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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大礼堂前的古典计
时器日晷，是该校1920届毕业生纪
念物，其基座上镌刻着铭言：“行胜
于言”。“行胜于言”后来成为清华
大学校训之一，它倡导的是一种

“重视实干”的理念和精神。
实干胜于空谈。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王羲之曾痛斥魏晋名士
清谈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后
来顾炎武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
有“清谈误国”之说。“哲学家们只
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
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句名
言被镶嵌在他的墓碑上，以醒示世
人躬身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
性。俗话说“路要开，树要栽”“田
好靠人做，船快靠人划”，再伟大的
梦想如果止于空谈，那便永远只能
被耽搁在茶社酒吧里或豆棚瓜架
下，便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

行动胜于幻想。“我们所要做
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人的
想法是会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
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
多少迟延。”这是莎士比亚的一段
话。事实上，因为陶醉于在头脑中
放电影，或在等待观望中错过时
机，到头来多少人无奈徒唱文嘉的
《昨日歌》！“多少事，从来急；天地
转，光阴迫。”必须做的事，认准的
事，要马上做、尽早做，世上没有万
事俱备，只有把握时机；人生没有
心想事成，唯有趁早努力，临渊羡
鱼，何如退而结网？面对晚霞幻
想，不如迎着晨光出发。俗话说得
好：“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
成功。”

做小事胜于说大话。说大话
的人哪都有，因为说大话有时能讨
好卖乖，还不费劲，成本低。但其
实，做事或干事业，指着“空口说大
话，双手摁天下”是不行的。相反，
要大话不讲，小事多做。《中庸》上
说：“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走远路
要从近处走起，登高处要从低处登
起。这和荀子“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是一
个意思。做事最忌好高骛远、眼高
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
有谚语说得好：“如果不能做你希
望做的事，那么希望做你能做的所
有事。”说白了，就是要立足当下，
从身边或手头的事做起，从不起眼
或不耐烦的小事琐事做起。诚如
鲁迅先生所言：“巨大的建筑总是
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
不做这一木一石呢？我们时常要
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勇于失败胜于事后诸葛。临
事无主张，或直接躺平，事后却头
头是道，以卖弄自己的高明，显示
比做事的人更能做事，这样的人也
是哪都有，有人嗤之以鼻：“事前猪
一样，事后诸葛亮。”安徒生说：“凡
是能冲上去，能散发出来的焰火，
都是美丽的。”干活往前冲的人，也
是美丽的，即便有时候可能会打个
踉跄，甚至摔个跟头。事实上，大
事小事，做成做好都不易，成功的
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是弥足珍
贵的。所以对于躬身做事的人，要
多尊重、多信任、多宽容、多支持，
而不应该动辄架着一张嘴，这也不
行那也不行，应该这应该那，令人
无所适从；而不干活的人更是没有
资格对干活的人摇头晃脑指手画
脚。这里的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崇
尚实干的文化或风气，使干活的人
如鱼得水，耍嘴一族悬崖无路。

♣ 周振国

行胜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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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十分重视
粮食生产，粮食产量快速提高。1958
年，国家首次提出“以粮为纲”的农业
发展目标，即强调粮食生产

在农业中的突出地位，粮食生产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过，在1959
年至1961年的三年中，因遭受连续
的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等违背农
业经济规律的大试验，我国粮食总产
量一度出现大幅下降。从1962年开
始，粮食产量恢复上涨，1966年达到
4280.2亿斤，首次突破4000亿斤大
关，超过了1958年的产量。之后我
国粮食生产步入稳定、持续的良性发
展时期，分别在1973年和1978年迈
上5000亿斤、6000亿斤台阶，达到
5298.7亿斤和6095.3亿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
村改革的大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正式登上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
舞台。从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
续三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
户给予肯定。1984年，全国569万个
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
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780斤。在
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
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

温饱问题！
198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40755万吨，为1949年的3.6倍；粮食
平均亩产达到了246公斤，为1949年
的3.6倍。《中国农业年鉴1990》中指
出：“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主要依靠
自己的力量，基本解决了11亿人口的
温饱问题。”此后，我国的粮食生产
一直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

而国际上，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
粮食生产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看好，
一直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存有质疑。
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发表《谁来养
活中国》，认为未来以全球的粮食生产
也难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提出了
对中国粮食供给的担忧。

多年后，布朗不得不承认：“在
《谁来养活中国》出版之后的这段时
间里，中国政府为提高谷物的产量采
取了许多行动。这么做的结果是，
中国成为基本上可以粮食自给自足
的国家。”

从《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可以
看到如下数据：2018年我国人均粮
食占有量达到472公斤，是 1949年
209公斤的2.26倍。

目前，国人正由吃得饱向吃得好
转变。《中国统计年鉴 2019》显示：我

国人均原粮消费数量从2013年的
148.7公斤下降到 2018年的 127.2
公斤，人均肉类消费则由 2013 年的
25.6公斤上升到 2018年的 29.5公
斤，人均干鲜瓜果类消费则由2013
年的 40.7 公斤上升到 2018 年的
52.1公斤。人均肉类消费水平的提
高，意味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现代
的畜牧业主要依赖杂粮饲养猪、牛、羊
等家畜，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粮食产
量的相对充足。

70 余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
的巨大进步，主要得益于农业生产技
术的进步和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固。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着力进行农作物
的杂交技术研究，水稻、小麦等杂交技
术日益成熟，我国粮食产量得以快速
提高。例如，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水稻
杂交育种专家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水
稻高产神话。

1974年，我国第一个可大规模推
广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二号”问
世；到1976年，其推广面积208万亩，
比常规稻增产20%。近年来，亩产超
过700公斤、800公斤甚至1000公斤
的超级杂交稻品种相继育种成功。

小麦在我国也经历了杂交化育
种的过程，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成

绩。李振声教授团队培育的“小偃6
号”，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
本，其衍生品种50多个，累计推广3
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

粮食作物杂交育种技术的成熟
推广，使得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
现了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对解决
温饱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水稻、

小麦等作物产量还将拥有进一步提
高的可能。比如，近来海水稻的育种
培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海水稻即
耐碱性水稻，可以在盐碱滩涂地种植，
在不挤占现有耕地的同时，还能开发
我国数亿亩的盐碱土地，其农业价值
十分巨大。目前，袁隆平院士在青岛
的海水稻试验基地最高亩产已经达
到了620.95公斤，实际上已经具备了
经济种植的条件。这也证明了我国
的粮食种植仍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为了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国家开
始严格禁止侵占耕地的行为，确保农
业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定。上世纪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我国城市化
进程扩张迅速，建设用地以及工业用
地大量侵占农业用地。2011年，我
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比1997
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按
照这样的趋势，我国粮食单产的提高
并不能抵消耕地面积减少所带来的
负面影响。2008年10月，党的十七
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
住18亿亩耕地红线。”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也提出，严守18
亿亩耕地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在严守耕地红线的政策引导下，我国
保有耕地面积较21世纪初已经出现
了较大回升。至2019年，我国保有
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
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
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
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支持粮食生产政策
措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实现了口粮完全自给，谷物自给率保
持在95%以上。

我国不仅粮食市场供给充分，肉
蛋菜果鱼等产销量也稳居世界第一，
人均占有量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从城镇超市到乡村集市，粗粮细粮一
应俱全，蔬菜副食品种繁多。完全可
以说，我们真正实现了“米袋子”充
实、“菜篮子”丰富、“果盘子”多彩。

按照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
国家粮食增产的持续时间越长，出现
拐点的概率就越大。但是，在经历了
多年连续增产之后，我国粮食发展始
终高位运行、后劲十足。回顾世界粮
食发展的历史，排名前6位的主要产

粮国中，只有美国在1975年至1979
年、印度在1966年至1970年实现过
五连增。而我国在 2004年至2020
年实现了十七连增的奇迹，并连续 6
年超过 1.3 万亿斤。目前，我国水稻、
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
95% 以上，远远高于布朗预测的
42.5%的粮食自给率。

在农业生产技术稳步提高和耕
地面积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我国
粮食基本自给的局面未来可长期维
持。同时，我国也始终是维护世界粮
食安全的积极力量。2011 年，时任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
特·希兰撰文称：“当我在世界各地访
问时，人们问我为什么有信心可以在
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
答案。”

2016 年，时任联合国粮农组织
助理总干事劳伦特·托马斯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来，粮农
组织非常自豪地见证了中国以仅占世
界 9%的可耕地面积和 6%的淡水资
源养育了世界 22%人口的瞩目成就，
欣喜地看到中国从早年的粮食受援国
转变为向许多南半球国家
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粮食
解决方案的主要援助国。 30

连连 载载

《燕食记》是葛亮继《北鸢》《朱雀》
后潜心耕耘的全新长篇小说，以宏阔
的笔力书写了岭南的饮食文化。小说
以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露露等为
代表的五代厨人的命运遭际，借关于
美食的跌宕故事，写出了普通中国人
心中最朴素真挚的家国情怀以及心存
向往、溯流向上的风骨。

《燕食记》正是从粤港吃茶点的习
俗生发开来，不仅展现了饮食文化，且
深刻探讨了在时代变幻、家国逢难之
际，饮食是如何安抚人心、凝聚起中国
人的精气神的。同钦楼最负盛名的

“大按”师傅荣贻生，因打得一手好莲
蓉而声名远扬，但做了一辈子，他最
想念的，恐怕还是小时候在太史第中
第一次吃到的莲蓉枣泥月饼。时隔
多年，凭着这个味道，他一下子就认
出 了“ 得 月 楼 ”的 名 厨 叶 凤 池 的 手
艺。全书落笔于饮食，其所描绘的却
是近代百年的中华世事人情，众生百
态皆入书中：岭南的气候时令、菜蔬
瓜果，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贩夫走
卒，有朱门的离散萧索，亦有平民的
温存安好，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堪称
一部“岭南梦华录”。

荐书架

《燕食记》：一部“岭南梦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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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华歌

笔走风雷刘思谦
热浪滚滚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

这天夜晚终于迎来一场中雨，万物激
动幸福地吮吸着甘霖，清凉终使暑热
一点点退去。

凌晨两点多，积习已久的我还在
刷手机，突然看到朋友圈跳出一则讣
告：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著名文学评论家刘思谦先生，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22年 7月 18日 16时
在郑州逝世，享年89岁。

我反复看了几遍，没错，是刘思谦
老师。悲伤汹涌而至，我仿佛骤然来
到一条已流尽最后一滴水的河流，人
虽静静地站立着，却悲痛得不会思想，
就那样陷落在止不住的泪水里，任风
将雨一次次猛烈击打在玻璃窗上。

不顾深夜打扰的唐突，我将这讣告
转发给河南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
王钢。王钢很快泪湿回复：我也是刚刚
得知，刘思谦老师丰美而单纯地走完了
自己创造的一生，成为现代知识女性的
一个典型样本，愿刘思谦老师安息！

窗外无边夜雨，可否是因了刘思
谦老师的离去？

刘思谦老师曾主编一套“九十年代
女性散文11家”丛书，计有宗璞、铁凝、
叶梦、筱敏、斯妤、李佩芝、王英琦、陈丹
燕、素素、郭淑敏，我也有幸忝列其中。

当时和我联系的是刘思谦老师的
一位研究生弟子，每次她都将刘思谦
老师的要求和需改动的细微地方准确
告诉我，我深为刘思谦老师一丝不苟
的治学精神和至诚的文学情怀所感
动，她严格、执著、真挚、润物无声，令
我深感有这样一种具体而深入的暖
意，文学之路上不再寒冷。

刘思谦老师用“写散文的文学女

人”作标题，为这套丛书作序。她从中
国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评说到上世纪
80年代中国文学第二个繁荣期，再到上
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她从秋瑾、卢森
堡……再到对本丛书每位作家的点评：

“她们都是执著的理想主义者。理想是
她们心中的彩虹，是灵魂终生为之攀登
不息的山峰。”

后来我才知道，刘思谦老师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女性文
学教学科研工作，是中国女性文学学科
的奠基者之一，是全国最早的女性文学
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和
女性文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多次
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两年多后的夏天，我才第一次见
到刘思谦老师。受著名作家乔典运老
师之邀，刘思谦老师和王钢一起到我
老家西峡采访，她们在南阳短暂停留，
我们一起拜谒了医圣祠，留下永远难
忘的合影。

那天，当我见到盼望已久在心中无
数次猜测和想象的刘思谦老师时，顿时
惊异不已。着一身素花套裙的她，满脸
少女般明净、单纯、静美地笑着，那神情
很有点儿少女李清照“和羞”的意味。
我只顾激动高兴，暗自准备了很久的那
声发自肺腑的“谢谢”，终究没有说出
来。不执师生之礼，我们更像久别重逢
的知交，漫无边际随意畅谈：天气、衣
服、猕猴桃、伍尔夫、运动、怎样使新鲜
板栗不生虫……当话题回到现当代女
作家的创作和作品时，刘思谦老师顿时
显得非常认真而专注，她眼睛里迸发出
无比的欣喜和开心，纯净的目光更加清
澈若水。目光是心灵的呈现，有这样目
光的人，江天涵清虚，文章不染尘……

刘思谦老师对王钢的作品大加赞
赏，她很庄肃地说，王钢有一种可贵的创
作素质，即对生活的艺术感觉情感体验，
读王钢的作品，她总会想起契科夫的《草
原》、萧红的《呼兰河传》，但却分明又有
着很强的时代感……

被学界公认，一贯认真、极具个性
的刘思谦老师，此刻那单纯温润的目
光，几似清澈见底的湖水轻轻荡漾。

两年后，我再出散文集子时，把一
包书稿寄给刘思谦老师，请她作序。
刘思谦老师毫不推辞当即答应。时间
不长，她亲手寄我一只淡黄色信封，里
面是整整 5页多的手写稿。对每篇稿
子她几乎都有点评，对我的创作走向
更做全面细致的梳理和评述。在肯定
的同时，她毫不避重就轻，而是提出了
很中肯的批评。这满满的鼓励、关怀
和希望，直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在尚
未成书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将“序”向
一些文友炫耀张扬……

忙不迭挂号将“序”寄给出版社，根
本就没有自抄一份将原件保存下来的意
识，内心还在窃喜出版社编辑读了刘老
师的“真迹”，定会对我高看一眼，说不定
以后出书更方便呢！隔空，我默然向刘
思谦老师致谢！她那澄莹、纯粹的目
光，在我心头汩汩流动……

正当我沉浸在美好的期盼和向往
中时，没想到不祥突然从天而降，电话
上责编非常抱歉地跟我说，刘老师的

“序”实在不知哪去了，他们翻天覆地怎
么也找不到，并再三强调，此事绝不能
让刘思谦老师知道是他们给搞丢的，因
为社里和刘老师合作的一项选题正在
商讨中，决不能因之而受丁点儿影响。
他们说已帮我想好了理由，就说我没经

验，同时又请了某老师也给写序，某老
师写的“序”交出版社早，而刘老师的

“序”我收到的晚，现在书都快出来了，
只能等下次出书时再用了。

我不知道与出版社同谋的自己，是
怎么期期艾艾向敬爱的刘思谦老师说
了谎话，只深感向来明澈单纯的刘老师
并无任何怀疑，她只说此“序”是针对这
本书写的，只怕下次再出书不好用呢。

电话上，我分明感到她那满含关
切纯净透明的笑，如光束落满我每一
寸心空……

这种愧疚时时煎熬折磨着我，却
又无法释然。一直对此深信不疑的刘
思谦老师，后来还非常关切地跟文学
界的几位作家、评论家谈起我的写作，
她慨叹：“我给她写过‘序’，可她却没
有用……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她的写
作。”当我辗转听到这些话时，心里非
常难过，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使我永远
无法面对她那清纯至真的目光；但同
时又深感欣慰，我一直处在刘思谦老
师关爱的目光中……

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不是信
息秒回，不是随叫随到，而是彼此之间有
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一直存在着。

刘思谦老师道德文章，风范永垂
后学；她那丰美而单纯的少女笑容，将
一直照耀着我们，给我们以温暖和心
安的力量，这力量在春花开谢、秋草荣
枯的时光中永存！

刘思谦老师去世后，河南大学原
校长关爱和先生悲痛中写下一副挽
联，对刘思谦老师的一生做了高度概
括，上联为：是大先生 笔走风雷 何须
辩男儿女儿，下联是：有真信仰 言说自
由 莫问它今生来生。

村街散步
晚村闲引步，瓦巷听风吟。
已与市声远，更无烦虑侵。
神清消暑意，气爽振衣襟。
月影兼灯火，澄澄映我心。

庭院点豆
锄田布嘉种，时润垄苗肥。
夜合垂膏露，晨来透玉晖。
茎腴芽出巧，叶秀蕾生机。
望眼天天壮，老夫欣忘归。

榆郎秀姿
昔时亲手植，今日势丰殷。
莺唱千重翠，风翻一卷云。
晨昏得芳润，春夏散清芬。
浓荫常遮屋，高材卓不群。

修水泥路
村内闲行迷翠霞，楼房座座满庭花。
谁修马路直还阔，一领春风入万家。

新架路灯
风骤无妨人不惊，粲然逶迤引前行。
深沉夜色何须畏，灯塔挨排照眼明。

颂大舞台
建得村中大舞台，戏歌杂艺竞相排。
春天故事小康梦，美丽乡情任剪裁。

捐泡桐木
助村发展献良材，一片丹心圆梦来。
美丽家乡添薄力，真情筑锦上楼台。

夏日农家
庭树圃花遮径蹊，农家夏日望中迷。
藤萝垂碧竹篱短，瓜豆间红榴蕊低。
入户清风真有致，当轩和气更须题。
归来但爱田园静，车马无闻自乐兮。

家祠瞻吟
飞檐瑞兽自恭虔，先祖一堂为霁颜。
历代贤亲尊座列，千言良训殿梁悬。
子孙无俗因承泽，忠义生芳护乐安。
宗庙威仪关大节，情怀家国总相延。

诗路放歌

♣ 姚待献

夏日家乡寄情

人与自然

♣ 卿 闲

盛夏的果实
小区前面有一排悬铃木，那里的

林荫道一向是幽静寂寥的。但到了盛
夏的那段时光，这里忽然间就有了朝
气和力量，迎来了属于它的黄金岁月。

这时候，每天傍晚，晚霞似乎也格
外眷顾这些沉默安静的悬铃木，给每
一片叶子都涂上了温柔明媚的光辉。
林荫道像长长的玳弦，人们喜气盈盈
地弹奏着欢快的人间烟火之曲，嘈嘈
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热热
闹闹里还有一股安静的力量，那是盛
夏的人间果实，一排排摆得齐齐整整
的瓜果蔬菜，现在正是它们的天下，赤
橙黄绿青蓝紫，汇成了一条波澜不惊
又五彩斑斓的河流。

我下班从这里经过，不由得就慢
下了脚步，这边看看，那边瞅瞅，连连
惊叹自然的神奇。手中的包挎在肩
上，往后一甩，左手一兜，右手一提，才
走几步，就得了满满当当的收获。

远远的，先是耳朵，听到了那热闹

之声；又是眼，望见了那宛如彩虹的明
亮；又是心，折服在那种繁复又安静的
气度中；又是手，欢喜地忙乱负重却甘
心情愿，继而整个人被这盛夏的瓜果
蔬菜俘虏了。

一把把青翠的小葱像绿玉，让人
爱不释手，眼前立即会跳出一盘清清
凉凉的小葱拌豆腐，晚饭就多了一份
期待和小小的幸福。

红里泛着黄橙的西红柿，这是刘
老伯菜园里的。他在附近有一片小菜
园，就种西红柿，大家都喜欢买他的西
红柿，很像小时候自家菜园里西红柿
的味道，自然熟的，本身有一股天然的
亲切感。

青翠欲滴的黄瓜，个头不大，布
满了毛茸茸的刺，吃起来却是味道鲜
美，有股子清甜。让我想起那年在老
家，西屋那边有块空地，母亲用竹竿
搭起了两排架子，种起了黄瓜。午睡
起，常喜欢摘两根黄瓜，沁凉的井水
洗干净，坐在槐荫下慢慢吃，淡淡的
清甜荡漾着悠悠缓缓的乡居时光。

长长的豇豆角，鲜绿脆嫩，切碎了
做馅，包包子或饺子，最是美味。这是
陈奶奶种的豇豆。陈奶奶一个人居住
在小院里，她就把小院里的空地都种
上了豇豆角。骑着三轮车迎着灿烂的
晚霞来悬铃木下摆摊，是她清寂生活
里很郑重的一件事。摊位简单，一块

花布，却相当讲究，那时一块绣着荷花
荷叶的精美的花布，叠得整整齐齐的，
角是角、棱是棱，展开时小心翼翼，收
起时小心翼翼。看到把银白的头发梳
得一丝不乱的陈奶奶，眼前就会猛然
地清朗明媚，人老了，原来也可以这般
活得爽利清雅！

茄子的紫在各样的瓜果菜蔬里可
谓是贵气的，直让人想到惊艳过刘姥
姥的茄鲞：“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
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
子了。”如果不怕麻烦，有足够的耐心，
寻常人家也能烹饪一道侯门深府里的
精致菜肴。内心里一热，忽然就升起
了一种知足和感恩之情。

冬瓜、南瓜、西瓜、桃子、杏子、
葡萄……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盛
夏的这段时间，人就耽溺在丰盛的
人间幸福中。在这里，保管不会愁
眉不展，而且会一下子热爱起人间
的烟火生活。

♣ 赵萍

铜墙铁壁（玻璃钢） 魏小杰

2022年5月，余回老家孟州，在
村上住了近月，天天与镇村干部和
农民亲友见面，或观摩修水泥路、
架路灯，或点种玉米、搭豆架，或给
大舞台写对联等，十分欣喜，多有
收获。这是 1977 年以来在家乡住
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了。乡情难忘，
以诗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