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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安康

，英雄请走好

（散文

）

◎

□

乔飞鸽

□冷盈袖

在诗巷，一天看一首诗也就差不多了

然后居住在旁边的屋子里

走廊摆上几张桌椅，屋顶覆层茅草

这样的简朴是我所喜欢的

对面墙上的爬山虎正在生长，

也许正如我猜想的那样，

它们还会爬到黑瓦的屋顶上

一首诗在暮色里看，在晨光下看，

在雨天看，在雪中看，

撑着伞看，在月光里看，

想必会有所不同

至于喝完茶后去看，和喝完酒后再看

自然也会有些许的差别

我们不过想看我们愿意看到的

或者看的不过永远只是自己

记得那晚半夜醒来，听到雨声

在院落边角的芭蕉上一声一声散落在地

曾经的我爱淋雨，如今却只愿听雨

隔着简陋的木门，我希望可以被遗忘

诗巷

塘里（外一首）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塘里。

我记得这里该有水塘

荷花和绿色的圆形莲叶。

只是如今它们又在哪里

我们坐在山顶的亭子里吃野草莓

亭子的好处在于想望向哪个方向

只需要转下身子

春日清晨的阳光，让我想到崭新与永恒

我拣了几颗草莓归还给灌木丛里的虫

它们在金红的果实上留下的印记

细小但足以让我看见。

甚而，我盘算着要过它们一样的生活

在塘里，只要愿意，任意一扇木门或者

任意一丛灌木后，都可以是我们向往

的人间炊烟

我喜欢鸡血藤的花朵，

形似悬铃垂挂廊间，

有着中年的沉郁与悲凉，

只是积攒了多年的绚烂如今已经归

于平静

也许最符合我们的，

就是这里的安详与沉寂

许多的过去和旧事，

想不起来就忘了也没什么好遗憾

倒是暮春的林间石子路，

我们可以从上面一直一直走下去，

那些落下的树木斑驳的阴凉，干净又

舒服

插秧

（散文

）

□

黄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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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乔学富，南下离休干部，一个参

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老共产党员，在2017年

12 月 24 日，与世长辞了。从此，又一名随第

2野战军34师南下创建永康新政权的老革命

走了。

父亲 1931 年生于山东沂源，1947 年加

入队伍，随 2 野 34 师于 1949 年 5 月解放永

康。解放军当时留下第一批102名干部和战

士建立新生的永康县人民政权，父亲就是这

102 人之一，他们基本来自山东沂蒙山，有个

别来自其他省份。他们是永康新政权第一代

真正的创建者。

从此，在随后 70 多年的工作生活里，永

康成了我父亲真正的故乡。

父亲在新建政权里任职永康公安局侦察

兵期间，剿灭永康土匪，枪林弹雨，身体遭受

了重大创伤，先后开刀动过四次大手术，后因

身体原因转入粮食系统。就这样，这些南下

老革命在各行各业里建设永康，默默地献出

了他们的一切。

他们质朴低调，虽然还是一口山东口音，

甚至饮食上还保留着北方的一些习俗，比如

至今仍喜欢馒头这些面食，但他们把他们的

青春、他们的爱、他们的热血、他们的生命完

完全全都交给了永康。他们已是永康的儿

子，更是永康的骄傲！

父亲这代人有一个共性：就是高风亮节，

做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在他们大多还是壮

年时期，响应党的号召“让位给有知识、有能

力的年轻人”，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们毅然腾

出位置退居二线，辅佐年轻人。父亲曾说：

“自己作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想起那些

牺牲的战友，时刻响应国家号召，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退居二线后，父亲始终关注着祖国

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自

豪。

直到 2017 年 12 月 24 日离世，父亲把自

己的一生，完全地奉献给了永康。这里也成

了我父亲的第二故乡，而山东只能是遥望的

远方了，尽管那里有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

翻开史料，泪眼朦胧。想起小时候回山

东老家才知道，我奶奶的一只眼睛不好，是因

为父亲南下作战，生死未卜，因担心思念，流

泪哭瞎的。

是啊，这些沂蒙山的红嫂，用独轮车送吃

的穿的到前线⋯⋯送完丈夫，再送儿子上战

场，解放全中国。

所以，山东老区有很多不见男人的寡妇村，

因为他们的丈夫儿子都牺牲在了战场⋯⋯

当年，为了解放全中国，这些老兵们南

下，远离故土；解放永康，为了建设巩固新政

权，他们仍然远离故土；为了新中国建设新永

康，他们还是远离故土；他们把对家园故土的

思念，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他们何尝不知远方的母亲站在村口的老

榆树下，望眼欲穿地盼着儿子的归来？

“恋丘坟而萦心，忧桑梓而零泪”。可是儿子

却只能在永康，遥拜泪别远方双亲离去⋯⋯

他们远离故土，把一生都献给了永康，英

雄应该被铭记！

空山静寂，岁月无风。

这些老人陆续离世。从此，他们静静地

躺在永康这片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并为之

奉献了一生的土地上。

——你们的功勋，我们从未忘却。和平

年代，同样经受着考验，请英雄放心，我们知

道自己的使命和选择。因为我们深知，今天

的国泰民安，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老革命已替

我们负重前行了。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先驱！

一个有情怀的家园不能忘却英雄！

父亲长眠在了这块自己洒满了热血的土

地上，继续陪伴这里的父老乡亲，感受着后继

者们把这片土地建成更加繁华富裕。

从此，山东已是遥望的远方。根已埋在

这里，再怎么枝繁叶茂，终究只有一处根；行

得再高走得再远，乡愁终究已根植于此；我们

会经常来看你，陪你说说话，告诉你这片土地

日趋繁盛的模样。

家园安康，英雄请走好！首批随 2 野 34

师南下解放永康的百多名老兵，愿你们的来

世都能享这锦绣繁华！

五月的田野，草长莺飞，翠嫩的秧苗，在呱呱蛙声中拔节

疯长，在阵阵春风中荡起层层绿浪。一丘丘水田，像一面面

镜子，在明媚的阳光下泛起耀眼的光芒。男子汉一手扶犁

耙，一手执牛鞭，吆喝着耕牛，在水田里来回耕耘，犁起浓黑

的泥浪。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挑起一担担满满的秧苗，晃

晃悠悠地行走在弯弯曲曲、溜溜滑滑的田埂上⋯⋯

在老家农村，一般到了“谷雨”时节，乡亲们就开始下田播

种，“小满”之后，秧苗长到四五寸高，就开始移栽到水田里

去。

小时候，是姐姐教我扯秧的。她说，扯秧要懂点技巧。

蹲在田里，左手拿秧，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秧苗的根部，

轻轻一扯，秧苗就从泥巴里挣脱出来，露出白白嫩嫩的根

须。一次只能扯住两三株秧苗，扯多了，嫩嫩的秧苗就会被

扯断弄伤，还会带出一大把泥巴，在水里使劲洗都洗不掉。

这种秧苗插在田里，东倒西歪，许多天都直不起腰，活不了。

秧苗扯好后，哗哗洗去泥巴，抽一根身后浸泡过的稻草，

一个一个地轻轻捆绑起来，然后垒到畚箕里，挑到水田里去。

插秧更是一门技术活。姐姐说，要想把秧插得又好又快，

左手拿的秧苗不要太多，五指刚好握得住，右手食指和拇指分

秧才能快。插秧时，眼睛往前看，株与株之间的距离才能均

匀，使得禾苗行与行之间不宽不密，有利于秧苗进行光合作

用，增加通风空间，减少病虫害。同时，还要注意单株的大

小。一般杂交稻，因为分蘖多，每垦禾苗只要插二三株即可。

最关键一点就是，秧苗插入泥巴要适当，不能太深，也不

能太浅。太深，秧苗很多天不能返青，不利于分蘖，甚至还会

死掉。太浅，秧苗站不稳，一刮风或田里放水就会倒掉，漂浮

在水面，要去补垦，浪费很多时间。

那时我才十几岁，姐姐就带我去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劳

动。大男子汉负责打谷捆草，妇女们和小孩负责插秧。来到

犁耙平整过的田里，我和姐姐各插一行，时而她在前，时而我

在后，姐弟俩争先恐后。有时，我被姐姐追得“鸡飞狗跳”，差

点摔倒在田里。

刚开始，由于我没有掌握插秧的技术要领，我插的秧苗

歪歪斜斜，行距、密度、深度不符合标准，被队长巡查时发现

了，对我臭骂一顿，并凶狠地命令我全部返工。后来，姐姐手

把手地教我，才慢慢掌握了插秧技术。为了激励我，姐姐与

我展开了插秧比赛：一丘田划为两半，各插一边。谁插完谁先

休工回家。我们沙沙地插起秧来，头也不抬，插了一行又一

行，不停地往后退，一下子插好一大片。但不管我多快，还是

追不上姐姐。姐姐插完她那一半后又来帮助我，然后一起洗

手回家。

插秧是农村最忙最苦最累的一种农活，不仅要经受日晒

雨淋、蚂蝗叮咬，还要忍受腰酸背痛。此外，插秧季节性很

强，秧苗长到一定高度，或达到 30 天左右的秧龄后，必须及

时移栽到大田里，否则就会影响产量。

分田到户后，为提高生产效率，增产增收，农村一般采取

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方式，完成各自的生产任务。

有一年 5 月下旬，正值农忙插秧季节，邻居阿叔请我和

姐姐帮他家插秧。那天，天不作美，风雨交加，从早到晚，下

个不停。大家披蓑戴笠，顶风冒雨，低头插秧，雨水打湿了衣

裤，冻得双臂泛起鸡皮疙瘩，浑身打颤。怪不得有句谚语说：

“五月五冻死老黄牯。”但为了赶时间，抢速度，大家都咬牙挺

住，没有一个中途休工回家的。第二天，个个都感冒了。

姐姐手脚麻利，是村里呱呱叫的插秧能手，一天要插一亩

田，速度比一些人要快一倍。并且，她插下的一行行秧苗是笔

直的，十分漂亮，跟木匠师傅拉过墨线一样。有些人低头插一

会儿，就说腰疼，要休息一下，而姐姐一插就是半天，不知疲

倦。只听到插秧和退步的水声，沙沙沙沙、哗哗哗哗，一会儿

就插好一大片。

这使我想起唐朝布袋和尚写的《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

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

简直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插秧图。短短的几句诗里隐藏着

插秧的技术要领。低头和弯腰是与田野进行亲密接触的首要

条件。弯腰使得人呈现出一种躬耕于南阳的低微之态，低头

是把视野变小，把世界观变成脚下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

水，看见泥，看见水中有天，看见天上有云，看见水中有自己，

也看见水中有蝌蚪、有蚂蝗、有泥鳅、有各种小虫子⋯⋯退步，

是为了防止秧苗踩歪踩倒，更是为了加快插秧的速度和前进

的步伐。最后一句诗更是含蓄深刻，脍炙人口，充满哲理性，

千百年来为大家所熟悉和喜爱。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片水稻田。我们在那里挥洒

汗水与欢笑，播种希望和梦想，收获成功和幸福。我们的青

春像水稻一样，在这片广袤的田野上蓬勃生长。

高中毕业那年，我写了一首小诗《插秧》，发表在一份地

级刊物上：“一丘田/一页珍贵的稿子/泥浆，是浓郁的墨汁/

我用细嫩的秧苗/抒写着我心中那首/绿色的诗。”

今年春节回家，有一次忽然聊起插秧的事。姐姐微微笑

着对我说，现在插秧都用直播的方式，直接把浸好的谷种均匀

地撒播到田里，让其自然生长,告别了几千年低头弯腰的传统

插秧模式。稻谷成熟了用收割机，几亩田的稻谷，一天就能收

回来，不知比以前快了多少倍，村民种田越来越轻松了。

我和姐姐打趣说：“再过几年退休后，我也回老家种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