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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稻香
甘勇

月亮爬上枝头，皎洁的月光如轻纱般笼罩
着稻田，稻草尖上凝结的露珠在月光的照耀
下，显得更加晶莹剔透，远处传来孩童在林间
追逐玩耍的欢呼声。我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
拿着外婆的蒲扇轻轻扇着，静静地听着忙碌了
一天的村民聊天。

月光透过树枝的间隙落在院子里，映衬着
大地村二组农民代志全黝黑的皮肤，他笑容满
面地和大家聊着今年的收成，眸子里透露着一
股生机盎然的精气神。有人请教他种植水稻的
经验，他笑着说：“要说经验，其实都是祖祖辈
辈流传下来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要是遇到什
么病虫害，还真就没啥办法。好在后来村里建
了农家书屋，书屋里有不少关于水稻种植技术
的书，慢慢地我从书里学到了许多方法，再通
过一次次尝试，总结了一些防治病虫害的心
得，提高了一定的产量。刚开始，我还觉得这个
农家书屋里都是孩子们读的书，没想到原来是
真真切切为我们农民打造的一座知识库啊！书
就在你的眼前，只要你肯学习，去阅读，就会有
收获的，这些知识能够实实在在帮我们增加收
入。我现在不仅看一些水稻种植方面的书，也
会看一些其它方面的书，不明白的地方就问、
就学……”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你一言我一
语，都在谈论农家书屋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和好
处。听着大家的讨论，我仿佛看到了人们在稻
田里闻着稻香，在书屋里嗅着书香。

夜里的风带着丝丝凉爽，透过衣服的缝隙
悄悄钻进人们的心房，农家书屋像一股清泉在
大家的心里流淌。十里稻香裹着月光，乘着清
风，带来芬芳。我看见，农家书屋里起了一股
风，一股生机勃勃的“读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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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2022年“阅读小康气象，奋进振兴征程”网上征文活动启动以来，广大读者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初评筛选、网络点赞、专家评

审等多个环节，全省各地报送的1700余篇作品中最终产生一等奖10篇、二等奖20篇、三等奖30篇、优秀奖40篇。这些获奖作品短小生动、朴

实真切、紧扣主题，或讲述了农民群众通过走进农家书屋参与阅读，读书明理、脱贫致富、积极奋进的生动故事和心得感受，或反映了农家书

屋对其思想观念、生产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可喜变化，或展现了四川农家书屋在助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四川新时代乡村风采及

农民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本报特选登部分一等奖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阅读小康气象 奋进振兴征程

少年时，老张曾无数次想象，于春
暖花开时执一本书漫步校园；也曾想象
拥有一个书架，上面整齐地摆放书卷，
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书香。但对老张来
说，儿时的想象终归成了遗憾，每天天
蒙蒙亮时，他便得起床做早饭，然后走
过几公里泥泞的小路前往学校。放学
后，他又争分夺秒地回家干农活，天黑
后借着烧柴的火光写作业。受限于家庭
条件，老张只读完了小学，拥有的也只
有一些破旧的课本。

如今，人到老年，老张回忆起前半生
终日忙于生计，没能多读一些书，未免
有些难过。直到听说村里办起了农家书
屋，老张的心又活了。看着那一排排书

架，上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书，老张热泪
盈眶，这就是他童年时最期盼的场景啊！
自此，老张成了农家书屋的常客。

在老张的带动下，农家书屋迎来了
越来越多的村民，时不时还能听到讨论
的声音。书架上的《种植栽培大全》《病虫
害绿色防控彩色图谱》等书籍被老张翻
阅了无数次，他萌生了新的想法：种柑
橘。老张向家人提出自己的想法后，并未
获得支持，家人一致认为老张已经六十
多岁了，没有必要再这么劳累，可以享受
天伦之乐了。但老张始终坚持，并表明自
己从来没有这么想做一件事，最后，家人
只得同意。

说干就干，老张开始垦地、买树苗、

买化肥……一个月后，他成功种下了5亩
柑橘树苗，有耙耙柑、沃柑、碰柑、丑柑
等。这之后，老张来农家书屋的频率更高
了，继续学习柑橘的后续管理维护知识。
在老张的精心管护下，他种的柑橘个个
饱满多汁，成了市场上的“畅销橘”。越来
越多村民向老张请教经验，在他的带动
下，柑橘成了村里的特色产业，而老张也
成了“柑橘专家”。

谈及自己的故事，老张说：“是农
家书屋改变了我，它不仅治愈了我童年
的伤痛，弥补了遗憾，也让我解锁了全
新的老年生活。最近，我还学习了如何
种植草莓，感觉自己的未来还有无限
可能。”

一阵干燥的热风吹过，将半山腰上的一片
玉米地吹得“簌簌”作响。地里，一根根玉米秆
毫无生机可言，卷曲的叶子仿佛一片片破布
条，泛着黄色，有气无力，在风中摇摇欲坠。

丁老汉在一旁站着，紧盯着一株株玉米，
像是一个将军在扫视他那不成器的士兵们，布
满皱纹的脸上全是阴云，眉头拧得仿佛能滴
出水。

“老头子，吃饭啦！”耳边传来了老婆子的
叫唤，但丁老汉的眉头却拧得更紧了。“吃吃
吃，就晓得吃，这些苞谷都快败完了，到时候吃
个屁！”说罢，丁老汉郁郁地下了山。

回到家中，刚端上碗筷，老婆子的声音又
响起了，“老头子，下午我还得去忙点事儿，宝
贝孙儿哭着闹着要去新建的农家书屋看书，到
时候你领着他去吧。”

听闻这话，丁老汉好不容易舒展开的眉头
又皱了起来，“啥？去啥书屋？地里活儿还没干
完呢！”

丁老汉拉着小孙儿的手在路上走着，心里
却一直想着他那片奄奄一息的玉米。不知不觉
间，爷孙俩来到了新建的农家书屋。

进了书屋，小孙儿坐在一旁乖乖看书，丁
老汉一面在心里发着牢骚，一面打量起书屋。
他左看看、右看看，忽地，书架上的“农业书籍”
几个大字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眼便相中了那
本《玉米种植》，封面上颗颗饱满、粒粒分明的
玉米令他双眼放光。

凭着早些年跟着生产队长识字的经历，丁
老汉大致能看懂这书中的文字，实在不认识的
字、不理解的词，他就去问问书屋里的管理员，
一来二去，竟看得津津有味。丁老汉注意到，好
几幅书中的插图与自家的玉米情况有九分相
似，他一一查看学习，了解到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玉米缺失营养……直到日落西山，丁老
汉才若有所思地合上了书。“原来就是缺点儿
特殊的营养啊，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光顾着
浇粪水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多看看书啊！”说
罢，丁老汉拉着小孙儿向管理员道了谢，一路
笑着回了家。

两个月后，丁老汉的玉米地里，一根根玉
米秆挺立而茁壮，在阳光下泛着青绿色的光
芒，显得神采奕奕，仿佛一位位挺拔的士兵。

丁老汉站在玉米地旁，满脸皱纹笑开
了花。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不能去田间
耕地的农民、放假返乡的学童、下班后的
村社干部以及学校老师纷纷前往附近的
农家书屋，端坐在窗前捧着心仪的图书，
细品书中故事哲理，悟透人生无限可能。

农家书屋是党和政府为保障农民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而实施的一项惠民
工程，是乡村基层文化主阵地，也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自从广元市
朝天区白朝乡各村社建立了农家书屋，
前往阅读的群众络绎不绝，有的在读
书角默默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有的
在交流室低语讨论最近心得，还有的
认真查阅有关“春耕春种”的专业书
籍。“时代在变化，农民也在变化。大家
现在都喜欢看书，时常催促我采购新
书籍。看，我这笔记本上还记录着他们
想看的图书种类呢！有农业技术、心理
学、农村变化……”白马街社区的书屋
管理员欣慰地展示着她的笔记本。

傍晚时分，天气微凉，但徐家村的
农家书屋里还有不少村民，大家或倚着
柱子，或靠着书架，又或坐在炉边，尽情
享受着手中“文化大餐”，时不时还在自
己的本子上记录着。“我爱看的都是有
关食用菌栽培的书，对我们种植羊肚
菌、香菇等很有用，我正担心我们养的
香菇，来查查香菇杂菌、病害和虫害的
防治方法，早学习早防治！”刚刚开始学
习栽培香菇的徐阿姨认真做着笔记。抱
着好几本有关栽培食用菌书籍的苟叔
叔笑了笑：“我们村也打算发展食用菌
栽培村集体经济项目，上次杨帆去指导
我们技术时，提到徐家村农家书屋有他
从战友那里背回来的这几本书，我准备
借回去放在我们村农家书屋让大家都
学习。现在发展产业，不仅要靠经验，还
得多学先进技术。”徐家村食用菌产业
园是广元市利州区食用菌现代农业园
区的核心区，获评 2022 年度四川省四

星级现代农业园区，今后在好学的白朝
乡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乡的食用菌产
业一定会提质扩面，蒸蒸日上！

有了农家书屋，白朝乡的群众就有
了“精神粮仓”。通过读书，大家不仅学到
了发展致富的技术，对人生也有了颇深
感触。“刚离开家乡来到白朝乡时很不适
应，无比焦虑，就经常和同事相约在农家
书屋读书，偶然间读到刘勰《文心雕龙·
神思》中写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
意溢于海’，思考了许多，我也要努力发
挥自己的才能，全身心投入我热爱的教
育事业，从容豁达地面对困难与挑战！”
白朝小学的支教老师小韩比初来时坚
韧了。

一个书屋就是一方阵地，一位读者
就是一支队伍！白朝乡建设农家书屋的
脚步还未停歇，在尊重农民的实际需求
和阅读习惯的前提下，努力将农家“小书
屋”变成智慧“加油站”！

新房村的人每每走过张二嫂管理的大棚，
无不啧啧称赞。

四五月间，村民们地里的苦瓜、丝瓜、西红
柿、辣椒与张二嫂家地里的一样，该青的青、该
红的红，可寒冬腊月里，张二嫂大棚里的苦瓜、
丝瓜、西红柿，仍然是该绿的绿，该红的红。

村民纷纷跑来问张二嫂：你究竟得了什么
秘籍，把四季、反季时蔬侍弄到如此让人眼馋
的地步？张二嫂是个爽快人，实话实说：在村里
的农家书屋里取了真经呗！

张二嫂不但直言受益于农家书屋，还详细
地说出了是从哪本书上得到的经验，以及如何
应用等。

张二嫂太想把市场上哪些蔬果抢手的信
息告诉乡里乡亲了，她忒烦那些跟她合作的菜
场、超市负责人开玩笑时说：张二嫂，你是不是
把多数的蔬果卖给他人了？无论她怎么解释，
人家都不信，于是她心想，何不带动村里的人
都来种市场需求量高的蔬果呢！

张二嫂原本在村里开了个小杂货店，她的
丈夫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前几年，村里筹备建
设农家书屋，选址时，村“两委”一致认为张二
嫂家的杂货店位置最合适。把书屋建在杂货店
旁，村民们平时买包盐打瓶醋的，可以顺便进
书屋里读读书，知识的增长在于点滴积累嘛！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张二嫂的丈夫有文化，村
民在读书中如有不懂的地方，请教起来也挺
方便。

书屋很快建了起来，张二嫂兼任管理员。
张二嫂的丈夫嗜书如命，每到星期六星

期天，总是认认真真地帮张二嫂打理书屋。
而且，他还从如何促使村民更多更快掌握农
科知识的角度出发，向村“两委”提出不少合
理化建议。他不仅爱书，还乐于助人，村民们
请教他时总是有求必应，并主动找出一些农
业科技类的书籍给大家科普，把农家书屋变
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越来越多的村民
来读书。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丈夫的指导下，张二
嫂对科技种田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最开始，她
先是按照书里讲的方法试建了一个30平方米
的大棚，见成效显著，劲头便越来越大，把承包
的所有土地都用于种植大棚蔬果。

一花引来百花开。村民们在张二嫂的启发
带动下，腰包也明显鼓了起来。

如今，再进新房村，一块“绿色蔬果有限公
司”的招牌分外醒目。

阿秀是个奇怪的人。村里其他五十
多岁的老太太要么喜欢去牌馆搓麻将，
要么喜欢去院坝跳广场舞，阿秀却喜欢
去农家书屋看书，而且经常一坐就是一
整天。

阿秀家也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就是
每年冬天，都会开展一次“晒书”活动。刚
开始家里只有阿秀的几十本书需要晒，
阿秀把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放在太阳
下晾晒。然后抱起小女儿，教她书上的知
识。“妈妈，我为什么要读书啊？”小女孩
天真地问。“因为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
通道。”阿秀坚定地回答。那时候，小女孩
懵懂无知，并未真正听懂这句话，只是将
它牢牢地记在了心上。直到多年以后，她
才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这时，她已是一
名大学生。

作为偏远山区的一个小村庄，谁家
里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光耀门楣的事，颇
有几分“金榜题名”的意思。女孩能考上
大学，多亏了阿秀，是阿秀对读书的热爱
感染了她，让她爱上了读书。阿秀在丈夫

英年早逝后，毅然决然去工地上干活，顶
着日晒雨淋，供女孩上了大学。有阿秀替
她负重前行，女孩才能完成学业。

阿秀确实是个不幸的人。母亲在她
七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是个杀猪匠，赚不
了几个钱，还要养活四个孩子和两个老
人，家里可谓一贫如洗。阿秀的大哥死
后，她便担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她的童年和现在的我们不一样，没有看
电视的闲暇，只有放牛喂猪的繁忙。这样
一个拼尽全力的人，她童年的底色尽是
灰色，只有读书是那一点点光。天未亮就
得起床上学，翻过两座高山，才能抵达学
校。日已落，人却还在回家的路上，实在
饿得不行，就吃路上的野果充饥。上学真
的十分辛苦，但她依然热爱上学。会写自
己名字那一刻的激动，现在仿佛还能感
受到；学会加减乘除能帮家里卖菜那一
刻的自豪，如今想起来仍觉得骄傲。读书
真的是她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她的成
绩也十分优异，老师曾预言她能够考上
师范，拥有不错的工作，前途光明。可惜

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是他们那一
代人逃不掉的命运，她的读书生涯终是
止步于小学毕业。

但阿秀其实从未停止读书，社会也
是一个大课堂，人情世故是书、生儿育女
也是书；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书、琴棋书画
诗歌酒也是书。无论是哪一种书，她都读
得很好，理解得很透彻，无论面对怎样的
困难，她都能够保持坚强且乐观的心态，
好似这世上没有任何苦难可以将她压
倒。阿秀，我的母亲，她用爱撑起了一个
家，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完完整整地传
授给她的孩子，强健他们的羽翼，让孩子
们可以带着她的愿望飞过大山，到外面
的世界去看一看。

今年的“晒书”活动，又开始了。这次
晒出的三代人的书，加起来得有上千本
了。我将书整整齐齐地摆在阳光下晾晒，
抱起我的小侄儿，给他讲故事。“姑姑，我
为什么要读书啊？”他天真地问我。“因
为，读书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通道。”我坚
定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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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治聿

那片玉米地
成应波

农家书屋——智慧“加油站”
车芝娇

奇怪的阿秀
彭晓清

觉 悟
王满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