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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最后一个时日，依然早起，迎着朝
阳，活力上班，微风吹来，花香扑面，春天总
是催人奋进， 美好的一天在新的向往与追
求中开启了……

“叮铃叮铃”，电话响了，“朱组长，我再
次邀请您去西沟看看春耕生产。”电话那头
市群艺馆周墙馆长说。我犹豫了下，那天是
老爸 76 岁生日，我是去还是不去？ 去是为
了乡里乡亲，不去是父子情深。我随即答应
下午迟点去，早上还要处理手上的工作。我
对工作和西沟都有心之向往的情愫， 尤其
是西沟的乡村振兴工作始终是我心心念念
的大事。

春和景明，万象更新，去茨沟的高速路
上，月河、付家河、冉河流水潺潺，月河两岸
桃花微微盛开， 犹若清纯的少女羞答答地
向行人打招呼，高速路边迎春花依次绽放，
春天真的来了！那山、那水、那鸟儿欢唱，人
间三月春光美。

约莫一个半小时， 我们一行人就到了
西沟村口，进村道路干净整洁，小山沟哗哗
的流水和远处树上喜鹊报春的鸣叫构成一
幅山村早春图。 没有来过西沟的市编办欧
阳前勇主任激动地说：“没有想到茨沟还有

这么好的村，房子好看、产业兴旺、人勤地
欢，党的政策确实太好了，山村变了、群众
富了、农村美了。 ”

阳光正宜，正是耕地播种的好时节，刚
到西沟村活动室， 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庄稼
地看村民刨土翻地的场景。 早春的茨沟镇
西沟村春寒料峭，万物复苏，田间地头一派
忙碌。 “我们天天不得闲，耕地劳作，种白
及、天麻、烤烟，西沟人天生就是耕地牛。 ”
村民赵应成说。

忙碌的春耕生产， 处处散发着泥土芳
香。周馆长心心相念驻村帮扶工作，随即召
集镇村干部召开座谈会共谋西沟发展大
计， 村党支部书记赵勇说：“过年这段时间
我们把村里 2800 亩核桃园里的近万株核
桃树全部进行了刷白除虫， 今年村里按照
规模发展 20 亩甜秆、50 亩中药材、200 亩

金丝皇菊、150 亩烤烟， 发展 400 头土猪，
对 2800 亩核桃进行精心管护，全村村民平
均每人再增收 500 元。 ”

驻村第一书记孙晓洁介绍：“目前正组
织村里各种劳力，抢抓农时，全力抓好春耕
生产，不让一个劳力多余，不让一处荒地撂
荒。 ” 同为驻村干部的谢涛说：“发展在今
朝，振兴在眼前，西沟村没有一个懒汉，这
里的村民善良厚道， 前天一位村民让我去
吃饭，他家条件有点差，不管他做什么，我
都吃。 不吃，他们会认为瞧不起他们，和群
众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知心人，才能更好
地做好群众工作。 ”

镇上联村干部徐志军说：“西沟今年按
照乡村振兴规划，突出抓好产业，利用现有
的优势，抓住产业富民这个牛鼻子，在富民
增收上做文章，在发展乡村旅游上求突破，

建强支部，把村民发展镶在产业链条上，真
正实现产业增收、发展增效、振兴带头、示
范引领。 ”

市群艺馆馆长周墙对西沟的发展充满
信心：“三年的紫阳帮扶情， 一年的助力西
沟乡村振兴， 西沟是个好地方， 产业基础
强，山村民居好，群艺馆将利用馆里的资源
优势，发掘西沟独特的传统产业，打造非遗
项目，开发非遗产品，走产业新路，保护传
统特色，茨沟豆腐好，如何围绕‘豆’做好非
遗豆制品，今年群艺馆和镇村干部、村民一
起发力，从申报、产品包装设计、培训开始，
依托 ‘乡村振兴产业+非遗产品+互联网+
民俗民宿’等模式走一条特色富民之路，打
造‘非遗传承发展+乡村振兴’的创新思维
模式。 ”

西沟来了三次，一次一个新变化，来了
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走的时候，我在想西
沟基础条件好，支部给力，村民勤快，村美、
人好、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样板示范村已具
雏形。

民风民俗在变，村容村貌在变，西沟的
春光会更美，让我们翘首以盼！

上一次坐绿皮火车应该是 14 年前 ，2008
年暑假我大学毕业返程的那次。 2004 年我考到
了离家很远的贵州大学， 虽然是在贵州的省会
城市———贵阳，但一开始给我的感觉并不美妙。
从安康到贵阳， 只有一趟直达的 2338 次列车。
从西安始发，中途经过镇安、旬阳、安康、紫阳等
20 多个站，经 21 小时到达贵阳。

火车是我从小出门的首选交通工具， 因为
我晕车厉害，父亲常常带我坐火车，这样会减轻
一些不适。 如今想来，坐绿皮火车确实有趣。 大
大小小的行李往行李架上一放，人们按号入座。
我喜欢坐靠窗的位置，不仅能欣赏沿途的风景，
还能利用面前那狭窄的简易餐桌， 容下些许零
食或水杯。 周围夹杂着本地、外地口音的，出门
打工的、探亲的、上班的、求学的，这些天南海北
的人，出门了自然变得亲切起来，不一会儿就开
始家长里短地聊着。火车上最应景的，当是吃开
水泡面，不同的口味散发出不同的香味，弥漫在
整个车厢。还有啃鸡爪、吃卤菜、喝啤酒、嗑瓜子
的，光是看着就会不自觉地咽口水。以至于多年
后，电视里看到那些徒手吃鸡、啃鸡爪的人时，
我总会想起火车上那些席地而坐， 一口啤酒就
着一口鸡爪的大叔们。 那些额头上填满纵深沟
壑， 为生活奔波的人们， 也能沉浸于片刻的享
受，感受到生活给予的短暂满足。

火车上的消遣娱乐是必不可少的，打扑克，
讲笑话，好不热闹。打牌的人在认真思考怎么出
牌时，旁边已围满了“观战”的人，个个都想争先
恐后地献出锦囊妙计。

列车上的售货员绝对是行程里最具特色
的，除了常规悠长的吆喝“啤酒饮料矿泉水，花
生瓜子八宝粥，腿收一收”，还要不停地推销各
种物品。 每次售卖员解说时， 我都觉得饶有趣
味，他们像一个个单口相声演员，口才极好又富
有带动力，总能让一些乘客满心欢喜地为他们掏腰包。

可怕与痛苦的是春运期间的绿皮火车，首先车票极不好买，运气好
时能买到坐票，运气不好时只有“无座”，卧铺与我无缘，中途的站根本
没有出售。

夏天的绿皮火车，别有一番“风味”。一列车厢里只有挂在车顶上两
台又小又旧的老式三叶风扇。 窗外烈日炎炎，车厢内的温度能达到 38
摄氏度，只能靠风扇和开窗降温。虽然扇子不离手，却没有一丝凉意。如
果倦意来袭，昏昏睡去，再醒来时如同蒸了一次天然桑拿，汗流浃背。一
般在这趟绿皮火车里，我是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怎么说话，只喝水。似乎
说话都能增加车厢内的热气和温度，还无比消耗人的体力。已经辨别不
出老坛酸菜味到底是从旁边的泡面里传来的， 还是什么别的味道夹杂
着的，没有一丝胃口。如果遇上带着小孩的妇女，孩子刺耳的啼哭吵闹，
大人呵斥教训孩子，再加上火车“哐哧哐哧”的声音，那一定是一首火热
的“命运交响曲”。

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发短信，唯一的旅途伴
侣就是 MP3。 把耳机往耳朵里一塞，仿佛能与世隔绝，整个世界都安静
下来。 伴随着音乐，火车穿行在山脉之中，从晨曦到夜幕，窗外山连着
山，水连着水，隧道接着隧道，桥涵连着桥涵，现实与抽象，物质与精神，
感受与感染相互叠加又相互交替，相互影响又相互分离，情生于景而超
乎景。

大学四年每年都会往返两次，但每次都是不一样的心境。“往”是上
学，是追求；“返”是回家，是牵挂。 离家是不舍与黯然，同时又是希望和
起点，山隔千重，水过百渡。如果说菜市场是人间烟火，那么在绿皮火车
上一定是人间百态。它饱含着生活的苦楚与奔波，也承载着生活的喜悦
和希望。 如果没有升华绿皮火车的定义，它只是一种交通工具，但一旦
赋予某种文化内涵，当年的绿皮火车就成了一种永不褪色的情怀。如今
动车、高铁、飞机已经取代了绿皮火车，但是绿皮火车却满载着我们青
葱岁月和抹不去的回忆，依然悠悠走在开往春天的轨道上。

故乡，飘着记忆的封尘，透着暖阳，在
我的思绪中徐徐展开。

儿时只要一放寒暑假，母亲就会把我
送到外婆家中，可以说，那是我儿时的游
乐园。 高高的杨柳树，门前奔流不息的小
河，矮矮的泥土屋，无边的玉米地，外婆拿
着玉米秆赶着鸡鸭， 大人们戴着头巾，在
田地里挥舞着镰刀，这一幕幕构成了我难
忘的童年。

故乡是一个普通古老的村庄，给我的
记忆却是丰盛的。 童年，我几乎在用所有
的时间渴盼着假期的到来，仿佛故土也在
等着我躬逢其盛。 伴着傍晚的蝉鸣，天擦
黑的时候， 看着油灯下老少亲人们的笑
脸、桌上的手擀面条，疲劳尽消。 那时候母
亲的打扮总是的确良衬衫、皮凉鞋 ，而且
是穿袜子的， 标准的知识分子还乡模样。
而我一回到老家就全然顾不得斯文，迫切
地等待狂欢。

到夏日炎热的时候， 在村中的大榆树
下，大人们在树下纳鞋，这里成了广播站，村
里的大小事情，在这里传开，谁家没有人，到
这里寻找，一来就会找到。 我和伙伴们按捺
不住欢心开始盘算着晚上在哪个露天的地
方酣睡，那是一项在自由天地的体验。

村里人夏天多半在屋外过夜，除了老
人、妇女。 木架子撑起的板床，篾席往上一
放，清凉又透气。 或者干脆铺在地上，平整
宽敞的院坝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睡，蚊子不
多的夜里，被单也不用盖。 星空下，夏虫声
浅，我蜷缩在故乡的怀里，直至次日，幸福
地被太阳晒到屁股。 于是起身，篾席上常
会留有人形，人睡的地方是干燥的 ，其他
地方已经微湿，原来，一夜酣眠，竟有夜露
涂抹了身体。

在白天 ，多数时候天气晴正 ，偶尔有
祥云飘过， 蝉们一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噪
叫，振振有词。 白天，跟伙伴们无止地嬉
游，外婆因为要做农活，无暇他顾，所以我
除了偶尔写作业，其余都在疯玩 ，哪里都
好玩，什么都可以即兴而为。 草堆、粮垛、
牛棚，还有蒙着眼睛的骡子不停地在磨坊
里转圈……这都是我们的欢场。

有一种木制的大车 ， 木轮用铁边包
着，布满铁铆钉，运粮食用的，用牛拉。 平
时不用的时候停在棚子底下，我特别喜欢
去那车上玩。

赤日炎炎的时候主要在池塘一带活
动，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采莲蓬、菱角，在
岸上用稀泥巴涂满全身，再爬上树杈往水
里跳，出水时泥巴没了，但发现肚皮已经
被水面拍红。 和风习习，吹干身上的水，皮
肤变得滑顺。

夏天雨水也不少， 一场雨水过后，会
有好几天都要踩泥巴地 ， 雨天大家都赤
脚，我开始不习惯，觉得泥巴会滑得脚心
痒痒，后来越来越觉得有趣，特别是脚掌
踩下去的时候，软泥浆会从脚趾之间柔柔
地往上钻，跟现代人形容巧克力的滋味类
似，那也是一种连着心的滑爽。 玩儿饿了，
有的是吃的，树上的果子、地里的瓜，信手
摘来。 作为豪华回报，我也会和伙伴们分

享父亲带回来装在铁盒里的饼干或鸡蛋
卷，让他们一尝滋味。

在老家，每顿饭都可以在几个舅舅家
随机解决，青椒、南瓜、豆角，都美味。 大铁
锅炒菜，满屋子蒸气和着菜香气、柴火的烟
气一起涌出来，漫出灶火屋，从房檐向上流
走。灶火余烬里还可以埋上嫩玉米或红薯，
饭后出去玩上一圈稍微有点饿的时候跑回
来寻出它们，刚好熟，可作为零食点心，惬
意无比。 小时候，村里如果来了担担子的
货郎，是件能引起沸腾的事。 我和伙伴们
一定会围过去，趴在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
百宝柜的玻璃上看，看大人选购针头线脑，
不次于现在集市的热闹。

打麦场是不变的夜之欢场，伙伴们在
那儿交换鬼故事、童谣，辨识着星宿的位
置，等着不请自来的睡意。偶尔遇到村子放
露天电影，在村边的某块空地上，黑压压的
人们，仰望着闪烁的银幕，那情景就是大地
上最真实的存在。 每当电影散场时，外围
的沟坎上还伏着一排睡着了的小孩子，需
要家人边呼喊边翻看辨认驮走。

夏日接秋，每逢村里许多果子从红熟
到光秃，我知道快要开学了，我要走了。 每
当这时，我会跑去村西头看落日 ，有些哀
愁。 我每天都掰着指头计算距离假期结束
的时间，直到要离开的当天早上，与外婆不

舍告别，“等着我，放假再回来。 ”这般孩童
的豪言壮语，每年都在用，我知道这是一句
临别时客套的废话。

如今，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浪潮中，我记
忆里的故乡大变样了。 漂亮的小楼拔地而
起，连片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乡村的道路
硬化平坦延伸，路灯伸出金属的手臂，把夜
幕推向远处的天空，每一盏都似繁星那样
的璀璨闪耀！ 在村中开放的图书室里，父
老乡亲收获的是科学与文明；在文化广场
的演出中，父老乡亲舒展出惬意的笑容；在
那燃气灶的火焰上，点燃着农家小康生活
的红火；在有线电视的频道里，传播着欢乐
和激情；在治理河道的隆隆机器声中，传出
的是大禹未谱完的乐章，奏出未雨绸缪防
患未然的交响；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的是
农村脱贫致富的生活甜蜜，让每一个农人
都丰衣足食。 建设美丽乡村，不仅仅改变
了乡村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
心态，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增添了无穷的希
望和动力，孕育出父老乡亲的梦想。

如今的故乡，千树勃发，万花竞放，正
健步迈入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阶段……
鸟瞰乡村建设的画卷：那田野上金黄的麦
浪，掀动着进步的浪潮、涌起了农村大发展
的信息、映照着农村迷人的色彩、勾勒出农
村大开发的蓝图，使古老的乡村编织着一
道道日新月异的彩虹。

怀想故乡，用一种激越的心情，在路的
尽头找寻一些没有完全逝去的场景，如星
辰一样的光明，指引着我们的双脚不再远
离活着的本意，让我们的心可以获得生命
的安详和对故乡美好未来的向往。 最好的
童年，无以复加，我想这都源于记忆里的故
乡，其来有自，无远弗届。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艺）阳春三月春风暖，雷锋
精神代代传。 为大力传承弘扬雷锋精神，进一步营造
“学习雷锋、奉献社会”良好氛围，近日，汉阴县双乳
镇组织全镇硒莲志愿服务队、集镇社区志愿服务队，
在集镇社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迅速掀
起学雷锋活动热潮。 全镇 30 名志愿者参加。

大家分为 3 至 5 人一个小组， 分别为社区居民

邹宗保、陈善义打扫卫生，随后开展清理河道垃圾、
植树等活动，大家相互配合，既活跃了气氛，又进行
了劳动锻炼，增强了团队精神，受到群众的好评。 大
家纷纷表示， 雷锋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精神财富，学习雷锋精神，就是要牢记使命，学习雷
锋精神，就是要深入群众、服务群众。

“咯咯咯……咯咯咯……” 走进白河县冷水镇兴隆
村二凤山，远远地就被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吸引，好像在
用这特有的仪式感，迎接每一位来人，向他们展示这里
欣欣向荣的养鸡产业。

二凤山生态养鸡场负责人王申新是冷水镇有名的
养鸡大户，从 2015 年开始发展生态养鸡产业，挣到了人
生的第一桶金，摸索中探出了门道：只要掌握好技术，养
鸡是可以挣到钱的。

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想带动更多人加入生态养鸡
行业，一起发家致富。 2018 年成立了安康市二凤山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同年成立白河县二凤山生态养鸡农民专
业合作社，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户加入
合作社。

养鸡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公司负责“一
头一尾”，提供鸡苗、技术指导和销售，与多家公司签订
订单销售合同，订单合作养殖，中间养殖环节全部交给
农户，带动大家增收，还没有后顾之忧。

“去年养了 1 万多羽，挣了 40 多万元，比外出务工
强，老人孩子都照顾到了。 ”东村养殖户杨耀国如是说。
“今年打算批批都上， 争取养到 4 万羽， 去年第一次尝
试，怕养不好，只要了 3000 羽，王总非常耐心地给我技
术指导，成品鸡由公司全部回收了，啥也不愁，今年甩开
膀子干。 ”友好村养殖户曹召兵边忙着扩建鸡舍边憧憬
着。

二凤山养鸡合作社全部选用宝鸡凤翔鸡， 毛色鲜
亮、体型高大，肉质细腻、口感好，采用林下散养，以野虫
野草和粮食喂养，对散步时间、食物、水都有严格要求，
真正做到生态纯天然。

酒香不怕巷子深。 “白河县最大的几家酒店、饭店
经常打电话催着要，也有人常常开几个小时的车专门
到二凤山来 ，看我们现场宰杀 ，高兴地连发几条抖音
展示，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啊！”王申新自豪地
说。

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除了产品本身品质过硬，
诚信经营是关键。 王申新一直秉持着诚信为本的理念。
一次偶然，他发现授权的宰杀点偷售其他养殖场“速成
鸡”，肉质和口感远不如二凤山生态鸡，不仅让消费者受
蒙蔽，也影响了品牌声誉，他立即要求停止宰杀售卖，终
止了合作。 正因如此，“二凤山生态养鸡场”被评选为为
数不多的“全国推荐诚信品牌项目”。

据悉，王申新近年来累计带动镇内兴隆、全家、小双
等村 100 余户农户增收致富。年养殖 1 万羽以上的大户
就有 3 家，5000 羽以上 5 家。 随着养鸡场逐步走向正规
化、 标准化， 王申新计划再新建两个自动化托温室、20
个标准化鸡舍，在红椿村、兴隆村再建两个鸡场，把各养
殖场的监控系统建起来， 对农户养殖进行全程监控指
导，争取突破 10 万羽，把二凤山生态养鸡打造成全县具
有影响力的养鸡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洪志坤）为有力有序推进磺水
治理工作， 白河县卡子镇及时成立磺水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 抽调得力班子成员和骨干镇村干部组建 4
个工作专班，建立以镇党委政府统筹、镇村干部共同
发力的工作机制，由书记镇长分片包抓、联村领导蹲
点负责、包村干部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协同推进，举
全镇之力做好辖区磺水治理点的土地房屋征迁、矛
盾排查化解等基础性工作。

切实加快征迁进度，全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 镇
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征迁小组围绕治磺核心任务，
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推进辖区 13 个治理点的征迁工
作。 截至目前，4 个征迁小组已成功征收农户房屋 32
间、土地林地 1300 余亩，全面保障了治理项目的用地
需求。

用心用情化解矛盾，营造和谐稳定施工环境。 全
镇上下紧紧围绕治磺目标任务， 领导小组带头主动

联系群众，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截至目前，该镇磺水
治理工作专班分村负责、合力攻坚，已成功协调化解
矛盾纠纷 56 起，全力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在磺水治
理环境保障过程中，卡子镇镇村干部吃苦耐劳、务实
高效的工作态度赢得了施工企业和辖区群众的点
赞， 也换来了广大群众对磺水治理项目的支持和认
可。

注重统筹协作配合，有序推进工程建设进度。 为
统筹推进硫铁矿区综合治理工作，卡子镇主动作为，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有序推进桂花、友爱两村治理点
的 3 条道路拓宽改造项目，配合完成了大桥村矿渣中
转站建设， 确保凤凰村和尚庙治理点矿渣转运工作
全面开展。 同时，超前完成桂花村废石贮存场土地征
收任务，及时启动凤凰、桂花两村 73 个会车道和 1 座
通车桥建设， 为全县磺水治理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奠
定了良好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任雪姣）3 月 8 日，安康市市政
园林处组织 40 余名女干部职工在香溪健身步道开
展“发扬冬奥体育精神、展现市政园林风采”健步走
活动。

徒步过程中， 女职工们个个精神饱满、 热情高
涨，步履轻盈，一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领略着大自
然的美好风光； 一边惬意地互相交流、 自由组合拍
照，在山谷中留下靓丽的身影。 女职工们用运动对话

生活，用脚步丈量城市，让健康与快乐随行，成为一
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展现了市政园林女职工积极向
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本次活动旨在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促进文明城市
创建，引领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 同
时，激励广大女职工以强健的体魄、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投入本职工作，
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本报讯（通讯员 余汐颜）初春时节，平利县广佛
镇松河村的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旋耕
机声、锄头声，声声入耳，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备耕。

“趁天气好，加紧种绞股蓝。 ” 正在田里劳作的
张大叔说。 距此不远的塘坊村磨沟，村民三五一组，
在富硒水稻地里，持续对配套沟渠进行施工。

今年以来，广佛镇坚持领导抓点示范，加快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产业工作月督查、季点评、年考
核的工作机制， 强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集中力量抓春耕生产，以产业发展、
产业振兴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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