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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关怀伴我成长”征文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逐

梦
■
苏
其
善2016年，我来到市级贫困村——

树荫村任驻村工作队员，成为贫困户
张太平的帮扶干部。那时，我什么都
不懂，在镇党委的关怀和帮助下，才渐
渐找到了扶贫工作的方向。

情况摸透了，才能对症下药。张
太平老人72岁，且体弱多病。2016年
初，由于他的老伴重病住院，不但花光
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债
务。他们唯一的儿子虽作为家中主要
劳动力，但一直不安心打工，儿媳带着
一双幼小的女儿，无法外出务工。眼
看两个孙女快到入学年龄，却连他们
的学费都没有着落。

我立即为其量身定制了符合实情
的帮扶方案。在协助张太平发展种植
业的同时，帮助他申请到了村里公益
岗位护林员工作，每月增加了500元收
入，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注入了一
股新的活力。

为解决张贵川不安心务工的问
题，我多次上门动员他参加镇里组织
的免费厨师技能培训，并帮助他找到
合适的工作岗位。每月4000多元的收
入，使他成为了这个家庭真正的顶梁

柱，也让全家看到

了美好生活的曙光。
我协调资金为张太平新建了厨房，

改造了厕所，接通了铜梁城区自来水。
“没想到，我们这么偏远的农村，也能喝
到城区自来水。自来水开关一拧，水就
来，真方便，再也不用爬坡上坎地担水
了。”张太平感激地说。

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提升了这个
家庭脱贫致富的信心，张太平成为老年
群众脱贫致富的典型，在全镇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光荣地戴上了大红花。

为实现整村脱贫，发展特色产业和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关键。2015年，树
荫村只有栽种不久的264亩血橙，脱贫
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和助力脱贫攻坚效
果很不明显。

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果产业
中。为进一步扩大规模，我和村党支部
同志一起，动员12社30户农民拿出107
亩土地入股，新发展红脆丰桃、中桃六号
和长叶香橙230亩，终于打造成较大规
模的600亩“花语果乡”四季经果基地。

我积极协调相关企业，争取捐助

资金30余万元，帮扶树荫村完善产业
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田间水泥生产便
道和管理房。同时，协助村党支部，用
好区财政资金400余万元，建成环绕基
地的水泥路、采摘登山步道和田间生
产便道，配套建设包括自动滴灌系统、
温控设备和水肥监测系统在内的智能
控制系统，逐步在基地形成一套集经
果管理和储藏的科学管理体系。

今年，血橙和香桃进入盛产期。
我积极组织果子销售，以实现产业收
益最大化，陆续创新推出“公司签约+
专车配送”“订单认购+挂牌采摘”“电
商销售+物流配送”等多种方式，降低
销售成本，全面拓宽经果的销售渠
道。如今，该基地已实现销售收入70
多万元。

如今，树荫村道路四通八达，基础
设施全面完善。蓬勃的发展势头，为
该村引来了“金凤凰”，年产值4000余
万元的小榨油项目即将签约，联动油
菜花和桃花观光等项目即将落户，已
初步形成全村小农户大基地的现代农
业发展格局，为推进树荫村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大年初一，张太平和村里好
几位七旬老人给我打电话，向我拜年
送祝福，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贫困群
众的信任和关心，才是我这名普通共
产党员此生获得的最高荣誉……

（作者单位：重庆市铜梁区水口镇
政府）

检察长来看乡村振兴
半道上突然避开水泥路

他让车慢慢停下来
尽量不打扰鸡鸭

然后信步走到田坎上去
几千株稻秧刚饮过清晨的露珠

在五月的微风中扬起裙摆
横成行竖成列坦然接受打量

检察长满脸堆笑
自豪地说自己曾当过多年农民

即便后来走进大学校园
脚跟上始终洗不掉泥土的馨香

种地插秧就是看家本领
讲起玉米红苕四季豆

以及节气这个自然的暗语
他的功课一点也不生疏

点起庄稼菜蔬的名字
熟练得脱口而出

仿佛遇见旧时的老朋友
亲切无须添油加醋

检察长踱着小碎步
目光跟随稻田荡漾

漫到远一点的花生地和土豆苗
嘴角的笑意应和着万物生长

立夏刚过的这个上午
检察长在田坎上打了一个谜语

我猜谜面是“亲近土地”
谜底是“不忘初心”

天没亮之前我就醒了
脑子很清醒

但是眼睛不想睁开
梦里见过的那些山水茂林修竹

全都是一场虚无
当第一声鸟鸣敲打了我的窗户

我猜想即将到来的一天

至少不会下雨
路不会滑

至于有没有日出

我连想也懒得去想
即使这样

我觉得我已经想得太多了
还不如趁早

出门去，迎接曙光，把这个
刚刚到来的日子抓得更牢靠一点

昭化古城，是蜀道上一座具有悠
久历史的名城，古名“葭萌关”。现在
昭化古城旁还立有“三国重镇”“古葭
萌关”的石碑。昭化古城位于四川广
元市城西 20 公里左右，距今已有约
2300年。

古城街道不宽，青石板铺路，建筑
随坡就势，古街两侧保留着完整的明
清建筑，多为穿斗式木构架、小青瓦，
典型的川北民居。沿街各种小吃琳琅
满目，诱人食欲。只见一男子抡着大
锤在打糍粑，引来众人围观。旁边卖
手工酥糖的男店主热情招呼大家品
尝，刚做好的酥糖还冒着热气，我放一
块进嘴里咀嚼，立马激活万千味蕾，唇
齿留香。

一边听当地文化部门人员介绍，一
边前往昭化县署、科举考棚、文庙、城隍
庙、辜家大院民宿客栈、剑刀坝君臣园、

“临清”明朝城楼等参观，不由深感昭化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当我们来到昭化古城的西城门临
清门（同时也是“葭萌关”的关口），走
上旌旗飘飘的老城墙，我仿佛看见当
年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听见战鼓
擂、号角鸣。如今，国泰民安，我们享
受着许多国家的老百姓享受不到的
幸福生活。恰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我们要好好学习党史，
坚定理想信念。

昭化的夜来临了，迎着
清风，漫步街巷，“葭萌
亭”三个大字熠熠生辉，
街边屋檐下悬挂的一排
排写有“昭化古城”的
红色灯笼，在随风飘
动，别有韵味；那墙边、
民居旁一片片粉红色的
蔷薇花，摇曳多姿、暗香
浮动；青石板路在灯光的
辉映下，闪着幽幽的光。
街道两旁，那些经营各种小
吃的店铺，虽然顾客寥寥，但
店家脸上神色安然从容地忙
活着，也不刻意吆喝。

我们来到昭化西市，入眼处，大
红灯笼在夜色中格外耀眼，霓虹灯洒
下温柔妩媚的光，衬得亭台楼阁流光
溢彩，在五颜六色灯光映衬下，小桥流
水如淑女一般迷人。随着音乐的节
奏，水幕中的投影千变万化，将昭化的
千年历史娓娓道来。一家店铺的屋檐
上挂着的风铃，在风中传出悦耳的声
响。这画面简直太美了，我们彼此拍
照，留下这快乐时光！

此时此刻，想起昭化区作协副主
席罗倩在散文集《山月归你 你归我》
中写的一段文字：“来吧，慢慢走，细细
品，将乡愁轻柔安放，让灵魂跟上来，
活成你想要的模样。”是啊，虽然昭化
之行很短暂，来不及细细咀嚼品味，
但，“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
很开心、很温暖！

夜 已经很深很深了
我独自坐在阳台的靠椅上

任微风拂过脸颊
呷一口淡淡的清茶

我微闭双眼
原本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去想

让恍惚的神情安详

可是 人和动物不一样
我睁开双眼
点一支香烟

透过葡萄架和三角梅的缝隙
我好似看到了乡下的那一排老房

老房 还是那曾经让我
一觉睡到大天亮的老房

只是再没有了炊烟
和鸡鸣狗跳院坝

还是那块我戏耍儿时春光的院坝
可而今已经有了青苔

屋檐的滴水处长出了杂草
沧桑和凄凉就像针扎一样

刺在我的心上

爸 妈 我想你们了
你们还记得院坝头的核桃树

和院坝坎上的那几棵杨柳 万年青吗
你们走了 它们也开始了生命的枯黄

龙湖的路灯仍在疲惫地亮着
再大的风雨 该走的路我还得上

在我胸腔的洗涤后
流出淡淡的清香

检察长
走在田坎上

■谢子清

想念
■高兴明（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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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东

醒来
■巴 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