圈

儿，见了垃圾捡垃圾，见了杂草拔杂草，见了

乡亲们微笑打招呼。老老少少见了他，亲热

得好像一家人。

村民吕大婶 的 丈 夫 瘫 痪 多 年 ，家 里 因

病致贫，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土坯房。丈

夫去世后，吕大婶日子紧巴，看不到亮儿。

过年，别人家红红火火，她家冷冷清清。突

然院门被推开，她移步出屋，见是李福强。

他带来了村里给村民发的年货，亲自送上

米面油和春联。小院贴上春联，立马有了

年味。

“房子有年头了。过了年，村里帮你想

想办法。”李福强掏出一叠钱放到炕头，“这

是我自己的，有困难就说，村里会帮解决。”

自 掏 腰 包 看 望 困 难 户 ，是 李 福 强 逢 年

过节必做的一件事。一出正月，李福强就

为吕大婶申报了危房改造，把土坯房盖成

新房。

身为村支书，李福强特别注意带好党员

队伍。每月村党员义务劳动，李福强总是第

一个到现场。每到这一天，党员们不用招

呼 ，扛 着 铁 锨 扫 帚 自 发 就 来 ，事 事 干 在 前

面。他善待为村子做过贡献的村干部，将历

届村两委聘为“顾问团”。村里大事小情，请

顾问团讨论，村委再讨论，同意后交村民大

会。威信，就这样一点点树起。

李福强身体不好，但为村里忙碌，整天

不着家，跑项目办手续都亲自跟着。女儿

心 疼 ：“ 爸 ，你 不 缺 吃 喝 ，又 不 拿 村 里 一 分

钱，别弄垮身体！”他憨憨一笑：“爸是共产

党员啊。”

李福强回村后，很多人没想到的他想到

了，很多想办的、难办的事情他办了：《李家

庄村志》出版，“咳嗨腔”成了石家庄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过年过节发米面油，红白喜事

村里管，大小节日有活动。村里风气越来越

正，闲暇日子里，村里闲逛打牌的人少了，吹

拉弹唱的身影多了。

四

李福强为什么回村？很多人好奇。

李福强话不多，喜欢闷头做事。但村子

的变化为他“代言”，以前说三道四的人不说

了，一些老牌先进村主动来“取经”，一个全

新的李家庄村呈现在人们面前。

廉政文化有魏征公园，红色文化有育英

学校旧址和三个红色纪念馆，民俗文化有获

得市级非遗的“咳嗨腔”，李福强理想中的

“李家庄村文化旅游圈”一步步成型。他要

把进了城的人“拽回来”，让他们在村里比城

里活得还“滋润”。

回 村 这 些 年 ，他 个 人 和 村 子 获 得 荣 誉

几十项：他被评为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晋

州市“功勋党支部书记”，李家庄村被石家

庄市评为“文明村”，被晋州市评为“特色文

化村”……

李福强村支书任期已满，此时他在市里

也已退休，可以回市区安度晚年了，但是村

里发展需要他。2021 年 4 月，晋州市晋州镇

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李福强为村第一书记，

做好传帮带。

我和李福强走在村里，陪着太原来的育

英学校的学生去育英学校纪念馆。黄的枣

花、红的粉的蜀葵在村里时隐时现。风里有

麦子的香气。

麦子要开镰了。布谷鸟叫此起彼伏，好

听着呢。我和李福强不约而同抬起头，被这

清脆的叫声感染。

“你回村做了这些事，到底是咋想的？”

“报恩！党培养了我，这份恩情，我无以

为报！”

图①：李家庄村鸟瞰。 杨 杰摄

图②：李福强（右）在查看作物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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