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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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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彬

农历七月底，老家的稻子就大面积黄熟了。

稻子一黄，梨子也熟了。

李雪家独门独户地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村

子周围挖了一圈水塘，水塘边上，爷爷用棠梨

嫁接了十棵梨树，李雪记事的时候，这些梨树

都已是参天大树了，年成好的时候，每棵树能

结几百斤果子。

李雪家的果树，完全是自然生长，不剪枝、

不打药、不施肥，能结多少结多少。

梨子成熟的日子，李雪跟弟弟基本不喝水

了，渴了就吃梨子。

前后村的邻居，不管谁路过，爷爷都诚恳

地邀请他们来吃梨。

大家也不客气，自己爬上树，拣最大的摘

了，在衣服上擦擦，坐在树上吃，吃饱了，再拣

大个儿的，装满两个裤兜，捎回家。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会回来，

李雪和弟弟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爷爷精瘦灵

活，70多岁时，还能爬树，李雪也想爬树，爷爷

不让：女孩子就要像女孩子的样子。

爷爷也不让弟弟上树摘梨子，爷爷说梨树

枝子很脆，看着很粗，其实经不了多重，稍不留

神，就把枝子踩断了，树枝子断了是小事，人掉

下来就坏了。

午饭后，周围好几个村的孩子们，都拿着

竹竿来李雪屋后的梨树下洗澡。

说是洗澡，没人的时候，他们就伸出竹竿

敲打低处的梨子，梨子掉到水里，他们就扎猛

子摸出来，踩着水吃了。

每到中午，爷爷都会搬着他的靠椅，靠着

梨树打盹儿。

爷爷不是舍不得孩子们吃梨子，只要他们

来，爷爷都会主动邀请他们上来摘梨子吃，爷

爷害怕孩子们在水里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担不

起责任。

爷爷一去，小孩们就一哄而散了，他们不

好意思上树摘梨。

割稻子的时候，大家都忙开了，也没人来

吃梨子了，再不摘，梨子就会自己掉下来，摔得

稀烂。

这时候，爷爷每天要摘两篮梨子，挑到街

上去卖。

街上亲戚熟人多，半卖半送，挣不了几个钱。

爷爷其实是不想浪费了这么好的果子。

李雪在乡里上初中的时候，每星期回一

趟，梨子黄熟的时候，每次去学校，爷爷都要给

李雪拣最好的梨子装一兜子，叫李雪拿到学校

跟同学们分享。

高中在县城上的，一个月才能回一趟，梨

子黄熟的时候，爷爷就背一袋子最好的梨子，

给李雪送去，吩咐李雪，一定要让老师同学们

都尝尝。

爷爷对自己的梨子很自信，爷爷说，他尝

遍了周边村子所有的梨子，都没有自己的梨子

好吃。

李雪觉得这是爷爷的偏见，同一方水土，

同一个品种，能有什么差别哩！

但爷爷有理由骄傲，这是他自己的作品。

大学，李雪去了广州，那是父母打工的城

市，一放暑假，李雪就直奔老家，陪伴爷爷奶奶。

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每个村里，只剩

下几个老人和几个小孩了，梨熟时节，也没有

孩子来洗澡了。

梨子越熟，爷爷的焦虑越明显，偶尔碰上

一个路过的人，即使不认识，爷爷也会热情地

邀请人家来吃梨。

这时候，爷爷已经上不了树了，爷爷连卖

梨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中午，爷爷躺在梨树下乘凉，看着熟透了

的梨子一个个掉下来，爷爷就哀叹道：可惜了，

多好的梨子啊！

毕业后，李雪留在了广州工作。

不管多忙，每到故乡梨子黄熟的时候，李雪

都要请几天假，回去陪陪爷爷，陪陪那些梨树。

再后来，爷爷和奶奶都走了。

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每到过年，父母都

要带着李雪和弟弟回家陪伴他们，没有了爷爷

和奶奶，过年，父母也不回去了。

不管别人回不回来，每年梨子黄熟的时

候，李雪一定要回来的，去爷爷奶奶的坟头烧

几刀纸钱，在自家房前屋后转几遍，站在每棵

梨树下，仰望满树的果子，发一会儿呆。

李雪家的梨树们，年年春天开花，秋天结

果，只是没有了吃梨的人。

□张理坤

今年暑假，两个孩子都迎来了升学季，老

大上初中、老二上小学。家有同龄学生的单

位同事、身边朋友早早建起了微信群，互相通

报信息、共享教育资源。因为地方政策划片

招生，几所重点中学、小学成为关注的焦点，

大家想方设法挤破头，奈何户籍、房产等信息

大数据一目了然，终于尘埃落定，分配学校公

之于众。而在此时，家长朋友圈一种莫大的

焦虑席卷而至，不知不觉中每个人都未能幸

免。

我在一所市直学校任职，算是业界人士，

在熟人中间堪称灵通人士。于是电话、信息

接踵而至，打听新生年级聘用老师情况的大

有人在，哪些班主任带班严格、成绩优秀乃重

中之重，其次便是了解科任老师，语文、数学、

英语询问频率最高。我一般都如实作答，因

为找上门来的有老领导、旧同事、老同学、亲

戚朋友，碍于情面不好敷衍塞责，而对身边熟

悉的老师们我也不吝溢美之词，把熟知的、美

好的一面尽情展示给每一位关注者。这样的

事情每年都有，进了好学校，要选好班级、好

老师，尤其是好班主任，不得不说家长们的能

量超乎想象，平行分班这一政策表面上波澜

不惊实则暗流涌动，找关系、打招呼等令人难

以置信的事情悄悄浮出水面。人情世故，对

于学校教育而言似乎亦难以独善其身。

以往对此我是嗤之以鼻，师傅领进门，学

艺在自身。只要孩子勤奋努力，在哪个班级、

哪些老师带都不太重要。然而，十多年从教生

涯许多活生生的例子令人振奋也让我震惊：不

负众望成器成才的教师子女数不胜数，但是一

些表现差强人意，甚至沦为谈资笑柄。教育内

卷愈演愈烈的当今，老师们纷纷主动出击，陪

伴自己的孩子度过青春期不约而同成了首

选。也许是心理安慰，但是整天能关注到孩子

的成长，对于家长意义非凡，即便不能助力腾

飞，安安稳稳走过几年求学历程也是父母最朴

素的心愿。我也深受感染，为了等孩子到来，

在毕业班勉力支撑待了三年，不仅一直成绩优

异，还完成了两次荡气回肠的逆袭，从中不断

总结经验教训，俨然教育教学的骨干精英。

这次毅然决然回到低年级，我下定了决

心，要带领班级再创辉煌之旅。竞争班主任

岗位的同事很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群雄逐

鹿才能激发无穷无尽的勇气和力量。呼声最

高的几位早已被诸多家长锁定，我也接到了

不少电话，老领导的殷殷嘱托、老同学的深深

期待、老朋友的拳拳之心，甚至原来学生都搭

桥牵线介绍亲戚家孩子报名加入，我都一一

回复，先表感谢后讲明缘由，服从学校年级安

排，相信老师们都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不

遗余力将孩子们培养成人成才。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当父母的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呢？作为学生家长，我愈发理解他们的心思，

更愿意承担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为别人，也

为自己全心全意、奋力拼搏！

孩子升学，崭新的起跑线跟前，家长们铆

足了劲儿要赶超，老师们也摩拳擦掌严阵以

待，无论结果如何，对于选择每个人都在尽心

竭力，父母倾其所有，孩子奋发有为，在每一

段人生旅途中都是宝贵的财富、绝美的风景。

想要告诉自己的家人，同时也告诉每一

位焦虑中的父母，升学是孩子要直面的人生

路口，无论未来如何，不遗余力鼓励他们、支

持他们，美丽梦想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李永海

二道河畔千户农家，默默陪伴着整日流

淌在大别山下的二道河水。

山高、路远、沟深，也挡不住前行的步

伐。那天，步行四五里山路，本来虚胖的我，

汗流如雨。走村串户，面对乡亲们眼神闪烁，

仿佛千山遮住万水。

阳光、煦风、蓝天、白云……徜徉于二道

河两岸，顿生“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之

感。

这条河流，多年前曾一度丰富了我在山

中收税的时光。躺在河边的草地上，身边的

草木散发香气，一瞬间让我脑中掠过熟悉的

人和事，嘴角带笑，酣然入梦。

山中岁月长。那一年，我退役回乡参加

税务工作，就在二道河这一片几个村街收过

税。说来让我惊喜不已，时隔20多年，这里有

不少村民依然还记得当年我穿着税服骑自行

车穿梭在村中收税的样子。毫不谦虚地说，

那个时候，没心没肺的我十分讨人喜欢。

点滴过往凝聚成二道河的风景，芬芳着

不断成长的生命。

黄色的连翘花、白色的梨花……站在山

脚下向山上放眼望去，绿色和生机扑面而

来。远远的，一对村民夫妇朝我走来。男人

忙着向我热情地打招呼，然后邀请我去他家

喝口水，女人在旁边笑得舒眉展眼。到了他

家，我连水都顾不上喝，立刻到院内院外转了

一圈。院内，自来水已开通了，院子地面也打

上了水泥地平，庭院桂花开得正艳，在院落的

周边，还有几棵高大繁盛的槐树。看到他家

的新变化，我心里也是暖暖的。

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二道河，有丰富的寂寞，亦有无比的辽

阔，在流经大地的时候，灌溉、渗漏、消失、

泛滥……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二道河的河道

也曾乱石堆积、河水干涸……

迈入新时代，人来人往，渐渐有好消息

传来，位于二道河上游的白果冲水库复建项

目已经开工兴建。这不仅解决了独山堰灌

区和梅山南干渠水源不足问题，把汛期洪水

调蓄为资源水，还是固始向中等城市发展的

重要补充水源，更将满足城区数十万群众饮

用水的需求。这是真真切切的民生工程啊！

点亮生活，点亮梦想。唱响乡村振兴的

“田园牧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税

务局驻村工作队在这里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乡村振兴。

秋阳下的山乡，呈现出一派五彩缤纷的

美丽风景图。村口的一棵槐树枝上有几只鸟

儿在翻腾跳跃，当我拿起手机刚要拍照，它们

又叽叽喳喳飞向了另一片林子。

远处的山岚把山装饰得像沐浴的少女，

羞涩而妩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围绕二道

河，将建成一处旅游风景区。

乡村灯火充满温馨，置身其中，恍若往日

重现。梦在最深处，或者最低处……二道河，

你是我血脉里奔腾不息的一条生命之流。当

我恍然大悟时，这里的过往，让我的泪水在眼

眶打转。

□张玉航

立秋过后，就是秋天了。记忆中，这时田

地里的作物虽未彻底成熟，但也有一番独特

滋味。

说是尝秋鲜，归根到底还是嘴馋在作

祟。记得那时，地里种得最多的是玉米。站

在田埂上向里看，映入眼帘的就是连绵不断

的青纱帐。在修长的叶片间，夹着一个个鼓

鼓囊囊的玉米穗，上面挂着紫红色的玉米

须。随手剥开一个玉米，青色的外衣里包裹

的则是排列整齐的淡黄色玉米粒，脆生生的，

远不及深秋时那般金黄坦然，若是用指甲掐

一下，里面那乳白色的玉米汁便凝在指甲上，

看着就觉得很有营养。

这时的玉米远没有秋天时滋味厚重，但

胜在鲜嫩。我常趁着母亲做饭的工夫就溜出

去掰下两穗玉米藏在柴垛里，等到母亲做完

饭后，我将剥得只剩下最薄的两层外衣的玉

米塞入灶坑内未燃尽的木柴底下。等吃完

饭，再将那烧好的玉米给扒出来。烧好的玉

米外观不佳，看起来灰突突的，但吃起来外面

焦香、内里软糯。咬一口，烫得直龇牙，但却

舍不得吐，满嘴都充盈着热乎乎的玉米清香

味。吃到最后，总是连玉米芯子也要咬几口

才舍得扔掉。

说起烧玉米，其实初秋烧得最多的是花

生。立秋前后，正值暑假，记忆中总是我们几

个小孩子聚在一起，趁着中午大人们午睡去

烧花生吃。花生地离村庄较远，我们走时就

带上了打火机。等到了田里，就“石头剪刀

布”选出今天去哪家的地里薅花生。一般俩

人去薅，其他人去挖坑和找柴。薅花生时为

免得被发觉，常要往地中间走，在花生茂盛处

薅。这边薅完花生，那边火就生起来了。我

们一般先坐在地上吃会生花生，这时生花生

脆嫩，水分足、香味淡。等到木柴都变成了红

红的炭火，就将花生摘下来扔进火坑中，然后

用土盖上，用脚踩实。

等过个五六分钟，用木棍把土给掀开。

土一被拨开，滚滚热浪夹杂着花生的煳香味

便向我们扑来，我们不禁都口水直流，手下速

度也都纷纷加快。不一会儿，一窝外表焦煳、

内里干香的烧花生就呈现在众人面前。大家

都头挤着头地将花生给挑出来，放在旁边晾

凉，边晾边吃，最后吃得是双手和嘴圈黢黑。

等吃完花生，嘴里就有些渴了。于是我

们在回村的路上转向一家无人居住的房屋，

翻过低矮的院墙，用压水井汲出井水来喝，在

“哗啦呼啦”的流水声中，清冽甘甜的井水撑

圆了我们的肚子。往往在回家的路上，每走

一步就能听到自己肚子“咣当咣当”的响声。

大家还相互笑着，看谁的肚子响声最大。

除了玉米和花生，还有在地头种的红薯。

红薯这时也成形了。记得那时，从学校到回家

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我家的地。有时候回家的

路上渴了，就上地头拔个红薯，用手将外皮搓

个差不多，就将红白色的红薯放在嘴里嚼。在

回家的路上，红薯就算是我的水果了。

不过那时，无论是玉米、花生还是红薯，

我们都不敢多吃，也不愿多吃，也就是尝个鲜

罢了。大家心里都有数，也都有度，这些作物

的收成与我们日后的生活和学习密切相关。

相较于眼前一时的满足，日后长远的幸福和

稳定更让我们心动。

时至如今，我仍觉得那是一种美好且富

含哲理的体验。大家在心知肚明的前提下充

分地享受自己拥有的快乐，既有趣也有益。

那种经历也在日后时时刻刻发挥着作用，警

醒我：毫无理智地挥霍一切，必将让人生深陷

泥沼。也提醒我要过一种有“数”的生活，一

种有“度”的生活，一种节制的生活，那才是一

种幸福的生活。

□曲令敏

在乡间的大路沟和小溪谷里，在人和牛羊

轻易不到的田间路埂上，夏末秋初的中午，你

要是看见一个戴草帽或不戴草帽的汉子，黑黝

黝的肩膀上搭一条灰不拉唧的毛巾，两手握着

一个长把家什，一边抢，一边往后退，欢快的刺

啦刺啦声中，眼前的青草成片成片被他抢下

来，活像是给地球替光头，他手中那个家什就

是铲子。铲子打造出来，就是为了抢草、掘地

挖坑，它不如圆头铁锨，更比不上䦆头和老虎

耙子。

用浑浑实实的大铲子抢草，那是大人们，

斜铲儿才是孩子们得心应手的工具。斜铲儿

的刃儿是斜的，就像是好好的铲子劈掉一个

角，变出一个尖尖的锐角。斜铲儿把二尺来

长，轻便灵巧，在孩子们手里用处可大了，天

旱，田里的草被锄头消灭得干干净净，路边和

荒坡上的草也因为缺少雨水长得像小秃头上

的炸毛，根本抓不住，这时就用着斜铲儿了，刺

啦刺啦一抢，抻手一拢，草们就乖乖地到箩头

里去了。斜铲儿还可以对付那些羊毛毡一样

的葛巴草，还可以抢麦茬儿。谁家要是有一把

锋利的斜铲儿，那家的孩子就别提有多神气

了。

一把斜铲儿，拿在一个小学生手里，常常

就成了狗药蛋的克星。狗药蛋药名半夏，医药

局每年都收购。放暑假到地里挖狗药蛋，卖了

钱不但可以买盐灌煤油，最重要的是积攒学

费。找到一棵叶肥茎壮、中间竖着勺一样花

的，铲子尖儿照准根部往深里挖，三下两下，带

一嘟噜土的宝贝疙瘩就被掘出来了。大的像

麦黄杏，小的像玻璃球。一把斜铲儿在汗津津

的手里挥个不停，一晌能挖小半筐，装进棉布

袋里，拿到坑边，醮着水搓衣服一样搓掉它们

褐色带肚脐的皮，晒干白亮亮的，狗药蛋就变

成半夏了。

斜铲儿拿在菜农手里，嚓嚓切断了大地的

毛细血管，掏出芹菜韭菜蒜苗子们的偎根草。

拿在瓜农手里，一掘一剜，种子和饼肥一起落

地，抽出斜铲儿啪啪一拍，圆墩墩的一埯瓜就

埯好了，天地间再美的打击乐，也比不上斜铲

儿那一刻的敲叩之声……最有意思的，是在三

伏天的艳阳下，挖狗药蛋的孩子们用斜铲儿在

田野里挖出一地“耳朵眼儿”，太阳晒它们，南

风刮它们，它们可曾听见大自然嘘嘘的口哨声

吗，迷失在水泥林中的我再也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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