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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灯谜

1. 每到双流必进巷（2 字，现代京剧）
2. 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5 字，省区名连

少数民族 )
3. 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 ( 西藏地

名一、江西地名二 )
4. 伟哉陕西当作诗 (3 字热播电视剧 )
5. 洒洒飘飘盖八荒（女歌手二）

    丁方 作
6. 一生为人正（字）
7. 翘首降甘霖（人体部位）
8. 铸造新工艺（南泥湾歌词一句）
9. 村前枝头雪半消（字）
10. 初稿分沓作整理（化妆品）

   魏建国 作
11. 光盘行动（国际贸易名词）
12. 赛后二人巧装扮（2 字时政名词）
13. 岁首有空同出行（甘肃景点）
14. 关爱送给陈仓娃（日用品）
15. 脱贫之后游东欧（电脑名词）

   马爱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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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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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新年畅想

 

澍雨催春，撸起袖子加油干 ；

新年给力，踩实牛蹄使劲冲。

（张永智）
牛耕岁月春光盛，盛传天地 ；

燕剪乾坤礼乐长，长伴古今。

（于   萍）
九域平安，大美铺春欣燕剪 ；

百族富裕，小康圆梦奋牛蹄。

（张录军）
愿鼠去疫消，风和日暖开新梦 ；

盼牛来运盛，国泰民安奔小康。

（雷晓力）
春日曜神州，迎百业兴隆，万家欢喜 ；

勤牛耕沃野，沐一犁膏雨，四季和风。

（冯娟娟）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大寒

悬联求对
出句 ：

天寒地冻蕴生意                （张   杰）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枝头唯有雪堆梦               （张   南）

应对 ：
笔底还期梅入诗               （燕小燕）
池上已无月泛波               （马双林）
陌上何时燕啄泥               （白   浩）
案上更无冬谢花               （乔文祥）
心底还期疫绝踪               （王逸飞）
心底才无冰冻天               （张   茜）
扇底长留梅溢香               （任广民）
坝上已无风卷云               （许红军）
室内犹存花溢香               （朱端人）
陌上欣观牛载春               （胡广勤）
岁末只期儿返乡               （刘春学）
天际空留马去痕               （杨亚平）
月下又闻风起歌               （李安林）
花下何无月落霜               （林少康）
城角岂无芳报春               （李仁周）
眼下已无蝶恋花               （李   强）
塞外又听风许约               （郑智虎）
岁杪犹思花散春               （仵晓静）
人面那知花寂春               （赵小平）
心底长存月满情               （张彬彬）

（王商君整理）

脱贫有道 之三

2021 年 1 月 9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王商君  美编 ：兰莹莹  校对 ：谢莉
副   刊3版

在凤翔县田家庄镇
寺 头 村，有 一 座 新 建 的
古色古香的关中特色大
宅 院，这 里 是 远 近 闻 名
的惠蘭土织布工坊所在
地。走 进 工 坊，这 里 荡
漾 着 浓 郁 的 乡 土 文 化
气 息，你 情 不 自 禁 就 会
对这个深宅大院里的布
局、绿 植 感 到 亲 切。在
生 产 车 间，来 自 田 家 庄
镇田西村的唐慧敏忙碌
着，她 手 里 的 纺 车 吱 吱
扭 扭 地 转 动，一 根 根 彩
色 的 棉 线 轻 舞 飞 扬。织
布 机 上，来 自 彪 角 镇 新
庄 河 村 60 岁 的 杨 大 妈
熟 练 地 推 拉 着 经 子，经
线 和 纬 线 交 织，成 品 布
慢 慢 成 形。给 人 以 强 烈
视觉冲击的是排列整齐
的 60 余台织机上，每一
位妇女都在忙碌地工作
着。这种熟悉的景象，一
下子把我拉回那远去的
孩提时光。

在 其 他 车 间，工 人
们有的在熟练地裁剪布
匹，有 的 正 在 熨 烫 刚 织
出 的 土 布，有 的 正 在 缝
制 衣 品，一 派 忙 碌 景 象
让 人 心 生 感 慨。作 为 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手
工织布，还未曾走远，依
然是乡村劳动者赖以生
存 的 一 种 手 段，并 且 成
为乡村百姓脱贫致富的

“拿手好戏”。
初 见 宁 卿 惠，一 个

举 止 大 方、谈 吐 优 雅 的
女 子，她 就 是 工 坊 的 发
起 者 和 投 资 人。作 为 土
生 土 长 的 寺 头 村 人，纺
线、织 布 这 种 传 统 工 艺
从小就在她的心里留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记，正 是 这
浓 浓 的 故 乡 情 结，让 她
走上发展手工织染产业
之路。

宁卿惠是多年在南
方 创 业 的 凤 翔 女 子。一
次 在 法 国 商 务 考 察 中，
她与一个定居巴黎的中
国老乡相识。之后，参加
老 乡 的 一 个 聚 会，那 天
老乡穿的粗布衣服成为
全 场 的 焦 点。这 件 事 情
给 她 很 大 的 启 发，原 来
即将消失的中国传统手
工织布竟然在国外有着
这么大的舞台。2013 年，
她 回 到 故 乡，看 到 很 多
乡 亲 的 生 活 还 很 拮 据，
主要原因是仅靠男人一
个 在 外 打 工 养 活 全 家，
妇女平时在家里只做些
家 务，微 薄 的 收 入 让 他
们 的 日 子 过 得 非 常 窘
迫。这 时 一 个 大 胆 的 想
法在她心里萌发 ：何不
把 这 些 妇 女 组 织 起 来，
发展传统的手工织布产
业，可以通过这条路子，
改变农村贫困家庭的生

活现状。
说 干 就 干，从 那 时

起，她 就 组 织 人 员 走 南
闯 北，开 始 大 量 收 购 农
家 织 机。现 实 往 往 比 想
象 的 要 难 很 多，回 收 来
的 机 器 大 多 要 么 缺 零
件，要么不能用。她又加
快组织技术工人对这些
织 机 进 行 修 复。在 此 基
础 上，她 还 自 主 研 发 出
第三代织布设备轨道织
机，大 大 提 高 了 生 产 效
率。如 今，工 坊 满 负 荷
运 转，每 天 200 台 织 机
开 动，可 产 出 成 品 土 布
2000 米。

成品土布销售利润
小，必 须 给 产 品 进 行 设
计再深度加工制作成衣
品，给 这 些 衣 品 增 加 更
多 的 文 化 附 加 值，才 能
适 应 时 代 和 市 场 需 求。
他 们 的 设 计 师 团 队，经
过反复考察、调研、学习
交 流，从 设 计 理 念 上 更
新，将 更 多 的 时 尚 元 素
赋 予 了 手 工 土 布，使 产
品将传统和时尚完美结
合，产 品 包 括 床 上 用 品
及男女衬衣、外套、风衣
等 300 多 个 品 种。这 些
产 品 具 有 不 掉 色、不 缩
水、不变形的特点，因此
土得掉渣的产品一问世
就 炙 手 可 热，颇 受 消 费
者 喜 爱。如 今 他 们 的 手

工织布制品销往全国各
地，并 顺 利 远 销 至 日、
韩、东南亚及欧美等地。

七 年 时 光 一 路 走
来，满 含 艰 辛。县、镇、
村的干部们都深切关怀
和 支 持 手 工 土 布 这 件
事。从 扶 持 政 策 到 工 坊
选 址 建 设，从 产 品 生 产
到 推 广，干 部 们 纷 纷 出
谋 划 策，这 让 宁 卿 惠 对
未 来 有 了 更 大 的 信 心。
她 也 将 更 多 的 精 力 投
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工 作 之 中。经 过 多 年 努
力，形 成 了“ 企 业 + 贫
困 户 ”“ 合 作 社 + 贫 困

户”“基地 + 贫困户”的模
式，带动周边镇村更多的
贫困妇女加入工坊。让宁
卿惠感到欣慰的是，他们
开办的三个扶贫工坊带
动 80 余名贫困户全部实
现 脱 贫。工 坊 里 不 论 年
长或者年轻的大妈大姐
们 说 起 收 入，脸 上 都 绽
放着满足的笑容。

手 工 织 染 土 布，这
个 即 将 消 逝 的 民 间 工
艺，在 这 里 重 新 焕 发 出
时 代 光 彩，而 且 带 动 更
多的农村妇女用勤劳的
双 手，织 出 老 百 姓 的 幸
福生活！

眉 县 横 渠 镇 横 渠
村，是 李 达 将 军 事 迹 展
馆所在地。走进横渠村，
便走进了那战火纷飞的
记忆。

横渠村位于眉县城
东 25 公里处，是横渠镇
政 府 驻 地。进 入 横 渠 村
这 个 西 部 乡 村，它 与 我
们 的 想 象 大 相 径 庭，宽
阔 的 路 上 车 辆 穿 梭，一
派 繁 华 景 象，这 种 繁 华
在以前的西北地区是非
常少见的。进入横渠村，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干净
整 洁 的 街 道，道 路 两 旁
的文化墙装扮得五彩斑
斓，宽阔的马路、干净整
洁 的 村 容、典 雅 幽 静 的
环境……乡村特有的肃
静让人感到非常惬意。

在横渠村村史馆参
观，我 们 进 一 步 了 解 了
眉 县 横 渠 村 的 解 放 和
改 革 发 展 史。1949 年

5 月 21 日晚，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
兵团在王震司令员率领
下，二军六师南渡渭河，
一 举 攻 占 县 城，眉 县 解
放，眉县人民政府成立。
人 民 当 家 做 了 主 人，敲
锣打鼓、欢呼雀跃。经过
土 地 改 革、分 田 到 户，
把 昔 日 的 贫 苦 农 民 变
成了这块土地上真正的
主 人，彻 底 摧 毁 了 千 百
年 来 的 封 建 土 地 制 度，
使“ 耕 者 有 其 田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眉 县 掀 起

“ 扫 盲、识 字、学 文 化 ”
高 潮。横 渠 村 有 夜 校 7
所，白天劳动，晚上在夜
校 学 习 识 字，并 设 有 少
年 识 字 岗，给 常 用 工 具
上 写 上 名 称，如 给 推 车
上 写“ 车 子 ”好 记 易 识。
他们还以“顺口溜”形式
进 行 教 学，如“ 七 月 枣、
八 月 梨、九 月 柿 子 红 了

皮”，扫盲工作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改 革 开 放 以 后，横
渠村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号 召，在 大 力 发 展 经 济
的 同 时，注 重“ 以 德 治
村 ”，弘 扬 传 统 文 化，对
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常
抓 不 懈。特 别 是 十 八 大
以 来，横 渠 村“ 两 委 ”班
子 以 打 造 经 济 强 村、文
化 名 村 为 奋 斗 目 标，脚
踏实地，抢抓机遇，依据
横渠村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勇于创新，促进全
村 各 项 事 业 蓬 勃 发 展。
从 2011 年至今，先后争
取国家资金 3600 万元，
实施了农业发展工程和
高 标 准 农 田 项 目。全 村
新打机井 22 眼，新装变
压器 13 个，埋设地下暗
管 3600 米，硬 化 田 间
生产路 28 公里，新修砂
石 化 道 路 22 公 里 ；建

成横渠村新农村住宅小
区，两 栋 80 套 住 房，临
街门面房 10 户。全村还
投 资 880 万 元，在 8 个
自 然 村 修 建 游 园 广 场，
配置了健身器材 ；对每
个自然村的街巷实施绿
化、美化和亮化。

如 今 的 横 渠 村，农
业 特 色 鲜 明，文 化 底 蕴
深厚，乡风文明和谐，先
后 荣 获 省 级 卫 生 村、省
级 美 丽 乡 村 示 范 村、市
级 文 明 村。2016 年，村
民严平安，荣获“全国道
德 模 范 ”提 名 奖。2018
年，村 民 魏 一 平、秦 永
宁 先 后 荣 登“ 中 国 好 人
榜”；2020 年，秦永宁荣
获“陕西省道德模范”称
号。横渠村文明的乡风、
良 好 的 家 风、淳 朴 的 民
风，在 全 市 乃 至 全 省 都
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宝
鸡市家风馆选址定在了

横渠村。
离 开 横 渠 村 时，虽

然 正 值 寒 冬，但 我 的 心
里仿佛有熊熊烈火在燃
烧。横 渠 村 的 历 史 变 迁
并 不 是 个 例，而 是 新 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新农村
建 设 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
在 我 国 农 村，已 经 有 不
少“ 横 渠 村 ”在 悄 然 崛
起，焕 发 着 乡 村 文 明 的
新 气 象。我 为 横 渠 村 蒸
蒸日上的生活节奏与文
明 和 谐 的 生 活 氛 围 感
到 振 奋 和 自 豪。正 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所 强 调 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小康路上一个也不
能少”。踏着铿锵有力的
节 拍，乘 着 文 明 和 谐 的
春 风，横 渠 村 和 中 国 广
大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
行 进 在 宽 阔 的 大 路 上，
它 的 前 途 将 更 加 灿 烂、
辉煌。

凤翔县田家庄镇寺头村 ：

双手织出幸福天地 
文 / 图 王商君

近日回老家探望年
过 八 旬 的 母 亲，帮 老 人
家打扫房间，归置用品。
当 整 理 抽 屉 时，在 最 里
边发现了一个老旧的小
白 布 袋 子，感 觉 很 是 眼
熟。捧在手里轻轻打开，
三把老式剃头刀静静地
躺 在 里 面。这 不 是 我 打
小就见过的父亲用过的
剃头刀吗？

剃刀合起来五六厘
米长，刀刃约 3 厘米宽，
刀 背 处 明 显 加 厚，形 成
一道凸脊。粗略一算，这
三把刀具最少也有三十
个年头了，但依然可用，
一副稍加热身随时就可
以奔赴疆场的“老战士”
形象。

我小心翼翼地逐一
打开刀具，细细观察，然

后 轻 轻 合 上，再 稳 稳 妥
妥 物 归 原 处，心 却 不 再
平静！

记 得 我 小 时 候，这
个布袋子就挂在我们家
房 间 墙 壁 上，剃 刀 是 父
亲专门用来给村子里上
了 年 纪 的 男 人 们、小 男
孩剃头的。那时候，收工
后 或 雨 雪 天，隔 三 岔 五
地 有 老 者 来 我 家 剃 头。
父 亲 就 让 我 们 搬 凳 子、
倒 茶 水、拿 旱 烟，接 着
就 是 烧 热 水、取 毛 巾、
找 香 皂，依 依 接 待 上 门
的乡亲。

明晃晃的剃刀随着
父亲的一板一式上下飞
舞，不大工夫，就剃出一
个青光闪闪的光脑袋。接
下 来，父 亲 从 两 腮 到 耳
廓、下 巴、前 颈、后 项 挨

个刮一遍。刀子所到之处
毫毛不留，直到洗过头才
算完成全部工序。

如 果 哪 个 家 长 带
着 孩 子 来 理 发，父 亲 就
给 理 成 那 个 年 代 的 时
尚 头 型“ 田 田 头 ”，头 顶
前 三 分 之 一 处 留 巴 掌
大 的 头 发，其 他 地 方 刮
光。小 孩 子 由 于 惧 怕 刀
具，往 往 哭 哭 泣 泣，东
扭 西 裂，剃 起 头 来 十 分
劳神。

理 过 发，大 人 神 清
气 爽 地 说 着 客 套 话 走
了，小 孩 活 蹦 乱 跳 地 跑
了。一 般 孩 子 家 长 会 帮
着 我 们 打 扫“ 战 场 ”，给
大 人 理 完 发，父 亲 都 会
将倒脏水、洗毛巾、扫头
发等收拾残局的事情交
给我们姊妹去做。

这种不取任何报酬
的 理 发，父 亲 一 年 四 季
都 在 进 行。天 气 暖 和 的
时 候，就 在 我 家 院 子 的
洋 槐 树 下，天 气 凉 了 或
遇上刮风、下雨、飘雪天
气，就在房间里。

父亲利用闲暇时间
将 剃 头 刀 磨 得 锃 亮 锃
亮，左手持刀，右手大拇
指 指 腹 在 刀 刃 上 摩 挲，
甚至贴近耳边听这种摩
挲 发 出 的 声 响，直 到 锋
利 无 比 为 止，然 后 用 软
布擦干装进袋子里挂在
墙 上，使 刀 子 随 时 处 于
备战状态。

我记得父亲给乡亲
们 剃 头，一 直 到 父 亲 病
逝 前 不 能 再 提 刀 为 止，
少说也有 20 多年了，不
知父亲剃了多少人次的

头 发，也 不 知 更 换 了 多
少 把 剃 刀。眼 前 的 这 三
把 刀，应 该 就 是 最 后 几
年留下来的器物。

我们姊妹都曾对父
亲的这种做法不理解甚
至 抱 怨 过。每 当 我 们 嘟
噜 被 父 亲 听 到 时，他 总
会说 ：“人活在世上，就
要 给 人 干 些 好 事。人 做
好 事，好 事 等 人。再 说
了，都是一个村的，人老
几 辈 住 在 一 起，谁 还 不
给 谁 帮 个 忙 啊，做 事 要
看长远呢。”

看 着 这 几 把 剃 头
刀，父 亲 的 话 语 犹 在 耳
边，他 虽 然 是 个 目 不 识
丁 的 农 民，讲 不 出 什 么
大 道 理，但 他 在 我 的 心
里 是 一 位 乐 善 好 施 的
人，是一位高尚的人 ! 

父亲的三把剃头刀
◎袁宏周

横渠村的历史变迁
◎边宁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