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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河村：源远流长 风景独好
□ 牛塘镇退教分会 周克进

牛塘镇丫河村，位于镇区
西部，村庄水系发达，孟津河、
武宜运河在此交汇，形如“丫”
字而得名。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丫
河至清代就已形成集镇。因为
丫河是常州至宜兴、溧阳及武
进湟里水路必经之地，且濒滆
湖，故昔日的丫河港内，每天
停泊渔船数十艘，真是帆樯林
立，渔火闪烁，一派繁忙景象。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丫河街
上单茶楼就有近 20家，而最出
名的“乌龟楼” （现新建“富
贵楼”，以谐音纪念之），每天
门庭若市，生意兴隆，热闹非
凡。上世纪 50年代，丫河曾是
乡政府所在地。上世纪 60 年
代，公社党政机关迁至牛塘。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后，
丫河集市才渐渐衰落，丫河人
的生活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但丫河人不甘就此沉默，他们
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再创辉煌。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
睡的丫河村，激发了丫河人的
聪明才智，今天的丫河村正焕
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丫河村在建设社会事业、丰富
群众生活、不断提高全体村民
幸福指数方面更是花足了力气。
自 2015年以来，丫河村积极推
进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覆
盖面，做到应保尽保。截至目
前，丫河村新保参保率达 98%，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达 100%。同时，在卫生院扩

建、为老人办意外保险、每年
奖励“三好学生”、组织退休人
员体检、妇女两癌筛选等，每
年支出在 50万元以上。

特色文化建设，更是丫河
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2010年
“富贵楼”建成以后，每天晚上
都有两三百人来“富贵楼”前
的广场健身娱乐。为整体提升
村民宜居水平，2016 年以来，
丫河村投入 300多万元，先后
对强家、普综、普前和高家四
个自然村片区实施改造。在保
留原村落特色的基础上，挖掘
生态宜居村建设新元素。2018
年，丫河村在“富贵楼”旁建
起了自己的村史乡贤馆。选出
村中十大乡贤，展出他们的事
迹。通过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
乡里，引领乡村文明建设，还
发动村里的文化名人创作出
《力挺本村能贤人》 《说说我们
的好乡贤》等乡贤主题文艺作
品，并通过社区天天乐舞台宣
传演唱，让乡贤文化流芳乡里。

创建农业生态园，这是丫
河村近几年的又一个发展目标。
自 2015年以来，丫河村充分利
用紧靠常州、武进两个中心城
区的地理优势，架构生态宜居
村的创建愿景，铺好田园综合

体的发展路径。积极构建农民
增收长效机制，发展生态观光
农业。至 2021年，丫河村现有
1600多亩农田，特色农业种植
已达 1000多亩，已初步形成集
观赏、娱乐、休闲、亲子活动、
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旺鑫特色农
业园，以及多宝农场、朝花夕
拾多肉馆、农家葡萄采摘园等
多家生态旅游观光小农场。

丫河村风景独好，丫河水
源远流长，丫河人从来都是积
极向上。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
丫河人乘风破浪，以勤劳聪慧、
不甘人后的开拓创新精神，创
造了今日辉煌。在改革开放四
十多年中，丫河村先后获得了
“武进区文明村”“武进区十大
最美乡村”“常州市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江苏省康居示范
村”“江苏省生态村”“江苏
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村”
“国家级生态村”等数十个先进
荣誉奖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丫
河人满怀希望和憧憬，又开始
了追梦之旅。丫河人共同回首，
难忘昨日的蹉跎岁月，铸就今
日的奋进路程，见证明日的灿
烂辉煌。

什么叫蓑衣？现在年轻人听
不懂，更没有看见过。我特地请家
乡的摄影师寻找了一家乡村博物
馆，才又一次看到这几十年前农
家的必备之物。

这蓑衣，因不同地区盛产的
原料各异，成品有所不同。我国南
方，尤其是山区盛产棕榈，就地取
材用棕榈丝编织。常武地区，河塘
多，河塘边盛产丝草，便选用丝草
编织。说是蓑衣，其实并不是衣，
仅仅是“披肩”罢了。现在社会发
展了，不会再有这又重又漏水的
挡雨用具了，现在都用上了轻软
的彩色塑料雨披，这可以说是时
代的发展。

之所以我对蓑衣情有独钟，
是因为经历过一件难忘的往事。

解放前，常武地区的黄梅季，
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尤其是黄梅
天逢到兵荒马乱的时候，正所谓
“三年两头水旱灾连轴转”。我记
得有一年的黄梅季，连续十几天
下雨不见停，我家在紧靠芙蓉圩
堤外面的苏公滩。这苏公滩就是
一处低洼地。一天，我亲娘(常州
方言，为祖母)去河边码头洗菜，
回来和我们说：“河水不断上涨，
码头只剩下一个台阶了。若再涨，
要漫上我们的打谷场了，家里要
进水了…… ”

她的话，急得大家直跺脚。
又是一天大雨，学堂开不了

课了。男人们在祠堂议论，要把村
里的沟头河上连接三山港外河的
太平桥桥洞堵住，不让外水倒灌
进来。

锣声响了，这是农村的集结
号。男人们纷纷拿起锄头铁耙，有
的挑起畚箕，跟着领头的士荣叔
公去太平桥。

我老公 (当地方言，祖父 )情
急之中拿下一扇大门板，扛着要
走。我急了：“怎么把大门板扛去，
做啥？”

老公说：“外河水倒灌沟头

河。要把太平桥桥洞闸断了，不让
外河水倒灌。”说着急匆匆地往
外走。
“为什么别人家不扛走大门

板？”我急着问。
“刚才在祠堂讲好，谁家田亩

多，就出人或扛大门板。我家比別
人家多些，所以要扛。”
“那门板有什么用？”
“当闸板。”说着就走了。
我亲娘着急了，对我说：“ 快

把蓑衣送去。他只戴了一只箬帽，
身上要淋湿的。”

我赶紧穿戴好我妈编织的竹
篾箬帽，拿着蓑衣，汇入了抗洪人
流中。

我到了太平桥，见有人已在
桥洞旁，把几块木门板当闸板放
下。岸上有人铲泥，有人挑泥，也
有人打桩……自觉地各司其职。

我迅速把蓑衣递给老公，让
他披上。他说：“碍事，不用。”
“你胸口已淋湿了。”他说，

“回去吃几口老酒，赶赶寒气吧。”
哎呀，我也没办法，他是村里

出了名的“喝酒人”……
看到桥洞已把外河水挡往，

大家松了一口气。我老公对大家
说：“你们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
看着。”他接着说：“我叫我家红红
(我小名) 回去拿瓶老酒 (高度白
酒)来就可以了。”大家会意地笑
了，纷纷拿了农具回去……

几天后，三山港高涨的水慢
慢地退去。外河水已低于内河水
了，需要及时地进行内河排涝。否
则被河水漫泡的青苗会烂掉。我
们家族中威望很高的士荣叔公，
与我老公商量，去太平桥开闸放
水，保青苗少损失。

这一年的秋收，因去高田头
买了些青苗补种，减少了些损失，
由此保住了一家全年的口粮。

当年的蓑衣啊，真可谓保粮
保命的衣。少年时期的我，经历了
这次抗洪救灾，真难忘啊！

龙城新地标 刘光俊 摄

往事回忆

蓑衣的故事
□ 任展宏

数十年来，我经常用心血熬
制出些许文字，力求有时温柔含
蓄淡如水；有时情真意切浓似
酒；有时述点哲理、融雅俗共赏
的小小幽默于其中；有时义愤填
膺、严苛尖锐；有时诗情画意、浸
润了大自然的美丽；有时展示烟
火生活……都在记录着我与亲
友们平凡的人生，展示真善美的
人性，凸现灵魂和生命的精彩，
弘扬初心和信仰的纯粹！都是对
人间的在意和爱惜，打心里欣赏
苦难中的甘甜，讴歌冰冷中的温
暖，偏爱霜冻下的傲骨……
于是，从 1963年开始，历经

15个春秋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
蹉跎岁月，其中多少酸甜苦辣，
我已将它当作成长的一种铺垫，
从中努力再努力，奋起再奋起，
由身体到灵魂都在时代风云的
洗礼中茁壮成长，还不断努力笔
耕，实现着由 14岁时就诞生的
梦想，引发出终生的兴趣爱好，
用心血凝聚成点点滴滴的文字，
展示曾经的失落、收获和美好，
以及战胜丑陋的过程，形象地诉
说其中的快乐和幸运、省悟和启
迪。
于是，荒凉的黄海滩上咸涩

的冷风，可以是爽心明目的；屯

垦戍边的艰辛，也会有甘甜和诗
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
成了激发潜能、不忘初心、向着
梦想砥砺前行的加油站！

我把码字作文，当作是信仰
的浸润、初心的执着。所以，我特
别欣赏著名作家老舍当年说过
的一番话：“有人管我叫幽默的
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
为辱。我写我的。卖得出去呢，多
得个三块五块的，买什么吃不香
呢。卖不出去呢，拉倒，我早知道
指着写文章吃饭是不易的事。”

我自知，若与老舍先生比，
他是青松，我只是仰慕他的一棵
小草。老舍先生更是我一生一世
学习的楷模！所以，即便退休以
后，面对生活不愁住、不愁吃、不
愁穿，日日美食更新，天天衣着
鲜亮，几代同堂相亲相爱……实
现了父亲当初给我起名“国平 ”
的愿望———“国富民强，生活平
安”，我仍然努力写作，不敢懈
怠。更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颐
养天年时，还能享受到高科技带
来的乐趣，玩微信、刷小视频、坐
在家里就可以了解世界风云变
幻，学习党中央重要文件精神，
还能与亲友们分享幸福生活。同
时更加发挥一己之长，写些崇尚

真善美的文字。
我的太爷爷出身贫寒，但从

小有志气，勤奋读书，终于中举，
成了如东县(今属江苏省南通市)
县令。他很注重修身养性，给自
己的书房取名“省斋”。我现在还
保留着他的亲笔题匾的墨宝《省
斋》。

受“省斋”启迪，我以自己人
生的轨迹和体验为素材，笔耕不
缀，从 2017年 7月 26日开始，
在微信上用心血“熬制”文字，每
日写 1篇《今日省斋醒语》。至今
已写作近 1800篇《今日省斋醒
语》，其中 200篇发表于各级媒
体，如《乡愁》《红米、蟹渣酱里溢
诗香》等上了学习强国平台，有
的还在地方上获奖。我起初的愿
望仅仅是：“心血写成文，无求能
闻名。尽兴挥毫间，总有惊喜临。
生活常提鲜，心灵可涤尘。愿作
一滴水，红尘得滋润。”

这样，尽管成不了什么大
器，但即使生命的老去难以阻
挡，终究宛如一片枯黄的落叶埋
入尘埃，我还梦想着将秋韵藏进
泥土里，化作催春的一点点潜
力、张力和魄力！同时，在滚滚红
尘中留下点点光亮和温暖，这也
是很幸运的。

生活笔记

滴水润红尘
□ 廖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