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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俊才

清早，太阳刚刚腾空南山，我
已背上宽过身板高过头顶的行囊，
打车去赶上午8点的火车，匆匆赶
回远在千里的老家，魂牵梦绕的水
点寨——秀山与贵州交界的那个
土家苗寨。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长途奔驰，
全寨人都喊的“龙老师”——俊波
兄弟开车接到我，驶入崇山峻岭的
水点寨。

水点寨，我祖籍之地，像个饱
经风霜雨雪的老农，依旧淡然端坐
群山环抱之中、绿水环绕之上。

走进寨子，一股节日的喜庆气
氛扑面而来。

进寨第一家，金凤弟妹闪亮着
满月样的脸盘，敞开带金属质感的
声音，递给我一杯家乡的绿茶。我
一饮而尽，倦意顿消，乡情浸透。

那棵迎风摇曳的古树隐天蔽
日，树下的文化广场上，一帮兄弟
搭台子挂横幅，忙得不亦乐乎；广
场周围新建的楼房竞相亮相，敞开
的门窗飘出锅碗瓢盆的声响和老
人妇女的欢声笑语。

我这个全寨人的“二哥”、大学
毕业最先在家乡当老师的“二哥”，
被安排在道路拐弯山梁处的俊和
兄弟家。

房间宽敞明亮，带有独立的洗
漱间，从二楼的窗口刚好可以把整
个寨子尽收眼底。婶娘拿铝合金
水瓢端来刚刚切开的西瓜，用老家
习惯（跟着子女的叫法）喊：“二哥、
俊波，快点吃，多吃点。”

趁着太阳还没落山，我背起行
囊走到水库边的中华兄弟家。弟
妹端上几大碗渣豆腐，像表功一样
地招呼：“二哥，俊波哥，你们一人
吃一碗哈，这是上午才推的。”看着

屋檐下还浸湿着的石磨，吃着掺和
了木姜子的海椒调料，我用鼻子和
舌头亲近了家乡连绵起伏的大山。

晚上7点，晚霞隐入太阳山的
背后，沉入微波不兴的湖水深处，
消失在半天云空的古树繁茂的枝
叶间。

长方形的广场热闹起来。现
搭设的舞台映照着夕阳余晖，舞台
上拉着横幅——水点寨第四届“耕
读节”暨新升大学生及中小学优秀
毕业生表彰会，舞台两边贴着对联
——虎踞龙腾水绕寨，勤耕乐读书
香屋。

父老乡亲吃了坝坝宴，兴高采
烈地聚集在宽敞的广场上。孩子
们坐在前面，大人们坐在后面，我
和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坐在前排，
愉快的说话声和舞台音响播放的
歌声交织出一曲生活的颂歌。

两个大学生主持人走上台子，
灯光随之大放异彩。他们用流利
的普通话宣布晚会开始，台下顿时
鸦雀无声，静静地注目着这一年一
度的自办盛会。

一个从水点寨走出的优秀学
子致开幕词，拉开了晚会序幕；今
年考起学校的高中生、大学生们被
不太整齐但经久响亮的掌声送上
舞台，领取奖学金；驻村第一书记、
四川外国语大学马驭华教授讲话
鼓励，赠送书包和助学金……

各个环节之间，穿插着孩子们
的表演，唱歌、跳舞、朗诵，精彩纷
呈。两个女生的朗诵刚刚表演完
毕，突然响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
曲。台下观众顿时诧异起来，我也

在猜测是不是播放出了差错。俊
波老师累得沙哑的嗓音此刻激情
地响了起来——

尊敬的驻村工作队领导，各位
父老乡亲、水点学子，明天是我们
水点寨第一个大学生、耕读节发起
人俊才二哥的60岁生日！

大家欢呼起来，跟着唱起了祝
福歌。俊波兄弟继续兴奋地说：4
年来，俊才二哥情系老家感恩老
家，给我们水点付出了不少，特别
是给孩子们付出很多。今天，让我
们一起祝福他生日快乐，也算家乡
献给他最美好的生日礼物！

我强忍住溢出的热泪，举起花
束向四面八方鞠躬致谢，切开蛋糕
请孩子和老人们分享。在热烈的
欢呼声和掌声中，我走上舞台，表
达一个故乡游子的感恩，感恩家乡
勤耕苦读的优良传统；祝福故乡学
子鲤鱼跳“农门”，学无止境更上层
楼；决心一定要把耕读节办下去，
让老家考起更多的大学生，把水点
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一生一世，第一次受到如此礼
遇，我真是激动万分，最后发自肺
腑地哽咽了一句：“这个月我退休
了，但我永远是水点的儿子。”

当我坐回座位，4年回乡的回
报之旅历历在目——

2018年暑假，我带着小女儿回
乡寻根，看见同辈的兄弟姊妹绝大
多数到处奔波打工，侄儿侄女辈考
上大学的也不多，再下一辈多数由
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着成了
留守儿童。

我是老家第一个大学生，当过

老师当过政府部门的文教干部。
“一个鸡叫不响亮，一笼鸡才叫得
昂。”老家这句土谚语不停地振荡
着耳膜，浓浓的乡情和亲情催生了
我的感恩之心，促使我毅然踏上回
报之旅。

我和俊波兄弟，短短半年12次
走访父老乡亲，寻访家乡的山山水
水，收集历史文化和传说，探讨扶
贫扶智的思路和方案.

2019 年，我们制定水点寨
2019 年—2049 年大学生培养计
划，创办耕读传世图书室，倡议发
起举办耕读节，带头捐资助学。

从 2020 到 2021，再到 2022
年，我们年年捐资助学，年年举办
耕读节。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
兴，我们脚踏实地。

我们逐户仔细登记核实，从改
革开放以来，水点籍百十户人家至
今已培养大学生、留学生和硕士博
士研究生 83 名，到 2029 年培养
100名大学生指日可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涓涓细
流，汇成江海。

家乡的山常青，家乡的水常
绿，家乡的父老永远亲。

几年来，我和在家乡中学教德
育的俊波、在九龙坡区电大任教的
三弟俊保、在大学教书的女儿龙
吟、水点寨考出去毕业当老师的其
他四五个学子，先后回家乡，走进
乡村图书室，走进耕读文化广场，
给孩子们给弟弟妹妹们讲课分享，
在青青翠竹林下在熊熊燃烧的篝
火旁边唱歌跳舞朗诵，在山涧的清
流碧潭练习游泳桨板……

此刻，望着眼前朝气蓬勃的学
子们，望着可亲可爱的父老乡亲
们，我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

水点，我回来了！
水点，我爱你！

告老还乡满六十

为聚力书写全市干部群众牢记殷殷嘱托、勇担职责使命，奋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的生动实践，创作推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重庆的精品力作，2022
年5月-10月，重庆市作协、重庆日报和华龙网共同开展“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题征文活动。自征文活动启动以来，收到了一大批倾情展示重庆人民踔厉
奋进的精神风貌、城乡翻天覆地的时空巨变的佳作，表达了巴渝儿女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
热爱。本期《两江潮》副刊选取其中的部分作品进行刊发。

□陈刚权

一间初心书屋，一个主题邮
局，一个小卖部……华溪村向家坝
的院坝中，一张方桌，十多条板凳，
整齐有序摆放。89岁的马培清说：

“党的关心关怀，我时刻铭记在
心。”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大山深处的石柱中益乡华
溪村，实地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
况。在已脱贫户马培清家的院子
里，总书记同村民代表、基层干部、
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围坐在一
起，共话脱贫攻坚。

2022年7月27日，我第五次走
进向家坝，每一次在那里看到的、
感受到的，都不一样。这一次，我
想专门去找马培清聊一聊。

马培清是一位有着近50年党
龄的老党员，她的父亲马发兹是早
年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在中共石
柱县特支的领导下，做群众宣传发
动工作，参加川鄂边游击队开展武
装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马发兹被安排
到中益乡工作，距离老家下路有六
七十公里的路程，无法经常回家。
那年冬天，他趁在下路开会的间歇
回了一趟家，看到年幼的小女儿饿
得直哭，这个在游击战中经历过枪
林弹雨的男子汉哭了。

他抱着歉意对妻子说：“我是
一名党员，要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
排，不能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如果
大家都这样，那些条件艰苦的山区
就都没有人愿意去了。”

下路和中益，虽然都在龙河
岸边，但两地条件相差很大。下
路是丘陵地带的产粮区，中益是
山高坡陡的大山区，人口稀少，荒
地较多。

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经过一
番痛苦的思索后，马发兹打算将家
从下路搬迁到中益。他在距离中
益乡场镇不远的金溪河边的向家
坝，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破旧房
屋，把家安了在这里。

“你们从下路搬到中益有啥感
受？”我问马培清。

“刚到中益的时候，看到这里
不是高山就是陡坡，我觉得天都小
了很多。不过，在这里能够经常看
到父亲，长大后我也在这里安了
家，成了真正的中益人。”马培清接
着给我讲述她在中益几十年的生
活。

马培清跟随母亲落户到中益
乡后，开荒种地，生活渐渐好起来，
能经常看到父亲回家，一家人感到
很满足。长大后，马培清也在向家
坝安了家，还当上了大队妇女主
任，并且在1974年7月，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父亲的影响下，她思想觉悟
高，做事认真，受到群众尊重，在大
队干部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
年。

“看您精神状况这么好，子女
些都很能干吧？”我问。

“能干算不上，倒是小儿子近
几年的变化，让我真正放心了。”
马培清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马培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
福明因为10多岁时得了一场病，劳
动能力弱，缺乏致富技术，2014年
被识别为贫困户；小儿子陈朋结婚
后，分家另立门户，因身患有病，还
要负担两个孩子上学，2014年也被
识别为贫困户。

在中益乡政府及华溪村村干
部的帮助下，陈福明养起了肉牛，
担任起公益岗位保洁员，有时还在
附近建设工地打零工。一年下来，
总收入在3万元左右，2015年顺利
脱贫。

小儿子陈朋就没有那么省心
了。这个“老幺儿”虽然有病在身，
却又嗜酒如命，常常是早晨要喝二
两才出门，醉醺醺地扛起锄头到地
里“搞几转”，不到中午时间又借口
煮饭提前开溜，就为回家“抿两
口”，有时甚至懒在家里不出门。
妻子谭明兰拿他没办法，看不到生
活的希望，准备扔下两个孩子离家

出走。马培清也无计可施，急在心
里，焦在眉梢，好端端的一个家难
道就这样散了吗？

陈朋的不上进，不仅让马培清
心焦，华溪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生更
是着急。他主动承担对陈朋的帮
扶，按政策送去一头母猪，想让陈
朋靠养猪摆脱家庭的困境。哪知
陈朋不卖这个账，他将送上门的猪
卖给了别人，把拿到手的票子当作
了酒钱。

王祥生再一次入户走访时，看
到陈朋家猪圈里空荡荡的，问其原
因，陈朋才红着脸说：“卖了。”王祥
生又恼又气，不知说他什么好？在
一阵数落开导后，陈朋才答应把猪
再买回来。

扶贫先扶志。从此，王祥生有
空就往陈朋家里跑，白天去，晚上
也去，不厌其烦地宣传党的扶贫政
策，劝陈朋戒掉“酒瘾”，鼓励夫妻
俩增强信心，团结齐心，共同致富，
还给他们“量身定制”了脱贫计
划。不久后，陈朋不仅买回了先前
那头猪，还另外买回一头猪一起喂
养。

在王祥生和马培清的共同开
导下，陈朋从“酒坛子”里走出来，
同妻子一起种了接近两亩地的辣
椒。那段时间，王祥生一有空就上
门，没空就打电话问，始终盯着陈
朋下地干活。秋天过后，夫妻俩种
的辣椒卖了将近5000元。陈朋高
兴地说：“这比种玉米、红苕强得
多。”辣椒变了现钱，陈朋真的“醒”
了，看来只要肯出力，还是能够找
到钱的。

陈朋变了，变得不再懒惰。
2017年12月，重庆推行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
变改革”，华溪村是试点村之一。
陈朋将自家6亩承包地流转出去，
之后，他返包 5 亩黄精的管护工
作。在精心管理5亩黄精的同时，
他还重拾荒废多年的木工手艺，农
闲季节到附近工地挣钱。全家年
收入在5万元左右，2018年实现稳
定脱贫的心愿。

“陈朋现在还喝酒吗？”知道陈
朋变勤快了，但不知道他爱酒如命
的嗜好怎样？

“早就滴酒不沾了，连啤酒都
不喝！”马培清自豪地说，“他不但
戒掉了酒，还有觉悟了。”接着，马
培清给我讲起了陈朋入党的事。

那是在2018年4月的一天，陈
朋突然向母亲打听：“我现在47岁
了，还入得到党不？”

“打算立目标了？”听到儿子要
入党，马培清又惊又喜，她告诉儿
子，“表现好了才行，入党还要先向
组织写申请。”

“这两年，帮我的村干部，驻乡
驻村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党员。外
公是党员，您也是党员，我也想入
党，我也要去帮助别人。”陈朋向母
亲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好，你既然想入党，就要以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集体和
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和实
事。”得到母亲的鼓励后，陈朋先后
三次向华溪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2019年9月30日，是陈朋永远
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华溪村党
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主要讨论3名
入党积极分子转为中共预备党员
事宜。

陈朋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会
议现场，因为他以前表现，怕有的
老党员不会通过，他心里很紧张。
讨论过程中，党员们对陈朋过去的
缺点当面指出，也对他一年多来的
变化给予充分肯定。表决结果，陈
朋获得全票通过。

会议结束后，陈朋一路小跑到
中益乡卫生院，将好消息告诉母亲
马培清。马培清因为摔伤住在医
院里，听到儿子带来的好消息，连
声说：“好，好，好！”

马培清抽屉里，珍藏着一枚五
角星帽徽，这是父亲传承下来的唯
一“红色遗产”，她视其为珍宝。在
陈朋转为正式党员那天，她亲手为
儿子佩戴上党员徽章，还把那枚五
角星帽徽交到儿子手中。

那天，她亲手为儿子佩戴上党员徽章

□张鉴

葡萄是长在璧山心窝里最甜蜜的
果子，是璧山人谱写田园牧歌的闪灵
音符，更是绘制乡村振兴图景的浓墨
重彩。

作为璧山葡萄种植基地核心区域
的大兴镇，位于茅莱山与云雾山
之间，勤劳能干的大兴人不断引
进良种对比筛选，推出了最适宜
本地种植的蜜莉、夏黑、醉金香、
阳光玫瑰……

前不久，我乘车顺着黛山大
道与聚金大道交汇的路口，蜿蜒
而上茅莱山，奔着大兴而去。

一路上花香盈袖，果香沁
脾，层层叠叠的山坡，绿绿莹莹
的果园，犹如一片波浪翻涌的大
海。车逆绿波而行，触目皆是美
不胜收的风景。如果不是道路
两旁不时闪出摆售水果的农夫
农妇，我会觉得自己奔赴的是一
个绿色而甜蜜的童话。

心里甜蜜蜜，忍不住轻声哼
唱起一首熟悉的老歌：“看似一
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
善美，这里已包括。谈的谈，说
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请你的
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璧山是庄奴先生心目中的“小城
故事”，是“中国的小而美”。这座小
城，正伴随着时代的春风翩然起舞。

恍惚间，时光回到82年前。脑子
里浮现出一位璧山荣誉市民——伊莎
白·柯鲁克（中文名饶素梅，2019 年被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的身
影。

这位加拿大女孩，曾在炮火中顺
着这条乡间小路辗转来到兴隆场（现
在的大兴镇）。而那时的兴隆场兵荒
马乱，强盗肆虐，农民依靠租地主土
地种植玉米、红薯、稻谷等作物，但依
旧食不果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伊莎白在这里负责人类学调查，她和
另外几位年轻女孩还参加了平民教
育家、乡村建设家晏阳初的乡村建设
实验项目。她们在兴隆场开办西医
诊所、妇女识字班和食盐合作社，希
望通过这种乡村实验改变积贫积弱
的乡村现状，但最终没有成功。离开
时，看着熟悉的兴隆场，她的内心涌
起无限感慨：但愿有一天，兴隆场能
名副其实！

几十年风雨沧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这个贫穷偏僻的西南小镇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旧社会到
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脱贫攻坚，再到
乡村振兴，兴隆也好，大兴也罢，名字
里的期许早已变成了现实。土地上果
实累累，人们生活幸福安康，大兴镇呈
现的美好景象已超出如今已经107岁
高龄的伊莎白老人的想象。

不知不觉，车已到达大兴镇船形
葡萄广场。各个摊位上摆满了色彩斑
斓的水果，空气中弥漫着水果的香味，
果园主人笑容满面地招呼着大家品
尝，认真地介绍着水果特色。

李子、桃子、西瓜等水果琳琅满
目，但最耀眼的肯定是葡萄。果盘里
摆的，展厅前挂的，篮子里装的，游客
手里拿的，都是可可爱爱的葡萄。紫
玉般的蜜莉，宝石般的夏黑，翡翠般的
阳光玫瑰，美人指般的金手指……一
串串，一簇簇，一坨坨，圆圆润润，香甜
醉人。

一脚踏进果园，葡萄的芬芳、树叶
的清新交织在一起，扑鼻而来。身体
的每一个细胞被一种叫“愉悦”的情感
叫醒，情不自禁舒展心扉。一抬头，满
眼都是珍珠玛瑙；一伸手，触摸到的是
各色水晶玉石。水果的香甜一股股钻
入心肺，刺激着人的味蕾，一颗颗香甜

饱满的葡萄，看得人垂涎欲滴。
摘一个放入口中，香甜的汁水在
口中肆虐，顺着喉咙淌进胃里，
一瞬间，整个人都滑进了甜蜜的
梦里。

当游客尽情享受和赞叹葡
萄美味时，站在一边的农庄老板
邹健黝黑的脸上一直挂着葡萄
味的笑容。

“葡萄好吃，但你们不知道，
种植很辛苦哦！”

是的，每一份收获背后都凝
聚着无数汗水，每一份甜蜜背后
一定也饱含着难言的苦涩。

想起著名女诗人傅天琳写
柠檬的一首诗：“当天空聚集暴
怒的钢铁云团/它的反抗不是掷
还闪电。而是/绝不屈服地/把
一切遭遇化为果实/现在，柠檬
黄了/满身的泪就要涌出来”，现
在，葡萄熟了，它满身的泪也快

涌出来了。
这份甜蜜来之不易。
邹健是土生土长的大兴人，讲起

自己种植葡萄的故事，既辛酸又自豪。
1996年，邹健从部队转业回到璧

山，分配在农业局果树站担任驾驶员，
对种植业渐渐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
回到老家转型做技术。从最初的梨子
种植到葡萄种植，从一两亩地的种植
到现在数百亩的种植，这一路浸透着
不足与外人道的艰辛。

为了种好葡萄，他到处拜师学艺，
不断探索求新。最初的5年时间，投入
300多万元，却收入了了。想到一大家
人起早贪黑给葡萄立柱、刨坑、搭横
梁、上架、施肥、浇水、筑垄、喷药、打
梢、掐须……他的心里就涌起一阵阵
苦涩。

“葡萄种植是精细活，需要泡在时
间里一点点干，真是又苦又累，那时没
有收入不说，还有贷款压力，真有些心
灰意冷。”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后来，在璧山区农委的组织下，邹
健和很多果农一起去成都、西安、云南
等地参观、考察、学习，筛选优质品种
回来种植；再后来，璧山区农委又请来
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2016年7月，重
庆市璧山区都市果业研发中心在大兴
成立，帮助果农引进新品种，攻克新技
术。辛苦付出终有回报。现在大兴的
夏黑、阳光玫瑰等品种已做成精品，葡
萄带来的收入非常可观。

邹健只是无数果农中的一个，这
几年大兴不仅推出了葡萄、李子等优
质水果，很多人家还开办了农家乐、民
宿。游客来璧山既能享受采摘之乐、
垂钓之乐、游玩之乐，还能住下来，体
验田园风情，牧歌蜜意。农民们的腰
包早已鼓了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

看着人们牵着季节的手，游走在
绿色的脉络里，尽情欣赏田园风光，
享受果实甜蜜；看到每一个人脸上洋
溢的幸福和喜悦，我再次想起情牵兴
隆场一生爱中国的伊莎白奶奶，如果
她能再回大兴镇，赴一场甜蜜之旅，
定会感慨：茅莱山下春波绿，今朝花
开胜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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