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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外外““亲亲戚戚””办办真真事事儿儿

■徐 新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
声。”节令穿过酷暑，立秋轻轻掀开了收获
季节的篇章。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立秋，七月
节。 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敛也。 ” 立秋预
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 秋天即将来
临，万物结实成形。

古人根据物候的变化将立秋分为三
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

鸣。 意指秋风渐
凉， 秋意渐

浓 ， 秋

气渐寒。而且，作为夏秋之交的重要节气，
立秋备受古人重视。

《后汉书·祭祀志》：“立秋之日，迎秋
于西郊， 祭白帝蓐收， 车旗服饰皆白，歌
《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 并有天子入
圃射牲，以荐宗庙之礼，名日躯刘。杀兽以
祭，表示秋来扬武之意。 ”到了宋代，立秋
那日，太史官早早守在宫廷中殿外，紧盯
着院子里的梧桐树。 一阵风来，一片树叶
离开枝头， 太史官随即高声喊道：“秋来
了。 ”于是一人接着一人重复呼喊，秋来之
声瞬时传遍宫城内外。 不等回声消失，盔
甲整齐的将士护卫着皇帝蜂拥而出，去往
郊外的狩猎场射猎，这便有了“一叶落知
天下”的说法。

万物经历了春天的萌发、夏日的茂
盛，终于沉淀出丰收的样貌。 立秋后的
田野淹没在庄稼和各种果子成熟的香
气里， 穿行在纵横交错的田埂小路，只
见玉米正在抽穗结棒 ，日渐丰盈 ，稻田
染成了诱人的金黄，棉桃心无旁骛地进
行着幸福而宁静的孕育过程，原野上的
小草草尖也泛起了点点鹅黄……勤劳
永远是农人们最迷人的身姿，在这最忙
碌的日子里，他们挥洒着满足和喜悦的
汗水。

自古以来，秋是寂寥和悲伤的象征，
而作为秋之首， 立秋是文人墨客吟诗作
赋的绝佳对象。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
木叶下。 ”屈原曾用诗句描绘秋风初凉、

树木轻摇，洞庭起波以及愁情思绪。曹丕
的《燕歌行》也有“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
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
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
方？ ”的感慨。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物
之枯荣常常引发诗人心中悲喜。 “万里悲
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杜甫在《登
高》中感叹自己沦落他乡、年老多病，忽逢
秋叶飘零，生出无限悲愁之绪。

立秋，寒气将至未至，也是一年中最
富诗意的时刻，因此许多诗人借此抒怀。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
色。 ”王勃《滕王阁序》中这句，意境极为
开阔；“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
楼。 ”李白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
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 不由得激
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维对秋天的感悟刻骨铭心而又深入浅
出，物态自然，意象空灵，情与景融，意与
境谐；“秋气堪悲未必然， 轻寒正是可人
天。绿池落尽红蕖却，荷叶犹开最小钱。”
杨万里在《秋凉晚步》生动逼真地描绘秋
日的意趣盎然。

“睡起秋声无觅处， 满阶梧桐月明
中。 ”立秋开启了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序幕，
人们在禾黍盈满的喜悦中，也感受到积蓄
后再次前行的力量。

(作者供职于江苏海门市委宣传部)

■王庆文

“都说‘穷在深山无人问’，可是俺们山外的‘亲
戚’从 500 公里外的海拉尔赶来，一门心思地拉帮我
们挖穷根儿。 ”

“干活不要钱 ，大热天 ，十几个人连续五六天
在大太阳底下哗哗淌汗， 从早晨 4 点一直干到晚
上 10 点，给我们养殖场架线路 ，这样的 ‘亲戚 ’杠
杠讲究！ ”

7 月 29 日清晨，在内蒙古扎兰屯市西南山区 125
公里处的哈多河镇，罕达罕村的村民们正在哈多河边
给苞米、黄豆追肥，村民边干活边议论起罕达罕村的
亲戚。 提起村里这个“亲戚”，个个竖起大拇指。

2018 年，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选派明星电力
设计院党支部书记郭鸿赴哈多河镇开展扶贫包联
工作。 郭鸿不仅是土生土长的扎兰屯人，还有亲戚
在哈多河村。 驻村扶贫后，他先到亲戚家调研了解
情况，然后以点串面，逐步摸清了贫困的根源和村
民们的想法。

两年多时间里， 郭鸿走遍了辖区 564 平方公里
范围内的 6 个行政村和 1 个居委会， 走访 126 个贫
困户、367 位贫困村民。 村民们也通过郭鸿，与呼伦
贝尔供电公司结下了“亲”缘。

村民刘景湖至今记得郭鸿初次登门时的情景：
“进屋就上炕，拽过烟笸箩就卷着抽，唠的都是农村
话、心里嗑儿，一点儿也不外道！ ”

脚上沾的泥土越来越多，跟村民们也越走越近，

郭鸿对大家的实际困难和想法也了解得越深入，脱
贫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不久，村民们就发现，城里的“亲戚”不光唠真嗑
儿，更办真事儿！

大山深处遍地宝，野生黑木耳、蘑菇、猴头、榛子
等，都是山外人青睐的绿色佳品。 山里人勤快，跑山
（到山林里采山货）时节，家家户户都存有一定量的
山货，可无论山外人想买还是山里人想卖，都因运输
成本太高而放弃，导致山货积压甚至腐烂。

“都是好东西啊，就是采到手开心，放一阵子就
窝心！ ”“你们放手去采，有我们这些‘亲戚’在，保证
让大家坐在家里，就能卖出好价钱！ ”

村民们还在半信半疑，“亲戚” 们已经发动亲朋
好友将山货信息、订购和联系方式发到网络平台中，
甚至有人成功动员在市区经营快递公司的朋友到山
里开设分公司。消息越传越广，村民手里的订单也越
来越多，直到把存货卖空，供不应求。

网络销售还活跃了村民们的“四季经济”：春天
卖山野菜和农村鸡蛋，夏天卖木耳、蘑菇，秋天卖榛
子、菇娘和沙果，冬天卖绿色有机粮和纯土豆淀粉粉
条。 尤其笨鸡、笨鹅、笨猪肉等“笨”字号农产品，销
路好，订单多。

村民们美了：“这招儿真好使！用手机卖货，坐炕
头数钱，一年赚几千块。 要不是这些‘亲戚’帮忙，哪
有这好事儿呀！ ”

买家们乐了：“不用大老远搭着车钱、 油钱进山
采货，快递公司直接送货上门，而且货真价实！ ”

养殖示范户宝福的家庭牧场由于电力线路超过
台区供电半径，电压低，深水泵、饲料粉碎机等设备
无法正常使用。郭鸿上报情况后，仅 10 天时间，一台
崭新的 200 千伏安变压器安装就位， 彻底解决了牧
场的用电难题。

不久前，边北村、大阳坡村、哈多河村、罕达罕村
肉牛、 肉羊养殖场和镇生活垃圾处理厂即将建成运
行急需通电，呼伦贝尔供电公司主动跟镇政府沟通，
很快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报装手续和流程，派施工队
和作业车辆无偿架设线路、组装变压器台。 通电后，
4 个养殖场年出栏肉牛、 肉羊数量将达到 51700 头
（只），惠及该镇 702 户贫困户、1912 人，年终每户将

直接分红 500 元以上。
网络销售和产业扶贫，让村民们手里有了“活钱

儿”，“亲戚”们又开始琢磨更长远的工作：将哈多河
镇的电网改造提升工作列入呼伦贝尔供电公司 “十
四五”配电网发展规划，其中仅哈多河村就计划投入
改造资金 1600
万元，将在 2023
年前完成。

（作者供职
于 国 家 电 网 蒙
东 电 力 呼 伦 贝
尔供电公司）

■黎洁

山脚下的老屋，是父母一砖一瓦垒起来的。
乡下老屋，多依山势而建，有的上下错落，有

的门户相对，一个屋子的声音，几乎整个村子都听
得到。 听得久了，哪家的门轴怎么响，是进门还是
出门，都能辨别出来。 凌晨时分，从老屋上方传来
一阵门轴转动声，顺溜得如山莺啼叫，那是喜欢早
起的堂伯出门了。 果然，响声过后，他那干涩的咳
嗽声就传了出来。

老屋的屋檐和房梁下，常有燕子衔泥筑窝，燕
窝“竣工”后，屋子便有了呢喃燕语。 那年头燕子
多，燕窝有时就筑在饭堂上面。 对燕子的光顾，一
家人都很欢迎，哪怕饭桌移个位置，也绝不逼它们
搬往他处。 缺油少菜的年代，听着梁间燕语和墙基
缝隙里蟋蟀带着泥土气的歌吟， 粗茶淡饭也别有
韵味。

记忆中，每年正月及父母生辰，都是老屋最闹
腾的日子。 远方亲朋成群结队来给父母祝寿或是
拜年，后辈们礼虽薄，但感情真挚的。 热闹过后，父
母必定要留他们住几天再走。

为了解决夜宿问题， 家中所有的床和门板都
用上，还是不够。 于是，父母就在二楼楼板铺一层
稻草，上面席子一摊，就成了床。 年纪小的孩子，最
喜欢这种地铺，觉得新奇无比，更可以扎堆在上面
摔爬滚打，疯癫一气。 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忙里忙
外，虽十分劳累，可脸上却挂满了笑意与福足。

老屋虽然破旧，却是一个温暖的家。 下雨时，
雨点虽打断了草丛树阴里的虫吟鸟唱， 但那屋顶
上的瓦片总能与或疏或密、 或急或缓的雨点合奏
出不同韵律的音乐。 那时候，躺在床上伴着雨声看
书，书香格外浓，看得倦了，再被雨声托入梦乡，梦
也格外湿润。 不过小时候，我更喜欢听从屋瓦沟下
流淌的淌雨水声响， 几十挂甚至几百挂上连屋顶
下连地面的雨串，织成一道平面的水帘，将老屋的
墙面遮蔽得水雾蒙蒙，如梦如幻。

老屋院内有两口石头大水缸， 质量好的那口
置于厨房灶沿的下方，用于储存饮用水，质量差一
点的那口则放在屋檐下，储存洗刷用水。 两口水缸
盖皆用杉木制成，厨房那个结实，而屋檐下那个，
因使用频繁，加上风吹日晒，有了破裂。

如今，缸里不再盛水，只盛着时光和一层厚厚
的尘埃，手指轻抚水缸边的青苔，像触碰到时光的
身体。 几十年了，这石缸为家人盛水，让我反刍往
昔岁月的艰辛，回味童年生活的乐趣，还有和家人
在一起的那份恬静和快乐。

屋前的晒谷坪，早已荒芜，地面坎坷，芳草萋
萋。 抬眼望去，村前小溪照常蜿蜒，对门青山巍然
依旧。 山上那一挂流水还在， 井边那乌桕树也还
在，依然青翠如昔。

父母老了 , 我们曾多次劝他们到城里安度晚
年，可他们不肯离开老屋。 母亲说，老屋是老人们
的根，守着老屋,就是在守候着他们大半生的希望，
那是一份归属。 (作者供职于广西钟山县供电公司)

■宁肯

太阳走到了最高处

它要花更多时间端详

脚下的山水

在一基塔顶

我俯瞰抹去细节的大地

远山压住天边

田畴的棋盘

弥漫彩色的云烟

村庄如岛

我是烈日下一只飞鸟

我爬得还不够高

最好在青藏高原

冷峻的冰峰之上

握着比冰更冷的角铁

展开鹰的翅膀

追随太阳奔跑

于风之谷云之巅

翱翔的高度

将身体和胸怀一同升起

获得最长的光明

（作者供职于国网山西

省电力公司）

乡乡间间老老屋屋
满满
阶阶
梧梧
桐桐
月月
明明
中中

雅·兰
■竹庆喜

（作者供职于河南汝州市崎岭乡瑞平
公司庇山矿）

太太
阳阳
与与
飞飞
鸟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