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到这本书后，我仔细端详，其封
面、封底以及插图都是翠绿的底色，而
且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成为每张图案
的主角。

在读这部作品之前，我有疑惑。乡
村振兴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是一个很
严肃的政治命题，怎么会与一群不谙世
事的孩子扯在一起呢？难道这其中有
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我觉得这既是作
者立意的出发点、着眼点，也是作者构
思的精妙之处、精湛之笔。在这部小说
中，景常是以自己独特的视觉来掌控
全局的。这是我对这部小说的一个体
会。当然，这与小说的主人公赵晓乐
所处的时间、地域、环境等因素密不可
分。

“这个春天对赵晓乐来说，似乎有
点特别——他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对周围的事务敏
感了许多。”这是《乡村振兴到我家》开
篇的一句话。赵晓乐是彩云乡五星村
一户农民的孩子，正处于小学刚刚毕
业，即将上初中继续学习的关键节点，
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不被
课本作业所累的空闲里，社会实践是班
主任老师寄予赵晓乐等本届毕业生的
一项课外活动。当时的五星村已经完

成了脱贫攻坚任务，正在向乡村振兴的
宏伟目标迈进。就在这个时候，作为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的省美术家协会的
刘长发来到了五星村，并承担起五星村
乡村振兴的工作任务。说来也巧，刘队
长就住在赵晓乐家。这就为赵晓乐参
与乡村振兴，并把乡村振兴作为假期的
一项重要的、意义非凡的社会实践活
动，是一个合理的链接。这就是说，赵
晓乐与社会实践、乡村振兴形成了一种
必然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也是客观
的，绝对不是那种牵强附会、东拉西扯
的拼接式联系。这是作者入题的巧妙
之处。

别看赵晓乐只是个小学生，但是人
小雄心大，他主动向刘队长请缨，表示
要为乡村振兴有所作为。而刘队长并
没有枉费赵晓乐的一番心思，就把收集
乡村振兴方面信息的任务交给了赵晓
乐，于是赵晓乐热情高涨，自发地组织
了新时代五星儿童团，以及后来的五星
雏鹰小队，而小说里的每名队员都发挥
了一个信息员应有的作用。

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下小朋友刘宇
光，他是跟随父亲刘长发队长来到五星
村的，这也是他的假期。因此他加入了
新时代五星儿童团，这就为赵晓乐的信

息员队伍增加了一份力量。就这样，在
城市居住的孩子刘宇光走进乡村，与乡
村孩子共同生活，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
义的假期，这在生活、学习、见识等方面
形成了很好的互补、互动与互助。当然
在其信息收集、反馈的过程中，不免要
显露出天真幼稚，这正是孩子的天性。
否则，过度的成人化塑造人物，只能是
一种不实的渲染，与生活的真实背道而
驰。我觉得这是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
所必须回避和摒弃的。

当然，作者创作的真实目的，并不
是重点写赵晓乐的五星儿童团的光辉
事迹，而是借助于他们那一双双明亮的
眼睛来再现乡村振兴的艰难历程，以及
所取得的可喜成绩。即使赵晓乐的五
星儿童团，还是五星雏鹰小队，在信息
收集、传递和反馈等方面做了一些事，
也有了不小的收获，但这只能说是为乡
村振兴尽一份力而已，无疑这是一次意
义深远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应当大力
提倡和努力弘扬。乡村振兴成绩的取
得在于党的富民政策的科学制定与全
面实施，在于乡村广大党员的带动作用
与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的充分发挥，在
于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鼎力相
助。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广大农民的思

想解放与艰苦创业，我觉得这一点是毋
庸置疑的，也是作者创作的真实用意。
我认为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财富，农民
是这块土地上的真正守护人，是自身财
富的创造者。正是因为他们的生生不
息，播种着希望，才得以有了沉甸甸的
收获。这是小说《乡村振兴到我家》给
我的又一个体会。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五星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下乡拉开了
五星村文化振兴的序幕；村屯绿化、环
境整治初见成效，五星水库游人如织，
文化广场人流穿梭，生态振兴成效斐
然：瓜果、蔬菜、苗木基地规模经营，酒
香四溢，产业振兴后劲十足；教学楼拔
地而起，少年宫立竿见影，人民教师、大
学生、研究生、科技工作者纷纷集聚五
星村，由此可见，这里人才济济，教育振
兴、人才振兴方兴未艾。

读罢《乡村振兴到我家》这部儿童
长篇小说，五星村农民丰收节的盛况让
我身临其境，激动不已。广大农民沐
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分享着无尽的幸
福与快乐。此时，我看见了一批批有
知识、有担当、有信仰的新时代农民，
正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昂首阔步、勇毅
前行。

独特视角中的幸福分享
——读曹景常长篇儿童小说《乡村振兴到我家》有感

□ 潘大成

江畔独步寻春

雨后轻寒四月天，滨江杨柳醉春烟。

孤云过客两不厌，凭栏东望渐阑珊。

江畔

江畔秋风夜无烟，华灯璀璨白云边。

小酌怡情话桑梓，明日醉美枫林间。

流年忘返

暮霭闲来江边渡，客饮路旁醉倾诉。

烟尘梦醒心飘零，繁华落尽流年度。

冬思

日暮霜风玉雪山，遥望边陲白云间。

故园归梦路难寻，桃李成蹊独自闲。

绝句
□ 杜宏伟

说起荞麦，人们对它并不陌
生。说它普通，是因为在我国众多
杂粮作物中，它具有耐饥抗寒，生
产期短，适应性强的特点。在过去
东北的平常百姓家里最为常见的，
就是手擀荞面条和荞面酸菜馅水
饺。荞面条自不必说，若提起荞
面酸菜馅水饺，定会勾起我的馋
虫。

过去，每到清明节这天，男人
去乡间野外祭扫祖坟陵墓，家庭主
妇沿袭不做针线活的习俗，纷纷放
下手中的其它活计，取自家腌制的
酸菜，剁馅、切肉、和面，完成一系
列的程序后，坐在炕沿边上，专心
致志地包起了酸菜馅荞麦面水煮
或蒸饺。

正当暖风习习，炊烟缭绕的傍
晚，一个个黑不出溜、胖胖墩墩的
荞面水饺或蒸饺，带着元宝和月
牙般的想像，带着人们对未来美
好的期盼，热气腾腾地闪亮登场
了。人们一边咀嚼着香喷喷的荞
面饺子，一边谈论着关于荞麦的话
题。

荞麦本属抗贫瘠、不耐寒的短
周期植物。古往今来，人们对它有
着特殊的感情。不仅是源于民间
那个家喻户晓的《荞麦与寒露》的

凄美传说，而是因为荞麦在那特殊
的年代里让人们填饱了肚子。那
时，每个生产队或多或少都要种
点荞麦，故有“头伏萝卜二伏菜，
三伏种荞麦”的民谚。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当夏
末秋初，节气到了白露，乡野间所
有的植物花残叶败之时，正是荞麦
花盛开之际。漫步在秋天的原野
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荞麦开
着雪白雪白的花，当你走近麦田
时，就会闻到荞麦花扑鼻的芳香。
秋天的大地上，显露生机的非荞麦
莫属。

在那个吃粮靠返销、瓜菜代粮
的年月里，荞麦面作为一种粗纤维
食品，远不如白面质地柔软，但白
面得用粮票换取，否则是吃不到
的。荞面则不然，只要把种子洒在
任何一个地块，都能结出果实来。
黑黑的荞麦面虽然吃起来略显粗
涩，但庄户人家却能够保证自给自
足，也就无可挑剔了。小时候逢年
过节吃饺子时，我们总是在少量的

“白小姐领着一大帮黑小子”中间
挑来挑去，一盘饺子，一大群孩子，
挑来挑去，最后剩下的一定是荞面
饺子。因此常听到大人的数落：

“不爱吃吃啥？不吃你就饿肚子。”

就这样一日三餐，荞面条、荞面饺
子、荞面花卷、荞面饼，上顿下顿除
了荞面还是荞面。荞面虽扛饿，吃
多了却不容易消化。荞面属阴，阴
则冷。冷天即可热食，爽口开胃。
热天亦可冷食，筋道消暑。所以每
到清明节祭祀先辈的日子，最常吃
的就是荞面饺子，或许这早已经成
为东北人特定的祭祀习俗了。

多少年寒来暑往，多少代世事
沧桑，过去吃荞面是为了解决温
饱，填饱肚子。如今随着生活水平
的日益提高，人们注重调整膳食结
构，讲究营养搭配，把荞面视为上
乘食品，使之地位一跃而升，凌驾
于白面之上。现在讲究科学种田，
精耕细作，很少有闲置地块来种植
荞麦了，因此，现在很难再吃到过
去那种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纯天
然、纯绿色的荞麦面了。尽管杂
粮市场上荞麦面常见，而且身价
倍增，但无论色泽和口感，吃在
嘴里仔细品味，总觉得不似以往
的那种原味。

尽管如此，我仍怀念在那个特
殊的年代里，曾经为人们的温饱
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荞麦面，难忘
的是悠悠岁月中那份浓浓的黑土
情。

清明时节话荞面
□ 苏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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