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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身边有座山，叫大别山；我老家身旁
还有一条河，叫史河；我老家的小名字，叫彭洲
子，其实它的大名字是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彭
洲村。几百年来以至于现在，当地人们还都管叫
它彭洲子。

这个“洲”吗?说白了，也就是这河岸边的一
叶小舟，版图上虽然找不到它的名字，但在我的
心里却一直不时地呼唤着它的芳名。

浓浓浓浓的的乡乡愁愁
我17周岁那年就离开老家彭洲子了。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
日故人情。”我在北京这几十年的日子里，时常
念念不忘的是那“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
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乡愁啊！

我心里的彭洲子,也是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地
方。很早以前，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叫“闫家
湖、解家湾，老彭家来迟住沙滩”。意思是说，彭
家先人姗姗来迟没地盘了，只能在此“插标”为
记而“生根”，所以这个当时仅有20多户、不到百
人的彭氏居住地，就成了“彭洲子”的真实传说。

过去的彭洲子，现在的彭洲村，在我的眼里
和心里，什么都好。但好中有好，我认为主要的
有“三好”———

水好。
儿时常听家乡人说这里“风水”好，现在想

想还真是的。彭洲子的南边一点就是一个好大
的水库，那躺在全村人身边的梅山水库，蜿蜒傲
慢地耸立在天上和人间，它承接着千条山川和
万条溪流的拥抱，汇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天大
蓝色金盆，湛蓝的像似青玉，碧波的好像叠翠，
包容的犹如天池。

全国最大灌区“淠史杭”之一的史河，那滚
滚奔腾的河水也是从彭洲子身旁流过。这边站
着彭洲人，那边站着河南人，因河面很宽而听不
见对岸的人嬉闹，只能看见各自河岸的人在水
边抓鱼的身影。

彭洲人的脚下还有条小河叫马道河，甭看这
河小，也是日夜不停地滚滚流淌。小河岸的枝繁
叶茂，小河边的鸡飞狗跳，小河里的鱼虾乱跳，
小河上的群鸟飞翔，你看后就会觉得“这小河好
有灵气”。小时候常在酷暑的晌午，屁颠屁颠地
跟在大哥、二哥后面到这条小河去“舀鱼”、“赶
鱼”，那个“小河清清鱼见底，哥下网来我捡鱼，
来时竹篮空中舞，回家筐满拎不起。”的情景，每
每想起，好想喝一碗当时用玉米秆作燃料、用大
铁锅炖的腰条子鱼、泥鳅鱼汤，尽管我也知道这
是痴心妄想，但就是想。

彭洲子虽然没生长在“宝地”，但“风水”确
实很好。有山有水，要风来风，要雨来雨。且四季
分明——— 春天一定是绿翠尽染，夏天一定是红
妆烂漫，秋天一定是金黄通透，冬天一定是白雪
耀眼。这“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把我每次回
去的眼睛看得好累、好累。

庄稼好。
水好，庄稼就好。这里的“水”滋润着这块芬

香的土地，“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彭洲子庄稼种类很多，农作物有小麦、玉

米、红薯和水稻，还有火麻、油菜、芝麻、黄豆和
花生。而最让我青睐和不忘的，是家乡人对种火
麻的劳苦和挚爱。

彭洲子这块地很适合种植火麻，当然也是因
为它值钱、来钱快。小时候常见到这种情景：每
当家里要来客人，或者需要急用钱的时候，老父
亲都会一个人静悄悄地在月光下一根根的剥
麻，赶上第二天一早背到集镇收购站去卖。那个
时候，国家穷，家里也穷，多亏了彭洲这个地方
的人宜种、会种火麻，这每家一到了缺钱花的时
候，都会第一个打“剥麻、卖麻”的主意。

当然，这“数钱”快乐的背后，却深藏着“汗
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一路”艰辛。

每到播种火麻的节气，生产小队都会让有把
式的农民用手一把一把地在耕过的地里撒上带
有棱状的火麻种子，当然是哼着家乡小调撒的。
火麻种下后疯长，一天一个样，好像昨天还是

“一马平川”，今天就是“杆遮叶障”。高高的麻杆
顶着锯齿式的浓密叶子，阵风吹来，一齐弯腰向
大地致敬；大雨倾盆而下，越发郁郁葱葱、傲然
挺立。到了老家人管叫收获为“砍麻”的时候，那
广播一响，能下地干活的男女老少都会齐刷刷
地来到火麻地，把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四五米高、
比大拇指还要粗的火麻团团围住，挥起砍麻刀
一起向麻地的中心地带“砍”去。

密不透风的火麻地，骄阳似火、满眼生烟，
人人是汗流如洗，个个是腰酸背疼。尤其是在砍
下火麻除去叶子后，还要扎成百多斤的麻捆，捆
好后还要用肩膀咬牙切齿地扛到史河里用水沤

上，待到沤熟后起出水来再在沙滩上晒干，晒干
以后就可以分到家了。

但别只看这活苦累，这“砍麻”的兴奋和快
乐，写在每一张脸上。说来也是不可思议，这“砍
麻”砍到最后的“收尾”阶段，铺天盖地的蜻蜓、
喜鹊和蚂蚱，会一起盘旋在麻地的上空，好像过
来是向大地道贺似的，迟迟不愿飞去。这时的人
们也是情不自禁地忘乎所以，不闲地捉来地里
的麻雀、雏鸟逗乐，不厌其烦地去哼唱“树上鸟
儿成双对”，不停地比试谁是最后一“砍”、最后
的一笑。蜓飞、鸟叫、鹊舞、人笑，那“砍麻”结束
时的“丰收”场景，是我忘不掉的大地情结啊！

人好。
谁不说俺家乡好!当然我也会说，俺家乡谁

不说这儿的人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不是吹牛，彭洲子

人非常单纯，单纯地就知道轻活不怕苦、重活不
怕累。但“不怕”的里面，似乎还藏着浪漫的“小
九九”。

这里小伙子们个个体格健壮、黑里透红，别
看个子不高，但心高气盛，爱“吹牛皮”，总喜欢
在困难面前说大话、耍自信，那不时表现出来的

“呼哧呼哧、哼哼呀呀”的派头，好像天下的男人
就数他们阳刚，成天显摆他们的存在；这里的女
孩子们个头匀称、肌肤美白，那个“叽叽喳喳、嘻
嘻哈哈”的模样儿，好像人家都欠她笑债似的，
成天笑不够；这儿的男孩也很多情，动辄就在女
孩面前吹呼自己就是真的“牛郎”；女孩子们也
是大显柔情，也会把自己说成是天上的“织女”，
尤其是擅长在男孩子面前“沾花惹草”。每到风
停雨歇，她们保准是三一群、俩一伙的嬉笑着把
路边的兰草花和不知名的野花，一朵朵地掐下
来戴在自己红红的发卡上。那“头一甩、眼一瞥、
脸一笑”的神气，撩拨得那些“花心”小伙不时地
投去爱慕和追求的眼光。

这忘不掉的乡愁啊，浓浓的味道，悠悠的情
调!

这乡愁，好似我自己精心酿制的一壶老酒，
时时都揣在我的怀里，喝一口就醉，而且还从头
一直醉到心头。

纯纯纯纯的的乡乡情情
我离开了故乡，故乡就只能是挂在我心里的

一幅画，无论走到哪里，这幅画就会一直跟着
我。而在我心里的这幅画里，是一缕缕浓墨重彩
的乡情。

这里邻里和睦，哪家有事需要帮衬，你只需
要打一个手指、吹一个口哨，立马就有人来帮忙
做事；这里非常讲究尊老爱幼，晚辈在长者面
前，那清规戒律可是认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说有说相，甚至你要是在吃饭时老是“吧嗒、吧
嗒”嘴，都会让老人数落的“吃相不好，没出息”；
这里家庭和睦，“我挑水来你浇园、夫妻恩爱苦
也甜”的故事，好像这儿就是原创；这里待客之
情甚笃，来了尊贵的客人或者是办婚事，必须是

“八个碟子八个菜”，而最后一道“菜”又必须是
甜汤，让你吃完了甜甜美美地记着“下次还来”；
这里的社会风气也是特别清纯，真的是“路不拾
遗、夜不闭户”，人们安然、怡然的像神仙一样快
活地生活。

这情那情都是情，而最让我记住的是这两个
大大的“情”字——— 一个是无私的纯情，一个是
无畏的豪情。

无私的纯情是这样的———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末叶，彭洲大队为了

多产粮食，当然也出于“学大寨、赶大寨”的政治
要求，毅然决定让全体村民来个“大移庄”。

移到哪里去？就是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七
零八落的居住房，统一规划移建到贫瘠沙地上
建房。利用腾退出来的肥沃宅基地，多产好粮。

真是了不起的彭洲人啊！当政府把道理说明
白后，村民们一呼百应，听党的话，跟党走，开始
了彭洲村史上“涅槃”式的“大移庄”。

这就是彭洲人的涵养和品行——— 他们不要
公家一分钱，不让大队派劳力，没有胡搅蛮缠不
搬迁的“钉子户”，也没有不给补助不搬家的“捣
蛋人”，更没有一个人告状说“侵犯了我的利
益”。就这样，他们家帮家、人帮人、队帮队，用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全部移迁完了。接着很快就
建成了整齐“划一”的新家园，也就是现在的彭
洲村。但你可知道，当今彭洲村的现代“颜色”，
原来是出自于半个世纪前彭洲人的“杰作”啊！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次彭洲子民房的成功
“大移庄”，是彭洲人善良“无私”的时代风范啊!
它是那么纯情，它是那么真诚，无论走到什么时
候，它都会载入彭洲村发展的史册。

无畏的豪情是这样的———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叶，也就是“大移庄”

后的彭洲人，就又创造了“改滩千亩、换土百万”
的壮举。

改滩千亩，就是要把千亩左右沙滩地的沙子
“搬走”；换土百万，就是要把那几百万立方米的
黑土换过来。并在“改”和“换”的同时，再修一条

“红星渠”用来防旱和防涝。目的还是为了让地
多增产、多打粮、做贡献。

那个时候我高中还没有毕业，我有幸见证了
这一激情燃烧的岁月，并感动地写了篇处女作

《荒滩绿海》，发表在当时的《安徽日报》上。
——— 整个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

鼓喧天，歌声齐鸣，好一派战天斗地的景象。
——— 在领导干部们的带动下，男女老少齐上

阵，挑土运沙个个忙。联合小队的人都管他叫
“陈四爷”，他患有气管炎还赶来参战。胜利小队
的马大娘，她都60多岁了，老伴儿和孩子们怎么
也劝不住她也要去做贡献的决心，瞧她干起活
来那个干劲可大啦！别的年轻人见马大娘腰被
担子压弯了，就笑话她说：“大娘就不怕腰压弯
了再也直不起来，往后大爷可要休了你嗨!”马大
娘也不示弱，头发一甩眼一瞥生气地说：“去你
的，你大爷他敢！”哈哈……阵阵笑声把社员同
志们都逗乐了。

“敢叫日月换新天”。变了，去年还荒芜贫瘠
的沙土地，今年就变成了绿油油的一片小麦、油
菜和豌豆。引来的幸福渠水也是一路走来、一路
歌唱，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春天

的色彩。
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难怪当时彭洲子的这

一“壮举”成了附近闻名的先进，因为这不是简
单的一次彭洲人的改滩、换土和修渠，这是彭洲
人勇敢“无畏”的时代风采啊！它是那么豪迈，它
是那么坚定，这日光流逝却流不走的“斗争”激
情，早已变成了我绵绵无尽的相思。

日前我回老家，当我再一次踏上当年这个大
迁移、改沙滩、换黑土、修水渠的土地时，顿时感
慨万千、激动不已，这块改良的土地不就是彭洲
人心中的纪念碑吗？这条从梅山水库引来的水
不也是彭洲人开出的“红旗渠”吗?总书记那句

“红旗渠就是纪念碑”的精辟“评语”，不仅是在
褒奖河南林县人，也是在表扬安徽彭洲子人呀!
对此我也更加感慨“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
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
此”的声音，是那么的高亢和深刻！

这乡情的乡，“乡”的是那般的高大；这乡情
的情，“情”的是那般的纯真；这情的纯，这纯的
情，纯纯的，稠稠的。

美美美美的的乡乡韵韵
眼下的彭洲村，全村总面积已经拓展到

3 . 27平方公里，人口达到4000多人，是叶集区
管辖人口最多的一个村。全村下辖东方红、满江
红、联合、红星等9个村民组，这些村民组名都还
是沿用那个“红色”年代起的名字，但他们就是
喜欢这些名字而不愿更名换姓。

“今长大美好，人见而说之者，此吾父母之
遗德也。”彭洲人当年“迁移”和“换土”的无私、
无畏的宝贵“遗产”，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
期、新时代，彭洲人没有在“父母遗德”上去懒洋
洋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是持续地秉承这
种德性和血性，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彭洲子的乡
村乡韵更放异彩。

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他们瞄准“乡
村振兴”的大目标，不懈地发力、给力和努
力———

在经济发展上，抓住一个“长”字，发挥自己
的一技之长，取长补短，加快发展。

他们持续放大彭洲“湾区”雨水丰沛、土质
松软的“长处”，大力推广水稻杂交和小麦、玉米
等优良品种的耕种，逐年扩大火麻和红麻的种
植面积，其产量和经济效益连年提高。

他们进一步打造木材、竹编生意的升级版，
“机器轰鸣响，木材飞絮扬，石头会唱歌，竹编手
工忙”，全村私企、个体户发展到了150多个，带

动上千人从事木材卷皮、模板生产、竹编、大理
石加工等经营，年产值近3亿元。并以此带动其
它商业活动的开展，开办商业网点和酒店30多
个。

在生态文明上，追求一个“美”字，把“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用心用情地写在大
地上，打造建设美丽乡村的现代彭洲版。

让“水文明”进户。20世纪70年代以前，村民
的饮用水主要来自河塘渠堰，人畜共用一池水。
改革开放后村民普遍使用上了压水井，有的还
安上了自吸泵，但水的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近几年他们又通过努力，很快就让每家每
户都用上了甘甜、纯净的自来水。

让“庭院文明”到家。充分利用村喇叭、朋友
圈、微信群、板凳会等多种方式，动员群众广泛
参与庭院“四净两规范”、个人“四勤两参与”的
文明活动。

让“路文明”进村。为了改变过去“晴天一身
土、雨天两脚泥”的不良出行环境，他们“描绘”
全村四通八达的交通图，变小路、土路为大路、
水泥路，实现了组组通、户户通、路路通的交通
网络。

经济发展、生态文明的“两个轮子”联动和
驱动，使彭洲村更加充满新时代的生机和朝气，
既有了情调，也有了格调；既要了过去的花花草
草，也要了现在的锦上添花。他们在前人打造的

“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基
础上，抓住彭洲子独特的水、田、林等自然资源
优势，以“红星渠”为轴线，将村分为两个部分，
显现生态景观；以进村“主干道”为纽带，把东西
连成一片，突出和谐景观；以南岸发展经济为主
线，突出商业景观；以西岸“一纵四横”为基础，
形成生产、生活景观。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
上再往前走、如何走?从部队干部转业已经担任
6年村书记的刘运山说得好——— 彭洲村要全力
建设以“一渠、一道、两岸、四点”为整体生态布
局的“宜居、宜业、和美”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这或许就是今天彭洲子的韵律吧——— 律动
如诗，舞动如歌，多姿多彩!

“故人具鸡黍，邀我到田家。绿树村外合，青
山郭外斜。”这里我要告诉古诗人的是，我不是
来做客的，我是来看乡韵的。故乡，我走了40多
年了，怎么也走不完对你的思恋，你的绿景和红
影，你的善良和美好，已深深镶入了我的初心。

史河啊，我是喝这里的河水长大的；彭洲
啊，您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在我的眼里和心里，
这里的乡愁是那样的浓稠，这里的乡情是那样
的清纯，这里的乡韵是那样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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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元
正

《史河岸边这个“洲”》的作者彭元正，
年少时离开家乡叶集区彭洲村，一直在北
京工作和生活。我们从“浓浓的乡愁、纯纯
的乡情、美美的乡韵”中，可以真切地感受
到他的一腔化不开的浓情。
叶集区彭洲村 ,是个有着光荣历史和

美好未来的小村。2月13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对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作出重大部署。作为一个小小的村
落，彭洲村同样瞄准“乡村振兴”大目标，
不懈地发力、给力和努力，在皖西大地上
奏响美丽乡村建设的“春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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