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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春暖育鸡雏时，为了吃
上放心蛋，夫人执意要回乡下老
家重操旧业——再亲自养些苗
鸡。当我逐个与左邻右居欲找些
穰草（水稻的秸秆经碾压而蓬乱
柔软的草）给小鸡垫窝时，竟得到
似乎统一的回答：哪还有穰草
呀！原来，多年来的厨房电气化
和秸秆还田，稻草早已不进寻常
百姓家了，这情不自禁地勾起了
我对稻草的苦涩记忆。

从我记事起，我便是在稻草
窠里长大的。每到冬天，一家人
的大小床上铺的都是穰草，亦或
是经手工细编、密不留缝的齐头
稻草席子，粗布口袋缝制的枕头
里塞的也是穰草；为不让那呼啸
的寒风钻入房来，破门板外再挂
一块齐头稻草帘子，室内光线虽
暗些，但能挡风聚暖；用穰草把子
塞进没有玻璃、没有塑料布的窗
户里，有时还用穰草团子塞住土
墼墙的破洞和屋檐口的缝隙。我
们姊妹六人小时候都曾在那种上
小下大的圆筒形稻草站窝里度过
一两个冬季。这站窝是父亲用稻
草夹带破布条编制而成，又在窝
口与窝底间竖插三四根竹片，那
就更结实耐用，更不至于站窝被
我们压趴而跌倒。幼小的我每每
站在站窝里，浑身都感觉暖和和
的。

除此，家里常用的稻草扫把、
刷帚、掸帚，还有一家大人小孩穿
的蒲鞋、草鞋，坐的草蒲团，拉犁

辫子，粪桶系等，统统是父亲的杰
作。让我自幼就处于那样满目稻
草的制品，简直被稻草包围的环
境中，致使我最早的嗅觉记忆便
是那股子独特的稻草气味。

每到夏末秋初，父母亲都会
忙中偷闲，罱一两船河泥斛在河
边的菜地上，待水分爽得差不多
时，便把它抹在斑驳脱落的土墼
墙上，然后贴上稀花花的穰草，再
抹上第二交烂泥，穰草自然起了
加固、牢靠的作用。有时，为了保
护好经风雨较多的后身墙，父母
亲还把齐头稻草由下至上、鳞次
逐层地将梢部用烂泥抹在墙上。
这样，四五层齐刷刷的黄中带青
的稻草，真的成了一道特温馨的
风景线。

小时候，每当晚饭后，或者阴
雨天，我们小孩做得最多的家务
活就是搓草绳。只要将齐头稻草
经木榔头在树墩或石头上反复捶
打变得软熟，再喷洒些许水，搓起
来还是比较爽手的，如果稻草不
捶，既容易中断，又易使手掌起
泡，而且，父亲都会根据时间和各
人的岁数明确搓绳的任务。这些
草绳正是编织芦柴莲子的关键材
料，一两块、十多块柴莲都可以出
卖，一经变现即可补贴家用。

我还清楚地记得九岁那年暑
假里的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玩伴
照例在生产队打谷场上几个大草
垛间捉迷藏：先拿稻草掐成长短
不一的几支“签”，每人抽取一

签。我抽得最短之签，须蒙眼去
捉藏身于草垛间的玩伴。轮到我
藏了，为了增大不被捉到的保险
系数，全然不顾周身只穿一个短
裤衩，猫着腰，钻进一草垛深巷

“潜伏”下来。此时此刻，我不但
依稀听到玩伴寻找我时的探询
声，更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和起伏不定的心跳声。过了好长
一段时间，我侧耳再也听不到玩
伴们的声音了，又想到自己的身
下是一座古坟地，不禁“啊”的一
声惊叫起来。这一叫，目标自然
暴露了，也让玩伴们及时“拯救”
了我。

那些年，因家中没有多余的
床铺，若遇亲朋来访留宿时，不得
已把“锅门口”的穰草扒扒平，一
张细席、一床被子，两三个人也能
蜗居一宿，虽不高雅，但暖和舒
服，所以民间便有“锅门口窝窝”
一说，实为贫穷的无奈之举。

转眼间，我步入了少年、青
年，每逢节假日也会参加生产队
干活：穿着父亲编的稻草鞋去拾
鸡粪猪粪，拿着稻草绳编的网袋
去擒旱草，用热稻草灰淋碱水洗
被褥，把稻草灰铺在韭菜行里做
肥料，抓些稻草灰盖在稻田埂边
的黄豆眼里，带着齐头稻草去拔
稻秧、菜秧，还跟着大人搪草粪、
翻草粪、拖草粪……

就这样，曾经在稻草间感受
着嬉戏快乐的我，又在悉心费神
地伺弄这些农活的过程中，逐渐

意识到了稻草的功用，体味着劳
作的辛苦，享受着丰收的喜悦，领
悟着生活的真谛。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七九年
九月二十八日——我女儿出生的
那个斜风细雨的上午。夫人因先
前胎检正常，便计划在家生产。
可临盆时，阵阵腹痛已使她声嘶
力竭，大汗淋漓，而胎儿就是迟迟
不能奔生。这让沉稳老道的接生
员也紧张了，说夫人盆骨太窄，胎
儿个头有点大，有些麻烦了，要不
赶快准备转乡卫生院。她这一说
不要紧，可我们便手忙脚乱地找
来机帆船，搭好船篷后，又将锅门
口仅有的两三捆穰草抱上了船。
当我们忙停当这些时，接生员一
边安慰我：应该没事，再等等，一
边沉着地观察胎儿的动静，娴熟
地为夫人助产。当婴儿呱呱坠
地，接生员将其母女收拾妥当后，
便催促我赶快烧水给她洗手。这
时，我才想起锅门口仅有的一点
穰草在抱上船时遭了雨，估计也
不好烧了，只得去离家百米外的
生产队打谷场上“偷”了两捆稻
草。

日月如梭，沧桑巨变。几十
年过去了，稻草，不仅仅作为生活
用品陪伴着我，陪伴着乡亲们，因
稻草演绎滋生的暖暖乡情亲情也
一直温暖着我，让我似乎又回到
了经历过、体味过的那些日日夜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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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3月参军的。今
天，当我手捧珍藏的粉红色《应征
公民入伍通知书》时，回想从军18
年 4 个月的经历，感情的闸门一
下被打开了。很快，一朵欢乐、靓
丽的浪花，一盘彰显官兵亲密无
间、军民水乳交融的彩色“电影拷
贝”在眼前徐徐展开，历历在目，
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1970年，我在河北省军区某
团特务连任电话班长。那一年，
军队高层决定在部分陆军中选拔
一批空军飞行学员。我们团近20
名战士体检合格，宝应籍 9 名战
友名列其中。团里立刻抽调人员
成立政审工作专班，我有幸被抽
调并分配到“宝应工作队”。我与
司令部黄参谋（广东人，解放军某
通讯学校毕业）编在一个小组。
培训期间，可能是我归心似箭的
情感溢于言表，一次下课后，他拉
着我的手笑眯眯地说：陈班长，我
与队长（团政治处主任）商量过
了，政审外部调查这块工作基本
完成后，就安排你探家与亲人团
聚，综合调查报告和拾遗补阙工
作我们来做。我当时激动得几近
泪目。

培训一结束，工作队大部分
同志即奔赴宝应，在县政府干部
招待所“安营扎寨”。 我与黄参
谋因手头工作交接，第三天从石
家庄市出发。终于回到日思夜想
的家乡了。那天，走出宝应汽车

站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黄参谋
指着马路对面的“国营车站饭
店”：“进去品尝你们家乡美食、大
饱口福怎么样？”“好的好的！”我
连连点头。走近靠里面一张人少
的八仙桌子，我放下行李去柜台
买了饭菜票回来落座，边喝水边
打量同桌的客人：桌西面坐着一
位中年汉子，拿着草帽不停地扇
风；南边坐着一位50开外年纪的
妇女和两个孩子，她正用毛巾给
孩子擦汗；黄参谋坐在北面（家乡
习惯称之为上席）；显然，这东面
的座位就是给我留下的了。

“不丑，不丑!”中年人一边吸
着烟一边啧啧称赞。黄参谋不解
其意，问我：“他说什么呢?”我先
是一愣，这才想起黄参谋是广东
人，当然听不懂宝应话了，连忙

“翻译”道:“他说这香烟的质量和
口味很好。”黄参谋神秘地笑着
说:“这是我敬他的‘恒大’牌香
烟。”他俩边打手势边交谈。我转
过头来问小男孩:“小朋友，几岁
了?”妇女笑着说:“九岁，九岁，是
我孙子，那是孙女，七岁了，快喊
大爷。”两个孩子眨巴眨巴眼睛看
看我，红着脸、低着头一前一后叽
咕了一声。那妇女不好意思地
说:“乡下伢子(孩子)，没见过世
面。”“我也是乡下人，安丰公社庆
丰大队的。”听我这么一说，桌上
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不一会，服务员给中年人端

来一碗米饭、一碗冬瓜汤。接着，
给那位妇女端来同样的饭菜，还
有两只空碗。妇女将一碗饭分为
两碗放在孩子面前，小孩迫不及
待地吃起来。“解放军同志，洋葱
炒长鱼、烧杂烩、三鲜汤、两个饭，
都齐了。”服务员边忙活边微笑着
说。我俩买的菜一上桌，香味扑
鼻，令人垂涎欲滴。孩子毕竟是
孩子，两双美丽的大眼睛睁得大
大的，不由自主地在桌上扫来扫
去。黄参谋和我不约而同地说:

“大家一起吃，一起吃。”见没有人
响应，我们先给孩子碗里夹了些
菜，给那位妇女和中年人夹菜时，
却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是一家
人，千万不要见外，你快解释一
下。”黄参谋着急地说。我赶忙向
老少四人“翻译”了一通，又把菜
碗往他们面前推。孩子看看我
俩，又看看奶奶，我说:“听叔叔
话，看谁吃得快，好不好?”黄参谋
也在一旁热情鼓励着，大家都笑
了。显然，孩子已不像原先那样
拘束了，灵巧的小手来来往往，运
作频繁起来。那妇女从布袋里拿
出几只灰色的圆饼，“尝尝、尝
尝。”她笑着说。我对黄参谋解
释:“这是大麦面做的饼，你吃不
惯的。”他边吃边说:“哪里话，吃
得惯!”这时，中年人红着脸从靠
墙的担子里取出几个煮熟的玉米
棒子轻轻地放在我俩面前，他的
嘴动了几下，但终究没有说出什

么话来。
大家边吃边谈。不一会儿，

黄参谋碰了碰我胳膊，低声说:
“战斗力很强，再去买两个菜，油
水要大一些。今天是我……”说
罢，他用大拇指向自己胸口指了
指，我明白这是他请客的意思。
那个年代，军队干部请老乡的客、
请战士客很正常。“买了一大碗回
锅肉、一大盘烧杂烩。”从柜台回
来我悄悄向他报告后，他连连点
头。这顿饭，虽然我俩只是象征
性地吃了点菜和米饭，但吃着老
乡的大麦面饼和玉米棒子，心里
却是甜滋滋的。

饭后，中年人执意要敬黄参
谋一支香烟，那是 8 分钱一盒的

“经济烟”，但黄参谋吸得津津有
味。在饭店门口相互告别，走出
好远，我忍不住回头一看，老少四
口还站在那里目送着咱俩呢！

一个多小时不期而遇的“聚
餐”令我回味无穷，欢快、靓丽的
浪花不时在眼前浮现，言传身教、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陶冶着年
青战士纯朴的心灵，让我对“人民
军队”的内涵有了深刻感悟，历久
弥新。我时刻牢记着人民军队的
根本宗旨，从点滴小事做起，践行
光荣传统，赓续红色基因，即便是
脱去心爱的军装之后，这也是我
人生一大宝贵精神财富啊！

流火的七月，他和她高考双双落榜。
他俩是水乡安宜人，是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又是一对甜蜜的恋人。
那个午后的傍晚，他俩相约来到桃亿园，她

指着一垄垄、一排排、一行行已栽上的桃树苗，对
他说：“爸爸利用村里流转出的800亩土地，发展
果树种植。我是爸爸唯一的女儿，我不打算重读
了，我和老爸一起来搞果树种植。安宜环境这么
好，如此水甜土沃的地方，我就不信，种植果树就
做不出名堂来。”听了她的话，他一把拉住她的手
说：“我也不重读了，我和你们一起搞果树种植，
等果园发展壮大了，我们注册一个公司，你当董
事长，我做总经理。”她听过他的话，愣了一下，半
天没有吱声。然后只是冷冷地对他说：“你文化
课功底比我好，你如果不回校重读，我们就此分
手！”他

见她说得如此认真，脸色也不由得沉了下
来。

当年冬季，正在学校复读的他，应征入伍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三年过去了。她种

植果树成功了！她和父亲桃亿园的果树种植名
气不断大增。她也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因高考
落榜不落志，甘当新时代果农人的她，被村、镇、
县培育为各类先进典型。妇联把她评为“三八红
旗手”；工会把她评为“安宜劳动模范”；团委把她
评为“新长征突击手”；镇农业农村局还为她家的
果园申报了“家庭果园农场”。面对鲜花和掌声，
她都淡然笑之，唯一珍视的荣誉却是“家庭果园
农场”这块金灿灿的招牌。因为她知道她的心已
和果园农场贴得很近很近。

又是一个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的季节，她正
和姐妹们在果树园里为果苗剪枝、修枝。一位70
开外老大娘气喘吁吁跑过来，告诉她，说是一个
穿军装的当兵人要来找她。不一会儿，一身戎装
而又帅气的他站在了她的面前。

她怔住了。
只见他从军用挎包里拿出一份军事院校录取

通知书递给她说：“我考上了军校了，等我转业回
来，我和你一起来管理果园，届时我们再组建桃亿
园果业有限公司，我们不仅要种植果园，还要加工
桃汁饮料、蜜汁桃酒等系列产品，走种植、观赏、采
摘、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路子。我和你一起为乡村
振兴出力，贡献我们新生代的力量，好吗？”

“行，那我在桃亿园等你！”她说。
两双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起风了。一瓣桃花随风

落在她的脸上，他轻轻拂去她脸上的这瓣桃花，
他蓦然发现，她羞红的脸庞比桃花还要美。

你在风雨中跌跌撞撞的长大
我有幸为你奉献过青春年华
多少回踏平汹涌恶浪
哪怕五脏似猫儿在抓
多少天紧握手中的钢枪
注视着海上的每朵浪花
啊，人民海军
我的芳华
我无怨无悔的军旅生涯

你在阳光中风风火火的长大
我的心伴随你上上下下
多少次梦回蓝色的海洋
驾战舰犁开万朵莲花
多少年期盼你变成强汉
没有人敢对你随意打骂
啊，人民海军
我的牵挂
祝福你享誉在深蓝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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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琐忆
□夏顺发

我的芳华，我的牵挂
□陈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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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桃亿园等你
□俞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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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聚餐”
□陈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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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加强呼吸系统疾病规范化防治体
系，倡导慢阻肺疾病的早防、早诊、早治，日前，射
阳湖镇中心卫生院启动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和综
合干预项目，并联合县疾控中心在射阳湖镇藏陈
社区开展肺功能检测，筛查早期慢阻肺。

筛查现场，工作人员认真核实前来筛查人员
的相关信息。参加筛查对象通过线下问卷、测量
身高、体重、腰围、血压、心率等环节，排除慢阻肺
禁忌症和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才能进入肺功能检
查阶段。

在临床医师的指导下，参加筛查的居民完成
肺功能检测。经过肺功能检查疑似为慢阻肺者，
再由临床医师现场进行评估和采取干预措施，对
拟诊慢阻肺居民及时就诊，并将相关数据上传至
项目管理系统。

经过筛查，使臧陈社区广大居民掌握了慢阻
肺相关知识，也为今后慢阻肺、哮喘等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早期筛查、干预、监测和健康管理服务奠定
了基础。 （范娟）

射阳湖镇中心卫生院

慢阻肺前哨筛查进社区

为提升全园师幼的安全意识和防灾
避险能力，日前，泾河镇黄浦幼儿园开展
了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演练中，幼
儿在老师的指挥下进行室内避震，孩子
们抱头就近躲避在墙角、桌下，待危险解
除后，老师发出紧急疏散，孩子们快速逃
生，整个演练过程迅速、有序，提高了师
幼的防震减灾意识。

董中慧 摄

本报讯 4月24日，县疾控中心联合广洋湖镇
白鼠村党支部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疫苗接种
知识宣传活动。活动旨在通过普及疫苗知识，消
除居民疑虑，推动成人疫苗接种工作顺利开展，
从而构筑社区健康防线。

活动安排专业人员为居民开展相关知识宣
传讲座，向居民详细讲解了疫苗接种对于个人健
康和社会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现场还摆放了
宣传展板、宣传册、宣传横幅等，多样化的宣传材
料，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观看。

通过此次活动，居民对疫苗接种认识更加全
面，了解了成人还应接种流感、肺炎、带状疱疹等
疫苗，也消除了疫苗接种的疑虑。

下一步，该中心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让疫苗接种知识深入人
心，为构筑健康屏障贡献力量。 （苗士祥）

县疾控中心

进乡村普及疫苗接种知识

本报讯 4月24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
送医进村居公益活动在安宜镇老年大学中港
校区举办。本次活动由安宜镇社区教育中心
携手县人民医院共同举办，旨在提升学员们的
健康意识，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活动伊始，安宜镇社区教育中心与县人
民医院举行了签约仪式，确定了双方在送医
进村居项目上的合作关系。双方表示，将共
同致力于提升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为广大

老年学员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签约仪式后，来自县人民医院的医学专

家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实用的健康知识讲
座。专家们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专业知
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常见疾病的预防、健康
生活方式的培养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向
学员们散发了健康知识彩页，这些彩页图文
并茂，包含了丰富的健康知识和实用建议，让
学员们更加方便地了解和掌握健康知识。义

诊及咨询活动中，心内科、肿瘤、眼科、营养科
等科室的10余名专家为学员进行了血压、视
力等项目检查。

此次送医进村居公益活动的举办，不仅
提高了学员们的健康意识，也为他们提供了
实实在在的医疗服务。活动现场，学员们纷
纷表示，感受到了医疗服务的温暖和关怀，对
安宜镇社区教育中心和县人民医院表示感
谢。 （刁仁兵）

安宜社教联合县人医：送医进村居 服务暖民心

“我们在自己的拍摄基地拍摄短视频，你
看这个抖音号‘农人小九’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短视频开局怎么设计，镜头如何表现，故事如
何讲……”说话的人叫顾九洲，是望直港镇的
一名电商创业者，2021年回到家乡开始创业。

伴随着宝应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选择返乡创业，他们带来了新职业，也带来
了新机遇。这些敢想敢干的年轻人利用新思
维、新方法，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

“我们团队和我一样都是年轻人，年轻人
一起宣传家乡，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家乡越
变越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家乡宝应，我觉
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顾九洲说，“现在看
来我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现在拍摄一些小

龙虾、荷藕等宝应特色农产品，等芡实长成了
会再拍一些关于芡实的短视频。宝应值得视
频推广的农产品很多，我们争取拍摄、发布更
多的作品，让本地的农产品走出县门被更多
人知道。”

自小在望直港长大的顾九洲对家乡感情
深厚，为了拍出好作品，2021年回乡后，他就
开始拍摄短视频、做直播。如今顾九洲在商
务局提供的工作室，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推广
宝应。

从事这行当，顾九洲也有过疲惫打退堂
鼓的时候，“大家都太卷了，感觉都要卷不动
了……想想还是先去做吧，把家乡的特色农
产品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宝应有
荷藕、龙虾、芡实……”顾九洲希望在这前景
尚好的行业中，不断涌入的年轻人能有更好
的未来。

电商产业突飞猛进，最早一批入场的主

播，顺理成章享受了风口的巨大红利。光鲜
的职业形象、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各路人马
蜂拥入场。如今，行业热度依旧，手机屏幕里
主播们的身影依旧，屏幕背后的辛酸也只有
他们自己知道了。

顾九洲坦言，“‘盲盒’形式的流量红利时
代已经过去了，如何做好自己，是门学问。”他
还要慢慢摸索……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近年来，我县通过
扩大市场规模、出台政策举措、举办主题活
动，助推全县电商高质量发展。“像顾九洲等
人制作的短视频无疑是推介农副产品的一个
新窗口，它串联起了乡村与外界的链接，带动
了乡村发展。”县商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如
今，短视频成了不少像顾九洲这样的新农人
手中的“新农具”，他们把镜头对准乡村的新
鲜事物和有趣好玩的题材，这些涉农短视频
带来的流量，成了乡村振兴的新钥匙。

顾九洲：玩转手中“新农具”推介家乡农产品
□记者 樊婷婷 通讯员 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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