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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光永

红底，烫金镰刀铁锤图案，三百多
页，这就是广元市昭化区香溪乡椿阳村
驻村干部雷雄德的日记本。

在妻子郑慧看来，这个日记本，就是
丈夫近三年工作生活的全部。丈夫视它
为命，白天带在身上，夜里放在枕边。

这次，丈夫来去匆忙。日记本，被遗
忘在枕头下。

小窗内，灯光下，郑慧捧起日记本，
开启了丈夫驻村扶贫之路和心路历程
……

2014年12月21日，星期日，阴，有风
这是我在椿阳村的第一夜。
这地儿海拔800多米，比元坝城区高

了400多米吧。空气出奇的冷，尤其在夜
里。傍晚就起风了，吹得村委会旁边的
青冈树光秃秃的枝桠“呜呜”作响。

屋子很小，仅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和
一张窄窄的办公桌。对了，这张办公桌
还是从学校借来，据说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的学生课桌。旧是旧了点，但狭长，且
带隔层的，正好能放下很多东西。

这屋子是村主任老殷腾出来让给我
的。他说，这屋子是他的临时住所，中午
可午休。要是开会或办事晚了，也可在
这儿凑合着歇一宿。现在让与我住，他
临时歇脚的地儿都没了，我感到不安。

我是驻村扶贫干部，不是来游山玩

水的过客。屋子简陋就简陋呗，说不准
住的时间久了，感情深了，还舍不得离开
呢。

上午跟村社干部见面，下午走访了
二社三社，傍晚回来整理了贫困户信息
采集资料。到现在，怕是十一二点了
吧。家人肯定睡去，就不去电话了。

说起家人，我首先想到的是妻子。
她也五十好几，还在学校担任主课教学，
且带班主任，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晚上
回来，还要照顾85岁的岳母，问候102岁
的婆婆，真是难为她了。

她对于我决意驻村扶贫是有意见
的。前天晚上，我跟她说起，她听后一言
不发，捧着本教案一动不动，眼里空落落
的。好半天，才吐出几句话：“老雷啊，你
都五十二岁了，大半辈子都过去，还逞什
么能？何况，驻村扶贫是要天天跟农民
打交道、跟庄稼牛羊打交道的，你一个机
关干部，够得着吗？指不定，人家都在等
着看你的笑话呢。再说，这个家啥情况，
你是知道的……”

妻子说的不无道理，为了达成我驻
村扶贫意愿，她说什么我都受着。但我
更明白，扶贫路上没老小，不分职业，要
的是人人出力献策，包括我自己。今儿
一早，妻子上早自习去了，我就收拾行
李，坐车来到了这儿。

抱歉，老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取暖器未及时购买，今夜实在是太

冷了。但愿被子温暖，不会让我一夜无
眠。

2015年7月7日，星期二，晴
夜已深，但暑气还未散去，小屋里热

气腾腾。此刻，我就是一只被放进蒸笼
的紫薯。

都说三伏天山高地儿必定凉爽，就
今儿看来，不然。

今儿农历六月四日，小暑节气，也是
婆婆生日。以往，我都会带着妻儿，提前
回到老家，为婆婆准备一顿丰盛的晚
餐。今儿我抽不开身，不能给婆婆祝寿
了。

婆婆，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等手头
事儿少了，我回老家给您老人家磕长头。

还是说说近段时间的工作吧。
前些日子，我求助元坝中学、卫子中

学和太公中学校长，让他们派出美术教
师，为新建完毕的贫困户住房外墙作
画。那些年轻人都是实在人，每一幅画
从构思到绘制，都一丝不苟。这么热，他
们中午都不休息，周围的老百姓感动，都
来端茶递水。

老师们作画，我也没有闲着，跑前跑
后地给他们打下手。他们满意了，画儿
就有质量了。

哪家雪白的外墙该画什么，我都提
前跟村干部规划好了。村民殷仕礼是残
疾人，为激励他自力更生，我就要求老师
们绘制《我们的好日子》主题画；为激励

脱贫户魏元成感恩奋进，老师们就绘制
了《跟党走，幸福万年长》……还别说，这
些外墙画幅幅漂亮，成为了当地最靓丽
的风景。昨天，元坝镇中梁村驻村干部
就来电话，说要来椿阳村参观学习。我
一时好激动，一颗老心脏“扑通扑通”地
跳了许久。

我知道，他们跟我一样，不仅仅是在
追求外墙画的美感，更在乎它所承载的
化育人心的巨大作用。脱贫奔康后，老
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但精神世界更应丰
富更应健康才行，外墙画的作用就在于
此。

这时，我想起了《三字经》。它朗朗
上口，启迪教化国人一千多年。对呀，我
也编写《脱贫奔康三字经》！不对，应叫

《脱贫奔康三字歌》才好。编好了，每家
发一份，多好！

看来，我得求助香溪小学和虎跳中
学的语文老师了。

加油吧，老雷！
……
郑慧读着丈夫的日记，泪水一直在

眼里打转。是啊，丈夫驻村扶贫已有800
多个日子。在这800多个日子里，他的双
脚一定踏遍了椿阳村的山山水水……

郑慧合上日记本，把它紧紧贴在胸
前。此刻，丈夫就在夕阳的余晖里走着，
走着……

丈夫的日记

王吉琼

牛头村的柿子红了
牛头山，山峰险峻；牛头村，在山的

深处，但都无牛。巨牛早已沉睡。
一山连着一山的苍翠，被岁月一浸，

沧桑便染满了大山。翻过山岗，越过田
野，裹着贫瘠的乡村在负重前行。一代
又一代人的期盼和梦想在哪？

牛头村的月光，很皎洁，但无语。牛
头村的山野，很宁静，也无语。

越过裹满寒冰的冬，春天的芬芳开
始溢淌。一个个身影如天空矫健的鹰，号
角一吹，牛头村沉睡已久的巨牛一声低
吼，泥土被惊醒了，大山拍落满身斑驳的
时光，小草探着脑袋，花儿正酝酿着心事，
麻雀的叫声落在枝桠间欢快地唱着歌。

解群众所盼，急群众所急，帮扶干部
与牛头村村委会一帮人个个扎根于牛头
村，挨家挨户走访调研，探寻适合大山的
发展之路。泥泞的道路盛满了深深浅浅
的脚印。

金融、产业、就业创业一系列扶贫政
策的实施，覆盖了整座村子。

一个个新型蔬菜基地建起来了，满
车的西红柿、青椒、花菜、茄子，成了城里
的抢手货；一座座楼房立起来了，黛瓦白
墙；泥泞的乡村小路已换成了条条水泥
路，牛头村正大步流星地行走在致富的
道路上。

堡坎边、地头、田边，一片红彤彤的
身影，牛头村满山的柿子红了，如一个个
喜庆的小灯笼挂在枝头。

岁月是甜的，柿子也是甜的。他、

她，他们、她们，脸上都被甜得咧开了
花。锣鼓敲起来了，每个人心头都挂了
一盏盏红红的灯笼。

被白龙、嘉陵两江环绕的牛头山，形
似一头昂首之巨牛。风吹过牛头村，满
山满树都是盈盈的笑声。

牛头村的蔬菜
刘正彦背着满腹的乡愁外出打工，

把牛头村的月光搁浅在地边那几株柿子
树上。无法割舍的情怀，被生活逼得只
剩下了零散的画面，在风雨里形单影只。

在异地为他人盖楼的双手，被灰尘
和水泥盖住了最初的水润，老茧密布。
看着兴高采烈搬进新居的城市男女，他
才发现，牛头村的土墙屋，早已斑驳成心
头一根拔不出的刺。

异地的太阳照不暖心头的故乡，异
地的月色缺了故乡那红彤彤的柿子浸
染，有些发暗。

回去，那里有两个年幼的娃，还有暖
暖的热炕头。

说干就干，他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构建自己的家。

从技术培训到把致富的梦想播种到
泥土里，他把蔬菜产业看成了自己又一
个娃娃。汗水浸透了衣裳，他没在意；风
霜欺得面容起了褶皱，他依然没在意，勤
劳的双手一直在蔬菜基地忙碌着。

牛头村的泥土是绵软的，每一株菜
苗，都在尽情生长。

从传统种植到开辟新的蔬菜种植，
他做到了最好。青椒、豇豆、西红柿、茄
子、土豆、红薯。一车车的无公害蔬菜，
菜色新鲜，口感鲜美。他抚摸着土地，月

色静静地抚摸着牛头村。
他盖起了自己的新房，院子中央那

两棵上了年岁的梨树正酝酿着明年的梦
想。明年。明年他还要扩大蔬菜基地规
模，还要请人，他笑得很开心，他手里正
拨弄的花菜有西红柿大了，个个如乖娃
娃般温顺而乖巧。

太阳恰暖。牛头村的蔬菜基地，如
雨后春笋一个连着一个。

月色恰好。牛头村的日子正美。

蜀道民宿
蜀道民宿，是刘国洲返乡后开的小

型农家乐。在外漂泊的时光，如同失去
母亲的孩子，孤独无依。

路口的野菊花，伸伸腰，太阳便暖了
牛头村的大山、田野。戳向天空的枝桠
挂满了小灯笼，他正大汗淋漓地为柿子
宴搭配着菜肴。

生态猪肉，换了个方式，被他用粉蒸
肉和坨子肉的形式延续着美味。八大
碗、七大盘、三大碟、几大锅，不过是他的
拿手菜。

十里八乡，大事小事，刘国洲是最瞩
目的大厨。牛头村的风、牛头村人脸上
的笑容都可以被他信手拈来，做成一道
美味的菜。

民宿、大厨，不过是他翻开信笺，涂
抹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想起山里的月
光，他念起山里的兰草。扛着锄头、背着
背包和干粮，悬崖峭壁、沟河山村，他都
想去看看。

时光如水。阳光拍打着牛头村的心潮。
来不及细数，仿若一夜间，几百株兰

花醒来后，俱都在二楼天台窃窃私语。

兰花的销售是个传奇，他成了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

从精准扶贫户到小康之家，他致富
的路越走越宽。

天空很蓝，被阳光包围的牛头村，暖
到让人动容。

谋得致富路
白龙、嘉陵两江环绕的牛头山，是当

年蜀国名将亲率三万将士遏制魏将钟会
二十万之地。奇险。时光碾过历史，唯
留下了一地斑驳。

山大沟深的环境，总是期望奇迹的
衍生。从去乡上参加技术培训开始，郭
正富便想衍生自己的奇迹。

每个深夜，他在思索。路口的银杏
树像一个诗意的憧憬，荡涤着清爽的月
光。沾满青冈树叶气息的指尖揉捏着时
光，眼神摩擦着花草树木。

从一万袋木耳，到五千袋菌种的出
售，他走上了致富的大路；再到几亩蔬菜
的种植和生猪的养殖，三个产业让他衍
生了自己的奇迹。靠勤劳的双手，他有
了自己的“致富三宝”。

扶贫政策好。产业的果子甜。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最深

邃的莫过于时光，最能用来带动其他人
的是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帮助拉短了牛
头村人与人间的致富距离。

沉睡的巨牛在苏醒后，牛头村已飘
满了红灯笼。

牛头村人的艰辛付出，结出了丰硕
的果实。

路边的野菊花依然开得正盛，柿子
红了，牛头村人笑了。

牛头村的故事

冯显茂

无言的感动
门前河的水变清了
绕坡山的路修通了
大院坝的房建好了
看到这些
村里的婆婆爷爷们都笑了

村支书的鞋子磨破了
蹲点干部的嗓子哑了
二娃家的运输车跑坏了
想起这些

村里的男女老幼又哭了

驻村的干部
朝阳 从山峰升起的时候
他的办公桌上
只留下一个没有余温的水杯
门后 有双雨靴不见了

晚霞 映红山涧河面的时候
他的住宿床边
只剩下一件沾满泥土的外衣
墙上 有支手电筒不见了

扶贫村轶事（二首）

姜维彬

他们说，2017年10月2日
正反两面读都一样
这天，阳光一早上了山
把阴影逼到一个角落
这天，野菊花开到我的青岗林
这天，桂花谢了，黄桷兰在芳香
八十九岁的田学珍，一别
就是怀念，或者遗憾

这天，不管何种醉态
心底都没有放下过
这天，刚好国庆第二天

父亲去了一趟香港和澳门
他带回来的老婆饼，味道怪怪的
这天，初恋的爱人女儿出嫁了
这天，事情多得没完没了
村里的贫困户和残疾人
百分百的完成签约

这天，再生稻还是半熟的
餐桌上红苕尖，秋深了
比东坡肘子更抢手，这天
村民健康档案工作，已到尾声
这天，我有一首诗没完成
这天，我身体里飘起了一面旗帜
这天，我多么激动，多么幸福

这天

向明月

1
一从任命不拖延，
已把重担压在肩。
敢忘亲人期盼意？
顶风冒雪走山川。

2
双脚生风百户春，

扎根四季爱山深。
只将满满鸿鹄志，
化作帮扶早去贫。

3
义无反顾扎深山，
未致奔康决不还。
冷眼江湖新诱惑，
扶贫结对正连环。

诗词三首

刘映武

凤来仪，
韶山冲，
群峦环抱拥韶峰。
茂林修竹，
翠柏苍松，
殷殷杜鹃映雪红。

晒谷坪，
上屋场，
木檩泥砖青瓦房。
星坠茶杯，
龙绕神墙，
冉冉红日亮东方。

放牛郎，
池塘欢，
恰当同学一少年。
橘子洲头，
长沙师范，
激扬文字点江山。

井冈楼，
延安窑，
万里长征只等闲。
泸定飞夺，
赤水四转，
雪山草地尽开颜。

嘉陵美，
山城俏，
红岩村里《雪》风骚。
剩勇追寇，
雄狮逐涛，
天安门上看今朝。

叶落根，
魂归田，
再看稻菽浪万千。
巨人光辉，
天下同瞻，
为民思想照宇环。

韶山红杜鹃

翱翔

唐姐，三个月前认识的。如今回想
起当时的情形，感觉挺意外的。

就在今年 9月初某个晚上，手机里
看见了我妻子娘家大哥发来的几张图
片。图片里，一位年轻妇女在我岳父母
家晒粮食、做饭，与他们同桌共餐。真
是好奇，这是谁呢?我与妻子结婚三十
年了，去岳父母家无数，怎么从没见过
这位亲戚?第二天，我立即打电话给大
哥，听了他的讲述，才知原委。

原来这位女性是邻镇木鱼镇干部，
姓唐，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岳父母家是
当地文武村的精准扶贫户，而她正是负
责结队帮扶的女干部。

我岳父母如今年龄均过八十，年老
体弱，常年患病，药不离口。今年 6月，
岳母又意外摔伤，右手粉粹性骨折，送
到县中心医院治疗，因年纪大不宜手术
而返回家中。怎么办?我临时找了本地
民间医师治疗，效果还不错，而今正慢
慢恢复中。

说实话，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
做儿女的本应守候在老人身边，细心照
料，敬孝老人。然而妻子常年外出务
工，我们相距较远，只能偶尔抽点时间
回去看望老人。

可曾想到，在我们身后，岳父母身
边却有一位亲如女儿的好干部一直默

默地关心着他们。听大哥讲：自从她与
岳母家结对后，常去家里探望，了解病
情，平时捎些岳母常用的舒筋壮骨、辅
助肠胃等药品，有时还买些日常生活所
需的米、面和水果，不时询问政府发放
给他家各项困难津贴是否到位，能否争
取到适合于他家的扶贫项目等等。我
听后，将此事电话告诉远在福州务工的
妻子，她听后很是感动，并说春节回家
必面见唐姐，当面致谢。

9 月 23 日，幸福岛“搏鱼大赛”这
天，因现场工作安排我与唐姐意外相逢
（因为以前在手机图片中见过）。由于
各自有工作安排，时间紧，留下对方联
系方式后，简单交谈几句，匆匆分手。

从此，我们在手机上便有来往。半
月前的某一天，她得知我路过木鱼镇街
上时，说怎么没告诉她，又说她为岳母
买了几瓶药想让我带去。当我告诉她
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扰她时，她生气
地责怪我见外了。以前常称她领导，她
听后很不高兴，要我改称她唐姐，我当
时高兴地答应了，从这以后就亲切称她
为唐姐。

如今，在我们百姓身边，还有许许
多多像唐姐这样的好干部。他们默默
地在平凡生活中干着自己平凡的工作，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为困难群众
排忧解难。他们的努力与付出得到了
大家的理解和尊重。

扶贫路上好干部

【编者按】 脱贫攻坚，念兹在兹，唯此为大。去年以来，市作协聚焦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突出文学特色，彰显文学情怀，积极探
索，主动作为，开展了脱贫攻坚系列创作采风、文学征文等活动，对加强脱贫攻坚宣传、营造氛围、倡树典型、鼓舞斗志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省作协为广元专题召开脱贫攻坚作品研讨会，党组书记侯志明作出专门批示予以充分肯定。在全市文学界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市作协特选编部分脱贫攻坚主题作品推荐本刊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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