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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艺君 郝河庆
12月 20日下午，一辆满载棉衣、棉

被、方便面、面包、牛奶等救援物资的大
卡车向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地震灾区飞驰
而去，车上悬挂的“星光村小飞、鼎鸿传
媒驰援甘肃地震灾区”红色条幅分外醒目。

小飞本名王龙飞，今年38岁，舞阳县
莲花镇拐子王村人。星光村是王龙飞在巴
基斯坦建设的一座爱心村庄。甘肃地震发
生后，远在巴基斯坦的王龙飞第一时间以
个人名义捐赠20万元，其所在公司鼎鸿传
媒代表星光村全体粉丝捐赠30万元。随
后，他们又在国内组织购买了60多万元的
物资驰援灾区。

“我虽然身在海外，但作为华夏儿女，
无论身在何处都心系祖国。灾情发生后，
我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12月26日，记
者连线远在巴基斯坦的王龙飞，他如是说。

公益之路不止步，爱心传递不停歇。
跨越千万里，爱和责任，把中国河南漯河
与巴基斯坦星光村紧密联系在一起。

星光村：一个有爱的地方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
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今年6月
22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

“一带一路”先行先试项目——中巴经济走
廊启动十周年庆祝活动中，一群身穿蓝白
色民族服装的巴基斯坦孩子登上舞台，深
情演唱中文歌曲《送别》。悠扬的歌声带着
希望和憧憬回荡在人们心间。歌曲终了，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这些孩子来自星光村。
2016年，王龙飞在伊斯兰堡郊区建设

星光村，收留巴基斯坦贫民。王龙飞边做
生意边帮扶村民，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鼓励村民创业，建免费的学校供孩子们读
书，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使整个村
庄的人都学中文、说汉语。王龙飞在抖音
平台开设账号“小飞和星光村的故事”发
布村民日常、记录真实生活、传递中巴友
谊，从而成为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他通
过直播带货的方式为星光村的建设和运营
提供资金。粉丝和村民都亲切地叫他“飞
哥”，孩子们则称他为“飞哥叔叔”。

巴基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最早的
参与国家之一。“一带一路”为共建国家民
间友好交流搭建了平台，星光村就是中巴
人民友好交往、携手创造幸福生活的真实
写照。王龙飞和他的团队用7年时间书写
了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动人篇章，续写新
时代新丝路的声声驼铃、片片帆影。

王龙飞早年历经人生坎坷。因家境贫
寒，他初中时就辍学外出打工，学过烹
饪、当过保安、摆过地摊、送过外卖，吃

了很多苦。
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从而

成为更好、更强的自己。双胞胎女儿出生
后，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2016年，
王龙飞应朋友邀请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
堡从事矿石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
进贫民区。那些贫民一家人蜗居在破破烂
烂的帐篷里，以乞讨为生，食不果腹，孩
子生病了也没钱去医院治疗。虽然自己也
不富裕，生意刚刚起步，且面临异国创业
的种种艰辛，但看到孩子们纯净又迷茫的
眼神，作为一个父亲，王龙飞的心被触痛
了，决心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带领这群贫民
建设一座村庄，让村民们有房住、有饭
吃，从此不再四处漂泊；让孩子们有学
上、有书读，看到未来和希望。

王龙飞在伊斯兰堡郊区租了一片空
地，与当地政府部门协商办理手续，征得
房东同意建了25套房。达力克、妙叔、阿
甘、拉嘿姆、古丽娅等人先后在这里落户
安家。虽然房子很简陋，但在村民眼中就
是豪宅，从前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会拥有一
座遮风避雨的房子。王龙飞建设产业合作
项目，想方设法给村民们提供工作机会，
让村民通过劳动获取报酬；为村民购买鸡
苗以及牛羊，鼓励他们从事养殖，改善生
活条件。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星光村的村
民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王龙飞说。

日子平凡却充满希望。村民们满腔热
忱、辛勤劳作，铆足了劲儿摆脱贫困。他
们还自发组织起来，整修道路、美化院
落、植树种花，不断改善居住环境。

“星光村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要让它变
得越来越漂亮。”村民说起星光村非常自豪。

村民达力克一家原来住在帐篷里，其
妻欠下巨额赌债，债主每天都上门催债，
达力克苦不堪言，在工地干活儿挣钱还
债。王龙飞很同情达力克，就邀请他来星
光村居住，资助他在星光村开了一家小卖
部。达力克憨厚朴实又勤劳能干，生意越
做越红火。他还在小卖部经营早点，早上
六点多就起床忙碌，做“恰巴蒂”（巴基斯
坦特色烙饼）、煮奶茶，为村民提供早餐。
小卖部有了稳定可观的收入，撑起了一家
人的生活。如今，达力克成为星光村的

“首富”，生活蒸蒸日上。
在星光村，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

负，每一份坚持都会有收获。妙叔是星光
村最勤劳的人。村里建设四合院时，妙叔
每天晚上都守在工地，父亲去世他只回家
待了一星期就回到星光村劳作。正是因为
妙叔一家人的勤劳和诚恳，王龙飞在四合
院给妙叔家盖了房子，奖励给妙叔一家很
多食品和生活用品。他还给妙叔规划、兴
建了菜园，帮助妙叔通过种植蔬菜和经营

“农家乐”增收致富。
“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们有了困

难就找我。”这是王龙飞经常对村民说的一
句话。为增进村民之间的感情，他经常组
织全体村民聚餐。大家在一起架锅炖羊
肉、牛肉，淘米、洗菜、烙饼，炊烟袅
袅，其乐融融，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王龙飞和
村民们携手前行，播种美好传递爱。

“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凭一己之力支撑
起一个村落，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小飞是要把星光村打造成一个有爱的地
方。”一直关注星光村发展的巴基斯坦国立
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相杨表示。

爱心小学堂：绽放梦想之花

金色的霞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照耀
着星光村爱心小学堂的每个角落。

“欢迎你们来到星光村。”在一棵枝繁
叶茂的大树下，少年阿甘落落大方地用流
利的汉语欢迎前来星光村参观的人。

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教育，通过学习改
变命运，王龙飞在星光村建设了爱心小学
堂。他聘请当地人做老师，也有老师不远
万里从中国来到星光村。孩子们既学习本
国的文化知识，也学习汉语和古诗词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在书本中认识了中
国、学会了汉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
兴趣。王龙飞还从中国聘请一名武术教
练，教孩子们学习中国功夫。

努力就能看见光。这些曾经食不果腹
的孩子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
奋好学、懂事踏实，几乎每个孩子都会说
流利的汉语。爱心小学堂不仅为孩子们提
供了读书的机会，更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全
新的世界。从爱心小学堂走出去的学生，
有的已经当上了翻译，成为王龙飞的得力
助手。

少年阿甘是星光村的孩子向阳成长的
典型。

阿甘出生于巴基斯坦南部的贫民区，
母亲在他幼年时去世，父亲年事已高，丧失
了劳动能力。阿甘的姐姐因家庭欠债而被迫
嫁给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头儿。从前阿甘以乞
讨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王龙
飞来到星光村。在王龙飞资助下，阿甘接受
教育，学到了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王龙飞
不仅在阿甘奶奶去世时亲自陪同处理后事，
还在阿甘父亲生病时陪同就医，甚至为解除
阿甘姐姐的不幸婚姻而慷慨解囊。在阿甘心
中，王龙飞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他带阿甘参
加生意上的聚会，增长他的见识；他们一起
深入巴基斯坦的抗洪救灾一线，让阿甘感受
到帮助他人的意义。然而王龙飞并不是一味
纵容阿甘，当阿甘犯错时也会批评他、督促
他成长。如今的阿甘阳光自信、聪慧善良，
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每个月都能通过做翻译
拿到工资，还在家乡购买了土地，拥有了幸
福的人生。

只要心中有梦想，贫穷就不可怕。海
德尔、伊拉姆、古玛尔、谢娜子、扎黑
德……在星光村，梦想的种子在每个孩子
心中抽穗拔节、芬芳绽放。

“星光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发展
到今天，变化最大的就是这群孩子们。我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阳光、看到了热情、看
到了希望。”王龙飞感慨地说。

中巴友谊：真情跨越山水

清晨，星光村在孩子们朗诵古诗词的
抑扬顿挫声中醒来。朝霞满天，鸟群翔
集，这片希望的土地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文
化气息。

端午节，王龙飞邀请中国朋友来到星
光村，手把手教村民和孩子们包粽子。他
和孩子们一起背诵端午节诗词，给孩子们
讲屈原的故事和端午节的由来，以及赛龙

舟、吃粽子的习俗。粽子包好了，星光村
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粽子品尝会，粽香
四溢，笑声飞扬。春节来临，星光村张灯
结彩、热闹非凡，村民们一起包饺子，举
办春节联欢晚会。孩子们穿唐装跳中国
舞、演唱中文歌曲，璀璨的烟花照亮了星
光村的夜空，充满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元宵节、中秋节、冬至等中国传统节
气，星光村都要举办各种庆祝活动，让村
民和孩子们吃中国美食、了解中国民俗，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如今，星光村村民学习中文的热情日
益高涨，几乎全村人都听得懂汉语，会一
些简单的中文对话。“你好”“谢谢”“爱你
们”是每天都能在星光村听到的高频词。

星光村最初不通电，村民只能依靠
双手搓洗衣服，孩子们在昏暗闷热的教
室里上课。随着“一带一路”能源项目
的落地，一座座中国企业建造的水电站
在丝绸古道经过的地方拔地而起，巴基
斯坦人的生活悄然发生改变。星光村通
电了，洗衣机走进村民的生活，家家户
户都拥有了手机；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
下学习，教室里装上了电扇，打开放映
室的投影仪就能播放孩子们喜欢的电
影。一天的劳作后，村民们聚到达力克
的小卖部门口，喝起冰镇的饮料。在星
光村村民心中，“一带一路”的共建成果
是具体而温暖的，是这片土地上日新月
异的变化，是更多工作和赚钱的机会，
是快乐生活的每一天。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一直
保持着真挚的友谊。未来我们的生活会变
得更美好。”达力克代表星光村接受央视记
者采访时如是说。

村民们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孩子们
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村内道路平坦宽
阔，房屋错落有致，院坝干净整齐，圈舍
牛羊膘肥体壮，绿树鲜花相映成趣，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贫民村逐渐成为当地的
幸福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星光村定
居。现在星光村共有370余人。

“帮助别人对我来说是快乐的源泉。在
生活有所好转后，我想回馈给社会一些力
所能及的力量。”王龙飞一直奔走在公益路
上，在巴基斯坦遭遇洪灾时捐款捐物，亲
赴灾区运送、分发救灾物资；为巴基斯坦
国立科技大学学生的公益文化交流活动提
供赞助；为在巴基斯坦遇到困难的中国人
提供食宿；助力食博会、为漯河食品企业
带货；帮助家乡的困难家庭、购买爱心蔬
菜赠送环卫工人……他为中巴友谊奉献光
和热，为家乡发展助力添彩，同时收获满
满的感动以及粉丝的认可。

今年6月，王龙飞的抖音粉丝量突破
了1000万。通过这个平台，达力克、妙
叔、阿甘等人以鲜活的形象走入大众视
野，使更多人了解了星光村，见证了星光
村的蝶变。

“看飞哥的视频总觉得心里暖暖的。”
“为你的善良和坚持而感动。行一时之

善容易，难得的是你坚持了六七年。现实
版的授人以渔。”

“小飞，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你一定
感受到了被人需要的快乐。谢谢你让我们
看到了这些真实的故事，有时会看得落
泪。”

“你是咱漯河人的骄傲，让爱充满了世
界。有机会我也要成为你这样的人。为你
点赞。”

…………
网友纷纷为王龙飞留言、点赞。
星光村的故事还在继续。“看到星光村

村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变，看到孩
子们一天天快乐成长，我感到所有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我只想做好当下，一步一个
脚印地走下去。相信星光村的未来会越来
越美好。”回首建村7年来的苦乐历程，王
龙飞欣慰地说。

小飞和星光村的故事
报告 文学

■王艳敏
我家有三分多菜地。母亲在的时候，

菜园一直是她打理，父亲不曾管过。母亲
去世了，菜园也冷清了，长满了荒草。

父亲到了菜园，望着萧瑟的园子，轻
叹一声，转身回家拿来农具。经过几天的
清理，菜园恢复了原貌。翻耕好的土地
松软，像被梳理过一样，留下一道道深深
浅浅的纹路，远远望去像一幅褐色的油画。

古稀之年的父亲把菜园当成自己的孩
子来精心呵护。我们每周都会回家看望父
亲。多数情况下家里如果没有父亲的身
影，打电话给他，一准在菜园忙活。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周而复始。父
亲种了各种蔬菜，菜园一年四季欣欣向
荣。我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但父母几
乎没让我干过农活儿，所以我对蔬菜的种
植一窍不通。父亲年龄大了，种起菜来很
是辛苦。他有哮喘病，不能长时间坚持一
个动作，往往累得气喘吁吁。我们常劝父

亲累了就别种了累了就别种了，，可是父亲舍不得菜园。
付出就会有收获。到了采摘季节，父

亲便领着我们来到菜园。准确地说父亲是让让
我们我们检验他的劳动成果、分享他的喜悦。这
时父亲精气神十足。绿油油的韭菜、红彤彤
的圣女果、顶花带刺的黄瓜、一尺多长的豆
角……原来劳动真能带给父亲快乐。

父亲知道我爱吃兰花豆，每年都会种
上一些。作为蔬菜食用的兰花豆以青嫩、
籽粒饱满、口感好为标准。采摘后放入辣
椒、盐、八角、花椒等作料煮个把小时，
关火焖一二十分钟就能出锅。软糯又略带
甜味的兰花豆老少皆宜。父亲说吃兰花豆
能把馒头省了，这东西扛饿。

我们采摘时，父亲总会跟在后面重新
捡拾一遍，看有没有落下的。他经常挂在
嘴边一句话：“百粒不成面，百米不成
饭。”父亲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时时提醒
我要爱惜每一粒粮食。

我的小侄女和小侄子都喜欢吃黏玉
米，父亲就买来黏玉米种子种上。每次回
家，父亲总要领我们去地里转一圈，指着
渐渐长高的黏玉米说：“玉米快成熟了，俩
孩子马上就能吃嘴里了。”说这话的时候，
父亲的眼里有光。

很多人对田园生活充满向往，但真正想融
入却不容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单调
乏味，没有足够的耐力是适应不了的。

夏天干旱的日子多。蔬菜不能缺水。
没有灌溉工具，父亲就到井边提水回来浇
地。一桶水下去只浇很小一块儿地。土地
像个饥渴的孩子，一桶水只起到暂时缓解
干旱的作用。想使蔬菜喝足水，就要持续
浇灌。所以，每到干旱季节父亲就盼着下
雨，我也时刻关注着天气变化——地里的
庄稼需要雨水的滋润。

我休息时也帮助父亲提水浇地。父亲
总是嗔怪我太笨，连浇地都不会，看着就不
像干活儿的样子。我喜欢听父亲“嫌弃”的
话语，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个依赖父亲
的女孩无论长多大，都是他最宠爱的孩子。
我干上半天，手上磨泡了，非常疼，腰也仿
佛不是自己的了，只能弓着身子走。但我内
心是愉悦的——能替父亲干点儿力所能及的
活儿是一件幸福的事！

父亲好像总不觉得疲惫，并且戒掉了
打麻将的爱好，也不再和那些老朋友闲聊，
没事儿就往菜园跑。他还在菜园开辟出一小
块儿地方，围了一圈篱笆，喂了两只鹅、三
只鸡，甚至还给自己搭了个简易的棚子，用

来临时休息。菜园倾注了父亲的心血。在他
精心打理下，一垄垄蔬菜长势喜人。

父亲开着电车载我去菜园。拔一棵青
翠欲滴的萝卜，扭掉萝卜缨，剥掉萝卜皮，
咬上一口嘎嘣脆，甜丝丝的，清凉解渴。顺
手摘一根豆角，一股脑儿塞进嘴里，有滋有
味地嚼。掰开又大又红的西红柿，还没吃口
水就流出来了……

妹妹的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做客，小
男孩六七岁的样子，活泼好动。饭后妹妹
提议参观菜园，父亲欣然应允。小男孩看
到满园蔬菜以及鹅、鸡，既好奇又兴奋。
父亲说：“今天你摘的菜归你，看你能摘多
少。”他先给小男孩示范采摘的动作，小男
孩也不怯生，用父亲教的方法上去就拔了
一棵大白菜。由于用力过猛，他一个趔趄
倒在地上。妹妹的朋友哈哈大笑，用手机
连续给孩子拍了几张照片。加上我的小侄
女和小侄子，三个孩子在菜园里玩得不亦
乐乎。那天下午，孩子们收获了辣椒、白
菜、萝卜和大葱等。妹妹的朋友感激地
说：“叔叔让孩子体会到了农家之乐，这些
蔬菜是金钱买不到的。”

父亲离不开菜园，这些蔬菜也离不开
父亲。菜园里有父亲深深的牵挂。

父亲的菜园
岁月 凝香凝香

■卢奎军
或许是上了年纪爱怀旧的

缘故，每逢冬至，我便想起小
时候过冬至吃饺子的情景。

我出生在豫东南一个小村
庄。冬至当天，纯朴的乡亲都
要到菜地里拔萝卜、薅大葱，
盘馅儿包饺子。

小时候，冬至那天中午我
放学回家总是自告奋勇去烧
锅。寒冬时节，烧锅是个好活
儿——暖和。饭熟后我还可以
在灶膛内烤一个红薯，下午放
学后再吃。因而，我总是兴致
勃勃地把灶膛的火烧得很旺。

印象最深刻的是 1998 年
冬至。

那年冬至也是母亲的生
日，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不约
而同去为母亲过生日。母亲
很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满
脸皱纹像盛开的菊花，激动
地说：你们都还记得为我过
生日嘞。

冬至当然得吃饺子。一家
人寒暄后就忙开了。父亲生于
厨师世家，不仅饺子馅儿盘得
又快又好，还能飞快地擀饺子
皮儿，供应几个人同时包都没
有问题。他当仁不让地盘起饺
子馅儿来。手脚麻利的大姐一

会儿便把面和好了，放在案板
上醒着。母亲将煤炉的盖子打
开，待火燃起后，一家人围坐
在煤炉旁边包饺子，边包边聊
着各自的家务事。其实吃饺子
的意义不在于吃，而在于亲人
一起包饺子的温馨氛围，浓浓
亲情都被包裹在饺子里。

下饺子时，我将灶膛烧得
大火熊熊。水沸腾后，母亲端
起饺子下到锅里，用勺子沿着
锅沿儿推转饺子，以免粘连。
水滚开三次后饺子浮上来便煮
好了。大家盛起一碗碗饺子放
在案板上。

性情豪放的二哥打开一
瓶酒，一边吃饺子一边喝
酒，嘴里还念叨着：“饺子就
酒，越喝越有。”“喝了饺子
汤，胜似开药方。”一旁的大
姐打趣说他吃着饺子也占不
住嘴。二嫂也帮腔说：“可别
让你的嘴闲一会儿。”这时饺
子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传
递亲情的载体。

不知不觉十多年过去了，
疼爱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兄弟
们也都外出打工，天南海北，
一年中大家很少见面。每逢冬
至，吃着饺子，思念亲人之情
便油然而生。

饺子里的亲情

■王春红
从初秋到寒冬，每个周末

天气晴好的午后，我都会和
女儿一起骑着自行车，到一
片绿茵茵的广场打羽毛球。
累了就坐在草地上晒太阳。
当我微闭双眼沐浴阳光时，
当我极目远眺河流时，总会
觉得眼前所见所感都是昨日重
现。在相同的时间内重复做相
同的事情，这也许就是平凡的
生活。

道路两旁的银杏树从绿意
盎然到满树金黄，色彩的变换
里潜藏着时间的脚步、沉淀着
阳光的爱抚和风雨的洗礼。每
次经过，发现它们都有不同的
模样。带着寒意的风吹过，叶
子随风飘落，就是一场无声的
告别。与枝杈分离的一瞬间，
叶子是否有留恋和不舍？

河水不舍昼夜地流淌，最
终归于大海。一朵奔腾的浪

花，最终能感受到海的深邃和
辽阔。杨绛说：“我们曾如此
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
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
的从容与淡定。”年少时总是凭
一腔热情去遥想未来，尝尽生
活的百般滋味，才懂得平凡就
是生命的真谛。

一棵树的一生虽平凡，
但它每时每刻都在生长；一
条河虽平凡，但你却不可能
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朝夕
相处中你或许觉察不出孩子
的成长，但归家的路上，那
个被夕阳拉长的小小身影，
每天都与前一天不一样。亲
人的陪伴何其短暂，紧握平
凡过好琐碎的生活，就是人
生的浪漫。

生而平凡，也要努力奔
赴内心的山海。我愿意在每
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散发夺目
的光彩。

立足平凡 绽放光彩

挚爱 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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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飞和星光村的孩子们在一起。（图片由王龙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