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暖的春风吹过田野，油菜花欣欣
然绽开了笑脸，它们穿上了金黄色的衣
裙，迎着春风频频点头，向我们问好。

油菜秆有一米多高，茎和叶都是绿
油油的，枝头的油菜花金黄金黄的，一
团团，一簇簇，远远望去，就像绿色的地
毯上洒满了金子一般。轻风拂过，油菜
花随风摇摆，就像金色的海洋里掀起了
朵朵美丽的浪花。走近一瞧，每一团油
菜花由几十朵小花组成，每朵小花有四
片椭圆形的金黄色花瓣。几条花蕊从
花心伸展出来，似头上顶着一颗颗黄色
的“芝麻”，那是它的花粉。轻轻一摸，
指尖上就沾满了黄色的粉末。一阵清
风吹过，油菜花迷人的甜香扑鼻而来。

我闭着眼睛，站在油菜花田里陶醉
了，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朵油菜花，
端着蜜汁饮料在参加一场盛大的聚会。
无数的油菜花小伙伴也汇聚过来，唱着，
跳着，笑着。小蜜蜂提着小蜜罐飞来了，
嗡嗡嗡地告诉我采蜜的快乐；小燕子也
飞来了，叽叽叽地诉说早餐的美味……

油菜花，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没
有菊花的婀娜多姿，但每当春天来临，
它都迎着太阳默默生长，漫山遍野地开

着金黄色花朵，为这
春天增添了一份
美丽。用它酿
出来的蜜又香
又甜，它的籽
还能榨出香喷
喷的菜籽油。

我爱这美
丽又朴实的油
菜花。

植物朋友油菜花油菜花
■袁晟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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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新翻的土地
在蔬菜公园

最懂得知恩图报的
就只剩下那一片萝卜了

喝了涪江水
绿油油水灵灵的萝卜

有的顶着绿毽子，羞得埋进土里
有的穿着超短装，露出

白嫩嫩的大腿

还有一个萝卜，不知
动用了几生的修为

幸运地长成了人参的模样
只是，它万万想不到

会被一双好事的手提前拔出来
尽情欣赏，把玩之后，丢在了路边

除了风，没人触摸过它的思想
我们发现它时，它一身尘埃

枯萎又疲惫
但它独特的造型依然吸引了我们

再一次成为了话题和道具

我们把它高高举起
像把它的人生裸露阳光下

轮流拍来拍去
但这毕竟不是人参
我们拍累了，又随手

把它扔回了路边
似乎听不到“啪”的一声叹息

在身后，追了好久好久

小火车上的春天

小火车把春天一分为二
我们在春天的连接带上
以清新为轴，搬运着诗歌

搬运着恰到好处的唯美与欢愉

火车往少年开，往童年开
我们就是自己的火车

在小火车上飞驰，卸下了
频繁的不得已，尴尬的碎场景

夕阳没有劝退我们
我们快乐的聒噪使它更沉稳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
是我们连接起了春天

其实，是火车动用了三月的
超能力，把我们镶进了春天

川渝的诗歌哐当哐当
在深入，在交融

崇龛的油菜花控制不住情绪
在窗外，笑出了金色眼泪

找童年

我常有倒退之心
你看，我在波涛万顷的油菜花海

却被路边的一丛蚕豆勾了魂
几朵紫色的花儿，像一些意外

稀稀疏疏地点缀其间
而那些茂盛的蚕豆叶

仿佛已深得陈抟老祖真传
清朗，宁静又富有思想

我忍不住在它们背后翻来找去
“一个马耳朵，真的有马耳朵”

我兴奋地叫了起来
并顺手把它摘下来举到空中
仿佛回到了老家的山坡上

仿佛举着的就是童年
而闻声围过来的每一张面孔

都那么熟悉
不是亲人，就是邻居
不是兄弟，就是姐妹

在陈抟故里，真好
我跨过了时间的界碑

蔬菜公园的萝卜
（外二首）
■泣 梅

我曾多次听温铁军教授的报告，内
容大多是关于农村发展的问题，因为他
是全国著名的研究“三农问题”的专
家。近期，璧山干部大讲堂邀请他来为
大家做报告，主题是生态文明转型和乡
村振兴战略。璧山区委书记提出了构
建璧山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思路，并以

“菜园、果园、花园”建设为支撑，实现乡
村振兴。他请来温铁军教授做报告，目
的非常明确，就是为璧山乡村振兴探
路，为璧山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建议。

温铁军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
讲起，他说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就
追求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即使改革
开放之后，也是学习借鉴西方。但是现
在西方的发展模式已经困难重重：生态
环境被破坏，经济危机、金融风暴一个接
着一个。而中国的发展也受到资源、环
境等的承载能力有限等问题的影响，存
在产能过剩、产品低端、科技支撑不足的
问题，已到了关键时期。中国向何处
去？中央看准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于是，提出新发展理
念，特别是提出了要实行绿色发展、生态
发展。这个重大战略调整，便是实行生
态文明建设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温铁军说，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
的十九大上提出来的，庚即2018年的中
央农村工作会，更是对乡村振兴战略进
行了全面部署。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
规格和200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一样
高，政治局常委全部参加。2003年的
那一次会议，中央提出了把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
在突出位置；而这一次，是部署乡村振
兴。其实，中国遭遇世界危机影响后的
几次发展浪潮，都是通过乡村建设来实
现的。乡村建设扩大了内需，让在城市

的打工农民回到农村，参加农村的基础
设施建设，找到工作，才没有引起社会
的动乱和恐慌。而且，通过这些水、电、
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集聚了
巨大的发展潜力。

温铁军告诉我们，中国实行生态文
明和乡村振兴战略，有体制的优势，实
行举党推进、举国推进，是大规模的国
家战略转型。中国的每一级地方党委
政府，都在研究地方发展战略，都在搞
经济建设，相当于每一个地方党委书记
都是董事长，行政首长都是总经理。中
国公务员多数都像西方公司职员一样，
为经济发展服务。而西方的经济转型，
是小规模的、业主式的转型。西方体制
的行政首长和公务员，主要精力不在于
发展经济，在于为大家处理日常事务。
因此，中国能够快速发展，而西方的发
展，主要靠资本家自己。

温铁军介绍，世界上有大农场、大
规模农业生产的地方，都是殖民地。比
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原住民都被西方
的移民赶走了，土地被圈起来，从而形
成大农场和大规模农业生产。相反，欧
洲本土，也就是殖民地的宗主国，农业

生产却是小农场式的小规模生产。在
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永远是集体
的，承包权是农民的，只有经营权可以
转让、租赁等，因此，中国不可能有大农
场、大规模农业生产。印度实行土地私
有制，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三分之
二的农民都没有土地，他们正在搞农民
起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搞土
地革命，并取得了政权。在中国，农民的
身份是小资产者，且是多业态的小资产
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为他们有
土地、有房产。因此，我们搞乡村振兴建
设，从政策上来说，不能把农民小资产
者变成无产阶级；而应该让农民参与进
来，成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

针对璧山农业，温铁军提出的定位
是都市农业。璧山农业的主要瞄准对
象，是重庆主城的中等收入群体。要依
靠生态、绿色发展的方式来搞乡村振
兴，大力发展立体循环农业、休闲体验
农业、创意农业。这也是国家支持的农
业发展方向。璧山要支持广大市民和
农民一起按照“三权”“三变”改革的方
式，形成利益链接机制，推动乡村建
设。要把农村建设成为主城的后花
园，让市民下乡实现“四洗”（乡村文化
洗心、山林空气洗肺、小溪泉水洗血、有
机食物洗胃）。璧山农业除了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外，还要实施六
个产业共同发展。也就是发展第四产
业——生命健康，发展第五产业——
教育文化，发展第六产业——巴渝农耕
文化传承。

温铁军的这个报告，让我们明白了
中国发展模式选择的必要性，让我们做
农业农村工作的人明白，农业的发展不
应该是引进工商资本圈地大规模种植，
更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让农
民变成无产者。他的报告，给我们提供
了璧山农业农村发展的方向和路子。

X老师面善，一张白脸，见着人，总
是热情地笑着，两只眼睛若星辰一般，
她总戴着一顶有丝带的帽子。

X老师虽然只教两个班，却每天忙
忙碌碌。办公室，你总能看见熟悉的“帽
子”，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展颜一笑是准
备教学器材的“帽子”；一支红笔若风车
般运转自如是认真备课的、批改作业、圈
点批复的“帽子”。教室里，一双眼此刻
若苍鹰一般在黑板和每一位学子间来回
扫视，一切尽在掌握的“帽子”……

X老师并不严肃。课堂上，每当有
同学在“宇宙角落”遨游，被她亲切呼
唤，“惊起却回头”，然后懵懵懂懂地看
着题目，她总是满面笑容、明眸善睐：

“别急，别急。”如果被其他同学如暴风
雨的错误答案席卷，帽子下的双眉一
挑，假意嗔怪道：“别闹，让他慢慢想。”
实在想不出来了，X老师扶着帽子俯下
身子和风细雨一阵讲解，然后抬起头，
关切地询问：“听懂了吗？”

X老师总是想着班上的同学们，每
周五，她总会发一张知识清单；考完后，
在“有人欢笑有人愁”的时候，总是会有
一些奖品，也能普天同庆。

她总是戴着一顶帽子。学生们会常
常躲在她背后，两手轻轻掐住帽檐，慢慢
地往上拉，小心翼翼，不知不觉……手若
闪电般往上一抬，帽子便来到了同学手

中。她一脚立地，一脚绕原点一转，大呼
一声“嘿”，右手一举，佯装要打的样子，却
将帽子轻轻捉回，然后牢牢戴在脑袋
上。那位同学笑得花枝乱颤，她却并不
恼——她是真心地喜爱这些学子。

相处久了，她的帽子如同每天早上
那句洪亮的“交作业”，一起深深地镌刻
在我们心中。摘她帽子的同学也越来
越多，她总是提防着我们摘她的帽子。

直到有一天，我们亲切地呼她为
“老奶奶”，B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她
生过一场大病，因此显老，而且不得不
戴上帽子保养。

教室瞬间鸦雀无声了，仿佛一个黑洞
吸走了声音，连心也被紧紧地拽住……

猛回头，它不仅仅是一顶帽子，X老师
的帽子挡住了外面的风雪，遮住了我们的
冒昧、无礼及种种不足。只为，在那个凛
冽寒冬，给我们带来一个温暖的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初
2022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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