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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坛三秦

麦子，麦子们 （组诗）

■一 寒

这些麦子
现在，我得停下来，看看麦子
这些北方的土著，想想它们
和水，和风，和太阳的关系
想象它们饱满时的模样
它们散发的味道
麻雀翻飞，羽毛留在枝头
或者落在地上，都能吸引我的目光
顺着它们，亲近麦子
 
这时候，我看见了父亲
他坐在坡头，吧嗒着旱烟
看着麦子。他一言不发
那只大黄狗，趴在他脚下
懒洋洋的，耷拉着耳朵，没有任何表情
天，地，人都出奇地静
是不是我也该停下脚，不语不动
不打扰它们，不影响它们
自由地呼吸
 
我知道，顺着麦子的长势，就能摸到
村子的温度。我的手
不由自主地伸了上去，抚摸它们
抚摸这些已经返青的作物
这些喂养我，喂养人类的粮食
可又不敢用力，我怕一不小心
会碰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泪水
 
挂在墙上的镰刀
我是在一个景区的展室看见镰刀
和它的弟兄们的。它们挂在墙上
成了纯粹的展览品。此时
热烘烘的六月，已唤不起它们的激情
 
而我，看见它们，却像看见了
失散多年的亲人。走近它们
一遍遍地，摸着它们
就像和久别的兄弟握手，拥抱
一股温暖，一种亲切，一缕馨香
炊烟一样，从心底袅袅升起
和着风，在头顶燃烧
 
走在石板路上，我听见了
被一天天地硬化了的村庄
不断地发出疼痛的叫声
我知道，我相信，只有镰刀
一定还保留着大地的体温
一定还记录着人类的仰望
 
起身
回家了。我想抱住这一片，又一片
已经起身的麦子，把它们抱在怀里
学着父亲的样子，慢慢拂去
冬天留在它们心里的阴影
让它们在这个季节，健康成长
 
父亲坟上的迎春花悄悄地开了
春色泄外。村前村后，村里村外
许多灵魂都跑了出来
站在叶子上，东张西望
一些阳光，一些水，一些农谚
掀开上一个季节的阴影
从远处，次第走出
 
就这样，躺下来，挺好
温暖的阳光下，起身的麦苗里
平平静静地躺着。几声鸟鸣中
种植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譬如品格，譬如尊严，譬如幸福
让它们和麦子一样
朴素地生长，成熟
 
孕期
几声鸟鸣，把怀孕的麦子
压得低下了头。它们沉默着
像即将临盆的女人，咬着牙
咬着期待，咬着喜悦
 
太阳，还在慢悠悠地走着
还在我头上燃烧着
包括一些歌，一些梦
在人间，在我身边
啪啪作响
 
镰刀们蹲在墙角
一言不发
母亲坐在灶前
已经把柴火
连同我体内的
火种
轻轻点着
炉膛
一片通亮

乡村，我的初心和使命
◎刘伍军

身居城市，常念乡村。尽管我
一向不爱张扬，但一触及乡村这个
话题，便似乎一下子多了激情而少
了淡定。不论是因工作关系时常下
乡，还是周末和节假日回农村老
家，双足一旦踏入乡村，就像读书
人进了书店那样舒心，甚至像小孩
子进了游乐园，立马兴奋起来，似
乎一山一水都有文章，一草一木都
有诗意，一村一户都有故事。网络
时代，信息共享盛行“晒”，于是，

“晒”乡村也成了我的一大乐趣，有
时乐此不疲、情不自禁。这不，近几
个月因忙于公务未发朋友圈，好多
朋友打电话询问我是不是工作调
动啦。于是，拍乡村、谈乡村、看乡
村的微信又恢复了“常态”。

乡村，是我人生的始发站。我
出 身 于 乡 村，成 长 于 乡 村。在 那
里，有我和小伙伴一路走来的足
迹，还有留在足迹后面的许许多
多的童年趣事。走到如今，那些足
迹已很难找见，却永远烙在心里。
记得第一次走出乡村是十七岁那
年，坐长途班车去离家五十里的
地方上学，虽不算远，那可是出了
村、出 了 乡、出 了 县 啦！ 农 家 孩
子“考上学”——哪怕不是大学
而只是个中师，也是几代人的骄
傲！当然，同学们也来自各个县
区，大多也从农村出来，因为共同
的梦想而走到一起，便迅速打成
一片。那时，才知道乡村不只是自

己家乡那么大，原来好大好大 ；也
才知道，生养我的那一片乡村，就
是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发源地，就
是《诗经》中的周原 月无 月无，是一块
在中华文明史上不平凡的土地，
是永远值得骄傲和不能辜负的神
圣之地。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一
所乡村学校教书，虽算是成了挣
工资的“公家人”，却又回到了乡
村，多少有些失落感，内心还是羡
慕那些进城工作的同学，自愧当
初没考个能分配工作远一点的学
校。没想到，我竟然是那里唯一的

“公办”教师，干了几十年“民办”
的校长和老师们都默默无闻不怨
天尤人，对初来乍到的我高看一
眼厚爱三分，那种回乡失落感也
就慢慢淡了，更多的是激情干事
的上进心和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因为毕竟年富力强，毕竟才是一
个全新的开始。有一次，镇上教育
专干来校检查，专门听了我讲课，
一 年 后 我 便 被 调 入 县 城 学 校 教
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放弃
带薪深造，选择了改行从政。再后
来，从生活了十多年的小县城又
辗转来到城市，算是离乡村渐行
渐远了。半年前，一辈子生活在乡
下的母亲离我而去，患病的老父
亲还在老家，两地分居的妻子还
在小县城工作，祖祖辈辈留下的
唯一“家业”——老宅还在乡下，
世代来往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乡亲

还在乡下，每逢节假日，我依然开
车奔走于城乡之间。乡村，是我永
远的挂念。

乡村，于我来说真是一种缘
分。虽在城里谋事，但我参加工作
的三十多年，所从事的工作几乎都
与乡村有关。从乡村教书开始，除
了在县城教书的两年，其余工作
时间大多间接或直接与乡村打交
道。十七年前，新农村建设全面开
始，我在县委机关工作，即作为县
上“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参
与到这项史无前例的事业当中。机
缘巧合，三年后调到市委机关工
作，又投身到全市的新农村“晋星
创建”工作中，从跟随领导参与政
策举措制定到组织实施，从给全
市 1729 个村“升阶晋星”分类排队
到与同事跑遍所有县区、镇和多一
半的村，从聆听领导专家讲“三农”
问题到自己巡回县区为基层干部
讲“新时期新农村新任务”，从赴外
地取经到外地前来我市考察学习
者应接不暇，我一直与乡村“亲密
接触”。五六年后，新农村推出“升
级版”——美丽乡村，即开始新一
轮的创建提升活动，组织专门研究
制定全市美丽乡村“四美”创建标
准和评定管理办法，每年搞“十大
美丽乡村”评选，随后抓点扩面，持
续创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美丽乡
村示范村。以至于直到现在下乡若
路过某一个“颜值”不错的村，还会
在心里想这应该是当年搞新农村
建设时评的几“星”村或哪一级的
示范村，依然有一种亲切感和成
就感。七年前，脱贫攻坚战全面打

响，承蒙组织的信任和领导同事的
支持，我成为一名光荣的扶贫“战
士”，有幸直接到市级脱贫攻坚“指
挥部”“参战”，与“战友”们日夜奋
战，制定方案谋全局，加班熬夜议
措施，进村入户搞察访，研究问题
抓落实，从以前跑遍全市最美乡村
到换个“方向”和标准，走进一个个
贫困村、贫困户，从精准识贫建档
立卡到动态调整和“回头看”，从县
摘帽、村退出、户脱贫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几度春秋、几多血汗，一鼓作
气、一路走来，终于迎来脱贫攻坚
战的全面胜利，我市受到党中央国
务院表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获
得的最高荣誉，也是我们所有“参
战”人员终生最大的荣耀！这份来
之不易的荣耀，来自拳拳乡村之
情！如今，我们全面进入推进乡村
振兴的新时代，任重道远，使命光
荣，赓续奋进，时不我待。乡村，还
是我们的主战场——我和我的战
友们永远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乡村寄托着绵延千百年的乡
愁，也承载着激励亿万人的中国
梦。在这个城市化疾速推进的新时
代，乡村不能落在后面！任何时
候，乡愁不能忘记，乡村发展的步
伐不能停歇。我还要一如既往地常
回家看看，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多
走进乡村，多关注乡村，多研究乡
村，多为乡村振兴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当然，还不忘晒一晒乡村的新
气象，和大家一起，为乡村变化而
振奋，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而
鼓劲加油，为乡村振兴尽智出力。

宝鸡新农村赋
◎容琳

美丽乡村，绿水青山。煦日和
风，明月蓝天。绿油油，麦菽遍野 ；
清凌凌，蔬菜盈园 ；黄灿灿，稻谷丰
产 ；红艳艳，鲜果飘岚。通村公路，
条条宽阔平坦 ；新建民宅，幢幢笑
语甘甜。风调雨顺，家家粮食满囤 ；
丰衣足食，户户喜眉笑颜。近观，雀
跃鸟欢，风弄管弦 ；远眺，莺歌燕
舞，光耀秦川。万般美景，映入眼
帘！心潮荡漾，感慨万千！美哉，
宝鸡农村，山河巨变！壮哉，宝鸡
乡村，时代变迁！

党中央高瞻远瞩，号角响亮 ；
新农村建设加快，扬帆起航。两会
重申基本国策，以粮为纲 ；加快农
村致富步伐，措施保障。开创新纪
元，描绘宏图大计 ；谱写新篇章，旨
在富国强邦。唯农是举，国计民生
之根基 ；扶持农桑，脱贫致富之良
方。干群协力，同念 “农” 字经 ；黎
庶并肩，勇攀增收榜。振兴农村经
济，欣欣向荣 ；增强乡村活力，蒸蒸
日上。人心思富，百业兴旺，安居乐
业，万道霞光！

免除农业税，土地发补偿。纵
观历史，近看古今，何代不收租赋，
今朝不纳公粮。免除农业税费，今
世铸就辉煌 ；实行土地补偿，千古
更系绝唱。惠泽四海，恩及八方。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脱贫攻坚，精准
扶贫奔忙 ；消灭差距，城乡相得益
彰 ；同谋发展，工农携手做强。因地

制宜，开发脱贫新项目 ；发挥特长，
村民致富有强项。农林牧副并举，
工商储运齐昌。政策好，天帮忙，多
打粮，富村乡！

粮食丰收高产，经济作物翻番。
大棚蔬菜，反季节栽培 ；新鲜蔬菜，
终年不断线。线辣椒、紫皮蒜、黑木
耳俏销北国江南 ；“大红袍”、猕猴
桃、大樱桃收益丰盈可观。核桃、苹
果、大枣屡赢顾客夸赞；鲜桃、沙棘、
山楂深受顾客喜欢。蜂蜜、烤烟、柴
胡名满渭水巴山。“摇钱树” 男女甘

甜，“致富果” 老少欢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养殖兴农

捷报频传。生猪存栏，牛羊遍野满
山 ；鸡鸭成群，鱼虾戏水寻欢。立足

优势资源，开发蜂业生产，铸脱贫增
长点，“中国蜜都” 频传。构建畜牧产
业大格局，打造百亿羊乳产业园。万
户同心谱新曲，六畜兴旺吟诗篇！

跨入新纪，改革领先，民富国
强，乐胜尧天。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楼房林立窗明映天 ；农村旧屋逐年
狂减，新建小楼集中连片。台台小

车风驰，辆辆摩托撒欢。青壮男女
打工赚钱，沃土良田统种专管。仓
廪满岂忧饥？钱包鼓何愁穿？建
广场，修游园 ；植树木，栽花坛。烈
日红炎，密林蔽天，天然氧吧，盛世
桃源。逢闲时，翁妪聚，拄拐杖，眺
日升日落 ；戴凉帽，坐石凳，望鸟去
鸟还。犬汪汪迎客，民俗画卷 ；鸡咯
咯下蛋，乡趣无限！

万代文明，无限风光令向往 ；
千年历史，功德石碑永留芳 ；民风
淳朴，世代耕耘土地旺。新村建设，
步伐铿锵 ；扶贫东风，鱼肥蟹壮。勤
劳善良，昔日旧貌换新妆 ；绿树繁
茂，村庄夜晚路灯亮 ；环境优雅，农
村卫生变新样 ；特色产业，乡村致
富奔小康。科技兴农，信息强乡。规
模发展，生产牵村连乡 ；网络经营，
销售跨海越洋。少有扶助，老有保
障。苍翁老妪，享天年且健康 ；帅男
靓女，偿夙愿而翱翔。家家笑逐颜
开，户户喜气荡漾！

衣食富足，经济欣欣向荣 ；人
心思进，诸业蒸蒸日上。喜有良田
万顷，林地千行。惠风和畅，雨露含
香。民播良种于田间，躬耕垄上 ；施
精肥于阡陌，频展昂扬。百里乡村，
两岸河堤飘香 ；千畴沃壤，四季碧
翠流觞！

喜哉，新农村，新气象，情深
意长！乐哉，谋跨越，圆梦想，再
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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