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故乡乡的的秋秋
■■ 姚姚永永涛涛

秋夜灯映桥儿沟
桥儿沟倒来了几次，只是遇到她春

分细雨时，太过于匆忙；遇到她仲夏艳
阳时，太过于急躁。 来来回回像是看够
了，心里却还是有个未了的牵挂，如同
牵挂一个未嫁的女子， 内心反复琢磨
着，她应该有更美的时候吧？

如此一年又一年 ， 桥儿沟像是没
变， 依旧坐落在山城繁华街市的路口，
我却踏着一条幽径，在这样颇为宁静的
秋夜中，寻找她的俏妆红颜。

灯映秋夜，略有微凉。 遥望山城上
空，漫漫的夜空中无星也无月，带着轻
松的心情，随意的步伐慢慢朝着桥儿沟
走去。

刚走到桥儿沟的路口，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串串红色的大灯笼，在漆黑夜空
的映衬下格外红艳。 黑夜像是给了灯笼
一个纯色背景， 隐去了白天的所有杂
质，月亮、星星都不来争艳，只邀了点清
风，配合着灯笼在黑夜中微微摇曳着。

慢慢沿着桥儿沟的巷子往进走，黑
夜也随着巷道变得狭窄起来，像是在形
式各样的屋檐上挑了几笔浓润重墨，融
了点灯笼里橘红色的灯光，再用笔尖染
了点俏皮的红，墨染色艳，像是由上至
下展开的卷轴画卷，缓缓出现在山城上
空。

灯映人家，幽美如画。 漫步在桥儿
沟中，选个视野开阔的观景点，立足眺
望， 看着错落有致的房屋阁楼重重叠
叠， 鳞次栉比的小院亭台依山而上，流
动的灯光好似一叶叶摇曳的红幡，巧妙
地穿插在房屋拐角间，随着山势变化若
隐若现，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收回目光细看， 在灯光的映照下，
房屋处处层楼叠榭、各类雕梁画栋显得
更加古色古香，就连窗棂上雕刻的线槽

和各种花纹也都清晰可见。 屋内有淡黄
色的灯光，透过窗棂的花格，与外面的
红灯笼相互呼应着，窗影在灯光下渐渐
拉长，爬到对面房屋的墙上，留下一帘
疏影，半窗灯黄。

偶尔听见从房屋内传出几声闲言
碎语， 像是一家人晚饭后的唠唠家常，
又像是几个好友酒后的聊天谈笑。 在这
幽美如画的古街中，居民们有这让人无
比艳羡的生活， 既有画家的洒脱安逸，
又有诗人的宁静诗意，只是他们自己也
不知道吧，他们已经生活在画中。

灯映石路，细流处处。 夜晚的桥儿
沟无比宁静，青石铺就的台阶成“之”字
形拾级而上，缓步慢行，灯光映染下，一
个拐弯一处风景。 偶遇行人踩着青石路
的嘀嘀嗒嗒， 风过树梢的簌簌唰唰，几
声猫叫，几声犬吠，都回响在古巷深处，
像是在画中聆听着轻柔的曲调，响在耳
畔，留在心间。

青石台阶旁， 有涓涓细流为伴，几
处细流慢慢汇聚成溪，穿过庭院旁的树
荫假山。 它们也像这里的行人一样，迈
着闲散的步子，时快时慢，蜿蜒间汩汩
流淌，随着地势潺潺湲湲，就这样在溪
流深处，青石路旁，绿荫树下，如同游吟
唱客，吹拉着丝竹管弦，余音袅袅，缭绕
绵绵。

夜渐深，人渐眠，走出夜阑人静的
桥儿沟，仿佛是做了一场梦，梦醉在桥
儿沟的俏妆红颜里，梦醉在桥儿沟的灯
影朦胧中，好在这梦来得不算晚，虽错
过春分仲夏，却让我在这个秋夜灯映下
落了笔。

醉在漫山秋林里
总不知觉， 在绵绵几场阴雨后，秋

便来了。 走路时，偶瞧树梢浅染，坐车
时，忽见山林遍红，就总想去秋天里走
走，留在秋天里看看……

终于在周末， 有了些闲暇时光，恰
好阴雨已过，暖阳普照，就趁着午后，一
人顺着山间小路，走走停停，细细看看
这漫山秋林。

抬头远望，蓝天相映，重峦叠嶂。 一
座座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柔柔地勾画着
自己的轮廓，起伏间停笔一顿，便是峭
石堆砌的山壁，苍劲有力又显得那么洒
脱自然。 丝丝白云带着暖阳给的点点亮
光，在山尖轻轻漂浮着，看着一座座山
相互依靠着，左右交错，斜斜地落在地
面上。

在山谷间，火红的栌木树丛就这样
由下至上，从山脚一直红到山尖，像是
给群山做了一个个红色花团， 这一丛，
那一簇，大大小小，形状各异，如同吟游
墨客，穿了盛装，在山间留下了一道道
耐人寻味的诗行。

暖阳就在这样的山间游走着，把山
林的颜色层次照得更加丰富了。 深绿的
树丛像是沾了花青色，绿得深沉；橙黄
的树丛像是点了藤黄色， 黄得透亮；深
红的树丛像是抹了胭脂色， 红得艳丽。
还有翠绿和浅黄， 都聚集在秋林里，和
暖阳一起染尽了层林，笔笔惊艳，让人
称叹。

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看着山路
在秋林间绕着半圆的环，灰白色的路面
时隐时现，宛如穿在山间的腰带，逶迤
盘旋。 路面上也落了秋叶，一阵阵清风
把那些黄透了的叶子吹起来， 又落下，
浅浅地在路上铺了一层，慢慢地，风又
把它们送到了路边的沟渠里，松松软软
地把路旁的沟渠填平了。

路旁的有些芦苇开了花，高高的芦
苇秆笔直地挺立着，杆头的白色芦花吐
出了一些绵柔的花絮，轻轻地在空中飘

着，浮着。 芦苇下的草丛里，盛开了很多
不知名的野花，黄色的，白色的，小巧玲
珑，层层叠叠地点缀在灌木丛中，高高
低低，各有姿态。

有几只蝴蝶和蜜蜂在草丛间飞着，
扇着轻盈的翅膀， 一会亲吻着花蕊，一
会儿又停在花叶上，踩踩这，采采那，左
右逢源，毫不顾忌，好像这些花儿都是
它们的。

静静地坐在路边的白石上，收回目
光，往近处看，再看着路旁树林里那一
棵棵被秋染红了的树。 薄薄的树叶在午
后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无比清透，透得
能看得见叶子上的经脉，在叶面上刻画
着精美的花纹。 这些椭圆的树叶还有的
向左，有的向右，你挤在我这里，我挪到
你那里， 让人分不清到底是谁的叶子
了。

有些白色的树干在树丛中画着柔
美的线，细细的枝条穿插在橙红色和黄
绿色的树叶间，在叶隙间织起了密密的
网，把一片片树叶连在一起，朝着蓝天，
伴着清风微笑着。

几只鸟儿在树林里跳跃着，从这个
枝头飞到那个枝头，像是在寻找熟透了
的果子，偶尔响起清脆的鸟鸣声，在寂
静的山林里回荡着……

走着，走着，看着，看着，慢慢地，我
醉了。 醉在蓝天，醉在清风，醉在暖阳，
醉在这漫山秋林里，不知归路……

又到柿红时
母亲说要回趟老家，做些柿饼给我

们吃。 我才想到，又到柿红的时节了。
小时候， 我们老家有不少柿子树，

常常长在门前的梯地边，似乎没有人刻
意去种它，它就这样长出来了。 高大的

树干枝丫重叠， 似乎比我们的年龄都
大。

我常常看着那些粗壮有力的树枝，
弯弯曲曲地伸向蓝天。 心里想着，枝上
的那些柿子什么时候才会变红？ 我什么
时候才能吃到这些柿子呢？

我们这里柿子的吃法有很多。 当柿
子变得有些青黄了， 母亲会摘下来一
些，这时候的柿子是硬硬的，味道也很
涩，不能直接吃。 母亲会把这些青黄柿
子放在陶坛里，进行腌制。

腌制柿子需要时间啊，十几天以后
才能吃，但仅仅只是有点甜而已。 我们
一般把柿子腌制到过年以后，那时候的
柿子已经被腌制成橙黄色了，变得软软
的，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清爽微辛的口
感，值得让我一直去回味。

等到了深秋， 柿子变成橙红色，绿
色的叶子衬着那些发亮的小红灯笼，一
个个沉甸甸地挂在树枝上。 母亲又会摘
下一些橙红柿子， 这些柿子还是硬的，
所以在摘不够的地方，母亲就用竹竿敲
打，一个个圆溜溜的柿子滚在地上。

我帮着母亲把这些橙红柿子捡到
竹篓里，顺带捏捏，看看有没有已经变
软的柿子，我能偷着吃上几口。 可是，这
时候的柿子，软的还是少，勉强入口，仍
旧带着些涩涩的味道。

这些橙红柿子被母亲拿回家，然后
去了皮，要做成柿饼。 削了皮的柿子，要
用粗白线把柿子的果蒂串起来，再一串
串地挂在窗户下的土墙上。 随着阳光的
照晒， 慢慢蒸发出柿子内部的水分，柿
子里的果糖也会随着日晒，慢慢渗出到
柿饼的表面，再等到冬天打霜后，形成
一层白白的霜，这样的柿饼才好吃。

不管是腌柿子还是柿饼，我总是吃
不到嘴，我总是要等……可是小时候的
我啊，是最害怕等了。 我常常看着那坛
口紧闭的腌柿子，看着那高高挂着的柿
饼，像是站在枝头等食的雀儿，就这样
想着，惦记着……

母亲也知道我们嘴馋，做柿饼的时
候，会留下那些柿子皮。 然后把这些柿
子皮放在竹筐里晾晒，柿子皮被晾晒两
三天后，就变成一个个小卷，若是气温
低，也会结上白霜。

母亲一边晒，我们一边吃。 在竹筐
里抓一把，就塞到嘴里。 那一个个小卷
甜甜的，还带点沙沙的口感，确实缓解
了不少我的嘴馋病。

冬天到了，柿子树上的叶子都落完
了，枝头上还有一些柿子留着呢。 到这
时，柿子才是真正的红透了，有时候还
有鸟雀飞来，在熟透的柿子上啄了几个
洞。 这时候，母亲会爬上树，给我们摘那
些红透了的柿子。

透红的柿子红得艳丽， 红得喜庆，
让人无比喜爱，拿在手上软软的。 轻轻
剥开薄薄的皮，露出丝滑的果肉，一口
咬上去，甜蜜蜜的，丝滑的汁儿润着喉
咙，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味道。

我已经忘了有多久，没有吃到那种
红透的柿子了，可能是在童年里，那些
一直渴求的味道才是最美好的，长大以
后就变得淡然了。

只是，我还是会常常看着那些柿子
树发呆，看着它就这样不急不慢地酝酿
着美味，在秋天里穿着盛装，又受得住
冬天的清冷与苦寒，饱经风霜后，才会
化作人们永远惦记的味道。

安康 90后作家新作展

巨 变
——紫阳县脱贫攻坚纪事

■ 曾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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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协作之花美丽绽放

在积极推进协作帮扶基础上，新北
区动员爱心资源和社会力量，积极开展
扶贫济困，帮扶领域不断拓宽。

2017 年，新北区政协副主席、民盟
常州市委副主委秦佳和常州市妇联副
主席陈秋霞到紫阳县就教育支援、科技
对接、 扶贫帮困等进行考察和征集，围
绕紫阳社会民生需求，携手紫阳县政府
开展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阳光行
动”、提升大学生能力“星光行动”、社会
帮教“春光行动”、帮扶农村教育“烛光
行动”、服务社区“霞光行动”等五项“光
明系列行动”。

2018 年 2 月，常州市人社局向蒿坪
镇双星小学捐建“广玉兰爱心书屋”1 万
元。 新北区群团组织还捐助资金 5 万
元，委托紫阳县“丽姐助学”“茉莉爱心”
公益团队资助贫困家庭学生 200 名。 江
苏省红十字会组织的健康扶贫紫阳行
医疗团队在紫阳接诊 1000 余人次 、发
放卫生及疾病防治等宣传资料 400 余
份；6 月，江苏省原副省长、省红十字会
会长何权带队向紫阳县红十字会捐赠
现金物资 120 万元；10 月， 常州市工业
气体行业协会向高滩镇绕溪九年制学
校捐赠 5 万元建设“向日葵”爱心书屋。
11 月，常州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向紫阳县
麻柳中心学校 “留守儿童爱心宿舍”标
准化项目捐赠 5 万元，江苏省同泰等三
个慈善基金会捐献 100 万元为三所敬
老院购置配套设施。

2019 年，新北区各级政府、爱心企
业和个人向紫阳县捐赠爱心图书 、棉
被、急救箱、体育器材，累计捐资捐物达
到 130 万元。 其中 9 月，常州市新北区
共青团、妇联、民政局向紫阳县贫困妇
女儿童家庭捐赠 2 万元帮助 40 个贫困
家庭。

截至 2019 年底， 紫阳共收到新北
区爱心捐款及爱心物资共计 590 余万
元。 这些善行义举，解决了部分贫困人
口、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得到紫阳干
部群众广泛赞誉。

也许上面所呈现的都是“大画面”，
过于“宏观”，那么，下面就来看一个“小
事情”“微心愿”。

2017 年，注册于紫阳县民政局的茉
莉爱心公益联合会与江苏省多个民间
公益团队开始结对帮扶。 活动涉及面更
广，覆盖了敬老助残、扶危济困、捐资助
学、 公益环保等各个层面，“微心愿”是
其中之一。

对于秦巴山区的孩子们来说，拥有
一个新书包、一个文具盒、一双保暖的
鞋子、一把雨伞……就是一个个微小的
心愿。 有了常州来的爱心人士，孩子们
一个个微小的而又纯真的心愿实现了。
2017 年 12 月 1 日， 由常州市妇女联合
会、常州市女知识分子联谊会共同为紫
阳山区儿童的第一届“微心愿”捐赠仪
式在紫阳广场举行。 来自江苏常州各界
爱心人士寄来紫阳县共计全县 663 名
儿童的 “微心愿 ”物品 ，从学生的工具
书 、电话手表 、布娃娃 ，再到科技制作

等，全都交予茉莉爱心公益联合会各乡
镇片区负责志愿者老师手中，随后转至
学校。 茉莉爱心公益联合会会长亢钧
说：“孩子们的微心愿由我们征集，礼物
当日发放完毕。 ”孩子们拿到爱心满满
的“微心愿”礼品后，非常高兴和感动。

每年常州市新北区各群团组织提
供的微心愿礼物资金价值在 7 万元左
右。 每一份小小的物品承载着对孩子们
的关怀，同时也是对山区教育的帮助。

常州市某研究所已退休的周阿姨，
得知为贫困山区儿童实现 “微心愿”活
动，积极响应，跑前跑后、乐此不疲。 认
为实现山区困难孩子的一个小心愿，就
能增添他们热爱生活、创造生活的一份
信心， 不但自己要参与这样的公益活
动，还发动身边朋友积极参与。

2018 年 “六一 ”前夕 ，新北区总工
会、区团委、妇联、慈善分会、红十字会
等组织，到紫阳县开展“微心愿”圆梦爱
心帮扶活动，为 500 余名贫困家庭学生
送上 7 万余元“爱心大礼包”。

2019 年 10 月，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
学来调研的老师们跋山涉水深入学生
家中，看到这样一幕：一片枯黄的山脚
下，有一座简陋低矮的土坯房，孤零零
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更没有
琳琅满目的家用电器。 贫困孩子的家庭
现状，令他们感叹不已。 他们鼓励孩子
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走出大山。 苏州的爱心人士将微心愿又
延伸为“大爱”，为贫困孩子提供一定的
资金帮扶。

通过苏陕民政厅牵线搭桥，2019 年
11 月，茉莉爱心公益联合会与江苏省苏
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签约 “弘化家园·
七彩紫阳”助学项目。 2020 年春季开始
发放第一批助学金，在精准扶贫方面共
惠及紫阳县境内 28 所学校， 一次就资
助紫阳困难留守儿童 500 人，下发资助
款 45 万多元。 资助的学生大多是住在
偏远山区的贫困儿童，孩子们的资料都
是由茉莉爱心公益联合会的志愿者以
及孩子们本校的志愿者老师们亲自深
入家庭走访送达。

2020 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疫情，但
是常州市新北区群团组织仍然没有忘
记紫阳山区的留守儿童们。 在紫阳团县
委和县妇联的积极协调下，在茉莉爱心
公益联合会志愿者和各学校老师的精
心筹备下，5 月 29 日，学习用品、书籍、
篮球、乒乓球拍……这 500 多个小小的
心愿由茉莉爱心公益联合会及志愿者
全部顺利地运送到心愿儿童手中。 5 月
大热天，铄石流金，汗水浸湿了衣衫，但
当志愿者将心意通过捐赠的物品传达
给孩子们时， 孩子们的眼中有星光点
点，再多的艰辛都变幻成了幸福。 这已
是苏陕协作成功举办的第四届微心愿
活动了。

众人拾柴，微光聚力。 从 2017 年开
始，常州市累计为紫阳县 10 个乡镇、22
所学校 2075 名困难家庭留守儿童圆梦
微心愿，价值 30 余万元。

相知无远近，新紫一家亲。 常州市
新北区与安康市紫阳县既是经济相融
的 “好伙伴”， 也是教育帮扶的 “好兄

弟”。 跨越千里的“握手”，传递的是先富
帮后富的巨大力量，传递的是众多“亲
戚”的大爱和温暖。

第十一章 贡献者群雕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 脱贫攻
坚战，干部是关键。

在波澜壮阔、震古烁今的五年脱贫
攻坚伟业中，紫阳县落实 160 个中、省、
市、县帮扶单位驻村扶贫，组织 6126 名
帮扶责任人结对帮扶，每支工作队配备
1 名副科级以上的领导担任工作队长，
精准选派 133 名优秀后备干部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不含接替者），做到帮扶工
作到村户、责任到干部、村村有包抓、户
户有帮扶。 这是紫阳县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大动员、大决战。

如果说紫阳县脱贫攻坚是一个精
彩的乐章，那么，是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艰苦奋战的党员干部， 用对党忠诚、牢
记使命的政治品格奠定了精彩乐章的
总基调；用心系百姓、一心为民的崇高
情怀奏响了精彩乐章的主旋律；用咬紧
牙关、事不避难的过硬作风迸发了精彩
乐章的最强音；用守望相助、扶危济困
的大爱精神演绎了精彩乐章的协奏曲。

阅读一份份典型材料，采访一个个
先进人物，时常心潮汹涌，眼眶湿润。 他
们是紫阳县当之无愧的攻坚英雄、时代
楷模。 他们贡献的是丹心、热血、汗水和
智慧，更有生命。其中 3 名青年干部和 1
位村支书牺牲在了脱贫攻坚战场上，只
留下不可磨灭的英名和传说。 他们以热
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他们拼杀不
畏战、重压不变形。 他们把宝贵的生命
与伟大的事业紧紧相连，用生命在秦巴
汉水间矗立起一座座令人敬佩、永不褪
色的精神丰碑。 历史不会忘记！ 人民不
会忘记！ 党和国家不会忘记！

陈威强：履新镇长情未了

2017 年 7 月 5 日，天空淅淅沥沥下
着小雨。 紫阳县殡仪馆内庄严肃穆，哀
乐低回。 双桥镇镇长陈威强同志遗体告
别仪式在此举行。 县上领导来了，镇村
干部来了， 双桥镇许多普通群众来了。
双桥镇双河村老上访户吴作权在安康

市中心医院住院， 由于不能赶来送行，
特意通过电话委托村主任张启勇在陈
威强的灵柩前燃上一炷香。 还有很多不
能到现场送别的网友则在贴吧、 网站、
论坛 、微信 、微博上自发留言 ，追思悼
念。

7 月 1 日， 陈威强在工作途中发生
车祸，在送往医院抢救过程中，因伤势
过重不幸身亡， 匆匆走完了 42 年的生
命历程。

2016 年 6 月，由于乡镇机构改革，原
任紫阳县联合镇镇长的陈威强调任双桥
镇镇长。 双桥镇人口虽然只有 1.7 万多
人，但属于紫阳县的偏远镇，自然条件很
差。 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且不说
党和人民的培养与信任，单讲自己是土生
土长的双桥人，这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奔小康，就责无旁贷啊！

从他履新双桥镇镇长到不幸离世，
只有 1 年零 3 天。 在这 368 个日子里，
陈威强殚精竭虑，一心只想加快双桥发
展的步伐， 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因为，脱贫攻坚既是党的政策和上级的
要求， 也是双桥镇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 上任不到一个月，他跑遍了全镇 10
个行政村，同农民群众、党员干部深入
交谈， 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他似乎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五加
二”“白加黑”，不分昼夜地加班、开会，
不论晴雨地下村、调研......

全镇 1621 户 4748 贫困人口怎样
如期脱贫，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 他们
靠什么增收？ 住房怎么保障？ 基础设施
怎么配套…… “陈镇长工作严谨细致，
认真负责。 扶贫对象核实及数据清洗过
程中，增减的每一户他都亲自把关。 安
置点建设，小到一条水沟、一个梯步，他
都要亲自过问。 许多规划设计，按照以
前惯例， 只要分管领导负责审核就行
了，但他每次总是对着图纸细细研究。 ”
双桥镇经济办公室主任代立健说。 陈威
强经常叮嘱他们，这些钱都是国家的扶
贫项目资金， 一分一厘都不能浪费，每
一分钱都要用在老百姓身上，都要发挥
应有的作用。 双桥镇社保站站长刘运维
说 ： “陈镇长太累了 ， 责任心太强了
……”

在镇村干部和群众的眼里，这个新
来的镇长没有一点“官架子”，对待群众

和蔼可亲，干起事来风风火火。 陈威强
下乡有一个习惯，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卷
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 通村水泥路
宽度厚度够不够，基础开挖是否见到老
底子，挡护工程勾缝灌浆、墙背填筑是
否到位，他都要亲自量一量，对发现的
问题能纠正的当场纠正，不能纠正的就
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由于外地采矿业不景气，镇上不少
农民工返乡无所事事。 陈威强给镇社保
站下了死任务，动员更多的群众参加县
上组织的技能培训。 在他督促下，全镇
富余劳动力大多参加了修脚足浴、特色
烹饪等技能培训，仅半年就超额完成了
县上下达的全年技能培训任务。 中良村
一组 52 户贫困户有 40 户参加技能培
训，并实现了稳定就业，其中陈胜和夫
妻俩都参加了修脚技能培训，每月收入
一万二三千元。

陈威强操心最多的是高山群众的
住房保障问题。 中良村十组是全镇最为
偏远的一个村民小组，陈威强得知此地
居住条件很差，群众观念保守，便带领
村组干部挨家挨户走访，走遍了全组 48
户村民，逐户动员搬迁。 陈继奎自小患
有眼疾，与年过七旬的残疾父母生活在
一起。 一家三口就靠他打零工维持生
计，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2016 年 9 月陈
威强走访群众时，看到他家房屋年久失
修，条件简陋，就动员他搬到村安置点。
根据陈继奎一家想在老家附近建房的
恋旧情感，又让村干部给他代办宅基地
手续。 第二年春，陈继奎的新房动工修
建，陈威强多次去查看进度，问他有什
么问题需要解决。 在陈威强的关心下，
陈继奎的新房主体建设完成了。 得知陈
威强去世的消息，陈继奎难掩悲伤：“上
个月，陈镇长还来我们家，让我赶紧把
房子建好，早早搬进新家。 眼看房子就
要建好了，他怎么就走了呢？ ”

双河村村民郑由学患有肠道癌，由
于缺少经济来源，生活很是拮据。 陈威
强得知， 立即安排民政部门给予 2000
元临时生活救助。 陈威强出生于农村，
从小家境清贫， 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对
群众疾苦感同身受。

由于土地征用补偿问题，双河村村
民吴作权一直到市县上访，是当地出了
名的上访户。 然而，陈威强每次接待他
来访时很耐心， 给他递上一杯热茶，听
他倾诉。 “我反映的事情，每次找他，从
不推诿，虽然事情没有彻底解决，但他
很尽力。 他耐心对待群众反映问题的态
度，让我非常感动。 ”吴作权说。

为方便与干部群众交流，陈威强加
入了双桥镇各村组建立的微信群。 在微
信群里，经常可以看到陈威强与群众沟
通交流的记录。 这倒是一个了解社情民
意的重要渠道，可是本来工作就忙的他
因此更忙碌了。

陈威强父亲过 75 岁生日的当天 ，
是星期日，妻子带着女儿专程从县城赶
到双桥镇老家为老人祝寿。 由于妻子在
县城经营快递，女儿在安康上学，父亲
在双桥老家，一家人聚少离多，祖孙三
代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
饭菜刚端上桌，正当一家人其乐融融准

备庆祝时，陈威强的电话响了———县上
某部门到双桥镇来检查工作。 挂掉电
话，他就匆匆赶往单位。 “一天咋就这么
忙呢？ ”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两位老人
无奈地摇了摇头。

陈威强兄弟姐妹 6 个 ， 他排行老
五，是家中唯一一个“吃皇粮”的人，其
余的都生活在农村，家境一般。 尤其是
二哥陈威刚条件最差，身体多病，两个
孩子上大学， 花尽积蓄建起的新房在
2010 年“7.18”洪灾中被泥石流冲毁。 在
2017 年的扶贫对象核实及数据清洗中，
陈威刚找到陈威强，想让弟弟他给村里
打个招呼，帮助自己评上贫困户。 “贫困
户识别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不是我这
个镇长说了就算的， 这个招呼我不能
打！ ”陈威强拒绝了二哥的要求，他二哥
最终也没有评上贫困户。 “回想到镇上
工作的这七年，很累很愧。 一家三地分
居， 一个月共同在一起待不了几个小
时，父母已逾七十，虽离父母很近，同样
一个月不能陪着吃一次饭……”这是陈
威强 2017 年 4 月份在朋友圈发的一条
微信，从中不难看出他对父母、妻子、女
儿及亲友的愧疚。

陈威强的女儿陈书羽在安康高新
中学上初中。 每到周末，看到其他同学
都有父母接送，心里非常羡慕，并向爸
爸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看到女儿
的心思，陈威强答应每学期末接女儿回
家。 然而三年过去了，爸爸一次都没接
过他，每次都是自己乘汽车回家。 2017
年 6 月 29 日， 是陈书羽参加中考回家
的日子。 她满怀欣喜，早早在校门口等
待爸爸来接她，然而父亲因在县上开会
未能如愿。 一家人从来没有一起外出旅
游过，2015 年国庆期间妻子和女儿强烈
要求外出旅游， 一家人刚走到西安，紫
阳县突然出现多起胡蜂蜇人事件，县上
发出紧急通知，时任联合镇镇长的他不
得不半道返回。 2017 年春节，陈威强内
疚地向女儿许诺，暑假期间一定带她到
北京登长城，参观北大、清华等全国著
名的高等学府。 眼看暑假来临，父女却
天人永隔。

在陈威强遗体告别仪式上，陈书羽
代表家人致叩谢辞说：“爸爸是一名好
党员、好干部，在我泪眼迷离中，浮现的
总是爸爸为工作匆忙疲倦的身影和面
容。 您心里牵挂的总是群众的疾苦和脱
贫的大事，挂在嘴边的总是安置点要加
快进度、公路要尽快动工、饮水工程要
赶快招标。 爸爸呀，您怎么忍心抛下家
乡那么多双期盼的双眼？ ”

翻开陈威强留下的一摞工作笔记，
从头到尾，找不出一句豪言壮语，有的
只是一次次会议、一个个问题及解决办
法......

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 陈
威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党
员、一个基层领导干部的公仆情。

情未了，人已逝。 老天似有不公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

襟。 ”陈威强，你还没有听到双桥镇脱贫
摘帽的喜讯呢！ 长歌当哭……

（连载二十三）

姚永涛， 陕西省白河县人 ，90
后青年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 各类文
学作品常发表于 《南风》《绝版》《延
河》《陕西教育》《秦风楚韵》《陕西农
村报》等杂志和报纸。 散文曾多次获
得全国性奖项， 作品集获第四届白
河县文艺精品创作奖二等奖。 有短
篇小说入选《总有那么一刻，你放不
下一个人》《一想到和你共度余生，
我就满心欢喜》 等青春文学畅销丛
书 。 2017 年出版个人文学作品集
《路过你的旅程》，2021 年 9 月，散文
集《故里有灯》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