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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不留。那年蹲点吃“派
饭”，虽已悄然化作前尘往事，一晃将近50年
了。但往事的回忆依旧那么炽热，常是含情怀
感，眷恋追寻。它留给我的是一段没齿难忘的
人生旅程，是一载流连忘返的生活岁月，是一
方父老乡亲的醇厚情结。每每忆起，发自内心
深处的那份感念便如水波涟漪般徐徐荡开，宛
若又回到了那年蹲点吃“派饭”的情景和画面
中。

1970年5月，我告别了白城知青插队镇赉
县农村的生活后，便留在了县城里一个局机关

工作，那年我刚满23岁。1972年春，我被抽
去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下农村蹲点锻炼。参加
完县里集中培训后，就和同一编组的县工业局
干部老傅一起下到东屏公社六家子生产大队六
家子生产小队（今东屏镇六家子村六家子屯）
蹲点。按县里要求，蹲点时间从备耕时进点到
庄稼秋收粮食进仓后撤点。那时干部下农村蹲
点不同现在的驻村扶贫工作队，有单独的伙食
点和住宿处，而是一律实行“三同”，要与社
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都是吃“派
饭”，也叫吃“百家饭”。队里从屯子一端的第
一家起始，按序指定一家给蹲点干部做“派
饭”，一户一天，往复轮回。付费标准是每顿
饭1角钱、4两粮票。

那个年代，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
困，自留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都

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农民全靠在有限
的土地里“刨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蹲点
的那个生产小队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多元，还
在吃国家返销粮。我俩进点时，正值青黄不接
时节，社员家里普遍缺粮少菜，多是端只饭碗
吃咸菜、拿根大葱蘸大酱。可就在这样一个穷
困的队里，让我们未曾想到的是，轮上去谁家
吃“派饭”，却都那般热乎和盛情，一天三顿
变着样儿做饭菜给我们吃。此情此意，让我感
激不已，终生难忘。那金黄的小米粥、捞小米
干饭、锅贴发面大饼子、手擀面条、油炒鸡
蛋、咸鸭蛋、炒土豆丝、干豆角炖土豆、小碟
咸菜酱，吃在嘴里，暖在心上。事隔这么些年
了，我依然记得那飘香的农家饭菜，让人缠绵
留恋。

那年蹲点吃“派饭”，既有置身于农村田

园生活的浓浓情趣，也有隐藏于心灵深处的淡
淡惆怅。因为我们吃的每一顿“派饭”，都是
社员从自家本就不够吃的返销口粮里“挤”出
来的，也是从他们平常省吃俭用的家底里

“抠”出来的。心里不免有种从社员口里夺食
的羞愧感。按当时规定结算的钱和粮票数量来
看，实在是入不抵出，亏了社员，于情于理都
过意不去。也曾破例超标准付过几次，但均被
婉拒，执意不收。无奈之下，不好再有悖于社
员的那份真情实意，只得依规行事。打这往
后，凡在结算钱和粮票时，仍旧心存难以言表
的愧疚和隐痛。端午、中秋“两节”是农民十
分重视的节日。到了过节的那天，蹲点干部的

“派饭”也随之歇停下来，都被接送到公社食
堂集中办伙，集体过节。

蹲点结束时，我与社员们一双双长满老茧
的手握别，真是恋恋不舍，情思难收，深切地
感受到，农民兄弟是最纯朴、最重情、最可交
的。多少顿回味悠长的可口“派饭”，多少回
田间地的共同劳动，都让我难以忘却，感怀不
尽。

“春风虽欲重回首，落花不再上枝头。”那
年蹲点吃“派饭”已成为历史的片刻，邈远的
记忆。我虽在喧哗躁动的城市里安度晚年，但
仍不时想起那六家子生产小队、那蹲点吃“派
饭”的生活情境。一旦意识到那样的日子不可
能重复，心里便涌起一种类似于李后主所云：

“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阻击疫情阻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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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年蹲点吃“派饭”
□王桂林

险情发生你时刻关注
一声召唤你踊跃奔赴
灾难面前你不言怯步
奉献爱心你争先恐后
也许你还有更多的话没说给爱人和父母
也许你与他们隔窗相望形同陌路
因为你懂得在抉择的关头舍小家才能享受

大爱的温度
日夜兼程 风餐露宿
爱的需要就是这个速度
尽管冲锋的路上荆棘密布
为了心中的信念你全然不顾
使命的担当 责任的肩负
愿疫情早日安宁患者康复
一束束鲜花 声声的祝福
彩虹飞处洒满爱的阳光雨露

都说危难见真情可你的真情总在细微处
把患者当亲人不离左右
困了倦了席地倚床头
苦了累了默默承受
报喜不报忧
小心翼翼万般温柔
千难万苦不退半步
为你存在为爱守候
心心相印涓涓细流
弹奏出一曲最美音符
也许你在家里备受呵护
可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是对方最信任的主心骨
都说自古忠孝难全有
只把幸福的泪水伴着奉献流
使命的担当 责任的肩负
愿险情早日安宁患者康复
一束束鲜花 声声的祝福
彩虹飞处洒满爱的阳光雨露
洒满爱的阳光雨露
阳光雨露

爱的阳光雨露
（歌词）

□郝明月

往事如烟

庚子年，疫如虎。
炎黄子，脉相连。
情系民，款物捐。
解囊助，援武汉。
医疗队，多支援。
解放军，冲在前。
不怕苦，不怕难。
不畏死，任在肩。

国际友，致电函。
人有难，八方援。
救灾物，送武汉。
铁路运，水上船。
空中运，抢时间。
急抢救，生命线。
爱凝聚，情彰显。
民心感，泪光闪。
早康复，回家园。
救病患，获新生。
不胜利，不收兵。

战疫情，有威严。
严隔离，防蔓延。
勤洗手，防传染。
人生命，关乎天。
此任务，重如山。
不恐慌，谣不传。
彰国威，法尊严。
联防控，零感染。
精施策，攻科研。
中西医，效果显。
党团员，在前沿。
科学家，总非凡。
求胜利，在明天。
学生们，在家园。
上网课，勤锻炼。
山川异，月同天。
为祖国，青春献。

战 疫 情
□赵玉才

（一）
人间四月酹酒暖，青冢十年抔土寒。
遍插新柳忆英烈，簇捧花篮祭祖先。
江山千古留典范，基业万代好承传。
民强国盛复清明，勤和家兴总安然。

（二）
清明牧雨萧萧下，杏树摇风处处花。
故园千里可追远，黄土咫尺不天涯。
酒祭茔堂絮旧话，泪沾枯枝发新芽。
青山不老共日月，碧水长流沃英华。

清 明 祭
□马明印

9 月的图什业图草原已经泛黄了。
甸子地里的玉米早已定了浆，沙丘上熟透
的打瓜在阳光下坦露着黄白色的瓜皮，这
是一个让庄稼人乐得睡不着觉的好年景。

王龙蹲在土窝棚前装了一代蛤蟆烟，
顺手扯过了窗里的艾蒿火绳对着火，深深
地吸了一口。好一会儿，才有少许的白烟
从鼻孔里缓缓地飘出。

窝棚里，刚刚吃过午饭的几个同族
兄弟，正津津有味地听做饭打杂的曲老
八讲古。

天边有云长了起来，白白的、棉桃
似地开着。王龙的一袋烟还没抽完，那
云彩就搭上了桥，变得黑沉沉的。一阵
风从沙丘上的黄榆林中刮了过来，带着
雨腥味和大草甸子上的烂草味，让人感
到有些压抑。

王龙在鞋底上磕净了烟灰，转身进了
窝棚。

“大哥，是不是该把刀找出来了？”坐
在老榆木板凳上的二弟王虎按捺不住地
问了一句。

“等王智兄弟回来再说吧。按照他的
脚力，今天晚上也该回来了。”

就在5天前的早上，一匹快马踏着露
水来到了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的窝
棚。马上的差役带着县长庄绍裕的一封
信。那信中说，日本人已占据了洮南府和
郑家屯。镇守洮南的张海鹏已投降了日
本人。瞻榆县城虽驻有李芳庭的3000义
勇军，但恐县衙的安危难得顾及，经县农
会会长王玉梁举荐，得知王氏5个兄弟为
人忠义，武功超群，请5位壮士以民族大
义为重，速赴县城大刀队俸事，以拱守县
衙，共御东洋云云。

送走了差役，做饭的曲老八诡秘地眨
着眼睛惊诧地打量5个兄弟说道：“平日
里就觉得你们哥五个非等闲之辈，没想到
却是隐姓埋名的武林高手。在这蛮荒之
地扛活种地，岂不是瞎了一身上等的手

段。这回是县太爷有所重用，真乃是拨云
见日，有了人前显贵的大好时机啊！”

善于说书讲古的曲老八说起话来总
是半文半土，颇有些江湖味道。

哥几个商量了一回。觉得派做事精
细的三弟王智去一趟县城，探听一下虚实
再做打算。

日落时分，王智回来了，带回了本族
七叔王玉梁的口信和县里的消息。说李
芳庭的抗日义勇军正在扩军，现在队伍已
发展到5000多人。县城的大刀队现在有
120 多人，都是咱山东来此谋生的后
生，司令是咱同乡王之安，还请了阴阳
先生王桐做大法师。大刀队员红布缠
头，每天画符练武，口念咒诀，据说是
刀枪不入，颇有些当年山东老家闹义和
团的气概。县衙门指派七叔的县农会为
大刀队征集粮款，负责开销用度。七叔
说，日本人和张海鹏即将进攻瞻榆县

城，国难当头，让咱们哥几个携刀速速前
往，参加大刀队共御外侮。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明早五更咱就
启程！”

王龙话刚一出口，只见王虎一个健步
窜到了地下，弯腰抱定了地中央的榆木柱
脚，两膀叫力，两脚腾空，一个狮子倒卷帘
翻上了房梁，伸手撕开了房上的苇箔，把
一个小小的蓝布包裹拿在了手上。随后
一个鹞子翻身，两脚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地
的中央。

包袱打开了，曲老八急忙伸过头来，
只见这包袱中只有拳头大小的5卷白铁，
在落日的余辉中闪着寒光，他揉了揉眼
睛，贪婪地看了一会儿，也没看出什么名
堂。这包袱里包着的是王氏家族祖传的
5把折铁钢刀。这宝刀不仅削铁如泥，
且又柔软异常。平日里它可以卷成拳头
大的一团，放在隐秘之处。出门在外，
它可以做腰带系在腰间，遇事出手，只
需手按刀柄弹簧，3尺冰峰随即弹开。

操刀在手，那刀身迎风啸响，杀气逼人，令
敌人胆寒。

原来这王氏5个兄弟和清末武林高
手大刀王五本为同族，义和团失败后，
祖辈按家规把宝刀传给了本族忠勇刚
毅、武功高强的5个后生。图什业图草
原放荒后，兄弟 5个人奔赴七叔王玉
梁，来到瞻榆县。这些年隐匿荒山，扛
活谋生，直到今天，国难当头，这宝刀
才重见天日。

此时，兄弟5个人已各操刀在手，按
动刀柄上的弹簧，只听得一声啸响，瞬间
弹出了5道寒光，冷冰冰的直刺人眼。刀
身颤巍巍欲取人首级。惊得曲老八吐出
了半条舌头，好一会儿才缩了回去。

“我的那个天呀！活了大半辈子，这
回可算开眼了。”曲老八两眼直勾勾地看
着这5把宝刀，说话都变了声音。“这宝刀
是黑白两道都传了多少年了，千金难买

啊，就是洮南府收甜草、卖花洋布的日本
人都想千金求得一购，他们说日本人为了
得到这种宝刀都宁可典妻卖子。没想到
这宝贝这么多年就在我身边，我竟然丝毫
不觉，今个我看了一眼，摸了一下也该心
满意足了。这也算咱们兄弟有缘，让我曲
老八头一回长了这么大见识。既然兄弟
们五更就要赶路，你们这一走，在这荒山
野岭我一个人也没法住了，油罐子里还有
半下荤油，我炒上几个菜，煎上一锅大饼
子片，吃完了，咱就骑上东家的大白马，领
上大黄狗，各奔前程吧。”

东南晌了，9月的秋阳火辣辣地照在
草原上。兄弟5个人凭着多年练就的脚
力，已走出30里的光景了。秋露打湿了
衣服，在艳阳下早已干透了。

“大哥！”走在后面的王智喊了一声：
“你说曲老八这人咋样？”

“这些年睡在一铺炕上，一张桌子吃
饭，人还行吧，只是有时候耍点奸心眼。”

(待 续)

我是一名农村女子，家中姐弟3
个，我是老大。父亲是朴实憨厚的庄
稼把式，没读过几天书，靠侍弄土地
给人打短工养活一家人。但父亲酷
爱读书，他自生产队劳作回来，隔三
岔五会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本小人
书。吃了饭，午休时间，父亲歪在被
垛上看。等父亲上工走后，我们轮流
翻看，那些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常常
赚取姐弟的泪水和欢笑。我记得父
亲借来几部长篇《艳阳天》《红楼梦》
等，都是原版的线装书，闻着墨汁味
儿就忘了饥肠辘辘。我喜欢上阅读，
最要感谢的人便是父亲。

那时候，乡里有一家图书室，我
读小学五年级时，约伙伴去图书室借
阅图书。父亲虽然是斗大字不识一
箩筐，却舍得捏出几张皱巴巴的散发
汗味的毛角票子让我们办借读证。

借来读物，每每守着一窗夏日的
蛙鸣，一地皎洁的月光，坐在土炕上，
撑一盏煤油灯夜读。

阅读成了一种习惯，哪天不读就
像丢了魂似的，睡不着觉。农村的生
活单调枯燥，我深深牢记了：书中自
有颜如玉、腹有诗书气自华等等关于
读书的至理名句。

想来自己倾情一生的写作，也是
在阅读中开始的。

田间地头，傍着桑阴学种瓜。劳
累了一天，能使心灵安静下来，读书
是唯一的选择。灯影下，一杯菊花
茶，一本书，墙边鸣唱的蛐蛐，半敞开
的纱窗，溜进来的风轻轻吹动的页

面，那份天籁令人充满无限的惬意与幸福。
以至于这种对阅读的执念，到了碎片化阅读、手机承载所

有信息的时代，依旧在我的心底安然地生长。
原来一直把城市当作诗歌与远方，渴望通过读书蹚出这

片沉重的土地，没想到我最终还是嫁给了村庄。不过，我的阅
读习惯不曾改变，加上农村也有了柏油路，路路畅通，村村都
安上了电话和电脑线路。我用稿费买了一台电脑，写作更方
便了。手机和电脑连线，建了QQ和微信。如此一来，不仅走
出了村庄，与外界接轨，文章也是雪花般满天飞舞。2017年
末到现在，我已发表400多篇“豆腐块儿”，这一切归功于平时
的阅读，以及日累月积的创作练笔。在大部分人恋上手机阅
读的今天，我仍坚持纸质书刊的阅读。我的床头总是摆放着
一摞书，每年锲而不舍地订阅几种杂志、报纸。我和爱人都是
农民，他常年在外打工，撂下土地和老人、孩子需要我照顾。
我养鸡养猪、伺候老小、侍弄田地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写字。

阅读是灵魂的抵达。我粗浅地感受到，一天的光阴中，如
果不读上一会儿书，不写点笔记，我是十分寂寞的。乡下的岁
月，春华秋实，记录下岁月的点点滴滴，通过阅读努力提升写
作能力。阅读的范围广了，视野也开阔了。

阅读是灵魂的抵达，也是让一个人内心充盈、山高水长的
筹码。阅读纸质书籍，心灵更沉实，仿佛与作者在进行一场促
膝交谈。字里行间记录着撰书人的思想平原。多年前，一家
人守着一盏如豆的灯晕，共同读一本书，脉络间流淌的全是书
香与亲情的暖。

一个成功的作家，离不开阅读这个桥梁。付出必然有收
获，在村庄里，我成了唯一一个靠写作赚生活费的自由撰稿
人。

阅
读
是
灵
魂
的
抵
达

□

张
淑
清

亲吻亲吻 新华新华摄摄

打虎龟蛇畔，降魔鄂楚壕。踏冰飞马掠云
霄。绝技数年魂梦，今日露天骄。

泰岳肩头立，长江腹部飘。更兼瘟疫滥作
妖。愤振精神，愤振戟枪刀。愤振浪花原野，
若烈酒燃烧！

喝火令

鹤乡的骄傲
——写给白城市支援湖北医疗队

□夏永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