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霞霞觅觅仙仙踪踪
□ 时在

被誉为万水之源的万源县烟霞
山，于我有极强的神秘感与诱惑力。

烟霞山故事传说很多， 不管是真
是假，他的仙风道骨，而今的我们，已
经无法目睹，只有充分地发挥想象。 在
烟霞山采风，我们看到的，是传说中的
修炼之地。

夜宿绿里山庄。 山庄接近山顶。 客
房两幢，一幢是砖混结构，刚刚建成使
用。 另外一幢是木质结构，一律按照民
俗客栈的格局，装饰外部，设置内部 。
洁净，整齐，古朴，典雅。

有幸，我住进了木屋。木质的幽香，
在清新的空气中弥漫。 我看到了木头
的本色，木头的纹路，甚至木头吐故纳
新飘渺不定的清新气息。 与都市比较，
这儿是天上人间。

敲门声暂停了我的思路。 接着是
隔门问询：里面的先生 ，打搅一下，我
是房东，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尽管告
诉我们。 显然是礼节性的程序。

但我觉得这问询的声音不同寻
常，似乎早就听见过，但又有一时半会
想不起来的渺茫。 凭直觉，这声音似乎
与军人有关。 那音质里带有一种金属
般的穿透力与征服力， 是纯粹的军人
喊出的口令才具有的力度。

我打开了房门。 明亮的灯光下，那
不胖不瘦的中等身材， 那挺直硬朗的
身板，那棱角分明的国字型面孔，那凝
聚在眉宇间的刚毅，似曾相识。 再打量
一下，我终于确认，又惊又喜：王正怀！
老战友！ 你原来在这里！

他迟疑地凝视一下， 也认出了我：
老战友！ 杨云新！ 你也来采访了！ 一别
好多年啦，你还认得我！

他干脆带我下楼，在院坝边的观月
台上，在皎若飞镜的明月下，在蛙鼓虫
鸣的清唱中，饮茶，畅叙。 沐浴着山月
的清辉，秦时明月汉时关，平时战时流
血汗，退役分手各东西，大江东去，一泻
千里，无法关闭话匣子。

解甲归田，守土有责，战友像坚守
阵地一样，坚守在烟霞山上。 烟霞山是
他新的战场，只是没有硝烟。 青壮年几
乎全部外出打工，曾家乡党委书记三顾
茅庐：你是党员，带过兵，更经过了战火
的洗礼，现在请你出山，带领覃家坝村
的留守部队，抓经济，奔富路。

老战友思索再三，没有断然推辞。
他认为，推辞，就推辞了党员的品质 、
革命军人的本色 。 他说如果选举通
过，那就干嘛。 最终，他当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 最初几年，他带领村两委，使
出了九牛二虎之力 ，最大的改变是修
通了村道 、部分社道 ，缓解了徒步出
行、肩挑背磨。其它似乎涛声依旧。是
继续努力，还是搁担子 ？ 最终还是坚
定的信念和军人的本色战胜了畏难和
退却情绪。

壮丽的烟霞， 回荡的晨钟暮鼓，携
带着他的思绪。

一声惊雷，把他唤醒。 老战友一下
子开了窍：毅力，能把贫困改造成富有。
最好的办法，就是带领村干部，反复品
读烟霞山，着力破解覃家坝，学习考察

外地经验，找准了攻坚破难的方向和路
径。他带领全村人负重前行，再出新举，
实施乡村绿化美化， 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提升村容村貌，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2017 年， 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时隔一
年， 又获得了首批国家森林乡村称号。
那些国家、省、市、县授予的奖牌，高悬
在村办公室的大门上， 展示在荣誉室
里，屹立成烟霞山一座座稳健前行的里
程碑。

去年换届选举，老战友主动上交辞
呈，退出村级领导班子。 但他又说人只
要还有一口气，就没有“稍息”。 退伍多
年，他还灵活运用军营的术语，真是退
伍不褪色。 人生绚丽的另一页，他很快
翻开了———与老伴整日在田间地头劳
作，瓜果满园，五谷丰登。还经营起民俗
客栈，命名“绿里山庄”。 他如此解读其
名：好比翠绿的军装未脱，永远保持军
人作风； 在这国家森林乡村，“绿里”山
庄，融为一体，顺应自然。

不知何时， 陆续围拢了一圈子人，
他们像听传奇故事。

不知是月华照亮了我精神世界的
盲区， 还是覃家坝村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驱散了我内心的迷茫，我突然释
怀了。 我要寻觅的仙踪神迹，不就在面
前就在身边？ 他们就是烟霞山人，特别
是引领一方的基层干部，优秀村民。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山高人为
峰，我在烟霞山神秘的氛围里，在勤劳
智慧的烟霞人中， 寻觅到了真正的仙
踪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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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原是高原之城，平均海拔 3600 多米，常年
低温，冰雪期很长。 阿真能周生前是刷经寺森林
派出所的所长， 刷经寺离红原县城 100 公里左
右。 他以前回家的时候总是在晚上，常常带着一
身轻雪，就像一片月光穿越黑暗的森林，突然进
入班么措的梦里，班么措在半梦半醒时看到阿真
能周阳光灿烂的笑脸， 感觉屋子里就暖和起来，
好像突然春暖花开。

阿真能周走了一个多月了，班么措还是不太
愿意接受。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依然会习惯地
关注家门外轻微的响动。阿真能周每次回家总是
很轻很轻，他知道妻儿都已经睡了，怕惊醒他们。
班么措一直在半梦半醒之中， 微风从门上掠过，
偶尔一只夜归的小动物从门外经过，都像是阿真
能周回家的声音， 她甚至听到真切的开门声，轻
微的脚步声，然后周围一片静寂，她想阿真能周
可能先到儿子房间去看儿子了，她知道儿子在他
心里的分量丝毫不亚于自己。

草原上的男人是不做家务事的，但是阿真能
周回到家里什么事情都会做，甚至他会帮她洗头。
好几次他的同事和朋友听说他回来，过来找他玩，
刚好碰上他在帮班么措洗头，有人开玩笑说：你是
我们草原文化的叛逆者。他一点也不介意：我自己
的老婆自己疼。 班么措常常觉得跟阿真能周在一
起，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女人。

班么措是在壤塘上杜柯村小学教书的时候
认识阿真能周的，那个时候阿真能周是上杜柯派
出所的一名新警，很多女孩子看到他的第一眼都
会不由自主地赞叹：好帅！ 班么措第一次看到阿
真能周的时候，感觉到一道阳光一样让眼前一亮，
但是她没有往更多的地方想， 喜欢他的女孩子太
多了。当时因为学校参加县上的文艺演出，请能歌
善舞的阿真能周过来帮助排练藏羌舞蹈。 那段时
间班么措的父母刚刚过世，她情绪很低落，为了忘
掉悲伤， 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帮
助贫困学生学习。 后来阿真能周在扶贫工作中也
经常帮助贫困儿童，两个年轻人接触越来越多，共
同话题也越来越多，时间一长，不知不觉就坠入爱
河。后来班么措问阿真能周：那么多漂亮女孩子喜

欢你，你为什么会喜欢我，阿真能周回答说：你不
止有漂亮的外表，你还有一颗漂亮的心。

两个人结婚以后， 每逢自己父母的忌日，有
时候班么措都忘了，阿真能周总是记得按照藏族
风俗去给他们点酥油灯、念经，班么措一想起来
就很感动。她常常会想，如果父母在天有灵，知道
自己找了个这么好的丈夫，一定会很安慰。

她突然想起，上次儿子考试成绩不好，她正在
家里用柳条教训儿子， 不巧阿真能周临时回县局
开完会突然回家撞见，一把抱住儿子，心疼地对她
说：别打我们儿子，有啥事你干脆打我吧。 结婚 11
年了，那是他唯一一次跟自己急的时候。她心里突
然涌起一丝歉疚，阿真能周说得对，他们夫妻工作
都忙， 本来陪儿子的时间就少， 应该多关心他才
对，是自己望子成龙心切，太简单粗暴了一点。

想到这里，班么措就醒了。屋子里静悄悄的、
依旧很清冷，好像没有阿真能周在家时那种很温
暖的气息。 她感觉有点不对劲，起床轻轻来到儿
子房门口，里面很安静，推开房门，只有儿子一个
人安静地睡着，她替儿子掖了掖被角，儿子翻了
个身，枕头上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她拿起来看，
是一个警号，阿真能周在上杜柯村当警察时的警
号 115035，班么措突然被电击一样彻底清醒了。

她轻轻关上儿子的房门，捏着警号轻轻回到
自己房间，突然感觉浑身发冷，她想起阿真能周
离开自己已经一个多月了。 春节前突发新冠疫
情， 刷经寺镇是成都进出阿坝州的必经通道，要
确保阿坝州平安，就不能漏放一辆车、漏放一个
疑似病例进入阿坝。而阿坝这些年早已经是旅游
热点区域，客流量很大。 刷经寺森林派出所和地
方公安很多人都在疫情卡点上昼夜轮流执勤、检
查。 作为所长阿真能周不仅要在卡点执勤检查，
还要参加县上和公安局的其他工作安排，冬天是
刷经寺森林防火防盗的重要季节，派出所的工作
也不敢放松，他又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 在
坚持了 43 天连轴转以后，旧疾发作，永远地离开
她和儿子了。

按照藏族风俗，人走以后，他生前所有的东
西都要全部烧给他，一样也不能留。 家里亲戚朋
友那天过来处理能周遗物时， 班么措伤心欲绝，
实在舍不得。她的闺蜜尕让卓玛实在不忍心班么
措那么痛苦，冒着挨骂和被责罚的危险趁大家不
注意悄悄从阿真能周衣服上取下这枚警号捏在
手里，事后偷偷交给了班么措。 班么措捏着这枚
警号，好像感觉到阿真能周在支撑自己，有了站
起来的力量。

她不知道自己一直珍藏在枕下的警号，什么
时候到了儿子手里。 她又记起阿真能周的话：要
多关心儿子。是啊，他爸爸已经不在了，自己再不
坚强一点，将来怎么跟阿真能周交代！

班么措轻轻打开房门，门外一片雪光，宛如
阿真能周曾经带回的月光。她一个人地走到对面
的简易板房，300 盏酥油灯静静地燃烧着， 替她
把爱和祈福点亮，把她心里那些雪慢慢融化。

她坐下来，把快要燃尽的灯芯换掉，把灯拨
得再亮一些，眼泪一颗一颗顺着脸颊掉下来的时
候，她在心里默默对着阿真能周说：能周，你是我
的月光，把我的黑夜照亮。我要做儿子的太阳，把
他的人生照亮。

□ 黎杰

昨天，去一家火锅店。
刚一坐下，服务员就过来，她恭敬地递给我

们一张菜单让点菜。
我在菜单上勾选自己喜欢的毛肚、 菌肝等，

递给下一位朋友点，朋友也不客气，划了两三个
菜，又传递给下一位朋友点。

服务员一直微笑着站在桌边看我们逐个点
菜，她见菜点得差不多了，就走近桌来，轻言细语
提示道，莫点多了，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添。

我抬头望了她一眼，笑着说声谢谢！ 谢谢她
舒心的提示。

我看了一下菜单，一人差不多平均有两个菜。
看来这服务员的服务还蛮上心的， 她知道每个人
一餐两个菜就已差不多了，多点浪费，吃不完，下
桌了，用勺子一捞，锅里还剩很多。 就是遇上能吃
的，不够还可以添加的，如果点多了，煮上了，这菜
就纯粹浪费了。

我很欣赏这家餐厅的服务理念，他们的服务
是站在顾客的角度为顾客着想的，这就极不简单
了。 曾几何时，我们有的餐厅曾反其道而行之，他
们巴不得顾客多点菜，他们就好从中赚取更多的
利润。 殊不知这样害人又害已，那样的餐厅定是
开不长久的。

我环视这家餐厅，在几个显眼的地方都贴上
了温馨提示，比如：丰收靠劳动，节约看行动；天
地粮心，节约光荣，浪费可耻；一粒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一丝一帛恒念物力维艰；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嘿嘿，这家餐
厅还真有文化氛围，老板将一些诗句稍加改动就
形成了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谚语、俗语、楹联等，
对仗工整，朗朗上口，还饶有趣味儿的。

民以食为天，吃是天字号的事情，这世上没

任何一件事情有吃重要，人生在世，穿吃两字，可
见，吃在人生之中的最初要义了。

吃饭也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朋友久不见，
见一面得吃一顿饭；亲戚间有好事，吃一顿饭大
家分享一下；父母生日，一家子聚会一下吃顿饭，
共同庆祝老人家长寿等等， 吃饭有时是礼义，有
时是社交，有时是喜庆，有时是为增进友情，这无
可厚非，也免不了，大家聚一起其乐融融，皆大欢
喜，不俗，何乐而不为也。

曾经吃饭也变过味儿，变成攀比，变成奢侈，
变成寻求仕途或者寻求财富等捷径或是权力寻
求交易等世俗的方式，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吃饭
的本义，不再是单纯的吃饭了。 曾一度还有一段
时间兴起吃饭攀比风， 攀比谁请客点的菜多，点
的菜贵，好像菜少了就不够诚意，菜品便宜了就
不足以表现热情等偏离请客吃饭交流感情的大
众意义了。

前几天，我在一家较大餐厅吃饭，那张桌子也
挺大，菜摆在桌边上，桌子旋转着，送到每一位客
人面前。 桌子中间有一个偌大空间，除了鲜花外，
就没摆菜，但我注意到，鲜花丛中立有显眼字牌，
写着：倒掉的是剩饭，流走的是汗水———吃剩下
的请打包带走！ 这又是一个温馨提示。 吃完饭后，
我又去其他房间里看了，同样有字牌：珍惜意味
着成熟，浪费并不体现富有———吃剩下的请打包
带走！ 我又去另一个房间，同样有字牌：节俭事
微，可助兴国安邦———吃剩下的请打包带走！ 这
么大一家餐厅，居然每桌都立有不同字牌，难得。
这些大餐厅也放下了曾经高傲过的身子，贴近到
我们普通民众的心里去了。

我为我时时能看到这样的温馨提示而暖心
不已。

你
是
我
的 光光
月月 嫂子

□ 丁敏

今年春节，放心不下曾经的帮扶
对象，于是打去电话。 嫂子说，一切皆
好！ 生活如常，身体如常，在外打工的
大女儿和上大学的孙女也回来了 ，就
是在新疆的二女儿因路途遥远没能
回家。 当嫂子问及我时，我说我已退
休，现定居成都。 电话那头突然有了
短暂停顿，“真有点舍不得你。 ”嫂子
悠悠地说。

我又何尝不是丢不下嫂子呢？ 以
后嫂子有什么事一样可以找我。 我有
些动情地回应 ， 并嘱咐她要规律用
药 ，定期复查 ，及时就医 ,有病千万不
能拖，要对战胜疾病和未来生活充满
信心。

这位被我称为“嫂子 ”的人，就是
我精准扶贫结对帮扶的对象杨开秀 ，
广元市利州区赤化镇幸福村八组人。
与之结缘，是 2017 年 3 月帮扶开始。
记得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一路芬
芳。 到了幸福村，村委会主任用摩托车
把我载到马路边的一栋三层楼房前
说，这就是杨开秀家。

好漂亮的楼房！ 白色瓷砖装饰的
外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这与我
预想的“贫穷落后”“竹篱茅舍”相去甚
远。 能够修得起三层楼房，怎么还成了
贫困户？我心里暗想。一位头发卷曲毛
躁且花白，面容憔悴，上身穿绣花红薄
袄的人正站在楼角等候着我的到来 。
昨天村委会早已通知他们帮扶干部要
来的消息。 在村主任的介绍下，我走上
前紧紧地握住了她“胖胖”的手。 心里
又不禁一愣，这略显“富态”的身材怎
么会是帮扶对象？ 在来幸福村之前我
只知道全村共有 28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只记得帮扶对象的名字，具体情况
还不了解。 我只好把诸多疑惑暂放心
底。 见她比我年长，就很自然地叫了一
声：“嫂子”，腼腆的她微笑着并客气地
给我让座。 此时我才看清她旁边矮凳
上还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大爷正围
火取暖。 虽已阳春三月，但村子里还有
一些寒气袭人。

“我就是新派来的帮扶干部，区国

税局的， 以后有什么困难
尽管找我。 ”

“好，好”她浅浅地笑着回
应。

“我想看看你家的情况。 ”说着就
拉着她的手，迈进了大门。

我一边看一边询问她家的情况
……

没多久，帮扶工作开展“同吃同住
同劳动”活动。 我和另一名帮扶同事一
次次入户交流， 对嫂子家的情况有了
更多了解。 诸多疑问也在彼此的交谈
中慢慢有了答案。

原来嫂子家在 2014 年 8 月因病致
贫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现居楼
房是儿子生前所建。 正值壮年的丈夫
在一次耕田中意外摔倒， 去世时才 40
多岁。 十多年前，儿子又因一场车祸意
外离世 ，那时孙女刚满 12 岁，接二连
三的打击让这位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
顿时失去了依靠。 为了把这个家撑下
去，她长期劳苦奔忙，积劳成疾。 2014
年被确诊为甲状腺毒性心脏病， 低钾
血症， 脑动脉硬化， 慢性阻塞性肺病
等。 每月需要住院治疗半月，只能勉强
在地里种少量庄稼。 治病需要钱，孙女
上学也需要钱，钱从何来？

正当嫂子一筹莫展之时， 脱贫攻
坚的扶贫政策陆续出台。 她可以享受
产业就业发展优先， 她和父亲有低保
政策兜底， 可享受财政代缴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可免费提供健康体检，免费
办理医疗就诊卡等诸多医疗救助扶持
政策。 以后每次住院看病再也不用因
无力支付医疗费而发愁了。 一家人成
为扶贫政策的第一批受益人， 政府先
后分派有多名机关干部结对帮扶。

一个人穷不怕，就怕对未来失去信
心与希望。“脱贫不脱政策”帮助她解决
了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两不愁三保障”
的目标更像一颗定心丸给了她战胜病
魔与好好生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

后来 ，我每月都会去看她 。 两年
多的帮扶 ， 嫂子和我建立起深厚的
感情 。

她 尽 自
己所能， 治病

的同时不等不靠
养鸡 20 只。 今年，已发展到养鸡 100
只。 自己栽种一些花生、油菜自给自
足 ，再加上产业扶持资金 、公益林补
偿金等惠民政策，最艰难的日子总算
熬过去了。

我对嫂子说，你把病治好，我协助
你解决好医疗费用报销， 核实住院保
险，落实好孙女贫困学生补助资金，年
底签订帮扶计划，算好收入账。 听完我
的话，嫂子乐呵呵地笑了。

嫂子说， 如今基本生活已经得到
全面保障。 有了广播电视， 院坝硬化
了，安装了净水器，旱厕也改成冲水厕
所，通电通水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人之交贵在真， 我的真心换来她
的真诚。 我常给她带去毛巾、水果之类
生活用品，生病住院时及时看望，入冬
为她送去暖炉。 逢年过节我们帮扶单
位还会送去棉被、 大米和食用油等慰
问品。 去年入秋后，我特地去看她，我
说，我快退休了，以后来看你的机会少
了，你放心，帮扶工作将由另一位同事
接任。 你要多保重身体。 嫂子默默地什
么也没说， 但我分明看出她依依不舍
的目光。 当挥手告别的时候，嫂子却像
想起什么似的，说“等等”，就疾速奔向
大门。 出来的时候手里却多了一个装
满东西的口袋，原来她把家里的花生、
核桃装满口袋要送给我，我固辞不受。
返程车已启动， 嫂子追着我们的车子
硬是从车窗口塞进了袋子。 一场离别
在我们彼此难舍难分中远去。 看到车
里的花生，我泪眼模糊，心中涌出无限
的感慨。 这哪是一袋花生，这分明是嫂
子对帮扶干部满满地信任与真诚 ，是
嫂子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对帮扶政策
的感谢！

今年，幸福村最穷的人家也搬进
了新房，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整个乡村
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实质改变。 回望来
时路，岁月的足迹深刻而温暖。真有一
种别样的幸福感在我的心中涌动。

□

刘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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