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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上年年生碧翠，东风过处堪收。凭他万古老闲愁。世
间千百味，一啜已通幽。

读史千重书万卷，数来皆是荒丘。浮生望断总难留。窗
前长静坐，壶里问春秋。

感花东风拂过百花天，何故闲愁湿枕眠。红紫不因人悦
己，落花自是有来年。

临江仙·春茶
★阿卫国

春来雨润碧芽长，
满目青山入画廊。
撷取清泉云作盏，
月明声里煮茶香。

春 茶
★李红艳

农 历 大

年二十九，暖

阳如春。下

午，我接到了

荣姐打来的

电话。荣姐

说她现在在

赵沟村，要带

点红薯给我

送过来，让我

在 单 位 等

她。在劝说

无效之后，我

只好叮嘱她

骑车慢行，路

上注意安全。

荣 姐 是

我的贫困户

王大爷家的

女 儿 ，虽 然

早已出嫁在

外 ，但 她 总

是隔三差五回到赵沟村的娘家看望父母。到了焦麦

炸豆季节，更是要回去住上几天，帮助完成各种农

忙。因为相对年轻，又有文化，所以关于扶贫上的

事情我总是和她联系，她也是能够说清楚扶贫政策

的“明白人”。

赵沟村位于观音堂林站的尖山坡脚下，距县城

近30公里。这几年，在全县精准扶贫整体推进的背

景下，经过县、林站、县总工会的共同努力，包括王大

爷在内的64户155名贫困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

改善，收入有了大幅提高，已经于2020年底实现了全

部脱贫。

王大爷今年88岁，双耳听力障碍多年，老伴与他

同龄。2017年初，根据单位安排，我成了王大爷家的

扶贫责任人，如水滴入海一般光荣地投入到这一伟

大工程之中，见证了新时代的历史壮举。

王大爷上了年纪，行动不便，却保持着庄稼人特

有的勤劳。距他家不远处的山脚下，有一块儿8分左

右的荒地，土质贫瘠，土壤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

儿，他就一块一块儿地把石头挑捡出来堆砌在田间地

头，边儿是边儿、面儿是面儿，摆放的整齐规矩。经过

多次深耕施肥，几年下来，硬是把荒地变成了良田。

第一次与王大爷见面，就是在这块儿田地。当

时他和大娘正在插种红薯秧苗，看着他俩步履蹒跚、

行动不便，我就主动承担起浇水的任务，在挖好的红

薯坑里把水浇足，最终一起把剩下的地块儿全部种

完。看着小幼苗在黄土地上冒着青绿，透着顽强，感

觉自己心里也充满了力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天变冷了，红薯也成熟了。我就和大爷家的亲

戚一起过去帮忙。一排排红薯秧像一条条小青龙严

严实实地覆盖在土垄上面，薯叶相互交织。扒开藤

秧轻轻往下挖，就可以看到几个胖嘟嘟的红薯依偎

在一起，你挤我扛像一群贪睡的小娃娃依偎在大地

母亲的怀抱，还真不忍心把他们分开。

刨红薯讲究巧劲儿。有的红薯扎根较深，如果

不小心把它挖断就可惜了。不过也不要紧，反正在

收获的过程中，是要吃掉几个一饱口福的。红心红

薯脆甜，只须轻轻咬上一口，“咔嚓“一声，丝丝清香

带着泥土的芬芳立即就沁入心脾。

红薯收完了，一般来说都会把好一些的放进地

窖贮藏起来，稍次一些的留在外面蒸煮食用，至于个

头既小根须还多且生长怪异的，就直接煮熟扔给家

里养的猪和狗了，在农村，这些农作物是不会浪费

的，每一样都有它的用处，也算是物尽其才吧。

寒来暑往，秋去春回。根据时令变化，王大爷现

在不但栽种红薯，而且又种了萝卜、辣椒、玉米等一

些作物，它们在这块儿土地上顽强地扎根、生长、成

熟。这几年，各项帮扶举措如同阳光雨露滋润着每

一名贫困群众，光伏扶贫、到户增收、金融扶贫等一

项又一项为贫困户脱贫摘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劲

动力。王大爷家也不列外，在享受普惠政策之外，他

还被纳入B级低保，每个月都增加了固定收入；厨房、

厕所经过改造既卫生又方便；屋里屋外也被整修的

干净整洁，户容户貌有了明显改善；家里不但接通了

自来水，连门前的泥泞小路都变成了宽敞整洁的砖

铺路，彻底解决了吃水难、出门难的问题。

大爷听力不好，也不习惯与人交流，每一次见到

我，就是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迎进屋里问我冷不冷热

不热吃饭了没有。遇到饭点，大娘就赶紧做饭，非让

吃了饭再走。红薯熟了，他们就挑一些个大体长的

给我，柿子红了，就把好看的放起来，还有花生、玉

米、倭瓜，只要是自己种的，都要给我留下一些。庄

稼人的朴实和真诚时常让我深深地感动着！大娘患

有老年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我就买了药给她送

去，有时候还买了馒头、肉、蛋、水果等，也曾把自己

不穿了的衣服拿过去给大爷穿。逢年过节，单位还

组织统一看望，给贫困户送去生活物品，真情扶贫犹

如春风化雨温暖了人心，升华了情感……

荣姐把红薯送到的时候，天都快要黑了。我向

她道了感谢，把准备的一点年货偷偷放在她的车篓

里，看着她离去消失在人群。

立春已过，夜风吹来已经不再寒冷。红薯上还

沾着泥土，散发的清香依然是那么的熟悉、丝丝甜甜

沁人心脾。广播里传来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对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的诠释，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全面小康也在中华大地磅礴展开。

赵沟村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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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

1934 年 11 月 6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

达湖南省汝城县文明司（今文明瑶族乡），红

军卫生部干部团驻沙洲村。红军来到沙洲村

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许多人都上山躲

起来了。徐解秀由于生孩子坐月子，又是小

脚，就留下来带着婴儿在家。有3位女红军来

到她家，跟她拉家常，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

伍，叫她不要害怕。

晚上，3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家中。她们

看到徐解秀的床上只有一块烂棉絮和一件破

蓑衣，就打开她们的被包，拿出被子，和徐解

秀母子挤在一张床上睡。3天后，她们临走时

要将被子留给徐解秀。徐解秀不忍心，也不

敢要，推来推去，争执不下。

这时，一位女红军找来一把剪刀，把被子

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徐解秀。3位女红军对

徐解秀说：红军同其他部队不一样，红军是共

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就是要让老百姓

过上好的生活。

这时，红军大部队已经开始出发，徐解秀

就和丈夫朱兰芳一起送3位女红军追赶大部

队。到山边时，天快黑了，徐解秀不放心，想

再送一程，因为是小脚，走不快，就让丈夫送

她们翻山。留下了一段红色故事。

半条被子的故事

在一年十二个月份当中，我认为，三月算是与众不同的一

个了。

倘若，将一颗躁动的心静下来，再慢慢地仔细去感知和体

会，你便会发现，原来，三月还有独特之处。

三月是美丽的。到了人间三月天，处处可见生命的颜色，

到处春意盎然。道路两旁的冬青树从嫩绿变成了墨绿。路边

的腊梅招摇着它的一角秀色，樱桃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悄悄

地开了，清风中，一树粉红摇曳一树白，让人不知所措。湖畔

的左旋柳吐出一串串鹅黄色的柳絮，像是一件唯美的薄纱，如

梦似幻，朦朦胧胧。漫步在人间三月天，择一本书，闲读，或

者，去郊外散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

三月是灵动的。那些在冬天里潜藏着的小心思，似乎进入

了三月也便鲜活了起来。去踏青吧，去湖边走走吧，去看看湖

边的垂柳，去看看水中的欢快游戏着的鱼儿……那些想出门走

走的念头，似乎在三月也变得更加执着了。想去山中寻找一株

玉兰，或是一枝桃，亦或一枝李花，看看它们的脸庞，和它们打

个懒懒的招呼。若是，还能遇见鸟们就更好了，听听它们的歌

唱，猜猜它们的心情，都不失为一份雅趣。

三月，从不缺少诗情画意。李白斗酒吟咏着“烟花三月下

扬州”，尽显洒脱；晏殊执笔书写着“花底离愁三月雨”，则面带

愁绪；与之相比，孩童们永远是幸福的，无忧无虑，可以放风

筝，捉捉柳花儿。他们快乐地奔跑着，留给人一张张明媚的笑

脸，亦如三月的柳絮飘飘，不带一丝忧伤。

在缤纷的三月，有时候也会期待着能有一段静谧的时

光。然后，用这段小时光去实现一个个小欢喜。比如，坐在山

上的草垫上，听听风儿的秘密；比如，插上耳机，安安心心地听

听喜欢的歌曲；比如，挑选一本心仪的书籍，去小亭中坐坐。

三月份，有着太多的期待，如春天一样，是明朗朗的。

季节转到了三月，一切似乎也都鲜活了起来。草儿慢慢

长，树儿慢慢绿，花儿静静吐露着芬芳。三月的美，应接不暇，

惹人喜爱；三月的美，也是短暂的，若是错过了花期过了就得

再等一度轮回，等到来年的三月，才能看到那些清丽的花儿。

因此，三月也是弥足珍贵的。多彩的三月，就让我们带着一颗

发现和珍藏美好的心，缓缓前行！

多彩的三月
◎管淑平

东风已裁柳叶齐，
柳条蘸水两依依。
寻花为何不问柳？
春来总发第一枝。

垂 柳
★杨德船

君文湿地公园一片春染。 梁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