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万物生辉。走在田野上，沐浴着暖暖的春

日，迎着和煦的春风，望着碧波荡漾的麦田，呼吸着田间新

鲜的空气，我的心里暖洋洋的。

“你瞅！这麦苗长得多旺！现在种地省事、省力、产量还

高，现在的人真能呀！种地还用上了无人机。”身旁69岁的

老农姚献臣指着空中喷洒农药的无人机，乐呵呵地对我说。

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蓝天白云下的麦田里，一排溜

儿的水龙头喷射出白亮亮的水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形成一

道道彩虹；倏然间，水花飘洒在麦叶上，跳落在松软的土地

上；稍远处，几架无人机，低低地飞翔着，欢快地为麦苗进行

叶面施肥……望着这万亩标准化示范田，旧时家乡春耕夏

忙秋收的景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老家东彭庄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位于

宝丰县城南5公里，马街书会会场东1.5公里处，村东是一

座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土岭，耕地大多数在岭上，或在岭

坡处，只有一小部分在岭脚下，农作物种植基本上都是“望

天收”。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少年、

青年生活，目睹和饱尝了农村传统耕作的艰辛。

四十年前，每逢开春，父亲总念叨着“一年之计在于

春”，然后把农活安排得满满的，既要排红薯母儿、育烟苗

儿，还得耕地锄草、拉粪撒肥、挑红薯沟儿、打烟畦儿、抗旱

浇麦……

小时候，父亲常带着我，牵着牛，用架子车拉着犁耙，去

犁春地。到了地头，父亲把犁、耙、牛套卸下来，然后把犁扎

好，把牛套上，轻轻地扬起鞭子，随着抑扬顿挫的赶牛号子

声，一股冒着热气的新鲜泥土随着犁砚（犁面）被翻在了一

侧。看到犁砚翻出光亮湿润的泥土，我就脱了鞋，在地里疯

跑，软软的、润润的，在上面翻个跟头、打个马车轱辘……

这样一亩多地，一犋健壮的牛需犁一整天才能犁完。

我们村附近没有湖河，田间地头儿没有机井和水库。

天旱，大家只有瞪着眼，等昭平台水库放水，岭半坡处的干

渠里有了水才能浇地。白天浇地还好，倘要等到深更半夜

轮着浇地，尽管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但那滋味也让人难受，

尤其是冬季和初春。

漆黑的夜晚，冒着春寒，打着手电筒，穿着胶鞋，掂着

铁锨，深一脚、浅一脚穿行在麦田里，垒地垄截水，挑水沟

引水。因夜不观色，弄不好，不是这里浇过了，就是那里浇

不到。一不小心，踩在浇过头的地方，两脚立时就陷入泥

潭，胶鞋便灌满了泥水，冰冷冰冷的，让人浑身起鸡皮疙

瘩。索性，我就把胶鞋脱了，撂在一边。

这样一亩多地，我们常常要浇大半夜。

次日，看到太阳下泛青的麦苗，父亲高兴地说：“好赖

这两块地能浇，要不然，这一年，咱一家咋吃饭啊！”

夏忙秋收，是农民收获的季节，也是辛苦的季节。三

夏时节，家家户户，不仅要趁天晴顶着日头割麦、晒麦、放

磙、翻场、起场、扬场……还要趁墒抡锄点玉米、摇耧耩黄

豆芝麻……一派抢收抢种的繁忙景象。过一个麦天，少说

也得半月二十天，甚至更长时间，人被晒得脱了一层皮儿，

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

遇到风调雨顺，劳苦了一季儿，一亩地能打三四百斤

小麦籽儿。

秋收时节，一个个玉米穗从玉米秆上掰下来，再一穗

穗装上车，一车车拉回家，再一穗穗剥下玉米苞，然后，拧

成辫儿，或装锭儿，挂在屋檐下，接着慌慌张张犁地种麦。

逢到好收成儿，忙活了一季儿，一亩地也就收五六百

斤玉米籽儿。

那时，繁重的田间劳动，也常使我异想天开。心想，啥

时间我们这里也能耕地不用牛，收麦时，不用顶着毒辣辣的

日头，弯着腰、低着头，用镰刀噌噌地割麦……机器一进地，

出来就是干干净的麦籽儿；收秋时，不用钻进热烘烘的玉米

地掰玉米穗，揦得身上起痒，不用撅着屁股、抡着镢铲儿砍

玉米秆儿，满头大汗胳膊疼……机器一进地，出来就是光溜

溜的玉米穗儿，打的粮食吃不完，那该是多幸福的事儿啊！

现在，这神话般的奇迹在古老的土地上出现了，在我

们这代人生活中实现了，科学化种植、机械化耕作、智能化

控制，打的粮食吃不完，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多少代人

的梦想啊！

在标准化示范田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向

我们演示了监控软件、田地里灭虫灯探头、风向监测仪器、

土壤湿度检测仪等的使用方法，对农田角角落落进行监

测，准确掌握哪一块儿地缺墒不缺墒、哪一块地缺肥不缺

肥、哪一块地里有啥病虫害，如何启动自动水肥机，对指定

的地块儿进行灌溉施肥，如何指令无人机操作人员启动无

人机对指定的地块实施病虫害防治，一二十个人如何管理

好这么多的田地……

工作人员生动的讲述演示，让我振奋、让我自豪，也让

我为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而欢呼，为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的国家战略而点赞。

短短四十年间，这里的人已经从石磙、捞子、镰刀、杈

筢、扫帚、牛笼嘴，几千年的传统耕作中走出来，走进了新

时代，开启了新生活。

漫步三月，穿越历史的时空，感受着这充满时代气息、

生机勃勃的迷人画面；欣赏着这绿水青山、幸福美满的美

丽画卷，我也仿佛看到了家乡的土地上、祖国大地上现代

化耕作的画面正随着春风在田野里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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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那 希 望 的 田 野 上在 那 希 望 的 田 野 上
□郭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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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疫 愁 何 状 ，瘟 风 处 处 横 。

桃 花 空 自 惜 ，柳 眼 不 堪 明 。

料 峭 春 寒 透 ，逡 巡 世 怯 惊 。

无 痕 似 墙 堵 ，有 畏 少 人 行 。

事 业 萧 条 敝 ，黎 民 困 顿 生 。

临 危 焉 可 退 ，御 患 共 相 撑 。

户 户 皆 军 阵 ，人 人 作 甲 兵 。

白 衣 纷 逆 向 ，宦 吏 尽 前 征 。

村 镇 旌 旗 奋 ，街 区 志 愿 迎 。

同 心 坚 防 坝 ，众 手 筑 长 城 。

雨 雪 红 梅 绽 ，蹉 跎 大 义 擎 。

阴 霾 终 过 客 ，温 暖 兆 新 晴 。

守 得 人 间 苦 ，还 来 社 稷 赓 。

沧 桑 凭 岁 月 ，正 道 是 峥 嵘 。

待 到 清 平 日 ，神 州 再 举 觥 。

抗 疫 有 怀
★ 舍 闲

竹板打，呱呱叫，

听我唱唱小口罩儿，

小口罩，虽然小，

抗击疫情作用妙。

传染病，主要靠，

飞沫和接触两条道。

病从口入和口出，

口罩筑起墙一道。

能把病毒来隔离，

堪称防疫第一哨。

所以今天劝大家，

出门一定戴口罩儿。

人家都戴你不戴，

能让人家吓一跳。

路人躲你挺老远，

难道你就不害臊？

一旦病情给传染，

酿成后果难救药。

自我防护需做好，

善待他人更重要。

所以说，小口罩，小口罩，

是防病的罩，救命的罩，

出门千万戴口罩，

谁要不戴是傻冒！

小 口 罩 儿
（快板书）

★ 王印权

万 壑 千 峰 碧 翠 间 ，

溪 流 半 醒 鸟 啼 闲 。

白 云 作 乘 风 为 马 ，

探 得 清 幽 群 玉 山 。

野 趣
★ 阿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