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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村版

信仰引领我前行
□芷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

这个特别的年份，我们每个人都心潮澎

湃，激动不已。穿过岁月浩瀚的烟尘，走

过泥泞坎坷的道路，我们伟大的祖国奏响

了高速发展的交响曲：“神十”升空接“天

宫”，“嫦娥”飞天探月球，“蛟龙”深海寻宝

藏，航母劈浪显国威……伟人的豪迈诗句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早已从

美好的愿景变为事实——这就是我们伟

大的党的磅礴力量！

一叶感秋至，滴水映汪洋。

孩提时代，我的脑袋里满是想象：我

说伸手能够着天，弯腰可抱大山；我把故乡

的云说成村庄的花朵，把伊河的浪花说成

爸妈的牵挂……一粒稚嫩的文学种子，在

黄河岸边的山村沃土中渐渐生根发芽。记

得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我拿着一个桃子，

一切两半儿，一半儿是红色，一半儿是淡

色，我随口就吟出了一首现在看来非常稚

嫩的诗：“轻轻地把桃子切开/递给外婆/趴

在外婆耳边说/淡淡的是外婆/趴在妈妈耳

边说/嫣红的是妈妈。”我一边吟诗，一边把

红色的一半儿递给妈妈，把淡色的一半儿

递给外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当时年轻

美丽的母亲就像那一半儿嫣红的桃子，而

沧桑年迈的外婆就像那一半儿淡色的桃

子。在一个孩子眼里，生活被赋予了诗意，

令人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世界是美好的。

文学的种子，从那以后在我心中发了芽，伴

随着我走遍海角天涯，一直走到今天……

美好的文字皆由心生。正如走在秋

天幽静的阡陌上，脚下踩着沙沙作响的红

叶，天籁之音缓缓从空中传来，身心就在

那一刻得到了彻底的舒展。我走在岁月

里，在季节的变化中且行且吟，清清的伊

河水牵动着我奔流不息的诗意——古道

幽香，伊水情长！

我对文学的热爱，与祖母素日里给我讲

故事是分不开的。祖母虽然不识字，但她很

会讲故事，她脑袋里的故事似乎永远也讲不

完：女娲造人、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晚

上，我听着祖母的故事进入梦乡，睡梦中，常

常是这些故事的延续。祖母的耳濡目染，

犹如春雨绵绵，于无形之中滋润着我幼小

的心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启迪了我的

心智。

我的父亲是一位严父，他对子女要求

严格。他天资聪颖，但因家庭原因没上大

学，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要求我

多读书、勤学习，他经常让我读唐诗宋词、

名著经典，这些精神食粮就像阳光雨露一

样滋润着我的成长。

母亲聪慧能干，极富善心，邻里关系

相处得都很好。在母亲的影响下，我明白

了是非，知晓了为人处世。而今的我，恰

似母亲那般。

遗憾的是，祖母早在我上初一时就离

世了，父亲也于6年前病逝，他们静静躺在

给我文学启蒙的那片山坡上，留给我的只

有风中深深的思念……

如今，当粉丝们亲切称我是“黄河的女

儿，姹紫嫣红，遍身绚烂”时，我的心中充满

着感动和思念——我怀念给我启蒙的祖母

和父亲，感恩给我深沉之爱的母亲。

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党，如果不是这

个伟大的时代，出身寻常人家的我，就不

会有我实现人生梦想的今天。故而，在这

个不寻常的日子，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仰视

祖国母亲，祝福我们伟大的党和人民，心

中满怀光耀与坚定！

□贺庆伟

昨天，我接到在外打工侄儿的电

话：“叔，我今天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这几年我在外看到祖国的巨大

变化，特别是近期洪涝灾害和灾后重

建，一个个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我深

受感动，我要向他们学习！”放下电话我

深深地为侄儿这一举动高兴，同时也唤

起我对自己入党岁月的回忆。

最早对党有朦胧认识的是通过我

的父亲。父亲是一位基层党员，从儿

时记忆起都很少见到他。听母亲说

父亲原是一位农民，随爷爷逃荒到本

地，后来参加“土改”工作，并入了党，

被党组织派往外地工作去了。每年

春节放假父亲才能回来停留几天，但

那几天确是我们期盼的日子，因为父

亲会为我们带回鞭炮、新衣服和父亲

获得的工作奖状。忘不了那一年我

说“爸爸等我长大了也要当党员，拿

奖状”后，父亲高兴得把我抱起来举

过头顶的那一幕。

毕业后，我到本县的一个乡镇参

加了工作。刚开始，一切都是陌生的，

虽然有理论，但工作经验却为零。于

是我就从最简单的小事做起，每天早

半个小时上班，把办公室里外卫生打

扫得干干净净，值班也认认真真，做好

上传下达，政令畅通。再后来单位领

导让我单独负责一项工作，我从不敢

懈怠，积极学习政策，向老同志讨教，

并利用晚上休闲娱乐的时间思考工

作。半年后，工作也越来越顺手了。

两年后，我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

申请书，申请组织对我进行培养。又

过了一年，我又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

书。这次我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达到

了一名党员的标准，党支部会批准我

入党的，但最终却没有通过。我当时

真想不通，甚至还有点气馁，情绪低落

了好几天。回到家中，父亲语重心长

地说：“孩子，就凭这点你就不够条件

啊！党组织没有发展你，你要查找自

身不足，工作更卖力才对，这也许是党

组织考验你的一种方式吧。”听了这

些，我豁然开朗了。这一年，我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工作更加卖劲儿，没有

背一点儿思想包袱，终于在来年“七

一”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举手宣誓的那一刻激动的心情令我

终生难忘。

只有心中有党，才能思想有信仰、

工作有力量。成为一名党员后，我工作

更加卖劲儿，党组织也不断给我压担

子，先后负责过计生、共青团、工会等工

作。在工作中我不断成长，时刻想着自

己是一名党员，党员就要有先进性，绝不

能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待，更

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从事的各项工作

都定了争创一流的目标，我本人也多次获

得先进工作者称号。2010年，我调入县

产业集聚区工作，面对新的课题，新的领

域，我更是发挥一名党员不认输精神，认

真学习新的专业知识。通过和同事们十

余年的并肩作战，硬是在一片废墟上把产

业集聚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发展了起来。其间，目睹了许多感人的

故事，有心酸，也有泪水，更有担当。他们

虽然有父母、丈夫妻子、儿子女儿的不同

角色，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

党员。正是这些勇于担当的党员，才是

推动着我们事业向前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看着几年来获得的“县优秀共产党员”

“县五四劳动奖章”等证书，深感这既是荣

誉，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鞭策。

俗话说：“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2018年，在全国脱贫攻坚关键

时刻，我被派到了辛集乡扶贫一线任驻

村工作队队长。上任后，时刻不忘自

己是一名党员，不忘初心使命，视驻地

为故乡，视群众为亲人。积极协助乡、

村开展建强组织、宣传落实政策、倡树

社会文明新风等工作。通过四年努

力，按期完成了脱贫目标任务。这里

既有辛酸和汗水，更有脱贫后的喜

悦。望着获得的“优秀共产党员”“县

扶贫标兵”“市脱贫攻坚鹰城榜样人

物”等荣誉，更感到作为一名党员的光

荣和自豪，我只有以更好的工作成效

来践行我的初心使命。

作者档案：贺庆伟，中共党员，鲁山

县产业集聚区驻辛集乡东肖楼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

□王晓阳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大暑过后，夏季一个转身，梧桐叶落，秋天姗姗立起来了。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这一天，太阳黄经

135度，虽秋老虎依旧，可凉风也渐渐起了势。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风就要来临。为了

迎接“立秋”的到来，古代的皇帝会带上王侯将相举行盛大的迎秋仪式，人们会在这一天重温

“咬秋”的习俗。

古代分立秋为三候：“初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立秋一到，凉风初

起，白露降临，蝉声高亢，一幅天高云淡、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在眼前酝酿开来！

天空清澈高远，蔚蓝得像婴儿的眼睛。初秋的阳光依旧温暖而热烈，几朵闲云携

着轻柔的风儿，飞过饱满的田野。稻谷金黄，高粱涨红了脸，梨子、南瓜、辣椒弥漫着成

熟的味道。牵牛吹起了喇叭，紫薇仙子降落凡尘，在烈日下吐露心事。秋风满世界跑

着，一会儿挤进树林深处，掀起落叶的裙裾，一会儿越过池塘，弹奏着高山流水。山雀、

斑鸠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鸟儿被果香勾引，扑打着翅膀，纷纷落到果树上，准备分享山中

的果实！蝉声依旧高亢，带着一丝落寞和遗憾，享受着美丽的时光，趁着往后余生，抒

发出对光明的礼赞和生命的赞美！

“七月秋风夜渐凉，一番落水一番凉。”立秋一来，凉风习习，气温慢慢降下来。无

论白天怎么热，到了晚上都能感觉到凉快，如果再下雨的话，那就会更加凉爽了。人们

纷纷外出，漫步公园或者安坐大树底下乘凉，享受这大自然的空调凉爽！

“大暑番薯秋里禾。”大暑时节适合栽种番薯，而立秋时节适合插秧。放眼望去，广

阔的田野上，金黄的稻穗儿果实饱满，幸福得弯下了腰，农人们纷纷抢收抢种。有的用

暴起青筋的双腿，颇有节奏和韵律地踩着打谷机，像非洲的草裙舞，也像一出简单到极

致的广场舞。有的一步一后退，在翻泥的水田里插上绿色的禾苗，插上丰收的未来！

“一夏无病三分虚。”立秋一到，早晚凉爽，要常备一件薄外套以防受凉感冒。饮食

方面，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少吃辛辣食物，适当进补绿豆粥、荷叶

粥、红小豆粥、红枣莲子粥、山药粥等食物，十分必要。秋高气爽，适合给居所经常通风

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洁净。

立秋时节，适合读书。一杯茶，一本书，惬意清心，收获人生的秋色。你会发现，自

然的秋天，和人生的秋天同样丰硕，值得期待。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色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立秋的时

光，云淡天高，秋高气爽，明月如水，更有丰收眼前铺展，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甜蜜！

□李爱华

母亲在电话里，有些迫切地说，老家的桃熟得快落了，晚西瓜也熟了，蜜枣也红

了。无论多忙，近两天也要开车回去一趟。母亲一向体谅我们工作忙，再说那些瓜

枣，城里各大超市比比皆是，既便宜又方便，回老家就为这些，还不够一趟油钱呢。

我不禁暗笑母亲的迂，不过，母亲这次在电话里的语气，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抬头一看桌上的日历，我恍然大悟，再过两天就是立秋了。在我们老家，立秋有“咬

秋”的习俗。所谓“咬秋”，就是夏天酷暑难耐，大都胃口不好，立秋天气开始转凉，

就利用这天，好好补一补。

小时候，家里穷，但“咬秋”的瓜枣在乡下倒挺富足。立秋的前一天，家家户户

就开始为“咬秋”做准备，母亲也不例外。一大早，弟弟提着网兜，母亲挎着篮子，我

扛着竹竿就出发了。后山的枣林，目前只有部分枣成熟，母亲举着竹竿小心翼翼地

敲打着，我和弟弟忙着捡拾，不一会儿，就半篮了。见此，母亲便不再敲打，我知道，

她是留给其他乡亲“咬秋”的。回家后，母亲把红枣放在盆里，用井水清洗干净，再

放到竹簸箕里晾干水分。民间有“五谷加小枣，胜似灵芝草”的说法，可见红枣的营

养价值。“咬秋”，红枣是必不可少的。

母亲常说，立秋吃瓜，可以防止痢疾。清代进士张焘在《津门杂记·岁时风俗》

中也说：“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西瓜，是村里孤寡老人王大爷送的。

王大爷无儿无女，老伴儿走后，就依靠这几亩瓜园生活。立秋时，瓜园的西瓜已经

是第二茬儿了，为感谢平日里乡亲们对他的照顾，“咬秋”的西瓜，王大爷都是免费

送的。

桃子，来自家门前的三棵大桃树。立秋前一天，母亲会让父亲摘下所有的

桃，不仅让全家人解馋，也让村里没有桃吃的乡亲一起果腹。家乡有“桃养人，杏

伤人，梅子树下抬死人”的说法，现代医学也认为，桃性温，具有补气养血、养阴生

津、止咳杀虫的功效。红枣、西瓜、桃都准备好了，母亲把它们一一洗好，放在院

子里晾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全家人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见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母亲就笑了，在她眼里，我们吃的仿佛不是瓜果，而是“灵丹妙药”，吃了这些，就

永远不会生病了。

又是一年立秋到，我想只有吃了她老人家亲自为我们准备的“灵丹妙药”，她才

会安心吧。为了母亲心安，我决定带着老公儿子即刻启程。

□许国华

清晨，一觉醒来，看到父亲在屋檐下生煤炉，蒲扇“呼呼”地对着煤炉洞门猛扇，边

扇边说：“今天入秋了。”

“嗯，交秋了。”母亲应着，从里屋拿出钢精锅，上水栈清洗。

停了一个夏天的煤炉，重新生火了。我们知道，又到了打秋水的日子。不用父亲

呼唤，我们拿起吊桶，去水井中吊上一桶井水，拎回了家。此时，钢精锅洗好了，蜂窝煤

烧红了，父亲将吊来的井水倒入钢精锅中，开始烧开水。

水烧沸了，盛在大盆里，撒入一小把薄荷叶，切入十几片柠檬，父亲便用浓浓乡音

拖腔的语调开始吆喊：“喝秋水茶了——”

我们全家人都喝，闻讯而来的乡亲也喝。我们用小碗轻轻舀起，用嘴细啜，以鼻轻

嗅，一缕淡淡的自然清新，和着幽幽的甘洌清香，沁人心脾。啜上一口，满口生津，唇齿

留香，真是舒服极了。

喝秋水茶，是我们乡下祖辈传下来的习俗。喝完秋水茶，父亲郑重其事地交代：

“入秋了，喝过秋水茶，就不能再去河里汏冷浴了，要汏热浴了。”

“晓得了——”我们极不情愿地应着。父亲从里屋搬出一口空水缸，放在家门前的

场地上。我们继续去水井吊水，“哗啦”倒入水缸。水缸中的水满了，任它在太阳底下

暴晒，晚上就用暴晒过的井水，烧土灶浴锅，汏秋水热浴。

父母口中的“入秋”“交秋”，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在乡下，立秋是极为重要的“四时

八节”之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代表着四时更替、季节轮换。

乡下的立秋，总是仪式感满满。人们不光喝秋水茶、汏秋水浴，还要用“啃秋”的方

式，迎接秋天的到来。

下午，父亲从村头的瓜棚里，拎回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放在吊桶中，沉入井底，在

清凉的井水中浸上数小时。捞起，一刀切下，鲜红的瓜瓤就露出来了。咬一口，甜甜

的、凉凉的，那滋味，正应了那句歇后语：“三伏天吃西瓜——好生痛快。”

切开瓤的大西瓜，整整装了两大盆。全家人围坐在堂屋中，抱着红瓤

西瓜啃，很快两大盆西瓜一扫而光，只剩下一堆啃完的西瓜皮。在乡下老

家，按照传承下来的习俗，立秋必须啃西瓜，是为“啃秋”。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立秋“啃西瓜”是一道独特的民俗记忆。

尽管那时村上种了不少西瓜，但基本上都是供应城里居民赚取

副业收入的，农民自己反而只能打打牙祭。如今立秋了，天气

转凉了，地里西瓜也少了，就用这种实实在在“啃”的方式，犒劳

一下贫匮的胃肠，享受一下秋季丰收在即的喜悦。

“立秋啃秋，一年顺溜。”那硕大圆满的西瓜，不就是寓意

人们对秋天收获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吗？

如今，在物质丰盈的年代，那些曾经的立秋仪式，有些冷

落，有些散逸，但父亲那一声浓浓乡音拖腔的吆喊，那一碗酸

酸甜甜的秋水茶，那一块红彤彤的西瓜瓤，依然倔强地占据

我的记忆内存，时不时地浮现在往事如风的记忆屏上。

□乔兆军

从第一片树叶飘落，秋天就悄然而至了。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说：“秋，揪也，物于此而揪敛也。”由此可见，立秋不仅是天气转凉的季

节，也是万物收敛聚集的季节，是丰收的季节。我国古代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

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立秋了，秋韵淡雅，秋意阑珊，万物依然葳蕤，处处

萌生着诗情画意。

立了秋，虽然“秋老虎”余威尚存，但一早一晚真的是很凉爽了，农谚有：“早上

立了秋，晚上凉飕飕。”打开窗户，那一阵一阵清凉的风，环绕着室内的每一个角落，

让人感觉神清气爽。有梧桐叶在风的吹拂下慢慢飘落，此时的树叶还黄中带绿，用

手抚摸叶片，叶片上还残留着一丝生存的体温。季节的轮回，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立秋了，白天，阳光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变得温顺贤淑，沉稳含蓄，宛如气质优

雅的少妇。秋像一位神秘的魔术师，把云变薄，把天变蓝，把风变瘦，把水变清。天

空澄碧如洗，让人不费心思就能看个透。秋夜，静谧、安详、单纯。朦胧之中，月光

如薄薄的轻雾，弥漫于整个夜空。

立秋之后，农作物生长旺盛，极需水分，所以民间有“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

之说。初秋的雨清脆、灵动、随和，宛如一阕宋词，多情而柔媚。田野像一面巨大的

鼓，欢快地接受着雨点的敲打，跳溅着无数细碎的水花。雨后的空气里弥漫着撩人

的谷香、果香、花香，哪怕只是轻轻地吮吸一口，也会心醉神迷。

立了秋，田野里的作物饱满起来了，豆荚摇铃，瓜果飘香，高粱涨红了脸，玉米

正忙着灌浆，稻谷开始抽穗儿，母亲也开始拔掉黄瓜架、豆角架，平整菜园，种上萝

卜、白菜、菠菜、香菜等，这时候，勤劳的农人总是起得比阳光还早，找出闲置了很长

时间的镰刀，蘸着月光在青石上磨亮，准备迎接日渐成熟的作物回家。立秋是一道

充满劳动画面的乡村风景线。

立了秋，就多了一份韵致。秋，打着滚儿往前走，所到之

处，到处都沾染上秋的色彩。枣儿好像有个约定，说红

都红了，葡萄蔓延着紫色风景，滚圆的柿子黄澄澄的实

在诱人。莲藕胖，棱角香，蟹正肥，一丛丛野菊花，

开得肆意风流，芳香如歌。鸟儿多起来了，三

三两两，成群结队。它们再也不会为觅

食犯愁了，站在枝头上搔首弄姿，或斜

着羽翼掠空而过，留下一圈优美的弧

线。

“天凉好个秋。”立秋是夏之绚烂的

结束，也是秋之丰盈的开始。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四季轮回，谁也留不住，那就让我们在享

受秋的丰硕之时，收拾好心情，怀揣着一颗感恩

的心，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立秋立秋

初秋新凉露蝉鸣初秋新凉露蝉鸣

立秋的味道立秋的味道

母亲的“咬秋”

光辉耀百年，激荡人生梦

□张军霞

那天，朋友给我发来一段视频：

深夜12点，一位中年男子为了卖

出最后几个西瓜，独自坐在城市街头的

路灯下。当路人过来买瓜时，问他为什

么这么晚不回家？他说，要供两个孩子

读书，需要钱，多卖一点儿是一点儿。

他还说，有时瓜卖不完，他就直接在路

边找块平坦的地方躺下休息。那天，那

位拍摄视频的顾客把男人剩下的西瓜

全买了。男人高兴地说可以直接回家

了，尽管还要开车走4个小时才能到

家，但他还是因为多卖了几个西瓜而无

比开心。

朋友说，他看到这段视频时，一直

在掉眼泪。因为，他的父亲当年也是一

直用做小生意赚来的钱养家。他说：

“现在真后悔，当年我爸也是这样辛苦，

可我那时不懂事，不知道心疼他……”

我理解朋友为什么这样伤心。因为，他

的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他再也没有机

会弥补父亲了。

这倒让我想起邻居家的小玲。她

当年上中学时，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本

来脾气挺好的一个小女孩，在长达两

年的时间里，几乎从来不跟家人好好

说话，尤其是她和父亲之间，常年充满

着火药味。因为父亲的脾气也不好，

父女之间总是说不上几句话就会吵起

来。后来，他们干脆停止了交流，在家

里也互相躲着，显得比陌生人还陌

生。小玲的母亲屡次向邻居诉苦，大

家也只能安慰她，说青春期的女孩难

免都有一段叛逆期，过一段时间就好

了。

我记得，那时有一段时间，我常在

单位加班。有一天晚上9点回来，看到

小区门口的路灯下，有个人在蹲着抽

烟，他一听到我的车铃响，就猛然站了

起来，转身急速往小区里面走，他这动

作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哎呀”一声差

点摔倒。那人闻声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我才看出原来是小玲的父亲。“叔，这么

晚了，您在这里干吗呢？”我不由好奇地

问，他淡淡一笑：“没事，就是出来透口

气。”

说罢，他又回到路灯下，继续抽

起烟来。又过了十几分钟，我到阳台

晾衣服，看到小玲的父亲像刚才一

样，大步流星往回走，他离开路灯不

到一分钟，小玲就骑着自行车回来

了。我忽然就明白了：小玲的父亲这

是不放心上晚自习的女儿，于是悄悄

在路灯下等着，远远看到她来了，就

会抢先回到家，假装什么也没有发

生。刚才，他显然是把我错看成了小

玲……

后来的日子，我注意观察过，只要

小玲去上晚自习，她的爸爸总会在外面

等着，有时在路灯下，有时在路边的小

卖店门口，有时就在马路上来回走，不

管刮风下雨，从来没有中断过，真是用

心良苦！

小玲考上高中之后不再走读，直接

住到了学校。这时的她也已经过了叛

逆期，不再和父亲冷战，周末她回家时

常常是由父亲开车接回来，一家人欢声

笑语。有一天，我跟小玲聊天，说起当

年她父亲等她的事情，她带着哭腔问

我：“真的吗？真的吗？我怎么一点儿

也不知道……”

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本来就是比

较含蓄的，不只是小玲，我们有多少

人都曾无意中忽略了父亲给予的爱

呢？一直要等到我们自己为人父母，

蓦然回首时，才懂得父亲如伞，曾无

时无刻不为我们遮风挡雨！父爱无

声，却用行动默默把关爱演绎得淋漓

尽致……

路灯下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