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感怀
□ 王思刚

2018，濮阳县的扶贫之路
注定不平凡

扶贫

投身到最前线

美丽的黄河滩

个别老乡生活依然贫寒

入户、走访、座谈
向贫困发出宣战

加压、冲刺、追赶
扶贫路上，任重道远

心悸、低烧、失眠

健康问题频频出现

白发悄悄长满

时光苍老了容颜

战友累倒了

接力新队员

责任、使命、担当
提振精神继续干

勠力同心齐努力
终于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告别乡亲，和贫困说再见
抬头望远，曙光已在前

金 堤

芦荟花开
□ 岳三梅

记得是五年前的春天，孩子从花市买回来一个漂亮的
白色小瓷盆，小瓷盆里长着一棵小小的芦荟。 经过两年的
细心照料，芦荟由一棵独苗萌发出许多新的枝丫，原来的
花盆有点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了。我就把芦荟移栽到
一个大花盆里。这下，它伸展开筋骨，长势更旺盛了。后来，
因为工作家务两头忙， 只有到双休日才抽出片刻闲暇，给
花草浇浇水、松松土、剪剪枝，再审视、欣赏一番。看到自己
亲手养护的花花草草长势喜人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幸
福感油然而生。 在忙碌之余难得这片刻的宁静时光，这是
大自然的恩赐与馈赠。

今年正月初八， 我照例用淘米水给养了五六年的芦
荟浇水， 突然发现新长出的两个长长的花葶上结出了花
穗， 大一点的穗上有五十多个花蕾， 小的穗上也有三十
多个花蕾， 样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每个花蕾从底
部到顶端依次是红、 橙、 黄、 绿四种颜色， 花穗从下往
上次第开放， 俨然两座花塔。 过去一直以为， 芦荟一年
四季不开花。 有关资料也有类似记载， 芦荟虽是集观赏、
食用、 药用、 美容于一身的植物， 但是很少开花， 像铁
树开花一样少见。 我养的芦荟却悄无声息地花开两穗，
不同寻常的芦荟花儿与正月初的阳光一起温暖了我家阳

台， 静待春来。 此时此刻， 忽然想到网络上静待花开的
段子， 核心内容即对待教育孩子的态度。 家长或老师要
有足够的耐心对待学习有困难的孩子， 学会等待， 就像
等待花开一样， 该开的时候就会开， 或许开得很灿烂也
未可知。 其实如果没有充分的条件， “静待” 是不可能
“花开” 的。 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 权且以静待花开
聊以自慰吧。

不去想这些无聊的 “静待”， 还是专注于自己的 “花
开” 吧！ 我大声地招呼家人： “快来看啊， 我们家的芦
荟开花了！” 然后用手机拍下两座花塔发到微信朋友圈
里。 朋友们也感到很稀奇， 并且在留言里送上美好的祝
福， 如 “花开富贵” “鸿运当头”， 又如 “喜事临门”。
这个我倒相信， 如今， 我们倍感荣幸地遇上共和国步入
民族圆梦的新时代， 各行各业兴旺发达， 男女老幼过上
了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富裕、 文明、 祥和的生活。 我们
的家庭也同全国人民一样， 享受着国泰民安， 始终秉持
着守法敬业、 尊老爱幼、 邻里和谐、 勤俭持家、 忠孝为
本、 书香传家的家风家规。 我家是国家、 省、 市的 “书
香家庭”， 是 2017年度濮阳市 “十佳最美家庭”， 对新的
一年新的未来， 我们充满了期待和自信。 既然小小的芦
荟都灿然怒放了， 我们也一定能够， 必须能够跟随共和
国前进的稳健步伐， 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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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邻互赠
□ 张金刚

一进家，母亲就兴奋地对我说，这是你
婶子刚送来的大黄杏，水分足，特别甜，赶紧
坐下吃。一听这，一股暖意瞬时涌上心头。就
是这位从四川嫁到我村的婶子，经常会赠些
腊肉、辣肠、竹编、柑橘等稀罕物或家常物给
我家。 我小的时候赠，待我离家多年也一直
赠，从未断过。

我没坐， 忙着从包里掏出买的东西，掰
了半把香蕉，挑了四个西红柿，拿了五个桃
酥，切了半块焖子，给婶子送去。 见我来，她
甚是高兴，硬是拽我吃了几块刚炖的鸡肉才
放我走。 我抹着嘴上的油回家，母亲也乐了，
说，乡里乡亲的，让吃就吃。 昨天我刚给你婶
子送了一筐豆角。 坐在屋檐下吃着黄杏，心
里熨帖、舒爽极了。

这样的乡邻我喜欢。 我们村不大，朴素
的山水滋养了淳朴的乡亲，互赠东西已是传
统。 谁家做了好吃的，定会分给邻居一些；谁
家有不穿的衣服、不用的物件，也会送给需
要的人家；谁家需要帮忙，左邻右舍更会主
动过来搭把手。 虽然有时也会争吵，可一村
人过得越来越像一家人。

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年，母亲需要城里村

里来回跑着照顾女儿、照料庄稼。 由于疏忽，
买了劣质的萝卜子 、白菜子 ，出苗少 ，长得
孬。 那一冬，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小堆个儿
小、品质差的萝卜、白菜犯了难。

串门的乡邻看在眼里，经常或提着或抱
着几根萝卜、几棵白菜登门闲聊。 有一次，年
逾八旬的二奶奶也送白菜来了。 母亲连声道
谢，二奶奶佯装生气地说，你再这样客气，我
就不高兴了。 上次我生病，你还送我饼干、红
糖不是？ 那年腊月，不是你帮着全村人摊煎
饼？ 别人送几个萝卜、几棵白菜别挂在心上。

那一冬，我家萝卜、白菜的收成虽然不
好，但一直到来年春天，大萝卜、大白菜基本
就没断过。 母亲还时不时给我的小家捎几
棵，这次说是三哥家的，下次说是二爷家的，
后来也说不清是谁家的， 反正都是乡邻家
的，心里甭提多温暖了。

岳父岳母和我村的乡邻一样，也是热心
肠。 岳父在城郊开荒辟出一小块田地，收获
了蔬菜、花生、玉米、南瓜等，经常送给邻居
一些；岳母也时常将自制的月饼、蒸的年糕、
做的布艺赠给他们。 一来二去，岳父岳母也
会收到回赠。 他们常说，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又在一个小区住着，那就是一个村儿的。
岳父年岁愈大，体力愈弱，邻居老刘想

要块地来种，岳父慷慨地说，尽管种。 但老刘
种地没经验，岳父便从锄地、施肥、播种、间
苗、浇水、收获各环节加以指导。 秋天，我帮
岳父收玉米时，老刘也来了。 他指着自己丰
收的玉米说，你岳父不光帮我管，连玉米种
子也是他赠的呢！

我笑着问岳父， 你这也算是把人扶上
马，再送一程吧？ 岳父逗趣道，好人做到底
嘛。 不过，送他优质玉米种子，也是为我好。
我种了这么多年地，知道哪种种子适合这土
质。 蜂采花蜜时，风吹得花粉四处飞播，如果
他用的是次等种子，在传粉时自然会影响我
的玉米质量。 而用好种子，我和老刘都可以
丰收，两全其美！ 看着岳父和老刘有说有笑、
互帮互助地收玉米，我觉得岳父的话，值得
品咂回味。

许是受了父辈的影响，妻子与我也以同
样的方式，与小区邻居处得和和睦睦。 妻子
爱摆弄花花草草，时常采了“天天开”花子，
掐了绿萝、吊兰、薄荷枝条，一盆一盆育苗移
栽。 育好，便敲开邻居家门连盆带花相赠，回

家时也常带回别人家的花草。 且因这花草，
邻居们走动多了，不仅观花弄草，更端着盘
子互赠瓜果 、菜肴 、馒头 、烙饼 、饺子 、杂粮
粥。 小孩子更是随意来往，分享好吃的、好玩
的，开心得很。

住在一起，皆是缘分。 一个村庄，一个小
区，素不相识的外族人、异姓人、陌生人，聚
为乡邻，很是难得。 互赠、互爱，助人、助己，
岂不快哉。

端午节，母亲与乡邻一起到村里池塘边
采来苇叶，包了一大锅既有江米、菜豆又有
花生、红枣的粽子，让我端给婶子、二奶奶、
三哥、二爷尝尝，拿回县城分给岳父岳母和
左邻右舍几个。 我挨家挨户赠完，手里又捧
回不少粽子 ：有黄米的 、高粱米的 ，有蜜枣
的、板栗的、葡萄干的。

我在微信朋友圈一经晒出，群友也纷纷
晒出自家的粽子，线上分享互粉、线下走动
互赠，其乐融融，好不热闹。 不少人颇有感慨
地留言说，这个端午，通过互赠真是吃到了
百家粽，太有意义了！

我紧跟着附和说，其实，我们都是“一个
村儿的”！

杏
花
春
色
烟
雨
中

□

邓
迎
雪

每年早春时节， 我都会格外关注
小区里的那几株杏树。

春寒料峭中， 杏树的满树枝条已
长满了米粒大小、灰扑扑的花蕾。

过不多久， 米粒就变成了黄豆大
小，外观被春风熏成了枣红。 很快，花
苞越来越饱满， 从深色的花托中挤出
来，好像只需要一缕暖风就能绽放了。

杏花有一种冰肌玉骨之美。 它的
花色清雅，初始浅粉，渐变雪白，真如
南宋诗人杨万里所说，道白非真白，言
红不若红。 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
杏花花质如冰绡， 又像淡淡地匀了脂
粉，粉雕玉琢，玲珑剔透。花初开时，五
片花瓣微微合拢，形如玉碗，花心中，
一丛长长的玉蕊伸出来，顾盼生辉。

杏花的香一点也不浓烈，淡淡的，
若有若无，那香味裹在春风里，丝丝的
甜香不经意间和人撞个满怀。

杏花开时极稠密、喧闹，枝条上密
密地绽满了花朵，远看繁花满树，如云
似雪，明亮亮地晃眼。 站在花树下，繁
花如云压顶，好像来到了花的王国，让
人不敢高声语，唯恐打扰了花的盛开。
微风吹来，雪白的花片轻轻飘落，颇有
几分自在飞花轻似梦的意境。

有鸟儿在树上鸣唱， 因为花枝稠
密，看不到鸟的模样，只觉叫声清脆悦
耳，婉转动听。偶有鸟儿在枝间跳跃腾
挪，闪出小小的身影，灵动可爱，好像
置身在一幅工笔花鸟画中。

春天雨水多， 雨中的杏花有几分
清冷的气质。 雨淅淅沥沥地落着。 树

上， 那些冰绡一样的花朵挂着晶莹的水珠， 好像在暗自垂
泪，和晴日的美又有几分不同；地上，已被雨水打落了一层
雪白的花片。雨中杏花像一首意味深长的诗，从唐诗宋词中
款款走来，让人一下子想起许多吟诵杏花的诗句。

杏花浪漫风雅，古人多喜爱杏花。唐代杜牧《清明》诗中
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勾画了一幅杏花烟
雨图，至今读来仍然生动如昨。 南宋诗人志南的“沾衣欲湿
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对雨中杏花的描写细致入微，脍
炙人口。 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穿越
几百年的时光，好像还能依稀听到宋人的卖花声，给人无限
的遐想。南宋诗人杨万里有次雨中到西园赏花，遇到园子的
主人张翁在修剪杏花，感觉十分可惜，劝张翁不要修剪，并
写下“梅不嫌疏杏要繁，主人何忍折令残”的诗句，一片爱花
惜花之情跃然纸上。

宋代诗人邵雍看花归来，心情愉悦，诗云：“更把杏花头
上插，图人知道看花来。”白居易去赵村看杏花，想自己七十
多岁了，明年可能无法再来，写下“赵村红杏每年开，十五年
来看几回。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的句子，言语
间颇有些伤感。 诗人的预感也很准确， 白居易七十四岁而
终。 他那一年来赵村看杏花，也真的是来和花告别了。

杏花的花期不长，大概有一周左右。 杏花落的时候，有
风吹来，花片纷纷扬扬，地上像下了小雪，铺了薄薄一层。但
每次见到花落，我却并不伤感，因为用不了两个月，我就能
吃到橙黄肥美的杏子了。

宁静致远 （摄影） 毛毛

这个问题好解决
□ 黄健生

我楼上住着个姓朱的，叫朱大能。
前两年，朱大能的女儿出嫁了，听说嫁

到了千里之外。 女儿出嫁不久，他的老婆又
突发脑溢血去世。 本来热热闹闹的一家人，
只留下朱大能一个人。

打那以后， 朱大能就像变了一个人，脾
气暴躁起来了，得理不饶人，无理闹三分。 眼
看快六十岁的人了，他还经常跟小区里的人
红个脸儿。

前不久，朱大能又迷上了吃饺子，三天
两头地包。 包饺子就得剁肉馅，三天两头地
剁，声音之大，甚是吵人，弄得我一个在家爬
格子码字的人，根本静不下心来。

我本想找朱大能理论理论，但又怕他的
臭脾气，弄不好他会说，我吃饺子关你什么
事？ 剁肉馅不出声？ 你来试试！ 或者被他骂
一顿。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

我把这件烦人的事告诉了在老家当治

保主任的老爸。 老爸听完后说，这个朱大能

也蛮可怜的， 你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我，我
立马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我没有朱大
能的手机号码。 老爸说，问一下物业管理人
员就知道了。 我问老爸怎么解决，老爸叫我
别管，只说肯定不会闹矛盾的。

后来的一周，楼上还真没有了剁肉馅的

声音。难道朱大能不吃饺子了？我很是不解。
但问题解决了就好，不必管是怎么解决的。

过了几天，我路过小区门口时，听到朱
大能对别人说， 小小的绞肉机还真是不错，
绞完肉馅还能绞蔬菜，既省时又省力。 开始
朱大能还以为是女儿从网上给他买的 ，一
问，根本不是，可快递包裹上写的他的地址、
姓名和手机号码都准确无误，还真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儿。

听到这个话，我脑子突然一闪，立马打
电话给老爸。 老爸说，那个小型绞肉机是我
买的。 几十块钱就解决了问题，不是很好吗？

这么个好方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 袖珍小说

→→ 漫步经心

→→ 流年光影

→→ 长堤短歌

我的母亲
□ 苏东升

母亲冯翠英，1937年 1月 3日出生于濮
阳县胡状乡李家砦村。 她不满一岁时，姥爷
因病去世，姥娘带着母亲和大姨随姥爷的六
弟一家生活。 1942年大灾荒，姥娘饿得全身
浮肿，后迫于生计听从娘家人的建议，带着
母亲改嫁到同乡的冯寨村，大姨则随姥爷的
三弟一家生活。 每当大姨思念母亲时，三姥
爷就到冯寨村叫上母亲到李家砦村住上一

段时间。 因此，母亲结婚后走两个娘家。
2018年暑假的一天， 母亲感到身体不

适，先后到县第二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和市
人民医院检查治疗，终因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1月 27日早上去世，享年 82岁。

母亲是一个非常勤俭的人。 少时，因特
殊的家庭背景， 母亲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
格。 为了争口气，为了提高自己在家里的地
位，她凡事要强，不落人后，小小年纪就学会
了针线活。 近 20口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的
鞋和衣服都是姥娘和母亲做的。 平时，无论
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母亲都闲不住，是个丢
下杈把拿扫帚的人。 上世纪 70年代，父亲因
病无法在队里挣工分。 母亲白天给队里干
活，晚上在家里纺花织布，用买花卖布赚的
差价钱买些粮食， 以此养活我们姊妹四个。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帮着母亲把队
里刚分的几百斤红薯擦成薯片，再提到房顶
上晒干，以便贮存。 因自己年少，到深夜困得
实在不行，就睡着了。 母亲一个人把在房间
里擦好的薯片装上篮子，再爬梯子把薯片提

上房顶，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 等我醒来
天已大亮。 即使这样， 母亲简单地吃了点早
饭后又去队里干活了。 母亲一生俭朴， 处
处精打细算。 她常说， 吃不穷花不穷， 不
会打算要过穷！

母亲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自我记事
起，街坊四邻织布特别是织花布时，都找母
亲算账。母亲没上过学，但会算账。织什么样
的花布，各种颜色的线用多少，母亲往往张
口就来。 无论多忙，只要有人找她，她都会耐
心地一遍遍给人算， 即使误了自己的事，她
也让人满意而归。 她常常对我说，谁都不容
易，人都是张口容易合嘴难！1962年，我大姨
过月子，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人们普遍
吃不饱饭。 由于营养跟不上，大姨的奶水不
足，我的大表姐常常挨饿，一岁多时头都抬
不起来。 母亲自己挨着饿，一次次把省下的
粮食送到大姨家。 以至于后来，母亲常常自
豪地说，你大表姐的命是我捡的！1983年，我
普师毕业后分配到八公桥镇教学。 每年秋
后，同事都给我送些土特产———花生。 带到
家后，母亲又一升一升地送给前后邻居。 按
她的话说，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扬名。 近
几年，每每到老家看望母亲，常常见她戴着
老花镜做小孩穿的虎头鞋。 街坊邻居和亲
戚朋友家里添了小孩， 母亲都会送他们几
双虎头鞋。

母亲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 三弟小
时候，父亲几次病危。 为给父亲治病，母亲把

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在最困难的时候，
家族的长辈和亲戚都建议把三弟送人，并且
还找了一个家境条件不错的人家。 当时我不
到 12岁， 母亲则坚定地对我这个长子说：
“别人家再好，待你三弟再亲，也不如我这个
娘亲！ 即使拉棍子要饭，我也要把你们姊妹
四个养大！ ”母亲虽不识字，但深明大义。 年
轻时，母亲先后当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和村
里的妇委会主任。 无论干什么工作，她都兢
兢业业、认认真真！ 记得小时候，她不止一次
给我说，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只要咱干
着，就不能对不起人，就要干好。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每次回
老家探望母亲，母亲和我拉家常时，都不忘
提醒我，咱人穷不能志短！ 干公家的事， 自
己要长好心眼， 不该花的钱不花， 不该做
的事不做。 她还告诫我， 地误误一季， 人
误误一生。 谁家的孩子都金贵， 千万别误
了人家！

母亲病重期间，常常昏迷不醒。 但只要
醒来看见我在，就会说，你忙，事多，上班去
吧！ 我这里有你二弟就行了！ 母亲有次醒来
见我和二弟都在，就督促我俩上班去。 我开
玩笑说，您老撵我们，是不是嫌我们伺候得
不好？ 母亲说，看你说的，我巴不得你们天天
在这儿。 说完，还冲我们一笑。

母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小时
候，我们每天晚上都是听着母亲讲的故事入
眠的。 那时候生活虽然艰苦，但母亲非常乐

观， 总是根据季节变着花样让我们吃饱吃
好。 她从小就学会了做衣服，后来二姑家给
我们家送了一台缝纫机，她自学成才，不仅
保证了我们一家人的衣着冷暖，还帮助了很
多亲戚邻居。 母亲是个美食家， 特别是改
革开放后 ， 随着生活水平的一步步改善 ，
过节时她做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 总是
让我们流连忘返。 母亲是个热心肠， 平时
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家里有事， 母亲都是
积极帮忙， 很多时候都是主事的。 她常说，
只要有苗， 就不愁长大。

母亲病逝的头天晚上，我们姊妹四家人
都在场。 母亲走得很安详，就像熟睡了一样。
1月 29日送葬这天，好多老亲戚听说后都自
发地来了，要送母亲最后一程，比计划中来
的亲戚整整多了 10桌。

特别是村里治丧委员会的人商议后 ，
提出要组织村里的青壮劳力用传统的方式

抬母亲的棺木下葬， 在遭到我们家属的强
烈反对后仍坚持， 主事的苏秋喜弟激动地
给我说， 东升哥， 你问问， 我们街上谁家
的小孩没穿过二大娘做的鞋 ？！ 谁家的忙
二大娘没帮过 ？！ 这个事情我们主事的当
家。 后来因多方联系不到抬棺木的家什才
作罢。

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音容笑貌
仍历历在目。 我想，纪念母亲最好的方式是
把她做人做事的好品质传承下去，把她带出
的好家风传承下去。

→→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