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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白发是什么时候爬上了我的鬓角，
占据了我的头顶， 我只知道这肆无忌惮的白发一
直在我头上“兴风作浪”，扰得我心神不宁。

这个可恶的家伙起先躲在我右边鬓角， 被眼
疾手快的妻子捉住斩草除根了，过了几天，它又从
左边鬓角冒了出来，我咬牙切齿地拔掉。谁知没过
几天，它竟然如孙猴子般从头顶、前额跳了出来，
而且从一根两根发展到一撮甚至一片，越变越多，
不折不扣地诠释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句话。

母亲说白发是遗传我父亲的，我觉得有道理。
父亲是大山里老实本分的农民， 为了养活七口之
家，供养我们兄弟姊妹三个上学，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皮肤晒得黢黑，头发变得花白。 我清楚记得我
考上大学、 弟弟上高中那年，44 岁的父亲几乎一
夜之间白了头，47 岁那年积劳成疾的父亲便永远
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 我早早挑起生活的重
担，不敢停歇地往前赶，这期间经历的艰难困苦、
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认为是生活的磨炼
磨白了我的头发。

妻子说我血热，是个急性子，头发白得快，我
觉得也有道理。我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人，大小有
点事情我就会想办法尽快完成，免得憋在心里。为
了赶完工作，我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候一个事情刚
干完，接着下一件事又来了，没有喘息的机会，养
成了急性子。 现在如果一会儿没事干反倒觉得不
自在，我想是着急干事急出了白发。

不管是什么原因形成的白发， 反正头生华发
已成现实，与同龄人乌黑的头发相比，我觉得与年
龄不符的白发是件丢人现眼的事， 我得想办法治
治。

有人说头发是肾开出的花， 头发的多少跟肾
有关，头发的颜色跟血有关，黑枸杞是补肾黑发的
“仙丹妙药”，我就托人从宁夏购买来上等黑枸杞，
煮粥、泡酒、泡水一起用上，坚持了一年多，没有明
显效果，我放弃了。 偶然有一次，一位理发店老板
说她那有一种“祖传秘方”，几个疗程可以让白发
变青丝，我就信了，在那理疗了半年，青丝没见多
少，白发反而更多了，我知道上当了，也随之放弃。

为了“返老还童”，我还在网上买植物黑发膏兑水
洗、在药店买中药熬汤喝、在商场买黑芝麻煮粥喝
……土洋结合，费尽周折，结果是没有任何作用，
反倒砸进去的钱打了水漂。

那讨厌的白发还在耀武扬威地生长， 我心烦
意乱，干脆买了染发剂，发现白发，一刷子上去直
接让它变黑，但我也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我担心染发剂中的有害成分迟早会通过头上的伤
口进入血管，被人体吸收而致癌，想着都后怕，一
直在染与不染之间纠结徘徊，真是痛苦难耐。

自己有了白发，就会经常留意别人的头发。看
到乌黑飘逸的头发就会羡慕， 看到光亮的秃顶就
会感叹， 看到满头银丝的就会凝望……我知道每
一种颜色的头发里面都有一段岁月。

看的头发多了，我的心态也慢慢平和了，逐渐
明白一个道理：人迟早会有满头白发的那一天，就
算你什么都不做，白发还是会找上门来，与其整天
焦虑抱怨担心，不如调整好心态，踏踏实实过好每
一天，活出健康快乐，活出绚烂人生。

电视剧《父母爱情》中说，所谓喜欢，是喜欢他
能带给你的快乐；所谓爱，连同会爱他所带给你的
痛苦。农家小孩，不知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等到
长大了，看见父母的爱情，一下子便豁然开朗。爱，
原来就是无声的陪伴，是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
你粥可温。

上世纪九十年代， 父亲和大伯经营一家保温
材料厂，白手起家的哥俩凭着一股子硬劲，靠着创
业者最大的财富———诚信，一度让家中吃穿不愁。
村里给大伯划了宅基地，大伯家盖了房。当年全村
的小辈全跑来大伯家玩， 锃亮的瓷砖、 新式的石
柱、高大的吊顶，还有假山假水，大伯家成了村里
独一无二有欧式建筑风格的住宅。这一年，我的婶
婶也从隔壁村嫁到大伯家， 家里总算有无尽的麦
芽糖和诱人的瓜子吃了。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听的，与我来说，父母爱情
最让我羡慕。

大伯结婚后，父亲开着拖拉机招揽生意，拉货
卸货。 听母亲说，父亲时常在太阳落山前，赶到工
厂门口斜旮角注视着她，只要她推着自行车出来，
父亲就猫起腰，顶着圆杆，摇动拖拉机引擎，一直
跟在母亲后面。若是周围有人，父亲就一直紧跟不

舍。 上大坡时，母亲要推着自行车，父亲这才停住
车，小碎步走上前，抡起自行车撇到拖拉机上，载
着母亲送到村口，独自一人便回了家。 起初，外公
认为父亲是个“小滑头”，不像个过日子的大人。可
父亲不怕， 他耷拉下竖立的头发， 洗掉痞帅的摩
丝，整日往外公家里跑，但凡出远门所带的稀罕吃
食、珍奇药材全往家里扛。外公是个名副其实的中
医，父亲说谎，称自己精通药理，心知医纲。三脚猫
的功夫，外公自然看破不说破。 时间久了，在他的
软磨硬泡下、“坑门拐骗”下，母亲就嫁了过来。

结婚的第二年，我出生了。 在乡里，一个男娃
的降临意味着家中一切有了继承人。 母亲在我出
生后生了一场大病，我被寄宿在外婆家，父亲陪着
母亲奔往北京、上海、广东一带的大城市治病。 我
是在外婆的火炕上长大的， 手里的玉米棒子成了
我童年最顺手的玩物。等我三岁了，母亲的身子骨
稍稍硬朗，父亲这才辞职，告别大城市，回到乡下。
血缘终究是那么神奇，我依偎在他们的怀里，久久
不愿离去。

2004 年妹妹出生，几个月后，父亲就赶往省
城打工赚钱。在我后来读到的一封信中，父亲是这
样写的：“云（母亲的名）我在这一切都好，只是活

干久了，腿提不上劲。咱娘总是脾气倔，她说两句，
你只笑笑罢了，有了委屈我回去将胳膊借你捶打。
娃儿的麦乳精和奶粉我托人带来回去。 预计这三
个月便竣工，到时，我就回去。”泛黄的油纸搁在皮
箱里面，母亲偶尔拿出来读，每读一次都掉几滴眼
泪，慢慢地，这纸透得延展、透得极深。

殊不知为什么，奶奶与母亲不曾说话，一直到
今天都是这样。去年，奶奶因心脑血管疾病躺在床
上，可母亲没有嫌弃，她学针灸、煲汤滋补，在母亲
的精心照顾下，奶奶红光满面，有了生气。父亲说：
“有你娘，才能溶解生活中的苦。”母亲说：“有你父
亲，我们才有走出去的底气。 ”

再过几年，我也该成家立业，父母的故事我听
得不多，可见得最多。 那些静默的时光、那些温暖
如春的往事，在天地运转、在时光飞逝的途中，汇
聚成了万里江河。 我们一路走，花就一路开，在汹
涌澎湃的大江大河中， 看花的人又沉积了多少欢
乐与泪水、回忆与伤痛。

雨后，彩虹慢悠悠地挂在空中。 我挽着母亲的
胳膊，妹妹紧紧拽着父亲的手，我们四个走在河边，
摆着胳膊，不自觉地哼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往
后余生，平淡是你；往后余生，清贫也是你……

陈分新是地地道道的旬阳市棕溪镇王院村人，1962 年出
生，198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至今任王院村党支部书
记。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陈分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着
不平凡的人生，获得了多项荣誉。

花开旬阳，香播致远。 一拨拨市内市外的党员干部、群众
怀着虔诚的心，抱着取经的愿望，来到巴山深处的村庄，学习
借鉴，考察交流。 在各类光环之外，我们更多地学习到这个平
凡的农民党员身上质朴、 善良、 正直的人性本色和坚强、勤
劳、奉献的正能量。

18 岁当兵，22 岁复员回家的他，与相恋多年的村里姑娘
刘忠群结婚了。 郎才女貌，又在军营历练过，若不出意外的
话，日子会过得红红火火。 可天磨好人，婚后半年，妻子患上
骨癌。 陈分新背着妻子一趟趟到基层医院，到十堰、西安求医
诊治。 家里该卖的都卖了，亲戚朋友能借的也都借了，几年下
来，负债累累，却未能保住妻子的一条腿。 锯腿不久，望着憔
悴不堪的男人，妻子含泪郑重地对陈分新说：“我们把婚离了
吧，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 ”脾气温顺的陈分新对着妻子说：
“没有了腿，我陈分新就是你的腿。 ”于是，在崎岖蜿蜒的山道
上、在走亲访友的场合中，人们经常看到陈分新或背着或扶
着自己残疾的妻子。 主动提出离婚的妻子和坚持不离婚的丈
夫， 都在用淳朴的人性书写着善良大爱和对婚姻的承诺坚
守。

正是看中这个善良的年轻人的重情重义和责任担当，王
院村的乡亲们用几乎全票的信任，把他推到村“当家人”的位
置。这一干，就是 30 年。30 年里，他带领着村民，用滴滴汗水、
凸起的青筋、炸开“口子”的双手、声嘶力竭的号子声，以愚公
移山的精神，以山里汉子不服输的犟劲，向恶劣的生存条件
宣战，向与生俱来的贫穷宣战。

路通了。 村里唯一通往外界的是一条危险陡峭的羊肠小
道，人们卖猪、背化肥，天稍稍亮出发，日落才能回来。 现在水

泥路通村到组入户，轿车、农用车、摩托车，川流不息；电通了。原先的煤油灯、桐油捻子灯，已
丢进历史，108 根电杆用光明照亮了王院村人的好日子；水通了。 他们爬陡坡，钻密林，寻水
源，埋设引水管道 50 多公里，建堰塘 20 口、水窖 300 口、水塔 10 座，现在，王院人早已告别
了水桶和扁担，只要一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清流如王院人爽朗的笑声，不停流淌；农民的腰包
鼓起来了。他们靠山吃山，发展烟草、蚕桑、药材、畜牧、食用菌等，家家盖起了楼房，户户都有
余粮存款。

王院村发展变化的 30 年，也正是陈分新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的 30 年。 为了村上这
个“大家”，他几乎没日没夜地泡在村上的发展中。捐款修路、跳进刺骨的溪水中抬电杆；为了
做通“钉子户”的思想工作，熬更守夜更是家常便饭；在各个单位推销王院，争取项目……而
沉重的家庭重担压在右腿高位截肢的妻子身上。 凭着一条腿，她栽烟养蚕喂猪，跪在地里挖
草，趴在地上逮烟虫，趔趄着身子提猪食桶，挣湿漉漉的汗水钱，供养两个女儿上学，贴补家
用。 愧疚的陈分新在每次出门前，都把水缸挑满，把猪饲料铡好，尽量减轻妻子的负担。 而通
情达理的妻子总是包容地劝他，“走吧，走吧，大伙儿的事情要紧。 ”

“干就完了”是陈分新最鲜明的“标签”，而巧干更是他过人的智慧和情商。 通电时，人均
集资 450 元，仍有缺口，怎么办？ 他想出“怪办法”，将林朳 30 年期延长 50 年，提前预交承包
款 22 万元；村里建校资金不足，他们商议“带资招标”，一家建筑队捐资 6500 元中标；村里每
决策大事，他就召开“群英会”，给那些“乡贤”“能人”“族长”送去红请帖，既集思广益，又能顺
畅推动；村里每笔款项，怎么来的？ 怎么用的？ 他都要公布上墙，接受群众监督；为了发展产
业，他们在临镇甚至在临县租地，成为旬阳“飞地”经济第一家……

现在看来，这一切已是寻常。 可在 20 多年前，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能这样“吃螃蟹”，应该
有开拓创新和民主管理的成分在里面。 在全国党代表会上， 他提出统一规范党员徽章的建
议。在王院村村史馆里，迎面就是熠熠生辉的党旗和党徽，这是所有党员对党的信仰和忠诚。

过去辉煌多多，荣誉逼人奋进。 “老典型”如何创造“新亮点”？ “老先进”怎么展现“新作
为”？人们对王院村寄予厚望。作为旬阳市确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之一，王院村在逐项落实五
大振兴任务的同时，充分利用弥足珍贵的多项“国字牌”荣誉，在旬阳市率先建起“乡村振兴
学堂”。安康市委党校、旬阳市委党校把其作为干部教育培训教学点，让王院村的好做法好经
验能在更广的范围复制推广。

陈分新作为第一经历者，自然被党校聘为特邀教师。面对每一批学员，在娓娓道来之前，
他总有一个经典动作，那就是双手下垂交叉，然后九十度鞠躬，露出发丝稀疏的头顶。和所有
村党支部书记一样，他们拿着最少的薪水，却做着过多的奉献。和无数个你我一样，虽然都是
芸芸众生，却悉数释放着仅有的微光，光芒虽渺，但万丈成炬。

本报讯 （通讯员 朱烁旭 彭乐）
为进一步推动挂牌督战工作落实落
细落具体， 提升群众知晓率及满意
度，连日来，紫阳县洞河镇组织镇村
两级干部开展挂牌督战走访排查行
动。

加强组织领导。召开挂牌督战走
访排查工作专项部署会，组织镇村干
部深入学习相关政策文件精神，明确
排查重点、排查对象、排查内容、排查
方式等， 按照镇党委班子成员包村、
镇干部包片、 村干部包组的模式，以
户为单位，开展走访排查行动。

聚焦重点走访。 各村（社区）采用
“一进二看三问四核”工作法，聚焦脱
贫户、“三类人群”、 分散供养五保户、
重病重残户等重点人群，围绕“两不愁

三保障”及安全饮水运行、惠民政策落
实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排查，对存在
的困难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
整改责任人、整改进度和完成时限，分
类施策、限时整改、确保销号。 在入户
排查风险隐患的同时， 把各项惠民政
策讲深讲透，对群众就业意愿、技能培
训需求等信息逐一记录统计， 切实提
升政策知晓率及群众满意度。

强化督导问效。为确保走访排查
工作有落实、有成效，镇纪委采取电
话抽查、随机入户等形式，对各村（社
区）的挂牌督战走访排查行动开展情
况进行同频督查， 通过硬的工作措
施、严的工作作风倒逼挂牌督战工作
向纵深推进。

近日， 走进宁陕县龙王镇西沟村，
漫山遍野的油葵正迎风舒展，蓝天白云
下成片的油葵试验田给这个小山村增
添了别样生机。

“别看现在不高， 但油葵生产特别
快，再过一个月就全开花了。 不仅花好
看，将来油葵籽也能卖个好价钱。 ”正在
田间锄草的邓海峰介绍。 油葵即“油用
向日葵”，种植投入少、易管理、产量稳
定 ，与花生 、玉米相比 ，不仅能增添美
景，亩均还能增收上千元。

邓海峰是龙王镇人大代表、西沟村
党支部副书记，也是村上带头搞油葵种
植的“先行者”。 2012 年从部队退役后，
他在外打拼多年，长了很多见识。 怀揣

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创业的激情 ，2018
年，邓海峰响应村“两委”号召，放弃薪
酬稳定的务工岗位， 毅然返乡发展产
业， 并示范带动当地村民搞特色种养
殖。2021 年，县镇人大换届时，邓海峰就
因在发展产业方面有带动，得到群众支
持， 被选举为龙王镇第二十届人大代
表。

西沟村地处秦岭深山，有着得天独
厚的生态环境，沿河两岸都是肥沃的田
地，阳光充裕，气候温和湿润。 油葵在当
地种植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村民便会种
植，但零星散种不成规模，收效甚微。 油
葵虽是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作物，但种
植技术和管护水平很关键。 作为人大代

表的邓海峰， 在发展集中连片种植模
式、带动群众进行集约化生产上做起了
“文章”

“以前种油葵的散户多，地块分散，
不利于集中管护，于是我就把一些闲置
的土地流转过来，集中连片发展油葵试
验田，形成规模效益。 ”邓海峰说。 他今
年种植的 30 余亩油葵， 按照目前市场
价每亩能取得 2000 元以上的效益。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 看
到一些村民农闲时节在家没事，邓海峰
就请他们到油葵田里打零工，一月也有
一两千的收入。 村民胡德武说：“空地闲
着也是闲着，给邓海峰种油葵、栽魔芋，
不仅有土地租金还有工资。 ”

据了解，近年来，宁陕县龙王镇不
断拓宽人大代表履职服务的新途径，探
索推行 “人大代表带头领办产业园区
（基地）激励鼓励机制”，将人大代表创
业纳入镇上项目扶持计划，发挥人大代
表来自人民、服务选民的优势，整合各
类资源，从土地流转、技术培训、产业配
套等方面给予扶持支持，涌现出一批带
动力强、覆盖面广的创业“代表”。

本报讯（通讯员 黄良宝）日前，
白河县印发《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
构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进一步规范做好全县农村特困人员供
养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与管理。

该《办法》明确了制定的依据、含
义、部门职责和管理原则，同时就入
出院管理， 服务机构的院务管理、资
产管理、安全管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
等进一步细化，全面提高全县供养服
务机构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

近年来，白河县积极推进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养老服务承载

能力和服务水平。按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要求，该县以提升养老
服务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切入点，
制定了《白河县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清
单》和《白河县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个
人资产管理办法》， 改建 1 所民办公
益性社区小型养老院，新建 5 个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6 个易地搬迁安置社
区养老服务站， 对 12 所敬老院设施
进行修缮，所有项目均已完工并交付
使用。目前，全县 17 所农村敬老院与
所在地卫生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
议，有力推动了医养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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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河镇开展挂牌督战走访排查行动人大代表的油葵“振兴田”
通讯员 陈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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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曹厶尹）入夏以
来，面对旱情，汉阴县平梁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 及时组织干部对各村
（社区）饮水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并安
排工作人员送水到户，解决群众用水
难题。

水保站干部们顶着烈日开展送
水抗旱行动，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截至 8 月 22 日，平梁水保站通
过应急送水车， 先后为辖区内 1700

余人送去生活用水， 共计 600 余吨。
“谢谢党委政府的关心。 现在我们有
水了，心里踏实多了。”清河村 9 组安
置点的村民提着刚打满的水桶笑着
说。

下一步， 平梁镇将密切关注旱
情，不断加大节水抗旱宣传和灾情摸
排力度， 全力做好抗旱保民生工作，
有效保障群众用水需求，确保真正做
到办实事解民忧。

平 梁 镇 为 民 抗 旱 解 忧 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