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句
话在农村妇孺皆知。因而农家人对拾
粪很重视，不光勤垫牲口圈，还到路上
拾牲口粪。我家住村边，周边有几个
饲养场，拾粪很方便。

小时候，我手挎一个箩筐去拾粪，
嫌拿铁锨不方便，干脆就下手抓或双
手捧，傻乎乎的，也不知道脏。有次见
到路边麦田里的马粪也捡到箩筐里，
大人们看到我勤快中的幼稚无知，禁
不住笑了。我常和同龄的本家叔叔结
伴去拾粪，在路上遇到一溜马粪，便你
一半我一半来个平分，拾满箩筐后倒
在路边继续向前拾。劳作间隙，我与
小伙伴们在河滩大石头上玩斗地主的
游戏。少年的心中，经常是快乐的，残
疾并未给我的心灵投下什么阴影。乡
亲们都夸我是个勤快的孩子，听到大
人夸奖，心里甜滋滋的。

长大一点后，我就肩挑着两个箩筐
去拾粪。集体的马车到山坡上跑副业拉
白矸、拉矿石，星期天我就和伙伴顺着山
路到远处拾粪。路边的牛粪散布在草丛
中，大都干了，用手一掀，随即放入筐
中。有时竟跑到离家几公里远的高坡
上，登高远眺，看到远处的景象，十分新
鲜，满载而归的神气劲便驱散了疲劳。

在我十来岁时，父亲每到农闲时
便和生产队的其他社员到西焦坡为队
里采料石。我星期天到那儿去拾粪，
父亲回来时顺便为我挑担。我时常追
问这一担粪值几个工分，并因为自己
的劳动有价值而感到欣慰。

当时学校功课抓得不紧，放学完
成简单的家庭作业后，我不是去割猪
草，就是去拾粪。父亲嫌铁锨不方便，
后来就专门为我买了一把竹粪杈，使
用久了会被疙疙瘩瘩的石头路磨坏，
然后再买一把新的。母亲也特别喜欢
积肥，经常带我到麦场找些烂麦秸之
类的东西垫猪圈。

二

集体化时期，家家户户都要养猪，
猪圈或在院内，或在街边，养猪一来可
以积肥换工分，二来可以卖钱。秋收
之后种进小麦，到山外的百间房或者
待王集市上买一只猪崽（俗称逮猪娃)
开始喂养，养到第二年农历腊月出栏，
卖的钱正好可筹办年货。那时喂猪没
有什么饲料，主要是剩饭、泔水，另加
猪草。割猪草这活适合儿童干。下午
放学后或者星期天，挎上箩筐、带上镰
刀，或者提着竹篮、带上铲子，有时跟
随大人，有时独自一人，到村边的田间
地头割猪草。从春季到秋天，都有各
种时令野菜。有时候是小伙伴们结伴
而行，一边玩游戏，一边割猪草。满载
而归后受到大人的夸奖，快乐洋溢在
心间。“闺女们要花，儿要炮”，卖了猪，
领到父母发的钱，春节前买到自己心

爱的鞭炮，十分开心。
儿时有许多歌曲都是赞美劳动生

活的，如《我是公社小社员》《姐妹们喜
晒战备粮》，这些快乐的歌声时常伴随
着人们的劳作回荡在田间。

春天的田野里留下了小伙伴们矫
健的身影，留下了童年的快乐，也留下
了抹不去的难忘回忆。

三

拾粪、割猪草是自发的个体劳动。
生产队规定，儿童到了7周岁就可以参
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天记4个工分，20
个工分算一个劳动日，即一个成年男劳
力一天的工分。儿童干的活，肯定是很
轻的活。最初是放农忙假时由老师带
着拾麦穗、拾玉米根；之后会随农村妇
女劳力摘豆角、摘棉花或者打坷垃；再
大点就开始挑担子了，如垫牲口圈。

集体化时期，每个生产队有100
多口人，耕种六七公顷地。队里只有
一辆或者两辆“汽马车”，社员们劳动
强度非常大，无论是向田间运粪还是
农忙时收割庄稼，主要靠人力。有的
生产队庄稼地在沟里或坡上，那就更
辛苦了。学生们没有耐力，挑粪时即
使踉踉跄跄，也得坚持。

收麦时，用绳子将割下的麦子捆
住，再用扁担挑两捆麦子，重量超50

公斤。无论捆麦子还是用扁担挑麦
子，都得有功夫。弯腰割麦特别累，而
且骄阳似火。

那时，每逢麦收或秋收时都要放
农忙假，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拾麦
子。头顶骄阳，脚踩麦茬，脸都被晒得
红红的。渴了能喝点糖精水，就算一
种享受了。调皮的伙伴们休息时也不
安生，纷纷攀上田边的大柿树，用衣服
裹住头部玩游戏。稍大一点后，我们
就开始跟着大人学割麦。

打场趁天晴，麦子晒焦后牲口拉
着石磙碾压，翻场、挑场一个劲地不
停，青壮年劳力顶得住，青少年就得咬
牙坚持。打场遇到雷阵雨，抓得就更
紧了，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打麦场上
的活儿一项连一项，赶得很紧。麦子
碾了两遍后挑起麦秸秆，然后把麦籽、
麦糠拢成大堆。这时人已经累了，接
下来的活就是扬场。扬场离不开风，
这活很有窍门，大人们会手把手地示
范给我们看。麦糠随风飘到远处，麦
籽落成一堆。看到劳动果实，多少会
减轻一些劳累的感觉。

四

麦田锄草，一般都在农历正月里，
过了元宵节之后。这是个轻松活儿，
也没有啥窍门。而在玉米地里锄草，就

又累又复杂。我是高中毕业后才正式
开始在玉米地里锄草，母亲就是我的老
师。母亲说：“小草可以埋住，大草必须
挂到玉米秆上才不会重活。”每一片地
都要锄到，如果留下空当，是不合格的，
因为日后这块地上面就会长草。

锄头有墒，杈头有火。干农活时
间性很强，玉米生长前期要锄两遍
地。锄地有两个目的：一是灭草，二是
保墒。锄第一遍时，玉米不太高，比较
容易。经过一场雨后，才锄第二遍。
锄第二遍时还要给玉米封土堆。那土
堆有小箩头大小，一个挨一个。这时
玉米已长得齐腰高，甚至齐胸高。封
土堆要匀称，这样玉米不易倒伏。脚
踩的地方需要多搂一次，形成一个坑，
下大雨时可以存水。特别是带坡度的
地方，这样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也给种
麦积攒了底墒。锄完两遍地，生产队
会组织大家评比，因为父母锄地好，经
常得到奖励。郑传夏是林业队员，在
村西的合作水库边看果园，他经常夸
奖我“年纪轻轻，锄的地真细发”。

农谚曰：伏天刮破皮，等于秋后犁
一犁。可见人们对伏天中耕十分重
视，而此时是桑拿天气，人们干农活时
挥汗如雨，又热又渴。

秋收时节，天气凉爽，活儿也不
轻。玉米剥光了穗子，运到场上后，没
有脱粒机，就要人工捶了。将玉米堆
成一米多宽的长溜，稍大点的孩子随
社员们间隔一米多站成一排，抡起木
棍捶起来。木棍子轻了没有效果，震
得胳膊酸麻；木棍子重了抡得吃力。
为了赶进度，晚上加班干，有时加班能
吃上油馍。

男孩过了十三四岁，就开始“跟牲
口”了。用牛或骡子耕地，成熟的把式
需要一个小助手，协助套牲口、背犁耙；
犁地边或塄根时要挡着牲口。这个活
儿农村俗称“跟牲口”，说是助手，其实
也是徒弟。“跟牲口”是个比较自由的活
儿，开始犁地后，自己就可以休息一阵
子。如果三头牛中有一头是刚开始拉
套，那就得一直牵着，这是比较累的活
儿。因为初生牛犊犟劲大，有时会弄得
一团糟。大人休息吃馍时，我们也会用
鞭子赶着牛，或犁或耙转上几圈。

秋季“跟牲口”往往起得很早，天
不亮就到马坊。饲养员把牛或骡子喂
饱后，我们或赶着或牵着，同时背着犁
耙上田间，一直干到接近中午时分。
下午则是一直干到天黑，不能按时吃
饭，有时饿肚子挺难受。秋天“跟牲
口”附带的活儿是打坷垃，掘地边、地
角。干完这些活儿，就可以上树摘柿
子，把它摊到玉米面饼上用来充饥；也
可以拾柴禾烧红薯、烧玉米，休息时与
师傅一起品尝美味。

人能吃苦耐劳是一种本事。劳
动，对塑造儿童的心灵有重要作用，会
使其受益终身。儿时的各项劳动陶冶
了农家孩子的性情，塑造了我们的性
格，使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不怕脏、不怕
累、热爱劳动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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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情

□郑乃谦

过去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劳动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从儿童到少年再到青年，劳动伴随着我的成长，几十年后的今天，
回忆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劳动情景，仍饶有趣味。

生在乡下，长在农村，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乡亲们勤劳、纯
朴的形象，给我们农家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爱劳
动者，也爱劳动，拾粪、拾麦、割猪草……劳动的快乐给我们的童年增
添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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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进入夏季，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随
着气温升高，自己的血压较之前降低，
甚至恢复正常。“血压不高，赶紧把降压
药停了，不用吃药。”一些老年高血压患
者会有这种想法。5月17日是“世界高
血压日”，市第五人民医院老年病专家
杨静提醒，夏季也是高血压患者的“多
事之季”，夏天血压降低只是个假象，高
血压患者切勿自行减药、停药，对于高
血压患者来说，不规范用药是非常危险
的行为，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心脑血管疾
病发生。

据介绍，人的血压并非恒定的，在不
同季节会有其变化规律，夏季一般血压
都低一些。这是因为，冬天天气寒冷，血
管受冷空气的影响会出现略微收缩，血

压也会受到影响。夏天气温高，血管会
出现扩张的状态，血液压力就会变小，血
压也就会下降。另外，由于夏天天气炎
热，人体排汗较多，血液流通会变得顺
畅，血压就会相对降低。

每年夏天，都有一些老年高血压患
者因擅自减药、停药，出现血压异常波动
的现象。最近几天，杨静接诊的老年患
者经常会提出疑问：“我的血压到夏天就
正常了，降压药是不是可以停了？”其实，
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出现血压降低，并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复治愈。若患者看到
自身血压下降，随意减药、停药且不加以
监测，很容易出现血压突然升高的情
况。“高血压的治疗需要规范、长期用药，
若高血压患者自行停药或减药，则会出

现血压反弹升高的情况，重新治疗可能
需要增加药物剂量。”杨静说，间断性服
用降压药物会引起血压明显波动，血压
水平忽高忽低会直接影响到心脏、脑、肾
脏等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还可能诱发
急性心肌梗死、脑中风等极其危险的情
况。

除了遵医嘱规范用药外，高血压患
者在夏季还应注意哪些情况呢？首先，
高血压患者还需要注意的是，一天 24
小时里，人体血压并不是保持平稳恒
定的，早上6～10时、下午4～8时血压
会出现两个峰值，夜间睡眠时血压处
于低谷状态。患者可根据这一规律，
规范监测血压，全面了解自己的血压
状况。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

适当调整用药时间，使昼夜血压都能
得到良好控制。其次，高血压患者除
了规范用药，还应养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夏季，人的消化道功能减退，食欲
下降，水分丢失较多，高血压病人尤其
需要注意饮食起居。日常应多次少量
饮水，以防血液黏度升高。饮食切忌
贪凉，避免过多食用冰镇饮料或水
果。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室内和室外
温差应控制在7℃以内，还应注意居住
环境通风，保持室内干燥清洁。第三，
高血压患者在运动锻炼过程中也应该
格外注意。早晨血压处于峰值，不宜
过早出门运动，运动方式以太极拳、八
段锦、慢跑等有氧运动为主，不宜过量，
运动时可随身携带一些急救用药。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越老越觉伴
儿重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转
变，老年人的思想开始与时俱进，敢于
表达自己的感情和需要。广泛理解和
支持“黄昏恋”，让越来越多单身银发
族更加坦然寻找另一半，更需要社会

各界给予的爱。
老年人再婚，看上去很美，但实际

上并非一帆风顺，许多人在过程中都
经历重重考验。单一的社交婚恋资
源、欠缺的婚恋渠道、闭塞的信息，都
是单身银发族寻找伴侣的障碍。此

外，老年人的再婚问题也受家庭、子
女、健康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远比年轻
人恋爱婚姻复杂。因此，面对“黄昏
恋”，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正确处
理好这个问题。

面对老龄化，没人是旁观者。关

爱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让
各方面的爱汇聚，共同关爱老年人的
情感需求。此外，提醒老年朋友们在
相亲时要谨慎，不要被着急的心态影
响，保持一颗理智的心才能让暮年爱
情更幸福。

刘先生今年68岁，5年前妻子因
病去世。当时孙子才刚5岁，他帮忙
照顾孩子，心里也并未感到孤单。随
着孙子慢慢长大，他越来越感觉心里
空落落的。于是，他萌生了再找一个
老伴儿的想法。“家里的年轻人各忙各
的，人一旦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白天
出门还好，晚上回家看着空荡荡的屋
子难免失落，希望找个人一起过日
子。”他说。

但他的这个想法，却不知道该怎
么向孩子们开口，总觉得难以启齿。
在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刘先生也见
了几个年龄相仿的相亲对象。但他总
感觉心里不踏实，有种偷摸的感觉。

“也不敢给孩子们说想找老伴儿的事，
也不敢给孩子们说自己出去相亲，心
里时常有羞愧的感觉。”他说。

刘先生的经历，李阿姨感同身
受。李阿姨今年65岁，丈夫已去世
10多年。这些年，她独自照顾儿子，
儿子成家后又帮忙照看孙女。眼下，
孙女都上学了，忙碌了大半辈子的她
突然有些无所适从。“感觉整个人被掏
空了一样，没着没落的，一个人在家
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特别
孤独。”她说。孩子倒也支持她再找个
老伴儿，可她自己的内心始终有包

袱。她怕人们轻蔑讽刺的神情，背后
指指点点的嘲笑，没有勇气迈出那一
步，追求婚姻幸福。

如果你身边的单身老人追求浪漫
“黄昏恋”，作为子女你会支持吗？记
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年轻人，回答“不支
持”的占多数。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
80%的单身中老年人有再婚愿望，其
中进行婚姻登记的不足一成，其中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得不到子女的支持。
重组后的家庭牵扯到再婚双方各自原
有的子女关系，也可能会涉及老人去
世后子女的财产继承、遗孀养老等，处
理不当就会引起双方子女的矛盾甚至
冲突。

中老年人在考虑再婚和建立新家

庭的时候，处理好与子女的关系是能
否获得晚年幸福的至关重要问题。“和
子女的关系一直挺好的，直到3年前，
我找了个老伴儿一起过日子，子女和
我翻了脸。”今年73岁的牛先生说。
牛先生丧偶5年，在锻炼身体的过程
中遇到离异多年的陈阿姨，俩人有共
同的爱好，聊起来十分投缘，相处一段
时间后，准备领证结婚。可是，当牛先
生把这个消息向子女宣布时，两个孩
子竟激烈反对，这让他十分生气，和儿
子女儿翻了脸。

其实，老年人时常因为面子问题
难以坦诚就再婚问题与儿女协商。很
多时候，沟通不畅或许是沟通方式出
现问题。老年人面对自己的婚姻关系

时，应充分考虑与子女之间的亲密感
情。此外，再婚后的老年人要主动多
关心对方的子女，把他们看成自己的
子女，显示出诚意，得到对方的认可。
作为子女，除了关注老人的健康之外，
还应当多关注老人的情感问题，理解
和支持他们合理的再婚诉求。

“老年人结婚和年轻人结婚是完
全不同的概念，老年人生活大半辈子，
与子女的关系、身体状况、财产情况等
都需要考虑，这也是很多老人宁愿搭
伙过日子、不领证结婚的原因。”我市
一家婚姻介绍所的工作人员说。其
实，这也是“黄昏恋”需要面对的现实
问题。

近年来，老年人相亲被骗案例逐
渐增多，骗子抓住中老年人害怕孤独、
急于找一个条件般配的异性过日子的
心理特点进行诈骗。一些单身老人迫
于世俗观念，不愿意公开自己恋爱的
经历，但由于判断力不够，很容易被
骗。其实，老年人追求幸福值得肯定，
但也要保持理智，在恋爱过程中要进
行“身份认证”，相互了解家庭情况。
恋爱期间，不要有过多的财产往来。
如果确定要步入婚姻，在征得子女同
意的情况下，不妨签订一份财产公证
协议，让彼此都放心。

“黄昏恋”更需要爱
□梁智玲

期待浪漫“黄昏恋”
银发族渴望脱单

本报记者 梁智玲

专家提醒

高血压患者夏季别随意停减药
本报记者 梁智玲

520”在恋爱、结婚的年轻人心中，这是一个浪漫、有
爱的好日子。这个日子，似乎也成了年轻人的专属。对单身
银发族而言，能拥有一份简单、纯粹的爱情，或许是夕阳中最
靓的一抹颜色。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老龄化趋势日趋加重，
单身老人“搭伙养老”的现象日益普遍，但老年人在追求感情
的过程中，依然面临传统观念、亲情羁绊、财产纠纷等多重阻
碍，顾虑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