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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直 通通 车车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一年一度的重
阳节又到了。每年的重阳节，我都会想
起奶奶，想起父母在那个极其困难的年
月里，孝老尊亲的点点滴滴。这些微不
足道的小事情，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
里，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爷爷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
了，从我记事时起，只有奶奶陪伴在身
边。奶奶当时虽然只有六十多岁，但满
头白发，满脸皱纹，显得非常苍老。我父
母对奶奶是极其孝顺的。

夏天，家里仅有的一床蚊帐是给奶奶用
的；秋天，我们没有换季的衣服，奶奶却有长袖
衣衫，还有“夹袄子”。重阳节前，母亲会把奶奶
秋冬季穿着的衣服洗净晒干，并在九月初九那
天，将洗晒干净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送到奶
奶的卧室。

记得妹妹出生那一年，家里找不到尿布。

那时候的尿布是用破衣服、破被单缝制的。只
要是还能穿的衣服，都是舍不得拿来做尿片
的。奶奶看着妈妈着急的样子，便从自己的木
箱里拿出了叠得整整齐齐的一件夹袄，让妈妈
拆开做尿布。妈妈拿着这件夹袄，泪水盈满了
眼眶。

这件夹袄虽然补丁缀补丁，却是奶奶的贴

身保暖衣。奶奶有风湿病，畏寒怕冷，尤其是肩
背部，一遇寒凉，就疼痛难忍。只有穿上这件夹
袄，疼痛才稍有好转。如果拆了这件夹袄，奶奶
怎么过冬？母亲正踌躇，父亲说：“拆了吧，这件
夹袄太破了，也不保暖了，今年重阳节前，给妈
妈再做一件。”

原来父亲早就有打算。家里的母鹅已经开

始“抱窝”，有12个鹅蛋。父亲打算等到秋
后卖掉几只成鹅，给奶奶添置夹袄和新
棉袄。可那年，12只鹅蛋只喂成功5只成
鹅。要想给奶奶添置新袄子，至少要卖掉
3只成鹅。这样过年时，我们家就只能有
两只腊鹅了。如果有两只腊鹅过年，倒也
不错，可那几年，家里穷，经常要跟一个
远房表叔和表姑父借钱，每年过年前，父
亲都会分别给他们送去一只腊鹅。这就
意味我们过年就没有腊鹅吃了。

父母权衡再三，还是卖掉了3只鹅，
在九月初九这天，母亲也终于把奶奶的新夹袄
和棉袄缝制好了，双手送到奶奶的卧室里。父
亲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奶奶身体好，才是
我们儿孙的福！”

那一年过年，我们家没有腊鹅吃，但一家
人其乐融融，开开心心。如今，我自己也年近花
甲，孝老尊亲已成为我们的家风，代代相传。

孝老尊亲话重阳
李成林

一场秋雨，暑气消退，未
曾察觉，秋已浸染。

江淮田野，稻谷金黄，谷
粒饱满，沉甸甸地压弯了谷
穗的腰，远远望去像黄金色
的大海；山道旁，树叶点着金
黄，与春天里一色的翠绿对
比，让人觉得犹如清涩懵懂
的少女一下子变成了靓丽华
贵的美人；青山湖边，碧水蓝
天，秋光潋艳，晚霞夕照，水
天一色，不由让人想起王勃
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微风吹
来，拂过脸颊，茶谷芬芳，沁人心脾，奔向秋的怀抱，徜
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五百里茶谷里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
与还。”(陶渊明)写人与自然的一体和谐；“空山新雨
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写
秋雨秋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
清照)写秋之怀想；“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
池。”(李商隐)写巴山秋雨；“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
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纳兰性德)写秋风劲
吹，追忆往事；“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苏轼)写水乡秋景……璀璨的古诗词在脑海中一幕
幕闪过，赏着秋的画屏，望着秋的丰硕，瞬间有一股暖
流在心里流过。

这是大地的馈赠，这是人们的期盼，这是秋天最
美的风景线。

在稻浪、山川、河湖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土地，是
长粮食、长水果的土地，是农民庭院晒秋、游人乡村赏
花的乐园……

一滴秋露，折射着收获的世界；一缕秋风，拂过已
遍地金黄；一片秋叶，化作春泥更护花。夜色已阑珊，
四周停止了白天的喧闹、一切静谧如初。用菊花煮燃
诗词，诗词再去冲泡香茗，香茗的热气还在袅袅上升，
书已展开了，灵动的文字跃入眼帘。天凉好个秋，月已
满西楼，秋光冷画屏，痴等燕归来……随着心情落墨
添香如痴如醉，在无忧的文字中开始了一个人诗词的
吟诵。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想，只能云
山雾罩，做，才能拨云见日。曾经的迷茫和困惑，此刻
已释然了——— 秋已给予了丰富的馈赠。想着、念着、品
着、赏着、盼着……把玩着唐诗宋词的韵味，体味着岁
月随想的静好。从清凉到秋色，转瞬已是秋意绵绵，一
叶醉了秋色，一曲妙韵禅音，一笺诗词歌赋，一秋诗韵
悠长。

“月亮岗”，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然
而，她却是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霍邱县的一个
深度贫困村，扶贫让陈孝军与她结缘。

2017年5月，作为县纪委监委一名党员干
部，陈孝军被选派到扈胡镇月亮岗村任第一书
记、扶贫工作队长，开始了他的驻村扶贫生涯。

“你们驻村扶贫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穷亲、
帮穷户、拔穷根……”陈孝军铭记脱贫攻坚动
员会上领导的讲话。

在脱贫攻坚的岁月里，有克难攻坚的辛
劳，也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欢欣，尤其那结穷
亲帮穷户的桩桩件件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2017年“五一”过后的一天早晨，一位老汉
火急火燎来到了村部。“俺要找扶贫工作队长，
听说他是县里头派来扶贫的，叫他帮俺评评
理！”“我是扶贫工作队长，我姓陈，老人家有啥
事呀？”听见有人找他，陈孝军赶忙迎了出来。

“陈队长，俺叫董正福，是村里的贫困户，有件
事你得给评评理，今年春上，俺和老伴俩人的

‘新农合’钱都交给村里了，共计240元，前些
日子政策宣传，说是今年贫困户的‘新农合’由
国家代缴，别人的钱都退了，可俺的钱到现在
也没退。”

肯定是哪个方面出了情况，钱虽不多，但
群众利益无小事，陈孝军心里寻思着。“董大
爷，您放心，这事我一定要查清楚，给您老一个
交待，该退给您的，一分不会少。”听陈孝军这
么一说，董正福的脸上开始晴朗起来，连忙说：

“俺就相信你们，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说完便
笑呵呵地走了。

经调查了解，是村文书只顾干其它业务，
把退钱的事耽搁了，为此，村党支部对文书进
行了严肃批评，责令他深刻检讨，并快速把钱
退到位。

通过这件事，董大爷对扶贫工作队更加信
任，打那以后，陈孝军与董大爷家就如同亲戚
般常来常往。

去年秋天，村里进行“改厕”，施工人员弄
漏了沈奶奶这个贫困户，正赶上陈孝军去给她
送药，得知后，他立即找到施工单位，及时进行
了补建。沈奶奶逢人便说：“这扶贫干部，对群
众事真上心，大事小事都帮，真为俺老百姓着
想呀！”

俗话说“亲戚不走就不亲了”。到贫困户家
“串门”是陈孝军的“常念经”，日复一日中，他
和很多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穷亲”也越
结越多。

“大兄弟，你来啦，我正有事要找你呢，有
的人怎么连数都不识了呢？……”一次，陈孝军
到贫困户陈德芳家走访时，刚进门就遇到了她
的一串“连珠炮”。由于都姓陈，所以刚认识的

时候她就说，你要看得起我这个穷大姐，咱们
就姐弟相称吧。“大姐，有啥事，你就直说，我给
你做主。”听陈孝军这么一讲，她有些不好意思
地说：“其实也是小事，俺家今年养了130只鸡，
可村里统计成了120只，俺也不是为了这养殖
补贴，这该多少就是多少！”漏统计几只鸡或许
损失不大，但群众的事再小，对扶贫工作队来
说都是天大的事。陈孝军连忙说：“大姐，你讲
的对，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咱精准扶贫必须
得精准。”他随即安排人员对陈德芳家的养殖
数量进行了重新统计，并对造成误统计人员进
行了批评教育。

结了“穷亲”，就要常来往，实时掌握他们
的脱贫动态和生活疾苦，在“嘘寒问暖”中增进
感情，在“话家常”中加深了解。3年来，陈孝军
入户走访587户(次)，真正和群众打成了一片，
让“亲戚”越走越亲。

一次次倾心帮扶，一条条精准措施，月亮
岗村的扶贫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穷亲戚”们的
日子也越过越好。2018年，月亮岗村顺利“出
列”，脱贫186户，贫困发生率0 . 2%以下。

“月亮岗上月亮圆，月亮岗里好种田，巧手
耕作产粮棉，不愁吃穿有余钱。”“聆听着这追
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民谣，我深感肩负的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只有真扶贫，扶真贫，结穷亲，帮
穷困，才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这
正是我们不能忘怀、必须牢记的初心使命。”陈
孝军满怀深情地说。

“大爷，黄金凯不在家，请问您知道他去哪了
吗？”

“黄金凯在前面的花生地里收花生呢。”
“那我们到地里去看看吧。”霍邱县彭塔乡宣

讲排查专班人员、县交警大队科管执法中队民警谢
长卫对排查人员刘良菊说。

在花生地边，谢长卫和刘良菊找到了贫困户黄
金凯，他正在起花生。一番自我介绍，谢长卫和老
黄在田间地头聊了起来。

哪一年申请的贫困户，哪一年脱的贫，家里主
要收入从哪来，“两不愁三保障”有没有问题。每
一项谢长卫都认真地问，认真地记。

宣讲排查不仅是排查，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
是宣讲党的扶贫政策。对于产业扶贫和健康扶贫政
策，老黄记得不是很清，谢长卫不厌其烦地向老黄
宣讲。

谢长卫这一组只是彭塔乡宣讲排查专班9组中的
一组。为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秋季攻势”，彭塔乡
按照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组建宣讲排查专班，
进村入户，进行扶贫政策宣讲，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及饮水安全，排查存在问题，并对排查问题边
查边改、立行立改。

自8月12日开始，谢长卫这一组共进村入户宣讲
排查13天，排查382户，其中贫困户176户，一般户
206户。

和以往走访调研主要关注贫困户不同，这一次
专班排查户户到，过河清。不管是贫困户还是一般
户，专班都会入户宣讲政策，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 扶 贫 都 扶 了 贫 困 户 ，我们一点光 都 没 沾
上。”在一般农户家中，听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在慈佛寺村，专班人员介绍了左单路的扩建、
自来水全覆盖、扩面延伸村村通工程、电力改造、
绿化、亮化工程等等，细数这几年村里的变化。

“这些都是政府扶贫项目的实施给我们带来的
福利，不仅贫困户享受到了，我们一般农户也都是
受益者。”专班排查人员、县审计局主任科员彭明
对农户说。

通过宣讲，很多一般农户对扶贫工作有了新的
认识，对政府的一些误解也消除了。

彭塔乡现有总户数12318户，总人口5 . 2万人，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2600户6578人。截至9月10日，已入
户宣讲3546户，专班排查人员将继续走访剩余在家的
贫困户和一般农户，力图通过扎实的工作，切实提高
群众对扶贫政策知晓率和扶贫工作满意度。

在扶贫攻坚中,如何将企业和贫困户无缝对接?舒城县棠树乡紧紧
围绕“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工作目标，以绣花功夫做实做细就业
扶贫，打好就业扶贫“组合拳”，促进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增加收
入，探索出一条从“输血”到“造血”的就业扶贫之路。

依托贫困户建档立卡系统及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探索出
“就业信息平台+贫困劳动者”互动模式。该县对贫困户家庭16-60

周岁贫困劳动人员普查登记建档，做到人员底数清、技能状况清、文
化程度清、家庭人口清、收入情况清、就业意愿清。乡人社所及时跟
踪掌握贫困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动态更新相关信息。目前，全乡贫困
户中有贫困劳动力7 12人，其中省外务工239人，省内县外务工74

人，县内乡外务工86人，乡内辅助性岗位就业10人，生态护林员50

人。
棠树乡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投入200多万元，依托工业集中区

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公司、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先后建成园区
等4个扶贫驿站、瑶池莲花家庭农场等5个扶贫基地和园区大格包装
等6个扶贫车间，实现“扶贫驿站+贫困劳动者”对接。在此基础
上，乡就业扶贫指挥部一方面指导督促其规范持久运行，落实常态化
管理和考评办法，一方面宣传上级补助补贴政策，引导其开辟就业岗
位，吸纳贫困人员就业。指挥部侧重抓好驿站和村、贫困户对接联
系，做好服务工作。目前全乡已有142人在驿站、车间、基地就业。

因身体或家庭原因无法到驿站、企业就业的贫困劳动力该如何解
决问题？该乡鼓励各村因人而异，为他们派送农村环卫保洁、公路养
护、山林防护、光伏维护、危房改造拆除、残疾人托养、康复机构保
安保洁等岗位，实行弹性工作制，在家门口上岗就业，获取一定的劳
动报酬。乡人社所对有能力带动贫困人口就业的园区企业、林业大
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进行摸底调查，掌握用工需求信息，提
供给贫困人员选择就业。各村扶贫工作队和帮扶人员利用亲戚朋友、
熟人等人脉资源，获取就业信息，介绍给帮扶的贫困户。

9月23日，六安市2019农民丰收节在裕安
区举办，由省政府参事室驻霍邱县彭塔乡西隐
贤村扶贫工作队选送的“霍邱县金艾园艾草种
植专业合作社”艾草系列产品在参展活动中备
受青睐。
此次参展的品种有艾枕头、艾草被、艾灸、

艾草肥皂、艾草花露水等十大品类，制作精细、
美观大方，让人爱不释手，购买客商络绎不绝。
据了解，该企业始建于2018年1月，由彭塔乡

西隐贤村外出创业有成人士郭端良、李永梅夫妇
返乡创办，一年种植，多年收益，一年收割3-4茬，
年均亩产1500公斤左右，每公斤艾草现行收购价
格2元左右。公司自种艾草1041亩，带动周边农户
种植艾草1200余亩，其中带动贫困户39户，户均
年收入万元以上。 李国银 文/图

与贫困户结“亲戚”
张正武 本报记者 徐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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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我去江城芜湖参加了为期一个星期的
学习。这是我第二次去江南学习了。第一次是三年
前，学习了六个月，历经了秋、冬、春三个季节，加
上这次是炎夏——— 这让我几乎领略一遍江南的四季风
景。

秋冬的长江，景色宛如油画，心情油然放歌。每
每此时，我便默默地遥望着长江的水天之处；时光流
逝，季节轮回，留下了太多的感念。学习闲暇之时，
夕阳西下，我喜欢独自坐到长江边上，面对着东来西
往的航船，仰望着或远或近的浮云，倾听着时急时缓
的江水，思绪总是有些遥远，甚至飘逸。

七月酷暑，恰七月生人。眼瞧着，自己岁月的年
轮，又要多了一圈。生来人前话多，虽不乏风趣，又
常独自多思，伴时有忧郁。按传统通俗的说法，属相
为狗；而依所谓的星座划分，我竟不知哪一块的天空
是属于我的。网上多有各种属相、各种星座的命运与
性格的说法，但是我是不相信这些的。我总是觉得，
地球村几十亿芸芸众生，该不会就仅仅这样地简单归
类了吧。

感恩于父母，从出生时我不笨不傻，容易适应变
化；成因于环境，自孩童时就独立好奇，沉缅于内心
体验。在心理学上，貌似我这种气质脾性的，该归于
多血质与抑郁质复合的那类人。回想少年时的嬉与

顽，青年时的勤与勉，在当下，如同小时候翻看小人
书一样，一页一页地——— 那书早已消退了墨香，或还
倒很是有趣，也存有些底蕴的。每天，看日出日落，
听风起风息；来不及细细地想一想生活，一天就又悄
无声息地过去了。虽未做到三十而立，而四十不惑的
感觉早已进入状态。

有时候，面对着浩浩荡荡的东流江水，也曾这
样想：假如，当初父母没有让我读书，或者我很早
地、或者很糟地结束了学习，不知道今天的我该
会是什么模样。三十多年前，那时候的小山村，
如 果 不 读书跳 出 农 门 ， 那 就 只 能 成为“ 农 二
代”。祖上世代农耕，倒也算是遵循祖制。其实
我上的学并不多，读的书也极其有限，弄个饭碗
倒是真的。能让孩子尽早地谋个饭碗，是那个年代
的家长们流行而实惠的想法。考个学校，户口、饭

碗、对象，农家男孩的一大堆的问题，好像一下子
就都不算问题了。假如我那时仍在“农门”，看看今
天的幼时的玩伴，多半会是他们现在的样子，或差于
他们。他们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嗨哉有其所，
怡然而自乐；也有几个像网传的笑话段子里暴发户式
的人。但是在于我，假如，依我的秉赋性格，是断然
成就不了暴发户式的家业的；一个思想守道传统的
人，一个不会摔锅卖铁的人，一个不敢招摇撞骗的
人，只能是田间地头里的标准农民，只能是面朝黄土
地的村老野夫。感恩父母赐予我的一切。不羡大红大
紫，但愿常绿常青。活在当下，感恩所有，善待一
切，珍惜幸福。滚滚东逝长江水，浪花里飞出的是一
曲曲平凡而欢快的长江之歌。

外出学习的时光短暂而令人怀念。对于外出培训
学习，其实原本也未曾期待有多大的收获与提升，只
是觉得利用出去的机会，能与省内外大江南北的同行
们一起学习交流，真正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心灵休整方
式。短期的培训学习，说不出哪里有进步与跨越，但
终究觉得是有收获与提升的。

每当闲暇无奈之时，我就会不由地想起在外学习
的日子。毕竟，这个年龄，坐在教室，当回学生，也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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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南南的的思思绪绪
朱朱 明明

从“输血”到“造血”
廖明明 本报记者 杨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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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走进舒城县城关镇幸福村，展现在眼前
的是200多亩水稻良种科技繁育基地金黄色的稻谷，颗
粒饱满，一派丰收之景。
近年来，幸福村把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转型作为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攻点，鼓励和支持种植大户发展现
代农业。该村引进的安徽丰大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片发
展水稻良种科技繁育基地，实行规模化承包，机械化生
产，科学化种植，专业化管理，今年种植的大两优968、大
两优香丝、深两优870、深两优7428等系列水稻良种喜获
丰收，不但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更助推了现代农业快
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丁传胜 文/图

科技花开幸福村

艾艾草草产产品品参参展展受受青青睐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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