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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丽

今夏，楼上住户进入装修模式，我在

承租屋中度过了噪音伴奏的夏天。

每天上午八点， 装修工人准时入场，

电钻的“嗡嗡”声，掩过树上的蝉鸣声，让

人心烦意乱，无处躲藏。 用棉花球堵耳朵、

将耳机塞进耳朵听音乐，注意力还是不能

分散，无奈之下，只好躲去图书馆。

出门时，遇到对门何大爷抱怨：“咱要

遭罪了 ，这大热天 ，本就心烦 ，加上这噪

声，吵得我直冒汗。 还有这楼梯上的沙子、

土，撒得满地都是，我眼神不好，耳朵好着

呢，走路都要小心翼翼呢！ ”

“何大爷，您老走路得扶着楼梯啊，可

别摔着。 这也没规定白天不能装修，楼上

楼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们只好忍着

吧！ ”五楼的丁婶恰巧经过，叹着气回应。

楼上装修，直接影响的是我家，想想

两个月都要在这“咚咚”声中度过，即便坐

在图书馆中，也平复不了烦躁，报纸上温

馨的文字也只能吸引我一时半刻，思绪很

快又被拉回“轰炸”场景。

傍晚，图书馆闭馆，打道回府。 走到楼

梯口，脚步突然沉重，因为又得面对噪音。

可走进楼道却发现，楼梯上的沙子、土已

被清扫干净， 回头确认没走错后继续爬

楼，一边走一边深呼吸，一边还心理暗示：

调整心情，不被噪音打扰！

掏出钥匙开门时，只见门把手上悬挂

着一个用红绳系着的爱心卡片， 取下一

看， 几行娟丽小字映入眼帘：“亲爱的邻

居，我们会合理安排装修时间，不影响您

睡眠休息； 每天我们会及时清扫楼梯卫

生。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302 住户：小

余。 ”看着这段留言，突然觉得暖风拂面，

心里也明快了许多。

次日，当电钻声再次响起时，似乎觉

得没有之前烦躁，一个下午竟在轰鸣声中

静心完成了一篇稿件。 傍晚时分，小区溜

达时，几个邻居又聊起小余家的装修。

“这小余啊，倒挺细心，用红绳系着卡

片，向我们打招呼来着。 其实，不用这么费

心，遇到我们时说一下就好了！ ”

“张大爷， 你早出晚归去儿子家帮忙

带孙子，人家小余见你一面难。 我说啊，这

孩子就是有心之人。 本来我对他夏天装修

挺有意见，现在理解了，人家趁暑假装修，

开学后不用请假，不耽误教学，安排得挺

合理。 ”

“她大婶， 记得你前天还埋怨小余装

修的呢，这才几天工夫，您转过弯了？ ”有

人调侃。 “去，别笑话我，那天我是被装修

声吵得说了气话，现在想想，也没觉得有

那么烦了！ ”

“小余真是个有心之人， 上午特地上

门跟我说卫生间开始做防水试验，让我这

几天观察卫生间天花板上是否有滴水现

象，他家防水做了三层呢！ ”我接过话茬。

其实， 邻居们忽略了装修的噪音，赞

赏的是小余的邻里相处之道和谦谦之词。

这红绳上系着的卡片， 系的是小余的爱

心， 是多为他人着想的邻居相处秘方，更

是良言一句三冬暖的最好诠释。

（作者供职于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东

台市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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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村““蝶蝶变变”” 荒荒地地生生““金金””

捡拾稻穗

■洪浪 刘红润

初秋的晋北大地， 芦芽山草木葳蕤， 汾河蜿蜒流
淌，广袤乡村勃勃生机。 去村里看，昔日的杂草丛变成
了百亩茶园，手工作坊变身为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
田间地头的收成变成了高端农产品， 荒地架起了光伏
板，农民腰包鼓了、笑容多了……这一切，得从驻村扶
贫工作队说起。

2018 年， 山西最大发电企业同煤漳泽电力走进了
忻州市宁武县黄岭村、中马坊村，武乡县瓦窑科村、长
庆凹村，以及沁县郭村等 9 个贫困村，承担起 1133 户
贫困户 3000 多人的扶贫任务。 两年来，扶贫工作队扎
根农村，通过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的经
营模式，种植养殖两手抓，建厂房、上项目，“一村一策
一户一法”精准扶贫，实现了村集体增收、贫困户脱贫，
带领村民走上了小康路。

2018 年 5 月，
漳泽电力同华发
电公司李旭东赴
黄岭村担任第一
书记。 彼时的黄岭
村 共 有 人 口 460
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64 户 110

人。 入户走访中，李旭东发现，村里家家户户有一手制
茶绝活儿， 村民上山采回野生岩青兰， 加工后冲泡饮
用，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功效。经过多方调研，反复
讨论，工作队最终确定了因地制宜的“种植+养殖+加
工业”扶贫思路。

说了就算，定了就干。 工作队一鼓作气，出台《种制
售扶贫产业链方案》，注册“黄岭山茶”品牌，发动村民
上山采集湿山茶，生产“黄岭山茶”，720 盒茶叶半年就
实现了 5.6 万元利润， 为贫困户增收 9429 元， 黄岭村
当年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并率先在宁武县注册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019 年，“黄岭山茶” 产业步入正轨， 销售收入达
43.8 万元，全村 67 位村民获得了扶贫项目收益，人均增
收 2240 元；到今年年底，茶叶年产量可突破 1 万斤，茶
产业综合产值将超过 100 万元，贫困户人均茶叶收入可
达到 5000 元；到 2022 年，投产茶园面积计划 500 亩，综
合产值预计超过 500 万元。

72 岁的秦宽玉曾任黄岭村村支书， 听说村里建起
了茶厂，他立即从县城赶回来看新鲜。一看不要紧，趁着
大伙儿热火朝天的干劲， 他干脆将撂荒 20 多年的 8 亩
耕地都种上了茶苗，获得收益后，他正考虑让儿子回来
干一番大事业。

日子过好了，心劲更足了。 57 岁的中马坊村村民杜
关生当上“晋汾源五谷”加工厂生产负责人后，眉头舒展

了，腰板也挺直了。 “这里土地贫瘠，种啥都不成。 工
作队来了后，整修道路、免费体检、培训上岗，实惠多
着哩！ ”老杜属于“因病致贫”，90 岁的母亲每年看病
吃药要花 1 多万元。同华发电公司派驻中马坊村第一
书记聂文鹏了解情况后， 根据政策帮他报销了 7000
多元医药费，还安排杜关生就业岗位，挣上了工资的
老杜心里乐开了花。

得实惠、见成效，才能带动积极性。 “四米四豆”“养生
七日粥”、脱毒马铃薯、“90 日龄”玉米种植，为了让贫困
户从“动起来”到“富起来”，聂文鹏下足了“绣花”功夫。

针对小杂粮零星种植、广种薄收的短板，聂文鹏采
取“先输血后造血”方式，免费为种植户发放玉米、莜麦、
胡麻、藜麦等附加值较高的杂粮种子，保底收购，鼓励贫
困户大面积种植；建成小杂粮加工厂房，注册“晋汾源”
商标，2019 年规模化加工小杂粮 22000 斤，产值 28.4 万
元，实现 11 万元利润，贫困户 6 人平均增收 4000 多元。

2019 年以来， 扶贫工作队为中马坊村争取基建资
金，硬化村道、广场，赠送猪崽、鸡仔和蔬菜入户，并开
展便民义诊、建立“农民书屋”和“爱心超市、定期送养
殖技术上门……有了设施和服务，中马坊村其乐融融。

不仅如此，聂文鹏还有个“2022 小规划”：全面开发
小杂粮高端系列产品，实现产值翻倍、利润翻倍；种植脱
毒马铃薯原种 200 亩，预计实现利润 70 万元；全面启动
“90 日龄”玉米单交种项目，预计增收 15 万元；借助黄
岭村的制茶产业，让黄芩、苍竹、赤勺“走出”大山，让
1000 多亩荒地生金……

在沁县， 长治发电公司的 20MW 光伏电站扶贫项
目已于 2019 年 10 月全容量并网。 青山绿水间，光伏电
池板像一大片“铁杆庄稼”向阳而立，正在割杂草的郭
村村民卫天有额头汗珠涔涔，脸上却笑意满满。守在家
门口就能挣钱，再加上流转土地的租金，卫天有一家吃
上了“太阳饭”，一年增收了 8000 多元。

“脱贫只是起点，致富才是根本。 一件接着一件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 ” 同煤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漳泽
电力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文彦道出了扶贫决心和信心。

晋北乡村正在悄然“蝶变”：清晨的茶园人头攒动，
采茶工头戴草帽，指尖在茶树上飞舞；小杂粮加工车间
环境干净整洁，工序有条不紊；蓝天白云与绿树牛羊相
映成趣，村舍错落有致，水泥路延伸到家门口，一张张
灿烂的笑脸就是乡村最美的风景……

（作者供职于同煤集团）

■凌泽泉

一根根稻穗躺在稻茬田间，像秋风中失散的孩
子焦急地挥着枯黄的秸秆 ，摇起晶亮的稻芒 ，等待
一双微温的手抱它们回家。

秋蝉的叫声一阵紧似一阵，一把把镰刀走进稻
田，一层层金黄的稻浪扭腰、舒臂、侧耳、回眸，一缕
缕稻香弥漫在田野上，沉醉了农人的心房。

经历了发芽、抽叶、分蘖 、拔节 ，一棵棵秧苗由
襁褓婴儿长成了朝气勃发少年的形象 。 站在水田
里，顶着阵阵热浪，禾苗啖着晚霞、吮着夜露 ，迫不
及待地在枝头扬花、灌浆。 耕云种月，一粒粒青青稻
谷，不舍昼夜汲取着土地赐予的琼浆 ，把自己锤炼
成结实饱满的模样。

自打走进乍暖还寒的春水之中，单薄的秧苗就习
惯了风雨雷电，也习惯了寒冷与酷热。 熬过了无数个
“水深火热”的日子，终于在田野之上，举起了金黄的
稻穗，那份自豪与愉悦，连野花野草也起了妒心。

在农人眼里，由青转黄的稻田承载的是未来一
个个殷实的日子，是村庄屋顶上源源不断升腾的袅
袅炊烟，是他们手握稻穗、眼中写满喜悦的样子。

镰刀是稻穗的亲人。 瓦蓝的天幕下，一束束稻
子扑倒入镰刀的怀抱时 ，神情最是安详 ，那锯齿形
的刀刃也早已在稻香与草香中沉醉。

收割后的稻田是寂寞的 ， 尤其在皓月当空的
秋夜 ， 清风拂过时 ， 已听不见稻穗交头接耳的闲

聊，闻不到秋虫此起彼
伏的比赛歌喉 。 月光
下 ， 一根根被遗落的
稻穗 ，仰望一轮斜月 ，
像 迷 失 了 回 家 的 路 。
而趁着月光 ， 农人将
运回的稻码成宝塔模
样 ，对一旁帮忙的孩子
交代 ： “明早到田里拾
稻穗去。 ”

踏着晨露， 臂挎竹
篮的孩子们走进安静
了一夜的稻茬田。 脚前，一根稻穗斜靠在稻茬上，孩
子们弯下腰，双手捧起沉甸甸的稻穗，轻轻放进身旁
的竹篮。 此时，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正好洒到尖尖的
稻芒上，温柔地抚摸着失散一夜的孩子 ，以最美的
霞光接它回家。

孩子们在稻茬田里搜寻着 ， 目光每与一根稻
穗相碰，便闪出一道惊喜的亮光。 稻穗好像在和孩
子们玩着捉迷藏 ，或躲在稻茬的背后探头张望 ，或
头脚倒立竖成蜻蜓状 ， 或把头插进稻茬中只露出
细长的尾巴……孩子们细心寻找 ， 发现一根便大
叫一声，然后张开双臂相迎。

有时天会变脸 ，一朵朵云低低地压下来 ，突起
的狂风也来捣乱，稻茬田里，孩子们紧紧捂住竹篮，
生怕风抢走稻穗。 突然，一道闪电撕碎乌云，躲在稻

茬 田 里 的 稻
芒 ，反射出亮光 ，孩

子们兴奋地扑过去 ， 将它们一
一安放进竹篮中。

雨 ，噼噼啪啪地打在浅浅的稻茬上 ，孩子们冒
雨穿梭田间， 抱起一根根浑身湿透的稻穗 。 乡间
的孩子 ，自小就感知父辈对庄稼的挚爱 、对粮食
的珍视 ， 也目睹了耕作的劳累和农事的繁忙 ，更
懂得一粒粒稻谷来之不易 。 虽然年幼 ，无法亲自
耕地耙田 、肩挑背担 ，但对遗留下来的粮食却怀
有 “惜物 ”之心 。 拾山芋 、拾花生 、拾麦穗 、拾稻穗
……拾的岂止是口中之粮 ，更是对粮食的感恩 、对
土地的深情。

如今， 蜜罐里长大的孩子已不大关心农事和农
时，甚至认为花钱就能买到粮食 ，却不知土地的给
予也是有限的。 如若你爱着生活，当从珍惜一粒稻
谷开始；如若你有空，请与我一道，走进金秋收获后
的稻茬地，去体验一回拾稻穗的乐趣。

（作者供职于安徽省肥西县文联 ）

■王晓阳

风驱逐着荷香蝉鸣
发出了收货的集结
高粱酡红着脸
苞谷憨笑着露出玉齿
稻穗散发着待产的芳香

父亲从热浪中走来
检阅着棋盘的金黄
他如一个虔诚的教徒
挥舞镰刀割倒季节的结晶
衣衫悄悄饱食了汗水

粮粮
食食
的的
光光
芒芒

秋收的气势似乎高过远山
饱满的果实却从不炫耀
在赶往餐桌的路上
磨平棱角风轻云淡
点燃了远处的烟火人间

一粒粮食就是一缕阳光
珍惜粮食是感恩和教养
父亲的话沾满了泥土的芬芳
劳动的汗水
浸润一代农人的诗和远方

（作者供职于湖南省耒阳市人大常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