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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湾
责任编辑孙芸苓 / 美编冯潇楠 / 校对贺雪梅 / E-mail：ycwdhw@126.com

大河湾

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家乡建设，感受乡风文明，书
写乡村新貌。“我和我的家乡”主题征文活动即日启
幕。

主题：要求关注家乡建设中发生的新人、新事、新
变化，反映新时代农村的新风貌、农民的新生活，为家
乡变化点赞，为家乡发展助力。

要求：体裁不限，3000字以内的原创作品。
邮箱：ycwbdhw@126.com
来稿请注明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以奉稿酬。

小启小启
□高康斌

新家始建于 2014 年盛夏，
这对全家来说是一件喜事，更
是一件值得铭记的大事。家境
不富裕的父母，为了建成这个
梦寐以求的家，经历了怎样的
艰难困苦，我们兄妹俩会一辈
子记得。新家落成至今已六个
年头了，但建房时的历历场景
仿佛还在眼前：炎热的夏季，
白天黑夜的渗砖，两个多月里
无数次的工地往返，白皙的皮
肤晒到黝黑，喜悦在汗滴劳苦
中一点点地夯实心间……等终
于站在新落成的家院，富水流桥
的墙画，大红福字的壁画，鸿福
吉祥的门庭，让我不禁心驰神
往，百感交集。过往的经历，岁
月的磨炼，一切都看似自然平
常，但家人们为建起这个家所付
出的辛劳只有自己知道。我们
家家境贫穷，父母节衣缩食，仅
靠着几亩薄田和风吹日晒放羊
换来的辛苦钱，艰难地支撑着一
家人的生计。

1999年祖父离世，如晴天霹
雳，让我们一家人雪上加霜，失
去了主心骨。祖父离世后，我们
一家人从原来的家搬进了祖父
的宅子，一住就是15个年头。寄
宿在祖父家，时常对新家有憧
憬。为了把憧憬变成现实，我那
瘦小但意志坚定的母亲挑起了
家里大梁。

2000年，随着农村人的生活
节奏加快，村民们种植的农作物
从小麦转型棉花，从棉花转型苹
果，母亲紧随农村经济政策发

展，十余年如一日，风吹不倒，雨
击不垮，撑起了我们这个家。

2007 年，妹妹出嫁时，我们
家因经历了几次暴雨的侵袭，房
子已破旧不堪，没个样子，妹妹
出嫁只能在祖父的老宅。我到
了结婚年龄，也因为没有房子，
女方到家一看家境，从此没有了
了消息。村里有个别人说起了
风凉话：他们家还能盖起新房？
女儿出嫁都没个地方，儿子结婚
也没房子。

众人拾柴火焰高，新家的筹
建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得到了亲戚们的鼎力相助。为
筹建新家，父母用平时积攒的 3
万余元购置了砖。妹夫把平时
装潢挣的钱也贴补其中，累计 8
万余元。上梁时，三叔买来了烟
酒，舅和大姨送来了现金 2.5 万
元，装潢时，我累计给家拿了近2
万元。

面对着崭新的房，它的建材
用料都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红砖用了10万块，瓷砖用了300
箱，水泥用了50吨，新房建成后
花费了15万余元，这一串串数字
的叠加，这一份份传递着亲戚们
温暖的钞票，让我时常感动得热
泪盈眶。感谢父母，感谢同事，
感谢亲戚们的帮助！有了你们
的鼎力支持，才有了我们这个美
丽的家。

拆迁旧房，亲戚们第一时间
到场。推土机一个小时的操作，
原来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姑夫、
叔叔们把拆下的木料和砖瓦块

迅速转移。上梁时，亲戚们雪中
送炭给予温暖。新居落成后，学
校的同事们齐刷刷出现，鞭炮送
来了十几挂，吉时一到，红红的
炮花一地，震耳欲聋的窜天雷响
彻村庄的上空，让我甚是激动！

感谢我的妹夫，为了建好这
个新家，从筹建到规划，从拆房
到拉土方，从打地基到购置建房
材料，他都一一做了详细预算。
妹夫是搞装潢设计的，对房屋的
结构设计和规划在行，因此，在
建房初期，他早早就做好规划。
他对新家的筹建规划和装潢设
计，对家里的添补，所付出的一
切，让我们感激不尽。为了美好
的生活，为了在村里竖起该有的
自信。

打工时，从临猗到运城，跑
过多少家企业，我忘不了匆匆赶
路途中，啃饼时的狼狈样。多少
次对新家的愿景充满期待，明亮
宽敞的客厅，铺满瓷砖的墙和小
院，温馨舒适的卧室。我在脑海
里不止一次遐想过。

所有的付出，所有努力都会
在 岁 月 痕 迹 中 一 一 印 证 。 在
2014年盛夏的美好时刻，我心中
的新家终于落成了。新家落成，
新家愿景，在辛勤的汗水中浇灌
而成，在众人的帮助下而成。夯
实爱的基础，不忘你们的大爱，
在新家的愿景里，我看到了你们
的付出，我感受到了人间的大
爱。为了新家的愿景，我会努力
再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解晓瑞

有这样一个地方，
她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千百年来，
女娲补天的开世造物，
尧帝禅让的高风亮节，
舜耕历山的德孝勤劳，
禹凿龙门的万世神功，
后稷农师的教民稼樯，
嫘祖养蚕的美好生活，
都在这个地方，
久久传唱，
闪烁光芒！

有这样一个地方，
她文化厚重，
古迹众多。
千百年来，
尧王故地天下第一县，
华夏望族宰相第一村，
爱情圣地永济普救寺，
大唐文化盛景鹳雀楼，
千年道教福地五老峰，
古代壁画宝库永乐宫，
都在这个地方，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有这样一个地方，
她文武才俊，
名人辈出。

千百年来，
三国武圣关云长忠义神勇，
盛唐诗人王之焕词情英迈，
唐朝名相裴中立唯才是荐，
北宋名相司马光恭俭正直，
元曲大家关汉卿慷慨悲歌，
清末民初李子用乐善好施，
都在这个地方，
留下足迹，
功标青史。

有这样一个地方，
她风光秀丽，
景色迷人。
千百年来，
横隐苍空的山峰，
波涛奔涌的黄河，
五彩斑斓的盐湖，
巍峨壮观的佛寺，
闻名遐迩的道观，
精美绝伦的壁画，
都在这个地方，
璀璨夺目，
充满生机。

你要问我，
这个地方是哪里？
我会对你说，
这里是华夏之根，
这里是文明之源，
这里是美丽河东，
这里是大运之城。
这个地方最早叫中国！

□畅民 诗/图

一湖老滩景可期，

相望池影云寂寂。
风物哪堪随梦远，
诗心更教春意驰。

盐池盛景

□薛秀武

我自幼在农村长大，初中毕
业前，从未干过农活。初中毕业
后在农村待了一年，开始学做庄
稼活。而教我学做庄稼活的是
我的岳父，在我的长辈中，我最
崇敬最佩服的就是他。他在村
里担任了一辈子财务股股长，人
特别淳厚、低调、睿智，而且农村
的犁耧耙耱之类的农活，几乎无
所不能，他可是手把手教会我干
农活的。

刚开始干农活，都不是技术
含量高的活，大多是体力活，比
如出圈、撒粪之类的活，只要有
力气就能干了。

实行了责任制后，过去一些
技术活就不指望让别人干了，我
就从头学起，先学会耕地、犁
地。耩地比较简单，只有一个牛
拉着，顺麦茬行照直前行，眼看
前方，手扶耩的柄就可以了。但
犁地就不行了，因为犁地比较
重，一般都得套两个牛拉犁，而
两个牛就不好使唤了，首先套不
到一块，套好了两头牛互相抗挤
走不到一搭，有个俏皮一点的牛

更没法招架，常常累得人满头大
汗，犁的地像张飞的长矛，疙里
拐弯的。最后听岳父的话，犁地
首先要盯准前方看准行子，把握
好犁地的姿势，让力量大的牛要
走在犁的前面成为主力，膘稍的
牛不能挤撞力量大的牛，犁要紧
靠前面犁过的茬口，心里别慌
张，稳稳当当就行。

最难学的是麦子运到打麦
场后，一系列农活接踵而至，摊
场、拢麦、碾场、起场。我们村靠
沟，沟边不仅风多，而且风大。
颗粒成堆后，多数人不用扇车扇
麦子，一般都是等有了风后扬
场。扬场可是个技术活，不仅要
掌握好风向，而且还要掌握好扬
场的技术，一开始，我仅凭自己
年轻力气大，使蛮劲，把麦粒与
麦衣分不出来，东边扬到西边，
又从西边扬到东边，越扬越泄
气。我就坐在地上看别人怎么
扬，颗是颗，衣是衣，几千斤小麦
一半个钟头就分出了眉目。

看着别人的动作，加上岳父
的指点，首先是步点得走对，两
手操持木锨，左手高点，右手低
点，碾好的麦子从头上往背后

扬，形成一个弧线，一旦扬到空
中，风自然而然就把麦衣吹得远
远的，而麦粒就靠身后形成一个
漂亮的弧线。学会扬场后，在皇
甫乡当乡长时，我还给老百姓着
实亮了几回相。学习装运麦子，
虽没有技术含量，但也有窍门。
前几次，我装的麦车，不是东倒
西歪，就是前后掉麦子，有两次
到半路，车上的麦子就往下坠，
因为麦秆是光的，装不好，翻车
的也不少。后来知道装麦子方
法是麦穗朝里，麦秆向外，先压
在两边，麦穗对麦穗，横着装，再
竖着在中间压个茬，一层压一
层，从外往里退，边装边踩实，就
不会掉了，不会翻车。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
活中有取之不尽、学之不完的知
识和技术。在大家的帮助和指
导下,我不仅学会了耩地、犁地，
还学会了耙耱地，不仅会装载麦
车，而且还学会了堆麦秸。农活
中除了摇耧没学到手，地里的庄
稼活没有不会干的了。每每回
忆起干农活的滋味，尽管满脸汗
珠子，一身泥土味，但心情是非
常愉悦的。

这个地方最早叫中国

新家愿景

学做庄稼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