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棠絮语

幸福生活

2020 年 4 月 26 日，对修水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
意义的日子。那天上午，江西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江西省
贫困县脱贫退出新闻发布会，会上正式宣布修水县达到
退出条件，把“贫困县”这顶不光彩的帽子扔得远远的，
这顶帽子，修水人戴了几十年呵！

由此，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全县广大扶贫干
部的帮扶下，修水县全县 21571 户贫困户 84609 人脱贫，
133个贫困村全部退出，修水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在脱贫攻坚中，有这样一群人，我们称之为驻村第
一书记。他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落实好向贫困地区村
党组织选派第一书记举措，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的嘱托，凝聚乡村工作
合力，把汗水挥洒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心用力用情
做百姓的贴心人和致富带头人。

修水县茅坪村驻村第一书记魏婵，就是这样一个有
温度的驻村书记。2018 年 10 月被组织部派到茅坪村，她
克服了婆婆刚去世，女儿才三个月大，丈夫远在百里之
外的单位不能回家的家庭困难，每天上户走访，不到一
个月就掌握了 57 户贫困户基本情况。她细心倾听贫困
户心声，为他们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帮贫困户介绍工作，
为农户推销农产品做形象代言人。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我们来到杭口镇茅坪村，
魏书记带领我们参观了水果种植基地、洋沃度假小镇。
在参观过程中，魏书记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水果种植合作
社的模式、洋沃度假小镇旅游项目以及贫困户王金华是
怎样走上脱贫致富之路的。最让我难忘的，是她脸上洋
溢的灿烂笑容。

下午两点多，我们不畏酷暑，首先参观了洋沃小镇
水果种植生态园。水果种植合作社范天洋先生带领我
们走进火龙果种植基地，当我们看到一个个火龙果挂满
枝头，无不惊奇称赞，这在我们印象中只有热带地区才
可生长的水果，竟然在我们修水本土也可成功种植。范
先生还自豪地说，他这里的火龙果，比从广东那边进来
的口感更好。

随后，我们翻越了一座小山，来到了黄金梨种植基
地。站在路上，范先生随手摘下一个梨，向我们介绍了
黄金梨的优良品质。他说，因为基地从来不打农药，为
了避免害虫蛀和飞鸟啄食，每一个梨都用袋子包起来。
我们看到，和没包的相比，包好的梨的表面非常光滑。
在 烈 日 暴 晒 下 我 们 早 已 焦 渴 难 耐，加 上 范 先 生 的“ 诱
惑”，一个个唾液横流，摘梨品尝起来，吃的时候，我想了
一句广告语：不是所有的梨都叫黄金梨！

魏书记笑着告诉我们，为更好地与扶贫工作做好对
接，带动贫困户就业，10 余户贫困户以土地流转的形式
入股水果种植合作社，每年贫困户获得分红，并且让一
些 有 劳 动 能 力 且 空 闲 在 家 的 贫 困 户 参 与 到 果 园 建 设
中，带动 100 多人就业，真正为贫困户脱贫找到了长远
出路。

参观完水果种植基地后，我们来到洋沃度假小镇。
在小河边，魏书记告诉我，以后这河里会养些小鱼小虾，
游客们可以在河里捕鱼虾，增添游玩的乐趣。她还介绍
了山上有个古老的榨油坊，有滑草项目。总之，会把洋
沃度假小镇打造为集儿童游乐、乡村休闲、登山体验、生
态度假、餐饮娱乐、亲子教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点。

“预计今年 10 月份就可以对外开放了”。魏书记笑
盈盈地说。

在参观的路上，我们刚好碰到了匆匆而过的脱贫典型
户王金华。魏书记一把逮住他，让他向我们介绍他家的情
况。健硕而黝黑的王金华告诉我们，从前他家没有房子，
因为贫穷，也娶不到老婆。后来得益于扶贫好政策，他养
猪、养羊、养鸡鸭等，一年收入有 5 万多元，在水果种植基
地务工，今年上半年就领到了3万多元的工资。

现在，他们家住上了新房子，他也娶到了勤劳漂亮
的妻子，过上了好日子。魏书记乐呵呵地说。看到贫困
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的脸上又绽放了笑靥，我觉得
那是世上最美的花朵。

奋斗
是人生最美的旋律

千秋红豆杉 如今长水人
■朱 燕

夏 末 初 秋 ，我 与 先 生 和 曹 家 夫 妇 来
到了温家宝总理曾经到访过的武宁县长
水村。

映入眼帘的长水村山清水秀、白墙黛
瓦，蓝天白云如高原般辽阔，环绕旁边的七
里 溪 叮 咚 作 响，溪 边 是 茂 密 的 树 林 和 竹
林。林密处只闻水声潺潺却不见溪流，林
稀处可见三三两两的孩子在戏水。我沿岸
步行下到溪边，双手捧起这纯净透明的溪
水洗脸，凉爽顿时将旅途的疲惫驱散。忽
然溪边另一年轻的游客说：“看！有鱼！”我
闻 声 寻 找，果 然 溪 中 有 一 二 寸 长 的 小 黑
鱼。当地人说这叫石头鱼，肉质紧实鲜嫩，
但因山里水凉，却也只能长到三四寸长。
我还发现水里还有许多圆润光滑、带有花
纹的鹅卵石，便欣喜收集了一些带回家中
把玩。

我们安顿好住处后，便急切地打听红
豆杉在哪儿。店主卢某用手一指说就在他
家的西侧。我快步走近而后细细端详，一
棵、两棵、三棵；800 年、900 年、1000 年……
这一棵棵红豆杉斑驳的树干上，都挂有林

业部门制作的标牌，上面注明了树龄、树
径、看护人等等。我抚摸着这粗壮、布满裂
纹、凹凸不平的树干，感觉它虽然像一位老
人，可头顶上的树冠却枝繁叶绿，透出勃勃
生机，游客们三三两两徜徉于树下小憩，享
受着清凉。

红豆杉为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素
有“植物大熊猫”的称号。其树根、树皮、
树干、树种中均含有紫杉醇。研究表明，
紫杉醇为天然抗癌的活性物。在民间，有
人用其泡水喝，其种子包裹在红色的浆果
里。红豆果比黄豆大一些，味清香淡甜，
可生食，也可做食材，泡酒等，有延年益寿
之功效。当晚我们在红豆杉饭店里品尝
到了石头鱼、碱水粑、红豆炖土鸡等当地
特色佳肴。

我问店主人：“ 你这红豆果就是这千
年红豆杉树上摘下来的吗？”他说：“这几

棵几百年以上红豆杉已经列入国家保护
名录，常有林业部门的人来观测，我们连
皮都不敢碰一下。在我家的后山上还有
许多红豆杉，这红豆果是在山上采来的，
现在国家重视保护红豆杉，我还人工栽培
了些，长有一、两米高了。你们喜欢可买
一棵回去种在大花盆里。”我说：“这红豆
杉只适宜这长水的山水环境和气候，离开
这儿怕是活不了。”他连连称是。他还说
起 2007 年 温 家 宝 总 理 来 此 视 察 的 情 景。
他说：“总理就坐在我家门口的空场上与
老百姓们见面。打那以后。我们农民才
知道了红豆杉的价值，知道了要保护生态
环境。2008 年我家二哥就开起了农家乐，
生意可红火了。我是 2017 年从部队转业
的，我本可以安排到县城里工作，可部队
有自主择业的政策，我就决定回乡用转业
的安家费改造了房屋，开了这间红豆杉饭

店，现在年收入有几十万元呢。”我们都夸
他有眼光，做得好！

长水村隶属于武宁县罗坪镇，森林覆
盖率 97%，在以前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
中，农民们生活贫困，青壮年都纷纷外出打
工了。十几年来，在政府的支持鼓励下，依
托青山绿水，武宁打造成了全国生态文明
县。政府也修好了通往长水的标准的双车
道公路及停车场、客服中心等配套设施。
店主人门前的荷花池，就是他家租给政府
改建的，四周及池中还建了木栈道。夜幕
降临，我们漫步在池边，仰望着闪烁的群
星，倾听着蛙声虫鸣，凉风习习，山村宁静，
甚至没有犬吠。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怕
狗伤了游客，便不让养狗了。路的两旁有
的是垃圾分类箱，大妈们的广场舞，路旁的
格桑花……难怪这长水村上了央视《远方
的家》栏目《长江行》的节目中。

我虽是九江人，也是看了这一期节目
才 知 道 了 长 水 村 的 。 正 是 因 为 有 了“ 长
水”，才会有“千年红豆杉”。因为红豆杉喜
欢生长在半阴半阳的潮湿环境中，也正是
因为有了卢某这样一群致力于改变家乡保
护环境的长水人，长水人才会有了这样幸
福的生活，愿红豆杉更艳！

人在旅途

吟于安徽歙县寻根途中

行车已近古徽州，越走心中越犯愁。
如此湖山环抱地，祖何忍弃竟他投？

云岚山谒本脉高祖汪华唐越国公墓

百十回曾梦祖身，云来雾往近乎神。
今瞻墓志铭方晓，记里原来竟是真！

庚子初秋寻根祭祖过徽州古城

一江丽水护高墙，环抱徽山锦绣冈。
六郡兼收归歙府，三军独领号吴王。
清衙治下民风正，古邑巷间商路长。
醉里寻根曾几至，今终始见梦中乡！

注：本脉高祖汪华曾独领古徽州
六郡，自号吴王。后归唐封越国公，
其府邸也由黟县迁至祖籍歙县。

访歙县棠樾村忠孝节义古牌坊群

行才百米七牌坊，柱柱冲天无尚光。
皆晓碑声名显赫，几知其也饱含伤？

过湖州夜宿月亮酒店

水插双钩白玉簪，一弯月落太湖南。
广寒宫竟人间现，叫客如何不远探！

夜游雁荡山

夜游雁荡步蹒跚，月色虽朦景不残。
壁上山灵千影幻，皆舒广袖与人看！

应邀赴东海西山岛渔村夜宴

大海涛声震耳聋，窗开半扇满身风。
此间吾也英雄量，竟喝壶干面不红！

过台州谒临海戚公祠

雨过空晴天际明，云开更觉海风清。
遍山绿叶红花树，满庙金戈铁马声。
护国疆皆骨堆就，抗倭帜也血凝成。
古今无论谁经此，敬总从其心底生！

庚子夏秋庐山疗养返京途中所感

紧锁眉看窗外田，所忧未必杞人天。
昔时曾划那红线，正与村庄逐渐连。

■积雪草

■刘明礼

秋虫声声秋虫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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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
也。”自古以来，伟大的中华民族就以自强不息、奋斗不
止的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卧薪尝胆、夙兴夜寐、
闻鸡起舞、焚膏继晷、废寝忘食、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栉
风沐雨、铁杵磨针……这些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成语，无
不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奋斗精神的赞美。正是靠着这种
矢志不渝、所向披靡的精神伟力，亿万劳苦大众在中国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已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中逐渐实
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凤凰涅槃。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
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在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人
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都是追梦人。风雨兼程的快
递小哥、挥汗如雨的民工兄弟、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传
道授业的人民教师、起早摸黑的环卫工人、脱贫解困的
第一书记、商海搏浪的企业家……千万种忙碌，同一个
梦想。他们的目标或大或小，他们的理想或远或近，从
不停歇跋涉的脚步，从不抱怨工作的辛苦，从不计较个
人的得失，都坚持以奋斗的激情、奔跑的姿态去接近心
中的梦想和远方，用执著的坚守和专注的努力施展才
华、报效祖国、展现风采。

寒梅傲雪才会绽放惊艳芳华，鹰击长空方可实现凌
云之志，扬鞭奋进即能拥抱幸福未来。有诗人如此感
慨：因为让自己活出精彩，是我的责任。我不想，有一天
老去的时候，除了遗憾就是后悔。为此，我必须奋斗。
可以说，没有奋斗的人生是苍白的，每一个不曾奋斗的
日子，都是对生命的敷衍和辜负。

“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唯有奋斗是
通向成功的唯一捷径，是改变困境的关键一招，是成就
无悔人生的最美旋律，因为幸福和美好未来不会自动生
成，成功只青睐辛勤耕耘、勇毅笃行的人。

“不奋斗，世界这么大你靠什么去看看。”生活有艳
阳高照，也有漫天寒意。我们每一个人既要仰望星空、
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努力奋进，才能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才能让自己的人生绚丽多彩！

驻村书记灿烂的笑容驻村书记灿烂的笑容

秋日周末，与友结伴外出游玩，宿于林
荫草畔的农家客栈。半夜醒来，耳畔隐约传
来唧唧啾啾的虫鸣声。这久违的虫鸣，让我
生出满心欢喜，竟睡意全无，思绪一下子回
到了那曾经的乡下时光。

我 出 身 农 家 ，在 老 家 生 活 了 整 整 18
年。秋日里，每当夜深人静，院里的犄角旮
旯，四野的青纱帐里，到处充斥着此起彼伏
的虫鸣。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和着这婉转悦
耳的浅唱低吟进入一个又一个梦乡；满脚泥
巴的孩子们，沐着这不绝如缕的田园牧歌一
天天、一年年长大。“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
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在乡村的世界里，这天籁自鸣的意境，实在
是再平常不过。

那时，我家住的是处老宅，外砖内坯的
老屋，残破不全的土墙；不大的院子，种着几
棵果树；猪圈、鸡窝、草垛，都在院墙边上；角
落还堆有碎砖破瓦，种着瓜豆。秋夜深处，
蛐蛐欢唱，蝼蛄低鸣，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虫
儿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演绎出一曲曲美妙
的小夜曲。它们且近且远、且疏且密、且骤
且缓、且高且低地淆淆欢歌着。那奇妙的和
鸣，常令我好奇不已，生发无限的憧憬和遐
想。我好想去探知它们的世界，甚至想化身
为虫，像它们一样来无影、遁无形，无拘无束
地自由歌唱。但我发现，那声声虫鸣，却如
漫天星光一样，扑朔迷离。它们，时而让你
真切地感受到鸣唱就在耳畔，时而又让你觉
得那声音不知来自何方。有时候，明明听到
虫鸣就在近前，可当你轻轻走近，却发现虫
鸣声又去了很远。秋夜里的虫鸣，迤迤逦
逦，幽幽邈邈，若即若离，若隐若现，不绝于
耳，让人不由地感叹：这些秋虫，实在是世间
的精灵！它们的世界你永远也无法靠近，它
们的禅机你永远不懂！

阡陌中的虫鸣更加喧盛，又添了些青蛙的
鼓噪和蝈蝈的欢鸣。而诗人，把蝈蝈和蛐蛐的
鸣唱称为“大地的诗歌”。长大之后，读到王安
石《促织》里的“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
知”，对它们愈多了几分兴趣。有一次我到地
里去打草，听到蝈蝈欢畅淋漓的叫声，经不起
一再挑逗，下定决心要逮到这顽皮的精灵。我
蹑手蹑脚，循着声音走近一棵豆秧，谁知未及
靠近，那“瞿瞿”的叫声竟戛然而止。我蹲下身
子，在叶缝间仔细寻找，只见在一片叶子下方，
有只通体碧绿、大腹便便的蝈蝈正微微歙动着
透明的翅膀。我伸手去捉，它却身形一闪，瞬
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好不容易逮到几只，
拿回家在席篾编的小篓里养着。秋夜来临，几
只蝈蝈一起鸣唱，一声追着一声，有着金属质
感的完美和声便在屋子里交响回荡。在这清
纯的虫鸣声中，人的心灵仿佛也变得澄澈起
来，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太虚幻境……

有虫鸣的秋夜，似乎才是真正的人间烟
火。岑静的秋夜，在神秘深邃的夜空下，那一
丝细语、一缕轻音，犹如天籁，让人无比怡然。

夏夜，山里空旷寂寥，凉风习习，景物幽
微，花朵在树影里摇曳，月亮悄悄升起，映照
着周山的轮廓。我坐在山庄的院落里，听着
附近的小溪唱着雀跃的歌。最难得的是山
里的晚风，凉飕飕的，吹走了白日的暑热，吹
走了心中的杂乱和烦躁。

因为这清凉的山风，因为这美丽的月
色，也因为贪凉，所以在院落里多耽搁了一
会儿，静静地听着风语、虫鸣。不知道什么
时候，附近的草棵里，远处的树林中，升起
点点的萤火。

我远远地看着，那些小小的萤火虫，
提着一盏盏小巧的灯笼，轻轻飞翔在夜色
里 ，那 些 绿 莹 莹 的 灯 盏 照 亮 了 周 边 的 黑
暗，原本黑乎乎的灌木丛，还有树木，霎时
间都变得生动起来，神秘起来，有了非同
寻常的光彩。

流萤微光，一盏升起，一盏落下，闪闪
烁烁，高低起伏，在阔大无边的天地间传递
着一种讯息，是最幽微的心事？是最幽渺
的情韵？是最远大的理想？还是我们读不

懂的诗意？
看着那些起起落落的灯盏，我想起多

年前看过的一本书《罐斋杂记》，画家黄永
玉先生比喻得非常精妙有趣，他形容萤火
虫是“一个提灯的遗老，在野地里搜寻失落
的记忆。”

“遗老”这两个字，让我忍俊不禁，不由
自主地想起那些经历过世事沧桑变幻的老
人，眼睛花了，头发白了，牙齿落了，不管世
事如何变迁，他们还在一遍一遍不停地絮
叨陈年旧事，不厌其烦，身体前行了，心还
停留在原地。那些提着一盏盏小灯笼，飞
翔在夜色里的萤火虫也是如此吗？它们也
会有心事？也会前尘如梦？

孩提时代，夏夜是最美好的辰光，湛蓝
的天幕辽阔深远，星星闪着明亮的眸子，月
光洒满整个院落，花、果、菜、蔬，猫、狗、鸟、
雀、庄稼、村庄，仿佛整个世界都睡着了。
小小的院落安稳沉静，我们趴在凉席上不
肯睡去，等着小小的萤火虫，提着一盏盏绿
莹莹的小灯笼前来赴约。

有时候，我们几个熊孩子会趁父母不
备，偷偷溜去草丛、菜畦、田间、地陇，或者
河边的小树林中寻找萤火虫，为了追一只
萤 火 虫 ，跑 很 远 很 远 的 路 。 寂 寥 的 荒 野
里，草丛间，树叶上，有人发现飘来飘去的
微光，便会发出赞叹和惊呼：“快看啊！萤
火虫。”。

那些绿莹莹的灯盏时而散开，时而聚
拢，忽明忽暗，像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不
知道是错觉，还是真实的存在，明明就在眼
前，一晃一晃的，时高时低，慢悠悠地飞来
飞去，仿佛触手可及，可偏偏却是，凭你招
手、挥袖、跳脚、跟着奔跑，它始终在你前面
不远的地方，就是捕捉不到。

偶尔逮着一只萤火虫，必是兴奋得睡
不着觉，找一只小小的玻璃瓶，把萤火虫装
进去，悬于蚊帐的一角，夜里醒来，看到瓶
子里那一点点幽微的绿光，心中便有温润
和柔软生长出来。

那时候，我是一个可以在梦中笑醒的
孩子，一点点的光亮就能使我安静下来。

夏夜静谧、温馨，蛙鸣、犬吠，外祖母的故事
就像一只萤火，在前方不远的地方飞翔，吸
引着我一路追过去。我在外祖母的故事
里，穿越山河大地，穿越村庄城镇，穿越溪
流集市，让我义无反顾，不知疲倦。

夏夜，深邃的夜空中，流萤提灯飞翔，
划出优美的弧度，给凡俗的烟火生活增添
了一份兴致和情趣，给庸常的日子增添了
一抹亮色和诗意。这一滴滴绿莹 莹 的微
光，像童话里的歌谣，带着明快的色调，一
路波光旖旎，抵达内心深处。

山风习习，凉意岑岑，不知不觉间，月
上中天。那一年，那一夜，我站在花影里，
轻轻地挥了挥衣袖，一只萤火虫跌跌撞撞，
落于我的掌心。我轻轻地空握掌心，生怕
弄疼了它，生怕一不小心熄灭了这一盏小
小的灯火。今夜，纵然我已老去，内心里仍
然是那个站在月光底下，追着流萤奔跑的
孩子。

萤火流光，提灯飞翔，纵然微弱，也要
照亮这个世界。

石钟山一角（水彩画） 伍杨 作品

徽浙行吟九首徽浙行吟九首
■汪泽宇

每天，随着她的身影，
唠叨声在前面指引。

每天，一起叫醒黎明和远方，
把晨风推动。

每天，望着飘荡的彩云，
共同聆听四方佳音。

每天，在路旁与花草比美，
在湖旁与青蛙共鸣。

相约，不学李白撇下一人，
独自月下酌饮。

相约，不做牛郎织女，
不夕夕逰，在人间不在云汉。

就这样，我和妻子
每天，朝日夜月，伴随着她的身影。

妻
子
妻
子

■
罗
自
雄

■成晨阳

■卢时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