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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从村前流过，两岸，甘蔗林茂密。甘蔗林
里，传来山歌声：“小河清清村前过，两岸蔗林乐陶
陶。甘蔗溢出甜甜汁，酿造时代蜜生活。”唱歌的是
村里有名的山歌手张立英， 甜美的山歌声在小河
两边荡漾。

这是汉滨区五里镇张营村小河两岸的甘蔗
林， 张营村连续三年， 甘蔗获得大丰收， 今年的
300 亩甘蔗，产量达 800 吨，毛收入 60 多万元。

甘蔗林里，是忙碌的乡亲们，剥叶、砍蔗、扎
捆、运输，一派丰收的景象。

“侄儿子，来，尝尝咱家乡的甘蔗。”说着，张立
英两刀下去， 一截子甘蔗就飞了过来。 我连忙接
住，红扑扑的杆子上有着白白的粉，咬一口，甜蜜
蜜的汁水从嘴角流了出来， 只觉得一股甘露流过
喉咙、流过肺腑，灵魂也香甜起来。

“咱家乡的甘蔗甜吗？ ”她摘下帽子扇风。
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位嫂子接了话茬：“你姑，

人长得甜，砍得甘蔗甜，日子甜，她的歌声比甘蔗
还甜哩。 ”惹得满田里的人停下砍甘蔗，都“哈哈”
大笑起来。 60 多岁的立英姑，脸上飞起了红晕，也
笑得背过气了。

过去的英姑，可是愁眉苦脸的，她男人是上门
女婿，死得早，大小儿子都在外打工，不幸的是大
儿子得了大病也去了，小儿子长期在外，孤单的英
姑凭借小儿子微薄的收入度日， 愁得英姑整日紧
锁着眉头，一肚子的山歌窝在心底里。自从复员军
人张乐承包了西坡黄土地种植成千亩桑园， 英姑
的坡地也被租赁，增加了收入。 这不，她的几亩平
田也被村上租赁，种植了甘蔗，又增加了收入。 心
灵手巧的英姑， 养蚕忙时， 就到张乐的养蚕场帮
忙，秋蚕收工了，就来到甘蔗林里打工，钱包鼓起

来了，英姑的脸上也有了笑容，歌声也飞了出来。
前些年，随着打工潮涌来，村子里的壮劳力都纷纷外出打工，留下个

老人村。 眼看着有的老人没力气耕种土地，一块一块都荒芜着，村党支部
书记张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和监委会主任张立保一合计，提出了“南
蔗北移，甜蜜产业，甜美生活”的集体合作产业的思路。 2018 年年初，从南
方引进的中国农科院培育的甘蔗新品种———脆蜜蔗 1 号， 通过 50 亩试
验，喜获成功。 脆蜜蔗 1 号，杆子粗壮，皮薄质脆、甘甜爽口、生命力强、产
量高，平均每亩产量达 1 万公斤，含糖量高达 18.5%，被誉为水果甘蔗，可
吃可深加工。南蔗北移的成功，打破了祖祖辈辈种植的土甘蔗只长大拇指
粗、两三尺高的记录。 2018 年 12 月 8 日，在小河边成功举办了首届甘蔗
节，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游客，外出打工的人也回来了，品尝甘甜爽口的甘
蔗。 小河两岸，人山人海，甘蔗林里体验砍甘蔗、削甘蔗、刨甘蔗、划甘蔗、
品甘蔗，享受舌尖上的甜蜜，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张营村的甘蔗产业集体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从年初的种甘蔗、中途的田间管理，到年终的收砍
甘蔗，都要用大量的人力，每天，甘蔗田里，都有上百人劳作，集体租赁的
土地，每亩 1000 元租金，加上每天在甘蔗田里劳动报酬 100 元，还有年终
的集体分红，就是不小的收入，带动了张营村 100 多户农户受益，还带动
了周边村 30 多户困难户脱贫致富。

为了解决甘蔗农户销路的后顾之忧， 小河东边建起了亚菲拉甘蔗酿
酒厂，收割的甘蔗，一根不剩运到工厂，酿造蜜蔗酒。 系列蜜蔗酒，入口甘
甜，清香四溢，不辣不冲，醇香淡淡，回味无穷，畅销本地和全国各地。

日子甜了，英姑歌声也甜了，这几年，她发家致富了，在小河边盖起了
小洋楼，她的歌声在甘蔗林里飞扬。

人到中年，突然就喜欢早睡早起了。
周六的早晨， 我散步在县城里的河滨路
上，右边是一人多高的蒿草，透着雨后的
青草香味。 记得小时候开学的日子里，我
们一群小孩子，欢笑着打闹着，一边捋着
小路上的狗尾巴草， 一边拖着露水打湿
了半截的裤腿奔向学校。 半生已过，才突
然感到儿时的回忆是如此的美好。

到白露节气了， 小县城里的天空碧
蓝如洗，后方的茶山依旧满目青翠，凉悠
悠的秋风轻拂着流淌的坝河水， 地里的
黄瓜还在顽强地和秋天较劲生长着。 空
气里处处张扬着生命的伟大力量。

路边的木椅子上， 两个戴眼镜的姑

娘正在看书。 我经过时，看到一个人拿的
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另一个
姑娘拿的是《新时代廉政法规导读》。 这
两本书我很熟悉，因为我就在纪委上班，
案头就有这两本书。

本来我瞄了一眼就向前走了， 但是
好奇心让我停下了脚步。 我笑着随口问
道：“两位大清早读这么正式的书啊？ ”因
为我见过的年轻人，大多休闲时候，不是
聊不完的微信，便是打不完的电脑游戏。

其中一位冲我微笑了一下， 告诉我
说，她们是刚考到镇上的干部，在镇纪委
上班。 早上起来读读书，学习一下纪检监
察工作知识， 说不定以后参加选调考试

也能用得上。
听到这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瞬间

觉得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那时候，我在乡
镇上班，每天早上起来读、背报纸，就希
望有一天也能选调到县城里去。

但是后来岁月渐长，才越来越发现读
书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参加一次考试。 《论
语》有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读书无非明
道，读书永不可弃。“窗间白发催愁境，烛底
苍头劝读书”，这一“劝”，如醇酒，一口饮下
去，驱颓唐，长精神。 活到老、读到老、学到
老，是君子天行健的应有之义。

如今我们正昂首阔步地走在民族复
兴的伟大征程上， 更应该珍惜这读书的

好时光。 我们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
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
乐学。

读书除了是求道和应用的需要，更
是心灵的需求。 “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
己”，世上知己难求，书中卷卷相逢。 惆怅
落魄时，书不正是暖心的慰藉吗？ 打开一
本书，便是跨越古今的对话。 明代陈继儒
尝言：“吾读未见书， 如得良友； 见已读
书，如逢故人。 ”亲切如此，善哉斯言。

人生代代无穷已，赖有诗书慰寂寥。
无论老少，让我们此刻拿起书本吧，来与
知音进行一场愉快对话。 在满屋书香中，
分明听到一个声音：至乐，莫如读书。

马老爷子姓马，这没啥可说的。 可他
的名字里竟然还有一个“石”字，石是我
的姓氏，这缘分，天注定了。

安康成立了 “汉江乒乓球俱乐部”。
2009 年的四五月份， 场馆迁移到市种子
管理站的二楼库房。 “近水楼台先得月”，
住在南环路边与种子管理站近在咫尺的
我很快得到消息，于是积极入了会。 喜爱
锻炼身体的我每天早上都要去打 1 个多
小时乒乓球，于是便认识了马老爷子。 那
时他已经七十有五， 是俱乐部里年龄最
大的成员之一。

我是在他请求我帮他登记前来打乒
乓球的人员名单时知道了他的全名———
马石生。 马老爷子身材高大魁梧，皮肤黝
黑发亮， 四方大脸膛上生长着两道花白
的一字浓眉， 一双大眼睛啥时候看向你
都是笑眯眯的。 因为乒乓球打得好，脾气
也温和，谁喊他陪球他都愿意，尤其对于
我们这些初学者，也从不挑拣。 所以在球
馆，大人小孩都喜欢他。

乒乓球运动不比其他运动， 初学者
或水平低的人，打球时往往控制不住球，
不是落下网，就是打得满天飞，上不了对

方台面，让人到处捡球，耽误工夫。 所以
打乒乓球的人都喜欢“棋逢对手”或者找
水平比自己高的人打。 孩子那时刚学习
打乒乓球，每次去球馆，我只要一看见马
老爷子坐在那儿单着， 便近前唤一声：
“马师傅，陪我孩子打一会儿？ ”马老爷子
总会一边抬起头笑眯眯地望向孩子，一
边起身拿起自己的乒乓球拍，回答一声：
“好嘞。 ”

马老爷子年纪大了， 也打不了多长
时间。 每当他打球累了的时候，从不明说
自己累了，而是在遇到他发球时，抖动手
腕，快速地发几个特别旋转的球，球落在
对方的案子上飞速旋转着， 让对方根本
看不清球的旋转方向而接不住， 或者勉
强接住上案了又被他一球拍反冲过来。
他赢了，于是笑眯眯地下场休息，一个人
踱步到门外抽烟。

我知道马老爷子爱喝酒。 几次遇我请
客做东，我便想请马老爷子一起喝上几杯，
一来感谢他陪我和孩子打球， 二来还想再
听听他年轻时钓鱼的故事。 可俱乐部的几
位退休老人都不愿意与马老爷子为伍，说
他喝酒没个准数，控制不住量，如果喝大了

难得经管。 我只好一次次作罢。
没过几年， 球馆里便时常见不到马

老爷子的身影，慢慢地，马老爷子出现在
球馆的次数越来越少， 至后来在球馆里
彻底见不到他的身影。 我常向和他一个
系统的老人打听马老爷子的近况， 也有
意无意地听他们议论。 说马老爷子没事
儿常在小区里与人下象棋； 说马老爷子
还是好酒； 说儿女们都很优秀， 也很孝
顺， 逢年过节就给马老爷子送去好烟好
酒，可他却总是舍不得享用，拿去小区里
的小卖部让老板给换成普通烟酒； 说马
老爷子喝醉酒骑自行车摔了一跤， 现在
只能在天气好时可以看见他一个人坐在
院子里晒太阳……

2014 年暮春的一个下午， 我在安康
学院南校区的院子里打乒乓球， 又听人
说起马老爷子。 想起老人家陪我和孩子
打乒乓球的种种过往， 一种久违了的亲
切感裹挟着愧疚感一齐涌上心头， 我脱
口而出：“我得去看看马老爷子！ ”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当我接到
禹师傅的电话说“老马走了，现在在火葬
场，你去看他不”时，我竟惊愕得说不出

话来。 时针指向 2014 年 6 月 8 日早上 8
点，距离我“宣誓”去看望老人家才刚刚
过去月余。

方脸蹚，浓眉，神态平静而安详，似
乎在笑，只是眼睛闭着。

“那时候真是年轻啊！ 一下班骑上摩
托车就跑到乡下，随便选择一处溪流，半
个晚上就能钓一蛇皮袋子鱼。 吃不完拿
去集市上卖， 卖不出去就送人吃。 那鱼
呀，真是好极了！ 味道那个鲜美，我一辈
子都没吃过那么香的鱼……” 马老爷子
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啧啧啧”地赞叹，花
白的长眉毛一抖一抖，眼睛里放出光彩。

“我来敬大家一杯酒，感谢你们不嫌
弃我这个糟老头子，我先喝干了哦？ ”俱
乐部举办乒乓球赛事， 活动圆满结束时
赞助方安排酒席招待。 几大桌子球友齐
聚一堂，欢声笑语，觥筹交错。 马老爷子
举着酒杯来了，身体高出饭桌好大一截。
遇贫嘴又不善饮的年轻媳妇， 他说：“喝
酒哪来那么多话？ 你不喝我喝了。 ”小媳
妇也不恼，嬉笑着说：“老顽童，又调皮！ ”
马老爷子笑嘻嘻地走了。

那些年，我没见过他醉酒。

在公安战线干了 12 年的姜毅被调
到镇坪县审计局工作不到两个月， 就主
动请缨到洪石镇五星村当第一书记。 “当
时审计局驻五星村的第一书记被提拔，
局内部的男同志除了我最年轻、 最符合
条件外，没有其他同志可以抽调，局领导
在会上征求意见，大家一片沉默。 单位女
同志都已成家， 不是上有老， 就是下有
小，驻村很是不便。 最年轻的男同志都是
40 多岁了，我两个孩子虽然也很小，但我
比他们更年轻些。 ”

“在单位， 姜书记是一位热心肠，我
们单位的电脑系统维护、 维修全靠他来
解决，随喊随到，既方便了大家又给单位
省了钱。 ”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刘金莲非常
肯定地说。 在村上，姜毅同村“两委”班子

团结协作，关爱驻村工作队员，贴心服务
村民。 一名后补工作队员没有住处，他积
极协调村委会共同解决住房一间。 看到
房子简陋、洗漱不便，姜毅硬是把自己的
住房腾出来让给大一点的同志。 在生活
上，姜毅担心大家生活清苦，经常从自己
家里带一些鱼、肉到村给大家改善伙食。
大家都从心底里尊敬和拥护他，“有姜书
记在， 我们都感到非常踏实， 非常有底
气，我们也更加有干劲。 ”驻村工作队员
刘欣说。

包村工作千头万绪，姜毅到村后，首
先用两天时间弄清楚了 4 个村民小组的
分布情况， 掌握了脱贫户和监测对象的
基本情况以及本村林地耕地等分布情
况，做到心中有数。 群众是基础，为了掌

握实情， 姜毅用两个多月时间遍访了五
星村 4 个村民小组的家家户户， 搜集整
理村情民意 60 多条，为五星村的后期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 结合村情实
际，逐步理清了村级发展思路，通过深入
调查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
让“五大振兴”得到齐头并进。

五星村三组的朴立友是一位残疾
人，姜毅非常同情他，给他出主意找“钱”
路。 因身体残疾，干不了重活，姜毅就鼓
励他搞养殖， 两年中， 朴立友养殖土鸡
300 余只，姜毅到处帮忙找销路，由于品
质过硬和宣传到位， 朴立友的部分土鸡
直接销往安康。 姜毅还把他种的洋芋帮
忙销售给单位和村食堂， 这更加坚定了
朴立友发展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姜毅到任两年， 五星村发生了很大
变化，实现了县对村目标责任考核“两连
优”； 一年内两次蝉联 “支部建设标兵
村”；高质量承办了全县第一书记现场观
摩会和全县“321”基层治理模式推广现
场观摩会 ； 五星村作为样板村参与了
2021 年度省对市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更
加夯实了“五星样板”的坚实形象；培育
了本土产业大户 1 户， 引进产业大户 2
户，村集体在全县率先建成两个“百亩”
药材种植基地， 带动群众增收 30 余万
元，来创工业园区实现常态运行，村集体
增收 20 余万元，村民务工、分红收入达
60 余万元，不断地充实着老百姓的“钱袋
子”。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全军）为全
面贯彻省、市、县作风建设专项行
动部署要求,紫阳县东木镇从制度
机制入手 ，推行 “四三三三 ”工作
法，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
作风的新变化、新气象。

该镇制定工作 “四定” 责任清
单， 纳入干部及部门的平时考核与
年度考核，按照定事、定人、定标准、
定时限的要求，狠抓落实办备案，与
前期工作任务同步督促落实。 安排
专人督办“三函”抓落实，将工作“四
定” 责任清单完成情况及时反馈到
村（社区）、到组、到事、到人，以通报
函的方式实时进行通报。

建立问责“三色”促实效，对全
年工作“四定”责任清单全部实行

绿色管理的单位和个人，作为年度
评先评优、 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对督促督办工作落实不力、在规定
时间内延迟完成或延迟整改到位
的党员干部，实行黄色管理，在责
任单位和个人年度考核中分别予
以累计叠加扣记负分。对镇狠抓落
实办工作通报未完成的责任单位
和个人，实行红色管理，每次分别
予以扣记负分；对连续两次实行红
色管理的单位和个人，由镇纪委依
纪依规问责问效。建立管理“三严”
机制，按照严格作息时间、严格工
作纪律、 严格奖惩兑现的要求，驰
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激励实干担
当，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细落
地。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昌根 ）
近日，走进旬阳市，创建省级文明
城市“广告”宣传遍布大街小巷，让
人耳目一新。

老城区，从上渡口至洞口，再
到石板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市民文明公约、 创建省级文明城
市” 等 20 余处户外大型创文宣传
广告镶嵌其中，扮靓了老城，成为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主城区，创文
广告也是遍布大街小巷，实现了全
覆盖。 森林公园和滨河公园的创
文广告，通过精心设计，与周围的
环境相得益彰， 点缀了山水太极
城。

据悉， 旬阳市自启动省级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以来， 坚持宣传

教育引导与营造舆论氛围同行 ，
宣传造势与加油鼓劲并重的思
路， 全方位、 多层次提升市民素
质。 市创建办多措并举，开展宣传
教育工作。 精心打造创文广告宣
传点位， 发放 《旬阳市民文明手
册》和宣传彩页，开展交通路口文
明志愿劝导活动，入户问卷调查。
同时，在旬阳融媒体开设“文明城
市创建”宣传专栏，跟踪报道创文
工作中的先进事迹， 让外宣和内
宣同步发力， 营造了浓厚的创建
省级文明城市宣传氛围 。

本报讯（通讯员 陈琰）为深入
推进移风易俗， 破除陈规陋习，倡
导文明新风尚，近日，安康高新区
罗家梁村召开道德评议会及表彰
大会。

会上，道德评议员、村民代表、
党员乡贤围坐在会议桌旁， 你一
言，我一语，共话好人好事、村容村
貌变化，畅谈乡村振兴前景，对“好
婆婆”陈道珍、“好媳妇”杜方梅等
先进典型进行表彰奖励。

“通过道德评议会， 表彰先进
典型，弘扬正气、批评错误、抵制歪
风 ，营造团结和谐 、讲文明 、讲正

气、树新风的良好氛围，实现村民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
现经济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双
赢。 ”该村党支部书记周强说。

自移风易俗工作开展以来，安
康高新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道德评
议会和红白理事会作用， 大力开展
“好媳妇”“好婆婆”“星级文明户”等
群众性评选活动，培育、评选、宣传群
众身边的榜样，用身边的人和事激励
群众，淳化民风，引导群众自觉摒弃
陈旧落后思想观念，大力倡导弘扬文
明新风。如今，大摆宴席、互相攀比的
不良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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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读书好时光
□ 魏欣

勇挑重担“毅”心为民
通讯员 刘祥军

旬阳创文宣传氛围浓厚

安康高新区道德评议
引领文明新风

东木镇多举措深化作风建设

近日，平利县马盘山生态农业观光园的两山理论研学基地里，成群的小学生跟着老师参观
园区，用手中的画笔描绘乡村的美丽。 该项目总投资 5800 万元，包括实践营地床位、科普展馆、
篮球馆、羽毛球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艺厅等。 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带动交通、商业、旅游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

记者 吴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