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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春水润故园

母亲的棒槌声

□李永海

在部队入党的记忆，是我永生难

忘的。

那一年，我参军来到中原解放军某

部，那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战功显赫

的英雄部队，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

位特等功臣杨根思生前所在的部队。

我们这批兵是春季入伍的。10

名同乡中，我被分配到新兵一连一排

一班。

豫西的紫外线太强，天天在烈日

下摸爬滚打，不到一个月，大部分的新

战友就变得黑不溜秋了。谋打赢，练

打赢。走、打、吃、住、藏，对我们新兵

来说，无论在意志上、品质上，还是体

能上，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和考验。

我们经常携带轻武器、子弹袋、手榴

弹、防毒面具、水壶、挎包、雨衣，跑5公

里武装越野。除了队列训练之外，还

有站军姿、练体能、越障碍、喊口令、射

击投弹、擒拿格斗、巡逻站岗……

曾参加过南疆防御作战并荣立

战功的新兵一班班长在训练中严格要

求新兵们，生活中他却是一副热心肠，

像亲人一样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刚

离开父母的新兵时刻感受来自军营大

家庭的温暖。我想这大概就是一名共

产党员该有的样子。在班长的榜样力

量感召下，入伍没多久，我便郑重地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生命中的惊喜总是来得猝不及

防。一天中午，新兵连连长和指导员

笑着来到我身边。“恭喜你啊，小李

子。你是好样的！”他们指着印有我们

部队代号和我名字的报纸向我祝贺。

喜从天降。原来我写的两篇训练

小稿竟然在军区《前卫报》“露脸”了。

捧着油墨飘香的报纸，我既感到

意外，又惊喜不已。全连新战友也都

为我热烈鼓掌欢呼。

新兵下连，我被选入原济南军区驻

鄂北花园某坦克乘员训练团学习坦克

驾驶，大约半年后返回豫西某坦克团

一连。在连队不久，我这个来自大别

山区的农村“大头兵”打起背包乘坐团

部派来的吉普车来到团部大院，被调

入团政治处担任新闻报道员，幸运地

成为部队的“小秀才”“兵记者”。

下连队，上战车，去哨所，奔训练

场，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乐此不疲，风

风火火饱蘸激情写兵、颂兵。团政治

处主持全面工作的少校多次在战友们

面前夸奖我，并且主动和上尉宣传股

长一起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渐渐地，

我像幼苗一样在军营茁壮成长。

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给予我自

信、坚强和勇敢。在部队政治处当报

道员的第二年，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

人生愿望——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迷彩的军营，见证了一个热血青年

的初心、坚守与奋斗，敢于担当是党员

的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责任。跟随时代

的脚步，我对党旗做一次深情凝望。

不曾忘记，1991年6月25日，我热

血沸腾，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地握紧右

拳，发出来自心底的誓言。曾像扑向母

亲胸襟一般，扑向了党温暖的怀抱……

那一刻的神圣和幸福感，时至今

日仍然记忆犹新。

一路走来，从部队到地方，从军

人到税官，穿越激情的岁月，成就生命

的底色，我从而倍加珍惜工作的来之

不易，自觉树立爱党、信党、跟党走的

坚定信心。

在春天里，沐春风，颂党恩，诉衷

肠，再把喜讯传爹娘。温暖的故事如

涓涓细流，直抵我的心灵。

□魏静敏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从一名学生、普通员工，成长为一名

共产党员，转瞬之间，已经走过6个春秋。细细回想，慢慢品味，

那一路追寻，让我收获，让我成长。终于，我把挚爱献给了党。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里。记得刚上学时，最羡

慕的就是高年级同学胸前飘动的红领巾，那鲜红的颜色，让我

心动不已。从老师和父母的言语中，我知道了少先队员，知道

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共产党。懵懂之间，一颗爱的种子悄

然“埋”进了我心中。

到了小学三年级，李改蓉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每天下

午放学，她都会延长半小时，教我们学习生字并练习钢笔字，

不急不躁，耐心辅导。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哪怕她生病了也

要坚持给我们辅导。那一年，我们班期中考试成绩一举拿下

全年级第一名，也成为全校模范班。期末的时候，她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演讲发言。望着台上的班主

任，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埋在心中的那颗爱的种子悄悄萌发。

在村里，我的大伯是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名优秀共产党

员。每周五下午，他都要召集村干部开会，开展学习讨论，如

何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解决群众

困难。每次开会都很晚，惹得大娘不耐其烦：“小敏，去大队喊

你大伯，回家吃晚饭。”在大伯办公室，我看到了那一摞摞的笔

记本，看到了《党内宣言》《毛主席读书笔记》《周恩来：永远的

榜样》等。这就是共产党？带着一丝好奇，翻开了书本，一个

光辉的形象走进了我心中，爱的闸门慢慢开启。

当我步入社会，来到了河南日报农村版工作。在这里，我

又认识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吕咏梅老师。她是一位有着

20年党龄的老党员，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她不但教会了

我组版以及PS制图，还像大姐姐一样帮助我、指导我。有一

次，轮到我上夜班的时候，家里有急事需请假，当我左右为难的

时候，她已经上了一天的白班却挺身而出：“去忙吧，夜班我替

你上。”当时我有点于心不忍。她却回答说：“我们的工作是个

细致活儿，拼版、传版不能分心。”看到她疲惫的样子，我心中顿

时涌入一股暖流。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自己对党的挚爱。在

吕咏梅的介绍下，我有幸从一名优秀团员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

党员。当站在那面旗帜下，庄严地举起右拳宣誓那刻起，我深

深知道我的一切不再只属于我自己，更属于培养我的党。

百年大党，为民情怀。我为您骄傲，我为您自豪，您是我

的启明星，是我永不熄灭的信仰，我永远爱您。

□谢尚园

儿时的我很调皮，也不认真读

书，整天疯狂地上山下田，把自己弄得

脏兮兮的。邻居们都不喜欢我，母亲

也总是严厉地批评我，让我很自卑。

唯有慈祥的奶奶对我宠爱有加，一点

儿都不介意我的那些小毛病。因此，

我跟奶奶特别亲，总是跟在她身边。

有一天，我跟奶奶去菜园锄草，

看见一株带刺的草，正准备拿锄头

砍掉它，却被奶奶阻止了。奶奶说：

“别急着做决断，再等等看。”我很疑

惑，不明白奶奶在等什么。

那抹绿太惹眼了，枝叶上的刺

也成了我的眼中刺，真是不拔不

快。每当我催促奶奶快点锄掉那株

带刺的草时，奶奶总是刮着我的鼻

子道：“别纠结刺草了。看你的裤子

又脏了，小心晚上被你妈妈打屁股

哦。”奶奶又揭我痛处了。每天晚

上，母亲给我洗澡，看到我脏兮兮的

衣裤，就会打我屁股。然而，倔强的

我总是嘴巴一噘，脸一歪，既不认错

也不讨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样子，惹得母亲更加生气。仔细想

想，我比碍眼的刺草好不了多少。

那株带刺的草自顾匍匐生长。

一天清晨，我看到刺草上开出了白

色的花，被新绿的藤蔓衬托着，在微

风中轻轻舞蹈。花儿向着太阳微

笑，庄严又肃穆，还洋溢着淡淡的清

香。我不由感叹道：“那株刺草上开

出的花好美！”奶奶笑着对我说：“是

的，那带刺的草是地莓，不仅能开出

美丽的花，还能结出美味的浆果。”

奶奶弯腰把我抱在怀里，温柔地摸

着我的头，说道：“奶奶相信你也会

改正自己的缺点，成为一个优秀的

人。”奶奶的话，给了我极大的自信。

地莓花落之后，渐渐长出青色

的果实，经历风雨的浸润和滋养之

后，果实变为红色，为菜园抹上了点

点胭脂。奶奶说，地莓熟了。说完，

奶奶用手指捏住果实，轻轻一拧便

摘下来了。地莓就像红玛瑙串成的

小帽子，我逐一将其戴在十个手指

头上，就像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

从那以后，我收起性子，认真读

书，终究长成了一个干净、漂亮又稳

重的女子。往后的工作中，发现自身

不足的时候，也能坚定信念，努力学

习，不断改进，最终都能获得成功。

如今，奶奶虽然已经离开了我，

但是她的爱一直温暖着我。又是一

年清明时，愿奶奶在天堂安好。

□刘韬

渠水从上游缓缓而来，在我的村庄东

南方向转了一个弯，滋润着两岸乡亲们赖

以生存的2000多亩土地。春日的故园沐

浴着暖阳，踱步渠畔袅袅细柳之下，凝望

蜿蜒北去的河道，与这渠春水相依相偎的

童年时光，油然浮于眼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举国大兴水

利。听父辈们讲，为发挥好板桥水库防洪

灌溉功能，他们那代人不惧艰辛战天斗

地，从汝河上游开挖水渠。春秋两季，长

长的渠槽里站满了集中会战的人，铁锹挥

舞，肩扛牛拉，小山样的土堆从渠底移成

高高的堤岸。

几年下来，三条扁担宽、丈把深的水

渠穿过山岗平地，从水库闸口奔袭而来，

润泽着沿途万亩耕地，绵延百余公里汇入

驻马店市区的骏马河。

每逢春播时节，渠的两岸晃动着熟悉

的身影。有的人用水桶从渠里取水，挑着

扁担走进田里，给移栽的幼苗浇水；有的

架上喷灌水泵，拉起长长的水管，开动拖

拉机的马达把渠水引入田里。一时间，黄

豆、玉米、红薯、芋头，绿意稠密，挤满了渠

畔的沟沟坎坎。故园渠畔四季的更迭，以

不同的姿态演绎着生命的轮回，给人以力

量、欢乐和灵气。

这条渠从村庄后面一直通到村小学，

小伙伴们可以沿着渠堤走到学校。我喜

欢迎着朝阳在渠堤上行走，四季的景致让

年少的我陶醉其中。汛期来临，满满的渠

水越过闸门，形成一道弧形的水帘，像小

瀑布轰然作响，偶尔一两条金色的鲤鱼从

水中跃出，惊得小伙伴们欢呼雀跃。

渠水孕育粮食，也给乡亲们带来难得

的美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月，一年到

头的餐食很少沾上荤腥，幽深的渠水可是

乡亲们获取美味的好去处。斑斓的小鱼、

呆笨的螺蚌、肥嫩的黄鳝，还有秋后肥美

的螃蟹……每当农闲之余或入冬清淤时，

乡亲们手提竹篮，肩拖鱼网，一场浩浩荡

荡的捕鱼盛会激荡着沉寂许久的村庄。

一到暑假，小伙伴们会在家长的带领

下担着箩筐到渠畔铲草皮积土肥。渠的

桥面是用水泥修的，宽阔平坦、干净舒适，

是不可多得的游戏场。蹦弹子的、打陀螺

的、摔泥巴的，一只只黄泥捏出的哇唔，一

支支拧出的柳笛，让黄昏的渠畔成了孩子

们的乐园。

这里临水的地方处处都有宝贝，野生

植物多得不胜枚举。童年时期，祖母教我

认识了很多可用的中草药。“蛇舌草”治咽

炎，“狗贴耳”祛热润肺，“惊风头”治风寒，

还有金樱子、车前草、金银花、地胆草……

许多上好的中药材密布渠畔。记忆里，乡

亲们偶遇小病小痛，到水渠边采些草药服

上几剂，疗效是出奇的好。

随着乡村振兴步履的加快，故园的水

渠焕发出无限生机。横跨渠上的石桥如

一本大书，记载着农耕时期故园很多沧桑

悲凉的故事，见证着贫穷年代父辈们的困

苦艰辛，讴歌着新时代生活的幸福与美

好。故园的渠水，是我们百看不厌的风

景，她在诠释生命的同时，把人与水的渊

源融入辛勤劳作的人生历程中去。

□王太广

母亲当年坐在俺家门前的楝树下，坐

在褐色的捶布石上，用一根紫红色的棒槌

捶打衣服的情景，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20世纪60年代，全国各地都出现不

同程度的物资匮乏，农村人买不到肥皂、

洗衣粉，就用猪胰子、棉油皂、皂角当去污

剂。大人小孩的衣服一穿就是好长时间，

污迹斑斑。母亲洗衣裳的时候发现哪件

衣服很难洗干净，就用棒槌捶打。

我家的棒槌是香椿木，有啤酒瓶子那

么粗，一尺多长，手握的地方稍细一些，中

间带肚，像个炮弹似的。由于经常使用，

棒槌通体光滑，紫里透红，线条圆润。

母亲洗衣裳大都是用竹篮装满要洗

的衣裳，带上去污的洗剂和木棒槌，到门

前的小河边。小河常年流水潺潺，清澈见

底。每到早晨或傍晚，三三两两的妇女拎

着要洗的衣裳来到河边。有的选块光滑

平整的石头做捶布石，有的用自带的搓衣

板。她们把衣裳沾水泡湿后打上猪胰子，

先洗几遍，然后抡起棒槌，一下一下地开

始捶衣裳。随着“吧嗒、吧嗒”的棒槌声，

从对岸把声音返回，一棒槌下去听到的却

是两声棒槌声。洗衣服，叙家常，有说有

笑，好不热闹！身边的青草和小树上晾晒

着洗后的各色衣裳，惹得水鸟和蝴蝶、蜻

蜓翩翩起舞。

母亲选择一个位置，把泡好的衣裳放

在水里来回摆动，蘸足水往捶布石上一

摊，然后使劲儿揉搓。搓一遍后，把一件

衣裳按在捶布石上，手握棒槌“吧嗒、吧

嗒”地捶，再把衣裳放到河水里涮涮，蘸足

了水又按在捶布石上揉搓，如此反复，衣

裳便被洗得干干净净了。

母亲回到家里，一手捏住晒干的裤

腰，一手抓住裤腿，两手往相反方向用力

“啪啪”拽几下，又“啪”的一声摔在床上，

再用两掌在裤子上来回擀磨，捋平褶皱。

捋不平的地方，她就噙一口凉水对准褶皱

的地方，喷出雾状的水汽，趁势捋平，折叠

后放在捶布石上。经母亲用棒槌捶过的

衣裳，裤线笔直，袖线对称，板板正正，叠

放整齐。

母亲除了洗衣物外，每年天热后的被

褥都要拆洗。被面是花布，被里是粗布或

平布染成的靛蓝色。母亲为了让被里能

长时间不脏，被面能盖几年不烂，洗的时

候都要浆一下。浆水是用小麦籽在水里

浸泡，一直泡到能用水搓烂，挤出来的面

筋就成浆粉了。母亲把洗干净的被单放

进盛有浆粉的大红盆里浸泡一个时辰，

捞出来后被单上的布丝之间就浸满了黏

稠的糨糊。母亲把被单捞出、拧净、叠

好，然后放在我家门前楝树底下的褐红

色捶布石上。她坐在草垫上，把棒槌举

过头顶，狠狠地砸在叠好的被单上，棒槌

上下交替起落，有节奏地发出“吧嗒、吧

嗒”的韵律。母亲的两只胳膊挥舞着棒

槌均匀地敲打。

母亲把衣裳槌好后，马上抖落开褶

皱，搭放在晾衣绳上。晾到八成干时，收

起来叠成几层小方形，铺在捶布石上，再

“吧嗒、吧嗒”地捶上几遍。动听地捶布

声，像一首朴素的民歌，似有节奏有韵律

的天籁之音，回响在乡村的上空。把被

里、被面或床单捶好后，再抻开叠成几折，

形成长条，一头站着一个力量相当的人，

像拔河一样，往相反的方向拽。一拉一

顿，一抻一拉，很好玩的。

我小时候曾在下面钻来钻去。长到

十多岁时，母亲让我给她拽被单，我高兴

极了，到了各自往后顿时，我故意不往后

拽，而是把被单往前送，母亲一下子蹲到

了地上，母亲笑，我也笑，笑声响彻了农家

小院。当我们把被单抻拽好，放在晾衣绳

上晒干，然后叠起来用盆子压，使被单、被

面显得平整、挺括、结实、耐用。我盖着浆

洗后的棉被，不仅唰啦唰啦响，贴身还有

点凉，带着这个问题问母亲：“为什么被单

要浆洗呀？”她说：“浆洗过的布纹被密实

住了，不容易进尘土和汗渍，能保护被里

子，等到第二年拆洗时省劲儿。”

棒槌不仅能捶衣捶布，还是捶麦穗的

好工具。生产队为了给每家每户提供编织

蒸馍拍子、草筐、草篮和草帽的原料，就指

派专人把生长得齐整的小麦统一收割、滤

齐、打捆，然后在打麦场里垫在石磙或捞石

上用棒槌捶打麦穗。人们挥舞着棒槌，这

种捶音没有洗衣物的凝重，也没有打在沤

黑的麻匹上沉闷，一切全在掌棒人的手中，

挥舞自如，轻重有度，好似达到了人槌合一

的境界。

母亲的棒槌声，好似一首首农家的丰

收曲。

乡村印象

岁月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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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琼霞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

冢只生愁。”清明，桃李正艳处，

也是思念最浓时。每当清明，

我都格外想念爷爷，那个用

“骗”爱了我一生的老人。

我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在

一起。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却是

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小时

候，我感冒了不肯去医院，爷爷骗

我去买糖吃，结果硬把我拐到了

医生面前。我哭着求他不要打

针，他说不打的不打的，肯定不打

的。还骗我说外面有个四只手的

人，趁我向外张望的瞬间，爷爷飞

速拉下我的裤子，医生干脆地手

起针落。我察觉到不对，还没来

得及哭出声来，针已经打完了。

我一声哭憋在嗓子眼儿里下不

去、出不来，只好干嚎了两声，狠

狠地瞪着爷爷：“骗子！”

那天，爷爷买了3个棒棒糖

才把我哄好。

7岁那年，爷爷说带我去个

特别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把我塞

进了学校。我被加减乘除折磨

得头昏脑涨，他却甩着手不知道

哪里潇洒去了。放学后他乐呵

呵地来接我，我转过脸看都不看

他一眼，“大骗子”！

爷爷一路殷勤地帮我背书

包、讲笑话，还烧了我最爱吃的红

烧肉、冰糖肘子、油爆大虾……我

总算是原谅了他。

高中时，爷爷一直说我是

最好看的姑娘，我明明看到镜

子里自己滚圆的脸就像个气

球，可爷爷还是拼命地给我夹

菜。我说要减肥，他马上放下

筷子，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囡

囡这样最好看了，一点儿都不

胖，再减就太瘦了。”我信了他

的话，越吃越凶、越吃越胖……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同学们在

背后说我“肥婆，难看死了”，我

知道，我又被爷爷给骗了。

这次，他买的好吃的全让我

给扔出去了，少女的自尊心让我

发誓，以后再也不相信他了！

哪知，上大学后爷爷还是

“死性不改”，我刚跟男神约好一

起去旅游，爷爷就一个电话把我

叫回了家。我看着灶前红光满

面、颠勺颠到飞起的老头儿，气

呼呼地问他：“不是说您病了吗，

病呢！”爷爷乐呵呵地端出一盘

油爆大虾，“囡囡一回来，我什么

病都好了。”我大口吃着虾尾，心

道：我信了您的邪！

所以，当爷爷躺在病床上，

气息奄奄的时候，我多么希望又

是他在骗我！我紧紧抓着他干

瘪的手，像在大海里抓着浮木，

声音里有着止不住的颤抖：“您

又骗我了吧，我才不会信呢！”边

说眼泪边不停地往下流。

他咧咧嘴又想笑，却再也

笑不出一个完整的形状，只是

更紧地回握着我的手，用尽全

力看了这世界最后一眼。

清明蔓草横生，交织如网，

网住了人们的怀念，我在爷爷的

墓边拔着野花野草，回味着红烧

肘子、油爆大虾的滋味。爷爷，

我多想您再来骗我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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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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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地莓温暖的地莓

个人档案
李永海，男，河南固始人，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国家税

务总局固始县税务局。

个人档案

王太广，男，河南汝南人。黄淮学

院特聘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回望乡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