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娄德安娄德安
三妮和我同龄，她在五岁那年随母亲

改嫁来到我们村。因为三妮的家就在我家
后面，我俩很快就熟了起来。三妮经常来
我家玩，她很会说话，母亲很喜欢她。上
小学后，我俩又是同班，她的学习很好。
按辈分，三妮得管我叫叔，但小时候从来
没有叫过。

记得上五年级时，学校搞勤工俭学活
动，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割青草晒干后卖
给生产队，卖的钱供学校买教具。每个学
生都有任务。三妮心灵手巧，干活麻利，
每次都超额完成，受到表扬。班里那几个
调皮鬼趁三妮不在，把她割的草偷了个精
光。三妮报告给老师，几个调皮鬼被老师
狠狠批评了一顿。他们就在三妮放学回家
的路上骂她，甚至要动手打她。我带着几
个小伙伴冲过去把他们赶跑了，并把三妮
送回了家。从那以后，她就很依赖我。

上初中后，三妮在班里学习成绩依然
名列前茅。她的作文写得特别好，老师称
她为“女才子”，同学们叫她“小清照”。
但她的性格更内向了，我都很少见到她的
微笑。她总是积极地打扫卫生，把黑板擦

得干干净净，但班里开展活动时她就向后
躲。后来我才明白，那和她的出身有关。

那时上高中是以推荐为主。三妮的继
父是富农，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三妮
是根本不可能被推荐上高中的。而我被推
荐上了高中。三妮为此在家躺了两天，饭
也不吃、门也不出。母亲让我去看看她，
可怯懦的我终究没有去。

记得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三妮约我
来到村南水塘边，一见面就说：“小叔，
你上高中了，我有两本书送给你。”说
完，她不等我回话就匆匆走了。我打开用
旧报纸包着的书，看到一本《优秀作文
选》、一本 《散文集》 和一本红色日记
本。她在日记本扉页上写着：“祝你早日
成才，报效祖国。”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良
久，心中五味杂陈。

我去读高中了，三妮则在生产队参加
劳动，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生产队里的

“五保户”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太，很多
人都不愿照顾她，生产队长很为难。三妮
主动向队长提出要照顾她。不久，老太太
红光满面，逢人就说三妮是自己的亲闺
女。原来三妮怕老太太寂寞，主动搬进了
老太太的小屋，和老太太一起住，把老太
太照顾得无微不至。为此，三妮还受到人
民公社的表扬。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和社员们一起

劳动。那时候生产队干什么活都是包工，
我虽然是男劳力，但毕竟不经常参加劳
动，老是落后。别人锄完了地，我还剩很
多；别人割完了麦子，我还有很长没割。
村里人都叫我“洋学生”。每当我觉得不
好意思时，三妮总会一声不吭地帮助我锄
地、割麦、翻红薯秧，让我能和大家一起
收工。看着三妮，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
情。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我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不久就
结婚了。而三妮要嫁的男子快30岁了，腿
脚还有些不利落。三妮开始死活不同意，但
耐不住继父、母亲和哥哥的再三劝说，也就
同意了。我听后也只是在心里暗暗为三妮
惋惜，并没有帮她什么。后来，妻子说三
妮来过我家两次，但坐了一会儿，什么也
没说就走了，第二次临走时还拿走了我桌
子上的一本书。当时，三妮可能有什么话要
给我说，也可能是想向我寻求帮助，但这一
切都被我忽略了。一直到她出嫁，我连一
句安慰的话也没对她说过。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县城当老师，后又调入市区工
作。对三妮的事有些耳闻，有人说三妮结
婚后不久就失踪了，有人说她寻短见了，
有人说她去了新疆……

去年的一天下午，我和朋友去会展中
心附近的一家茶馆喝茶。和年轻的老板娘

打照面时，我怔住了我怔住了，，觉得她的容貌好熟觉得她的容貌好熟
悉悉，，好像在哪里见过好像在哪里见过。。朋友向她介绍我朋友向她介绍我
时时，，老板娘轻声问了一句老板娘轻声问了一句：：““娄先生可是娄先生可是
邓襄皇甫店村人邓襄皇甫店村人？？我母亲也是邓襄皇甫店我母亲也是邓襄皇甫店
村的人村的人，，叫三妮叫三妮，，我叫小妮……母亲我叫小妮……母亲4040
多岁时得了病多岁时得了病，，因为家里穷因为家里穷，，无钱去大医无钱去大医
院救治院救治，，不到半年就去世了……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那天回到家那天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怎么也睡不着，，小妮小妮
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小妮告诉我小妮告诉我，，三三
妮因不满意自己的婚事妮因不满意自己的婚事，，离家后去了外离家后去了外
地地，，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靠自己勤劳的靠自己勤劳的
双手坚强地生活着双手坚强地生活着。。后来后来，，在县妇联的帮在县妇联的帮
助助下，三妮和丈夫离了婚，又重新组成了
家庭，并把家从外地搬回了市区。丈夫在
工厂上班，三妮开了家烟酒店，一家人其
乐融融。可好景不长，就在小妮上初中的
时候，可怕的病魔夺走了三妮的生命。

又一天下午，我的手机响了，是小妮
约我见面的电话。还是在她的茶馆，她告
诉我：“妈妈曾领着我去学校找过您两
次，但他们都说您调走了。妈妈临终前交
给我一本书，说是您送给她的，让我见着
您的时候还给您、谢谢您！”小妮把一本
用厚牛皮纸包着的书交给了我。书已经发
黄，是鲁迅先生的 《呐喊》。我打开封
面，只见书的扉页上有几行熟悉的字：

“是《呐喊》救了我，是鲁迅先生鼓舞了
我，在绝望中呐喊，在抗争中生存，直到
实现理想的那一天！”

我拿书的手微微发抖，泪水模糊了我
的双眼……

三三 妮妮

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星期二
编辑：陈思盈 校对：潘丽亚 07本版信箱：siying3366@163.com 水韵沙澧

■■挚爱亲情挚爱亲情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舞阳农民画 万事如意 周松晓 作

舞阳农民画 传承节俭 张新亮 作

■马 文
100年前
诞生希望，红船启航
以星星之火点亮大地
高举红旗照亮方向
那份初心犹如彩虹
憧憬未来架起桥梁

100年来
手执红旗，劈波斩浪
赴汤蹈火不变方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带领人民脱贫攻坚奔小康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挺起脊梁彰显大国担当

百年赞歌

■马如金
中央发出号召令，乡村振兴新征程
实现民族复兴梦，乡村必须要振兴
乡村振兴咋歌颂？三言两语唱不清
下面我来倾情唱，各位听众慢慢听

蓝图出自十九大，就是实现中国梦
“五位一体”总布局，“四个全面”贯其中
国计民生重又重，脱贫攻坚强“三农”
农业农村和农民，惠农政策多施行
农村发展要充分，城乡发展要平衡
全面小康同富裕，任务艰巨又光荣

实现乡村振兴梦，总体要求记心中
生活富裕生态宜，乡风文明产业兴
法治民主和文明，崇德守法重品行
管理民主遵章程，治理有效行公正
学习先进树榜样，移风易俗树新风
婚丧嫁娶不铺张，大操大办不时兴

生态宜居新农村，民风淳朴村文明
农业产业现代化，产销实现一条龙
环境保护要优先，乱砍滥伐可不中
坚持科学发展观，环境治理常行动
新村建设要升级，乡村规划要先行
基本农田要守住，严守红线不放松

基础设施加快建，服务水平要提升
城乡融合促发展，科技兴农势必行
乡村振兴任务重，各项事业要均衡

医院学校要扶持，配套设施样样行
百姓生活有保障，人人活在蜜罐中
文体活动有站点，网络通信要畅通

改水改厕又改路，村容整洁讲卫生
商超购物很方便，水泥道路村村通
牢树为民新思想，不忘初心砥砺行
抓好落实和兑现，为民服务心真诚
农村稳定排第一，排查矛盾解纷争
撸起袖子加油干，乡村振兴事竟成

乡村振兴新征程（琴书唱词）

■七 南
这两天走在街上，常能碰

到卖绵枣的小贩吆喝“绵枣
儿，卖绵枣儿喽”，让我常常想
起童年，离麦天还剩月把时，
卖绵枣的吆喝声便会顺着幽窄
的巷子飘进耳朵。

卖绵枣的小贩骑着自行
车，后座架一根扁担，扁担两
端分别挂着两个塑料桶，走街
串巷，沿街叫卖。那时还没有
录音喇叭，叫卖声全凭嗓子喊
出。于是浑厚的、脆亮的、厉
声的、柔和的、粗的、细的，
村头庄尾遥相呼应，汇成一首
好听的歌谣。我听到就赶紧跑
回家，央求母亲出门换绵枣。

母亲舀半瓢麦子，换小半
碗绵枣。然后只分给我和弟弟
每人两颗，其余的要串起来，
挂在堂屋西侧墙上。得到绵
枣，我便立刻放进嘴里，那味
道不是纯甜，甜中微苦，更显
味道的醇厚，让人欲罢不能。

绵枣俗称地枣、黏枣，属
百合科多年生草本，叶狭线
形，丛生于地面，像韭菜、像

独瓣蒜。绵枣每年四月可采
挖，洗净后反复蒸煮才出糖
液，出甜味。幼时吃的绵枣便
是经过蒸煮的，呈焦糖色，一
粒一粒在塑料桶内堆成小山
状。记得弟弟还曾说过“绵枣
像小蝌蚪”的戏语。从文字里
再回味，或许因绵枣来自山
野，那甜中微苦正是田野之味
吧！

母亲串绵枣时，我和弟弟
眼巴巴看着，直咽口水。母亲
不忍，可也不肯多给了，因这
绵枣是为麦收准备的，关键时
刻可救命。据说孩子被麦芒卡
了喉咙，吃一粒绵枣便好。但
后来，那挂在墙上渐渐被风干
的绵枣多半是被我搬了凳子站
上去，一粒一粒偷偷拽下来，
渐渐与弟弟分食完了。

当墙上只剩下一根线在风
中飘时，麦收结束，那些还生
长在田间的绵枣长出花梗，梗
上散开无数紫红的小花，花香
丝丝缕缕，如同卖绵枣的小贩
叫卖时的低吟浅唱：“绵枣香，
绵枣甜，清热去火治咽炎……”

一声“绵枣儿”

■李冬梅
时间：现代
地点：市区涓子家
人物：涓子——某医院护士长，

30多岁
楚林——涓子的丈夫，30 多

岁，公务员

幕后伴唱：庚子春，神州大地灾
难临。新冠病毒突来侵，祸我中华殃
我民。党有号召鼓角闻，十亿民众灭
疫病。男女老少齐上阵，打一场除

“魔”战争——凯歌高唱史册存……
【幕启时，涓子拉着行李箱正要

出门。楚林一手抱儿子，一手拉住涓
子不放。】

涓子：林子，求你了，你放手
吧！

楚林：不放，你不能去，说啥你
也不能去！

涓子：我一定去！我必须去！
楚林：看看咱儿子，才三个月就

让他断奶，你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还
有咱娘，腿不能走，还有高血压、心
脏病……这都不说，可她的两眼白内
障，过几天就要动手术。你走了，这
个家让我咋办哩？

涓子：新冠病毒肆虐，武汉有
难，灾情如火。作为一名护士长，一
名共产党员，大灾大难面前，林子
呀，你想想，我不上谁上？

（唱） 灾难降临急如火，全党全
民动如梭。共产党员打冲锋，你不该
把我的后腿拖。

楚林：（唱） 非是为夫不理智，
抗疫救灾，我也不是不配合。可就是
咱家情况太特殊，希望你，考虑考虑
再考虑，斟酌斟酌再斟酌。你的申请
报告，连你们院长都不批准。他说，
此去武汉，风险太大，让你还是留在
家里好。可你硬是要争着抢着去！你
积极！你先进！你光荣！风头倒是出
够了，却把一个烂摊子甩给我，别忘
了，露头的椽子——糟得快！（把孩

子重重塞在涓子手里，孩子“哇哇”
大哭）

涓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
话……儿子不哭不哭……（唱）小娇
儿声声哭——哭碎了娘的心肺，疼得
我大气难喘泪水滴。孩子呀，三个月
就断奶，难喂难养叫为娘怎不牵系。
从此后，娘只能在睡梦中千遍万遍叮
嘱你。叮嘱你，可不要患感冒咳嗽打
喷嚏；叮嘱你，可不要肚子发凉频频
拉稀；叮嘱你，再不要发高烧抽搐惊
悸；叮嘱你，可不能不喝奶粉让肚
饥。孩子呀，并非娘狠心离家不管
你，国有难，舍小家为大家，娘只能
暂时把你舍弃……（将儿子交给楚
林，平心静气地）林子，我已经给我
爸妈打电话说好了，孩子暂时可以送
到他们那里，有姥爷姥姥抚养，你尽
可放宽心。你在家要照顾好咱娘，陪
她看病，督促她吃药，做手术时要先
控制好血压，手术后饮食要清淡，没
事不要出门，出门记得要戴口罩，每
天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恳求
地）你就答应了吧！

楚林：（拉涓子）可我……挂念
你、想你……疫区有风险，病房更是
传染源，万一你要被……咱这个家可
怎么办……

涓子：林子，疫区有风险这是事
实，可正因为有风险，共产党员才要
冲在前。请问，在中印边境守卫的战
士们，他们不知道有风险吗？那些舍
己救人的英雄，他们怕过吗？鬓发斑
白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毫不犹豫
赶往重灾区，他们怕了吗？

楚林：这……
涓子：林子呀……（温柔地唱）

国有难党号召全国人民出力报效，急
急忙忙都往灾区奔。专家鬓发皆白不
怯阵，千千万万医护人员更是争当排
头兵。志愿者、解放军，各行各业十
几亿人——谁不是尽力尽心？谁家没
有老和少？谁家没有至爱至亲？谁家
没有夫恋妻爱温柔乡？谁家没有热腾
腾的小日子醉人心？灾难面前咱只有
忍一忍，忍一忍，到前线我定会严密
防护爱惜自身。等待战胜病魔日，凯
旋那日夫妻团聚、母子相亲、亲朋欢
宴，千家万户乐满门……

楚林：涓子，我们约定好，你一
定要平安归来！

涓子：林子，你也要管好这个
家，好好保重自己。（二人紧紧握手）

楚林：再见……
涓子：再见……（二人依依不舍

地分别）

出发之前（小戏）

舞阳农民画 朝夕奔梦 任明兆 作

舞阳农民画 锦绣家园 杨冰茹 作

■康 红
如果有人问起：世界上最

爱你的人是谁？我会不加思索
地说：是我的母亲。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是母亲节，而我的母亲却永远
要缺席了。不过，在我心里，
她从未走远，就在身边轻声喊
着我的名字。

母亲的好在我脑海里依旧
那么清晰：儿时的我常常深夜
里发烧，她就坐在我身旁一宿
没合眼，不停地为我擦拭额
头，或是不顾天黑路滑背着我
去看医生。夏夜天热的时候，
她摇着家里的那把大扇子，等
我睡着了才安心休息……

自从有了宝宝，我更加深
刻理解了做母亲的艰辛和不
易。女儿上幼儿园时，上学接
送和饮食起居都需要我亲力
亲为。每逢周末，我便乘公共
汽车回到老家，把女儿往母亲
怀里一塞，便躺在母亲早已铺
好的床上倒头大睡，一睡便是
大半天甚至一天。母亲知道我
一人带孩子太累了，所以随手
轻轻地合上门，带女儿到村里
人多的地方玩去了。她从来不
会打扰我，直到我睡足觉、浑
身的疲倦全无，又开始张罗着

为我做好吃的……
女儿被送到市区念书后，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空余时间，
以为幸福的日子终于要来了。
可当医生递给我那张母亲的体
检报告时，我傻了——母亲竟
被诊断出了绝症。这晴天霹雳
让我痛不欲生，母亲才62岁，
还没怎么享受晚年生活……但
在她面前，我强装笑颜，极力
地隐瞒她的病情，攒足了劲儿
带着她四处寻求名医，日日陪
伴着她，一日三餐都由我悉心
照料……我拼尽全力想把她从
死神身边拉回来，可漫长的放
疗和化疗还是让母亲日渐消
瘦。看着她被病痛折磨的样
子，我常常偷偷地抹眼泪……

我曾经给母亲买了很多漂
亮衣服，她一件件叠得整整齐
齐地放在衣柜里。每穿上一件
新衣，左邻右舍都要投去羡慕的
目光，当“这是闺女买的吧？在
哪儿买的？咋恁好看呢”的话语
围绕着她时，她就会开心地笑。
记得她生病那年的母亲节，我还
是像往常一样给她买这买那，好
像做了才心安似的。

母爱如涓涓细流，母爱如
温馨的港湾。我多想再躺在母
亲的怀抱，做一回孩童！

想念母亲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五月
从麦垄里寻一根金黄的麦芒
那是母亲丢下的针脚
密密匝匝。她躬着背
踩着日子
似乎永远也赶不完
永远也无须赶完
这纳不透的土地
是一家人的命根子
母亲是土地里的一条蚯蚓
被生活截断那么多节
依然活着

靠近一株草

这片土地，生长了你我
我们曾并排躺着，像孪生姐妹
梦从指尖滑过
我们从泥土走失
乡村的根，越扯越疼

沦为人海里又一片浮萍
春天，水泥缝里钻出许多草芽
如老朋友
只是辨不出，是你长成了我
还是我长成了你

时光

走进那丛不知名的花草
儿子的脚踩住夏天
我的却还留在春天
昨天
羞涩的花苞紧紧拽着枝头
像儿子牵我的手
此刻花已完全绽放
瓣儿探起身追梦
枝头，沉默
前方，儿子戴着耳机兀自走
背影越来越远
我站在风里
像空荡荡的枝头

母亲（外二首）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傍晚时，一直阴郁的天空
却拨云见日
猛地点亮了人间
只是，时光太急
天地这个大盒子缓缓合上
似乎转瞬间，就暗了下来
世间只剩下
西方一道闪亮的缝隙
红与白融为一体

眸光四射、晚霞密布
我想，那应该是今天
看我的，最后一眼

捉住黄昏

我边指挥着妻子伸开双手
边调整相机，“咔嚓”一声
终于捉住了这红红的落日
现在，黄昏完全被她，掌握了

黄昏（二首）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