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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关怀伴我成长”征文
获奖作品选登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漫山遍野的狗尾巴草
被秋风吹白了头发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
将一棵狗尾草斜插于发梢

信步走在健身步道上

这是这个清晨
我见到的，最美的风景——

太阳刚刚露出绯红的脸
河水正静静地流去

花的凋零

从乡下移植来的月季
买菜时抱回的茉莉
甚至参加个同学会

看见好看的花
也不忘移一株回来

对于花花草草，我是爱的
疏于浇水、施肥、剪枝

有些没养活，那枯叶死枝
好像它们觉得有负于我
剩下的，偶尔开在阳台上
我天天对着它们吐烟圈

用酒意、失眠和浊气
加速它们的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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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4年10月入党的，永远不
忘共产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不忘立
志学农的初心，努力为农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贡献力量。

读高中时上生物课比较有兴趣，
尤其是米丘林培育的苹果优良品种很
吸引我。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报考了
二类（农、医、体），一共9个志愿，我前
7个志愿都与农业有关，另外2个志愿
与医学有关。当收到西南农学院的录
取通知书时有多高兴啊。1958年，我
18岁考入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果蔬专
业，圆了我学农读大学的梦。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西南农学院
园艺系蔬菜栽培教研室任教38年，长
期从事蔬菜栽培的教学、科研及推广
工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在教书
育人工作中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埋头
苦干，积累了丰富的蔬菜知识和经验，
受到学生和农民的欢迎和好评。

20年来，坚持在第一线从事蔬菜
科技推广及科技扶贫工作，用多年积
累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经常下乡
开展蔬菜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和技术
服务活动。先后在重庆的石柱、巫山、
奉节、万州、黔江、酉阳、涪陵和四川省
的威远、广安、华蓥、长宁等25个区
（县）实地考察、培训和现场指导，为地
方经济建设服务贡献力量。据不完全
统计，退休后开展的蔬菜科技培训、农
业咨询及技术服务1万余次，培训基
层干部和农民2.5万余人次。结合生
产需要编写了加工型辣椒优质丰产栽
培技术及茄果类、瓜类、秋冬蔬菜优质
丰产栽培技术等科技资料并发放1.54

万多份，受到各地各级领导和群众的
高度评价。

退休后还担任西南大学“晚霞”
专家，积极发挥专业特长，长期在农
村蹲点，每月深入石柱基地7~10天，
在石柱县的三益、龙沙、河嘴、悦来、
六塘等20多个乡镇田间地头，采用
现场、院坝、会议等多种形式，开展辣
椒和蔬菜的实用技术培训、现场指导
和技术咨询，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
开展了辣椒优良品种引种示范，品种
提纯复壮，建立辣椒良种繁育基地

1000亩，参与制定石柱辣椒产业发展
规划，为石柱县成为重庆市最大的辣
椒生产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
西南大学和石柱县领导的高度重视
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辣椒由
2001 年的分散种植 3000 亩发展到
2004年的10万亩，辣椒种植户5万余
户，种辣椒比种粮食每亩增收400元
左 右 ，使 农 民 增 收 6000 多 万 元 。
2007—2018年，针对石柱县城镇居民
吃菜难的问题，在学校的领导下，与
县农委紧密配合，主动向农委提交了
发展石柱县蔬菜产业的建议，充分利
用石柱的立体气候特点，分别在低海
拔、中海拔和高海拔的 15 个乡（镇）
30 个村建设适度规模的蔬菜基地。
经常深入石柱蔬菜基地，开展蔬菜技
术培训和指导，应用多媒体课件讲授
发展蔬菜产业的思路及建议；讲授蔬
菜周年茬口安排和蔬菜优质丰产栽
培及病虫害防治技术。根据生产需
要结合石柱的自然条件，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编写了9万字的《石柱蔬菜实
用栽培技术》，由县农委印1万多册发
放到32个乡镇。在县、校领导的高
度重视下，经大家的共同努力，石柱
县蔬菜由零星种植逐渐向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种植规模达到了5万亩，
亩产值达5000~1万元，促进了农民增
收，基本解决了县城及乡镇的蔬菜供
应。曾获石柱县和西南大学授予县
校合作十周年（2003—2013 年）特别
贡献奖、西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及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全国老龄办
授予的“全国老有所为楷模”、重庆市
老科协优秀老科技工作者、中国老科
协首届“突出贡献奖”、重庆市教育系
统优秀共产党员、中国老科协30周
年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市最美科技工
作者等荣誉。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科协）

当一切寂静下来
唯有等待躁动不安
等待是人生的疼点

大自然四季轮回日月旋转
按照固有的轨道自由滑翔

无所谓等待可言
堵车和排起长龙

是外在形式上的等待
当出示健康码行程码

遇上网络瘫痪
两码齐绿之后

还要做核酸检测
等待就这样走进了你的生活

你挥之不去驱之不散
正像疫期的口罩一样丢不开
你坐在十六楼手术等候区

心口急得猫抓似的
但你别无办法
只有耐心等待

这个世界远不止你一人在等待
比如医院稍微作一下同类项合并

他看看你
你看看他

同样的伤病同样的等待
碰撞出会心一笑

其实等待的目的都十分明确
有等待的日子有焦虑

更有希望和祈盼

近日的一天傍晚，应好友的邀请，
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地铁，到郊区的一
家野菜馆去吃野菜汤锅。

虽然这日秋雨下了一整天，秋风
劲吹，气温也陡降10℃，但“野菜”这个
如今甚为稀罕的野生植物，仍让我充
满期待。还有几位朋友，也都从城市
的各个方向，或地铁，或公交，或开车，
来到野菜馆。

这些年，朋友间的聚会不少，无论
是星级酒店还是小街上的馆子，大家
以喝酒吃肉为主，蔬菜成了陪衬。结
果大都体重超标，“富贵病”不请自
来。我的一位朋友，人到中年，平常对
美食很感兴趣，尤其对香卤食物情有
独钟。后来体检，查出血脂高，听医生
指出危害后，一下忌口了。平常晚上
基本上吃素。若有聚会，他总会点两
三样素菜，然后叫服务员端来一碗开
水，把油重的菜涮一下。几个月坚持
下来，人瘦了一圈，精神却很好。

我每年体检，医生也说该减体重，
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道理
我懂，也表示要忍嘴自律，但每次面对
满桌佳肴，立场又动摇，把握不住自
己，最后腆着肚子回家，自感惭愧。

一日翻阅相册，小时候和父母的
合影照出现在眼前，全家人那真是个
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还记得，我读
小学时，常常感觉吃不饱，肚里没油
水。随着季节的不同，便和三五个同
学到农民地里偷摘桃子、梨子、李子、
橘子等水果，还拔红萝卜、掏红苕等
吃，有时被人发现，被追撵得四散而
逃。这些经历，恐怕不少同龄人也有
亲身体会。现在，偶尔和儿子摆起这
些事，他都会笑我当年的馋相。从小

生活在蜜罐子里的他，是不会明白以
前的苦与现在的甜！

进得野菜馆，只见菜架上一排排
碧绿鲜嫩的各种野菜整齐地摆放着，
让人眼晴一亮，立马感到与平常饭馆
环境、氛围的不同。我走拢菜架，野菜
的特殊清香扑鼻而来，仔细一看，这些
野菜都贴有标签说明：桑叶、苦菊、人
参菜、萝卜麻、红枸杞叶、田七、紫松
菜、养心菜、冰菜、活麻、荠菜、马齿苋、
灰灰菜、薄荷、板蓝根、面条菜等。

这些野菜，有曾吃过的，也有没吃
过的。比如这个活麻，曾让童年的我
尝过苦头，夏天的时候，在野外和伙伴
们玩捉迷藏，穿着短裤的小腿不小心
被活麻草刺伤，火辣辣的疼痛感让我
眼泪长淌，不一会就红肿一片。赶快
跑到水沟里冲洗，回到家中，母亲急忙
用盐巴水反复给我擦洗，又找出碘酒
涂抹。这样过了二三天，小腿的红肿
疼痛才逐渐消失。此后，我在路
上一见到活麻，就赶紧躲开，没
想到它居然可以当野菜来
吃。

一盘盘野菜倒进汤锅
里，餐桌上香气四溢。
我首先就夹了活麻来
吃，除了感觉微微有
点苦，也没其他怪味。
同桌的朋友们都和野
菜们较上了劲，大快朵
颐；那一盘盘用野菜做的小

包子、小吃，很受欢迎。一位朋友的牙
齿不好，平常外出吃饭都戴了一副假
牙，今晚却忘带了，他便囫囵吞枣，喝酒
吃菜，一样不甘落后，其吃相，令人忍俊
不禁。而锅中的黄牛肉等肉食，却“失
宠”被忽略，剩下不少。汤锅里的白豆、
黑豆、鹰嘴豆、红豆等，也煮得软糯香
甜。而一小碗清香、营养丰富的野菜豆
汤喝下去，鲜美甘醇，那感觉真是太好
了，全身心都一万个舒坦！

看着朋友吃野菜开心的笑脸，我
想起《菜根谭》中的一句话“嚼得菜根，
百事可做”，又曰：“此身常放在闲处，
荣辱得失谁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静
中，是非利害谁能瞒昧我？”是啊，人生
也好，生活也罢，我们需要“嚼菜根、吃
野菜”的精神与定力，不要在灯红酒绿
中迷失方向，不要在美味佳肴中丢了
健康。

野菜溢香
■何一东

等待
■王行水

一棵狗尾草
（外一首）
■李美坤

花好月圆（篆书）。 作者 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