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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嘉

丰收的季节

秋天，天慢慢转凉。炎热过后，迎来
第一波凉爽，人们开始忙碌这一年的丰
收。

只是后来长大的我，再也没有去过
田里，因为田都被征用了。回想起小时
候，每当夏去秋来，秋风萧瑟，一望无际
的金黄，稻谷熟了，我就跟着爷爷奶奶来
到田地里。

每当快要割稻谷的时候，田里就非
常的忙碌。割谷机割完后，农民用袋子
一袋一袋装好，割谷机到不了的地方就
人工割。

我家稻谷还没割，别人稻谷都弯腰
了，而我家还是青的，这天吃晚饭的时
候，我奶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帮忙割稻
谷的电话。

“明天帮大姨公割稻谷你要不要
去？”那时周末我在家。

“要去要去。”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很
喜欢割稻谷，感觉割稻谷是一件非常有
趣的事情。

那天阴天，有一点点小雨，前来割稻
谷的有七八个人，他们都是我的亲戚，稻

田坐落在山脚，地非常的广，金黄的稻
谷，有一片早已应声倒下。

于是我们开始割，先割了一小部分，
让打谷机先有个安脚之处，然后大家分
头行动。

大家拿着镰刀有说有笑地割着稻
谷，我爷爷和大姨公就踩着打谷机。我
们割掉一丛又一丛，打谷机里慢慢装满，
他们把稻谷装到袋子里，我在田里乱跑，
突然想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子。

我拿起镰刀，趁大家不注意，溜到了
他们前面，在他们的前面割，割下来的像
堆沙子一样堆着。天渐渐地暗了，下起
了蒙蒙细雨，雨水夹着汗水湿透了全
身。他们看到我把稻谷堆放在一起，堆
得很高，他们笑了，并打趣道：“你在堆城
堡吗？”

我笑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笑，
是我记忆里最清晰、最纯真的笑。

后来我家稻谷也割了，开始晒稻谷，
5点天还没亮就起床了，一袋一袋地装到
车上运到篮球场晒稻谷。在凌晨5点的
黑暗中搬运稻谷，一袋一袋地放在水泥

地上，等待黎明的到来。打开袋子，露出
了金黄的稻谷，天边破晓，在冷冷的阳光
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稻谷晒在太阳下，每两个小时给稻
谷翻身，看见鸟、鸡来了就驱赶，等太阳
微微落下，一家子又开始忙碌，太阳下山
了，稻谷进袋了，我们也回家了。

只是后来，长大后的我再也没有碰
过稻谷了，也没有完整的过过一个夏天。

我曾听过农民招呼大家收稻谷的吆
喝，曾看过头顶草帽在细雨中的稻田里
穿梭的农民，他们非常的辛苦，忙忙碌碌
直到秋雨来临，看着满仓的稻谷洋溢着
幸福的笑脸。

这些天，我走在初秋的街头，享受着
秋风带来的凉爽，看着路过的车辆和行
人。听着风吹过树叶凋落在马路上发出
的声响、车辆鸣笛和行人窃窃私语的声
音、路旁店铺招牌的音响……这些声响
让我在繁重的工作中找到了一丝安慰，
我思绪万千，脑中还在回想丰收季节中
的点点滴滴。

[往事钩沉]

刘基才

扎根河畔乱石中，

不闻不问自从容。

天高云淡雁字回，

亦歌亦舞醉秋风。

咏芦花

黄秋仙

天碧地饶清水泱，芙蕖揺曳满馨塘。

蜂萦蝶绕千年业，律妙音圆百姓昌。

馥郁香樟迎四俊，熙和政务润三疆。

裁栽紫绶田园靓，赋咏吟哦慨且慷。

徐村采风抒怀

郑忠信

露白天凉凉几许，绿道晨寻，

过尽莺啼处。

芳榭琴声催桂雨，东明湖畔长羁旅。

岸柳犹垂千万缕，一抹云闲，

却挽遥峰去。

惯看轻鸥相与逐，浮生自在烟波渡。

蝶恋花 东明湖

球川三宝赋

浙里球川，“山环成球、水汇成川”。
生态君子乡，浙西之门户。浙赣闽皖交
集，千年边陲古镇。峰岚叠翠，钟灵毓
秀，先贤眷顾，名流辈出。欣乎球川，造
化富地，沃野千里，物产丰饶，五谷育
民。球川民间有三宝，豆腐贡面雪片糕。

球川豆腐，《徐氏家谱》早记载，技艺
发明逾千年。传承有后工艺巧，手工制
作配方妙。细若凝脂，清鲜柔嫩，甘之如
饴，百尝不厌。托手里摇而不散，掷汤中煮
而不碎。减少动脉硬化，促进新陈代谢。

“百县千碗”十佳豆腐，塑造常山美食品
牌。浙西豆腐第一镇，与众不同赢口碑。

球川贡面，一朝选在君王侧，嘉靖皇
帝御赐名。洁白似银美亦香，纤细如丝
意悠长。民间贡品，岁月余味，技术严
谨，工艺精细。望一眼身心陶醉，尝一口
满口生香。福寿绵绵，好运连连，想念一
碗长寿面，惦挂一个边远镇。

球川雪片，乾隆年间始制作，清朝民
国多作坊。工序繁琐匠心制，风味独特
老少适。片如薄纸，入口即化，滋润细

软，唇齿留香。传统刀法绝技，色白如雪
无暇。活血提神，顺气健胃，夏吃可消暑
解渴，冬食则清肺润喉。古街熙攘为哪
番？为有暗香自浮动。

特色三宝，美食故乡。秀美古镇，礼
遇天下。青砖红瓦马头墙，古镇悠悠美
食香。三宝列市省级非遗，文化节推区
域品牌。共富工坊遍布，球川味道浓郁，
文旅农深度融合，绘乡村振兴图景。普
惠民生，增进福祉。久久为功，力创宏图
伟业，共同富裕，逐梦还看今朝！

胡志刚

编者按：今年，我县正在着手创

建中华诗词之乡，我县很多“诗人”积

极创作，用自己的作品为创建诗县添

砖加瓦，本期刊发部分优秀作品，以

飨读者。

牛王村的风水
广昌崽

牛王村先前的有名，不是村里有什
么“牛魔王”的传说，而是村里穷苦出了
名。村庄距离镇上一百多公里，出门进
村都要爬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是典型的
偏僻高山村。

原先，高山上的村民大多从明朝后
期迁入，主要有“牛”“王”两大姓氏，各占
一半人口。初来乍到时，牛王两家如兄
弟似姐妹，他们开荒种地，邻里和睦，村
庄的名字也各取了一个姓——牛王村。
村里的主职干部也是风水轮流转，就像
两家轮着坐庄，你方唱罢我登场。

早年，村集体经营着山林，每年采伐
销售还有些收入。后来山林分到了一家
一户，村级集体经济几乎为零。

牛姓村长在位时，把村集体唯一的
一座水库包给了自己的弟弟养鱼。一晃
几十年过去了，连一分承包款都没有上
缴村集体。牛村长下台时说：“我的弟弟
哪里赚到钱？每年抗旱放水没向村里要
补贴就不错了。”

等到王姓村长上台后，推翻了原先
的承包合同，转包给了本家侄儿用来养

水产。期间还在水库旁办起了农家乐，
游客们垂钓吃饭不亦乐乎。然而，随着
各级对水污染环境治理越来越严，拆除
了农家乐的违章建筑。到上缴集体承包
款时，王村长说：“我侄儿农家乐拆了，还
倒贴几十万元，哪里还有钱上交呢。”

难道村集体的水资源就如此浪费了
吗？

今年初，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开始，牛
王两大家族为新一届村长人选暗流涌
动。

某天，有一支古道探险队来到了牛
王村登山。他们顺着水库尾巴进山，到
达村后的大山里时，一位队员突然摔倒，
昏迷不醒，带来的药物茶水怎么灌都不
起作用。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山道上来
了一位仙风道骨似的采药人，只见他用
葫芦壳到山崖边瓢来一勺山泉水，慢慢
地喂进昏倒队员的嘴里。一会儿，这位
队员就生龙活虎地又开始上路了。

消息不胫而走——牛王山发现了
“神仙水”！莫不是牛王村的风水显灵
了？四里八乡的群众越传越真越玄乎，

他们奔走相告，闻风而动，有病的没病的
都争先恐后来到牛王山，只为取一壶神
仙水。

寂静的牛王村沸腾了，他们就像找
到了金矿。为了神仙水资源，牛王两大
家族争相把门收费；为了当上新一届村
主任，更是大打出手。

鉴于牛王村选情复杂，当地党委政
府经过调查研究，决定下派乡政府的一
名大学生去做村官，主持村两委工作。
临行前，乡长对大学生交待：“你下去后，
首先要处理好牛王村的水问题。”

大学生村官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
后，请来省里专家考察牛王村的水资源，
结果发现：牛王山的水是难得的温泉。
不到一个月，经过改造提升，由村经济合
作社领衔的“牛王村温泉度假场”隆重开
业，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村集体月收
入数万元。“温泉度假场”还招收了大量
的本村人员来服务，个个月收入几千元。

从此，牛王两家族和好如初，他们逢
人便说：牛王村的风水真的变了。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