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

清晨时分，忽然听到几声急促又
响亮的布谷鸟的叫声，我知道又到麦
收时节了。

行走在下乡扶贫的路上，放眼望
去，山冈、田野一片金黄。微风吹
过，麦浪滚滚，沙沙作响，仿佛一曲
催人奋进的动人乐章。空气中到处弥
漫着沁人心脾的麦香，蓝天下的乡村
宁静又平和，似乎看不到一丝紧张忙
碌的气息。随着机械化的普及以及社
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乡亲们手持
镰刀弯腰割麦的情景一去不复返，那
种人山人海、热闹欢腾的麦收场面也
将定格为历史。然而，每到麦收时
节，我的内心总是会涌起一种莫名的
激动。

记忆里，割麦是农村人一年中最
忙、最累、最快乐的农活。所谓最
忙，是指一旦开镰，通常要全家出
动，利用仅有的几天时间，争分夺秒
抢割麦子。俗话说：“麦熟一晌，虎

口夺粮。”如果延误时机，早上还沉
甸甸的麦穗，中午就会炸开，风一吹
麦粒就会掉落在地。要是天公不作
美，恰逢阴雨连绵，麦子一旦发霉，
一年的收成就会付之东流。

割麦是力气活。头天晚上，家家
户户就要磨好镰刀、做好准备，第二
天天不亮，麦地里就已人头攒动。趁
着早晨气温不高，人们尽量多割些麦
子。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是徐徐展
开的“人”字形雁阵，不管你有多大
的力气，多么娴熟的技术，连续几个
小时的奋战，也会汗流浃背、腰酸腿
疼。尤其是随着气温不断升高，整个
麦田像个热气腾腾的大蒸笼。如果穿
着单薄暴露，麦芒还会扎在身上，刺
在脚上，满身的汗味、燥热和瘙痒交
织在一起，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这
时候，要是有几碗凉水，你会毫不犹
豫地仰起脖子连灌几口。中午通常是
不回家的，简单地在田间地头吃点
儿，一碗绿豆汤，几个白面馍，外加
一碟炒辣椒，就是最好的美味。除非

一块地的麦子全部割完，不到天黑人
们是不会收工的。用起早贪黑、披星
戴月、精疲力竭这些词来形容割麦时
的辛劳，真是毫不为过。

大人们紧张忙碌，孩子们却有自
己的乐趣。除了捡拾一些掉在地里的
麦穗外，他们更多的时间就是到处疯
玩。田地里不时蹦起的蚂蚱和青蛙，
偶尔蹿出的一只野兔，都会吸引他们
去探索麦田里的奥秘。正当他们玩得
口干舌燥之时，无意间抬头一看，附
近过来一个后座带着白色木箱的骑行
者，边走边吆喝“白糖冰糕，白糖冰
糕……”他们就眼巴巴地看着父母，
眼神里充满着近似祈求的渴望。要是
碰上大人们高兴，狠狠心给他们买上
一块冰糕，他们一整天都会回味无
穷。到了晚上，麦场就是孩子们的游
乐园。麦秆柔软舒适，他们可以在上
面随便翻滚。麦垛像弹簧床，任由他
们爬上爬下。等大人们忙完了，孩子
们有的早在麦垛上睡着了。

“趁晴割麦收云黄，熬炉新熟饼

饵香”。在紧张忙碌的麦收时节，家
家户户灶膛里都散发着醉人的麦香。
用新磨的面蒸几锅白馒头，包几顿饺
子，那种味道胜似过春节。当然，大
人们还要从长计议，量入为出。不
过，每逢麦收时节，大人孩子都是满
满的渴望。正如唐代诗人王建在 《田
家行》 中所写：“男声欣欣女颜悦，
人家不怨言语别。”尤其是经过一番
劳作，当一袋袋晒干的麦子收入粮囤
后，人们会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

在手工割麦的时代，乡亲们的手
工活是相当精细的，麦茬儿低矮又平
整，地里所有的麦秸秆都要运回家，
以备他用。手巧的媳妇、姑娘还能用
麦秸秆编出漂亮的草帽、手提袋、蒲
团等日用品。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
及，麦收几乎全部靠收割机进行。由
于刚开始时受技术条件所限，麦茬儿
普遍较高，麦秸处理成为难题，不少
乡亲开始焚烧秸秆。秸秆禁烧呼之而
出，蹲地头儿、看地块儿成了“三
夏”期间乡镇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

各式各样的禁烧标语铺天盖地，各级
督导检查一拨接一拨，每年各地的

“第一把火”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
麦 收 时 节 ， 乡 镇 干 部 普 遍 有 “ 三
怕 ”： 一 怕 有 风 ， 只 要 有 一 点 儿 火
情，就会借助风势迅速蔓延，火烧连
营；二怕烟头乱扔，一不小心就会点
燃秸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三怕
群众上坟。如今，乡镇都有统一的监
控平台，一旦发生火情，能迅速精准
定位，大大提高了禁烧工作的效率。
加之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入，生态文明、环
保意识早已深入人心，焚烧秸秆的越
来越少了。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
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
稚 携 壶 浆 。 相 随 饷 田 去 ，丁 壮 在 南
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
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麦收永远是深藏我内心的乡
愁记忆。

□□李俊奇李俊奇

天空如洗天空如洗，，白云枕于天际一角的白云枕于天际一角的
蔚蓝依然蔚蓝依然。。河水带走粉色的落花河水带走粉色的落花，，季季
风邀来热情的夏天风邀来热情的夏天，，晃眼的绿色挂上晃眼的绿色挂上
枝头枝头。。时光添新岁时光添新岁，，清风吻枝头清风吻枝头。。此此
时时，，阳光正好阳光正好，，普照街巷普照街巷，，透过窗棂透过窗棂，，筛筛
下层层的暖下层层的暖，，如母亲的手轻柔地抚摸如母亲的手轻柔地抚摸
我的头我的头，，如母爱的细语潺潺流过我的如母爱的细语潺潺流过我的

心田心田。。
于是于是，，不论世事不论世事，，不说沧桑不说沧桑，，只说只说

母爱母爱，，只谈感恩只谈感恩。。
在生命的长河里在生命的长河里，，从十月怀胎到从十月怀胎到

呱呱坠地呱呱坠地，，从蹒跚学步到挎起书包去从蹒跚学步到挎起书包去
上学上学，，从就业觅偶到繁衍后代从就业觅偶到繁衍后代，，每个人每个人
都正在或是曾经享受母爱的阳光都正在或是曾经享受母爱的阳光。。爱爱
如流水如流水，，浩浩荡荡浩浩荡荡，，昼夜不息昼夜不息。。

母爱母爱，，是加法是加法，，岁月渐增岁月渐增，，关怀关怀

渐增渐增；；母爱母爱，，是乘法是乘法，，距离越长距离越长，，牵牵
挂越长挂越长；；母爱母爱，，是减法是减法，，减去自己减去自己，，
呵护儿女呵护儿女；；母爱母爱，，是除法是除法，，除了儿除了儿
女女，，还是儿女还是儿女。。加减乘除算不尽母爱加减乘除算不尽母爱
如海如海，，恩重如山恩重如山；；四季轮回道不尽母四季轮回道不尽母
爱如潮爱如潮；；阴晴冷暖阴晴冷暖，，远近远近聚散聚散，，无时无时
无处不弥漫着母爱无处不弥漫着母爱。。

母爱母爱，，人世间最无私的爱人世间最无私的爱；；母爱母爱，，
人世间最仁慈的爱人世间最仁慈的爱；；母爱母爱，，人世间最宽人世间最宽

容的爱容的爱；；母爱母爱，，人世间最伟大的爱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母母
爱是稀释在海水中的盐爱是稀释在海水中的盐，，虽然看不见虽然看不见，，
可每一朵浪花都能尝到母爱的味道可每一朵浪花都能尝到母爱的味道。。

母爱是沉淀在儿女骨骼中的钙母爱是沉淀在儿女骨骼中的钙，，
爱语无声里助我们成长爱语无声里助我们成长。。母亲的唠叨母亲的唠叨
是爱的叠加是爱的叠加，，母亲的叮嘱是爱的累积母亲的叮嘱是爱的累积，，
母亲的付出是爱的充值母亲的付出是爱的充值，，母亲的奉献母亲的奉献
是爱的诠释是爱的诠释。。

若问尘世间若问尘世间，，哪一种关爱无微不哪一种关爱无微不

至至，，哪一种情感真诚无私哪一种情感真诚无私，，哪一种形象哪一种形象
堪比天使堪比天使，，那就是母亲那就是母亲。。母亲母亲，，是阳是阳
光光，，是雨露是雨露，，是夏天的风是夏天的风，，是泅渡的船是泅渡的船，，
是无私的佛是无私的佛。。母爱面前母爱面前，，我们都是母我们都是母
亲的归宿和寄托亲的归宿和寄托。。

我愿借五月的鲜花我愿借五月的鲜花，，加上我衷心加上我衷心
的祝愿的祝愿，，祝天下的母亲青春永驻祝天下的母亲青春永驻、、福寿福寿
绵长绵长、、笑口常开笑口常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千言万语汇成一句
话话，，妈妈妈妈，，我爱您我爱您！！

◎又是一年麦梢黄

□崔志勇

这两年，姜子湾村姜大娘喜事一
件接一件：困扰她多年的哮喘治好
了，孙子小康考上了医科大学，村里
给她家送来了脱贫光荣证书。姜大娘
激动地说：“这是习主席让我们过上
了好日子啊！”

今年农历大年初六，正好是姜大
娘的七十岁生日。年前，姜家就备齐
了年货，要庆祝一下。这天吃过早
饭，姜大娘和儿媳妇银平就择菜切
肉，忙活开了。娘俩一边忙，一边唠
着嗑。

“银平，咱家能脱贫，这小山可没
少帮咱！”

“ 可 不 ！ 小 山 人 实 诚 ， 办 事 认
真，县里给我们家派来个好干部。他
命孤，你命苦，老天又给您送来个好
儿子！”

“俺娘俩有缘，认个干孩儿，我打
心眼儿里高兴！”

“今个恁娘俩好好亲亲！”
儿媳话锋一转，说：“妈，电视上说

武汉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村干
部说咱这儿也得防紧嘞！”

“那县医院恁小山兄弟不该忙了
吗？”

“妈，这都快晌午了，咋还不见小
山来呀！”

银平连打了两个电话，也没人接。
这时，孙子在堂屋喊：“奶，快来

看，电视台在采访俺小山叔呢！”
电视上，小山一身防护服，刚摘下

口罩，满脸印痕。姜大娘盯着电视，很
是心疼，又有些许不安。

“李医生，这次疫情来势汹汹，你
在一线怕不怕？”

“防疫治病，是医生本分。我是党
员，就该冲在前面。”

“听说你们医院好多医生、护士都
写了请战书，要求驰援武汉？”

“是的，院党委已经批准了我们的
申请，明天我和其他 6 名同志就要出
发了。”

“那你们一定要多保重。临上前
线，你跟家人说几句话吧！”

“那我跟姜妈妈说几句话吧！姜

妈妈，今天是您七十大寿，在这儿祝您
健康长寿。明天我就要去武汉了，回
来后再去看您！”

“这孩子，那病传人，咋还去武汉
呐！不中，俺得去劝劝他！”姜大娘心
急地说。

匆匆吃过午饭，姜大娘就催儿媳
妇一起出门。走到村口，发现路封
了。村干部戴着口罩、别着红袖章在
值勤。姜大娘通情达理，忧心忡忡地
回了家。孙子劝她：“奶，恁坐下看
会儿电视吧，说不定还能看到俺小山
叔呢！”

祖孙俩正说话，电视画面一转，插
播了红十字会为疫情募捐的通知。

“这是不是号召大家捐钱的呀？”

“是，捐钱捐物都行。”
姜大娘眼前一亮，眉头舒展许多，

连声说“好！好！好！”然后，她起身回
屋，拿出个钱夹子。

“银平，这是 2000 块钱，是我年前
摘辣椒挣的，还有我平时攒下的。眼
下国家有难，捐了也算咱家的一点儿
心意。”

“妈，恁攒个钱不容易。再说，咱
现在也出不去呀！”

“嗯，我有法子。”
说着，姜大娘迈出家门，快步向村

部走去。
小康分明看见，奶奶一脸的皱纹

绽开了花。

◎一位老党员的赤子之心一位老党员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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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永华

鲲鹏展翅入蓬莱，
中原云都百花开。
锦绣高科奔许地，
辉煌新业建平台。
抢占碧空邀明月，
笑享蓝天涤浊埃。
决策英明人共乐，
一城繁华悄然来。

许昌新颂

□常保生

听说单位老领导、市人大常委会
第一任秘书长高景照先生最近写了一
本自传。前不久，当我如愿看到这本
书时，顿觉眼前一亮：古色古香的封面
上印着书名——《九十老翁忆往事》，
字迹苍劲有力。单从书名就可以确
定，这本书一定有故事、有历史。封底
醒目地印着“敬业、垂范、实践、创新”
八个字，似有深意。是老领导的座右
铭？还是他的人生格言？

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写书却是
一件苦差事。老领导在耄耋之年著书
立说，无疑付出了不少心血。这本

《九十老翁忆往事》，记录的是他近一
个世纪饱经风霜、意志坚定、奋斗不
止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文笔朴实
简练，原汁原味，思想深刻，读起来
感到非常亲切自然。读完这本书，我
深受教育，一个有着 70 多年党龄的
老布尔什维克的形象给我留下难以忘
怀的印记。

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老领导
1948 年参加革命工作，19 岁就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有 70 多年
党龄。1991 年，他离休时已为党和
人民工作了 43 个春秋。离休后，他
发挥余热，加入离退休老干部城市管
理督导团，又义务为市民服务了 20
多年。革命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干到老。

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
开放等重大历史变革，工作经验丰
富。他前期主要从事“三农”工作，
长期扎根一线，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
同劳动，感情很深。他下地干过农
活，经历过下放劳动，当过村党支部
书记，担任过地区、县党团领导。无
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他都殚精竭
虑，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解
决农民吃饭穿衣问题。正像他在 《我
的经历总结》 一文中所写：“几十年
来，经过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个
人认识到，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正确时，我就被重用、被提拔；而当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正确时，我
就被贬低、挨整。”个人命运与党和
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休戚相

关、荣辱与共。
他政治立场坚定，一心向党，始

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不忘初心，勇
于担当，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党
性、组织性、纪律性强，坚持原则，
作风正派，为人坦诚，受人尊敬。他
处处事事听从党的安排，自觉服从党
的事业发展需要。到许昌地区工作
后，无论被安排到哪个岗位，他从不
提条件、讲价钱。即使有不合理安排
或降格使用情况，他也总是顾全大
局，服从组织决定，努力做好工作，
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百善孝为先。孝敬老人在中国传
统 文 化 中 占 据 着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

《弟子规》 开篇就讲“首孝悌”，强调
做人首先要孝敬父母。老领导恪守孝
道，在孝敬父母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
样。他照顾双方父母尽心尽力，无微
不至。小时候，他刚跟老师学会做草
棉鞋，就先给老娘做了一双，为的是
不让老娘纺花织布时脚受冻。为了让
蒙冤坐牢的父亲能吃顿饱饭，他徒步
往返 70 多里给父亲送干粮。调到许
昌工作后，吃的比农村好一些，可单

位分配的房子又旧又小，一家人挤在
一起，有诸多不便。他坚持把母亲从
农村老家接到许昌一起生活，且婆媳
相处很好。这在当时一般人是很难做
到的，他能做到主要因为他对老人真
心孝顺。他把对父母的深切怀念和感
恩情怀倾注到了 《忆父母》 和 《怀念
母亲》 两篇文章中，融入了自己的身
心和血液之中。

中国有句古话叫“行孝积福”。
老 领 导 已 经 91 岁 ， 依 然 精 神 矍 铄 、
身心健康。我想，这应该是他孝敬老
人、积德行善积来的福吧！

传承良好家风。他在 《对孙辈的
教诲》 一文中写道：“每当我们家的
学生陆陆续续放假时，我就把他们召
集 到 家 里 来 ， 举 办 一 个 小 型 的 聚
会。”说是聚会，其实是教育孙辈们
认清国情、党情、人情、世情，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他教导孙
辈们要尊老爱幼，对人要真诚友善，
要学会与人和谐相处、协同做事，要
强身健体，掌握学习方法，练就一身
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更好地
报效祖国。他通过这种方式，传承良

好家风，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
发 展 中 传 承 ，在 传 承 中 不 断 发 扬 光
大。从 2000 年到 2017 年，他从没有间
断对孙辈们的教育和引导。

习近平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
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
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
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总书记
如此重视家风问题，因为家庭是“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
才能好”。

身教胜于言教。老领导在教育下
一代等方面，为我们作出了示范，树立
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九十老翁忆往事》 一事一议，
一篇一个主题，观点鲜明，言简意
赅，每一篇既可以独立成篇，又相互
连贯，既是自传又是史书，把重要的
历史事件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
展现出来，以史为鉴，激励教育后
人，形式新颖，视角独特，开卷有
益，让我爱不释手。

◎姜大娘的七十大寿

◎献给母亲的赞歌

□张超我

白鹭和斑鸠一声声呼唤
镰刀出库
镰刀出库
池塘的水面已被风吹皱
蛙鸣沸腾
排练婚礼上的音乐
干热风专心布置洞房
村子里弥漫着期盼
麦穗打扮得最漂亮
焦急地等待出嫁
农民像盼着娶妻的新郎
喜悦里有丝丝神秘

骄阳催着出嫁的脚步
麦穗找好了伴娘
热闹的婚礼开始前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
没入洞房就不是自己的媳妇
收不到麦囤里就不是自己的粮食
大幕即将拉开
满身的力量
充盈骨肉

收麦序曲

□朱景伟

有人问
幸福是什么
我说
幸福是辛苦劳作
将汗水洒在田间

有人问
幸福是什么
我说
幸福是扶贫道路上的一抹微笑
是老百姓的一声声称赞
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有人问
幸福是什么
我说
幸福是时时刻刻跟随党的脚步
为科学事业默默奉献
使田间竞放科技成果之花

幸福是一颗小小的种子
是一场春华秋实的耕耘
用心扎根沃土
酿造芬芳
你就会收获幸福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是先辈用身躯搭建的阶梯
是我们砥砺奋进的征途
让我们一同
沐浴着快乐的阳光
带上美丽的憧憬
向着幸福出发

向幸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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