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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邵县城往西北去，至龙溪铺镇，
沿着龙溪河往上游走，顺着九曲十弯的
十古公路，绕行下源水库大半个圈，便到
了我的家乡卓笔村。

卓笔村与新化县毗邻，属于高寒偏远
山区，几百户村民院落如星星般散居于下
源水库周边及绵延起伏的巍峨群山之中，
静谧而安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乡因受
地理条件的限制，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
的生活很是贫穷落后。许多村民选择外出
打工，以此改变生活困境。二十多年前，我也
走出了村庄，成为南下打工者中的一员。

远离家乡的这些年，我一直用一根
电话线维系着与她的联系。从家乡传来
的每一条讯息，都会让我心潮澎湃。我知
道在我离开后的这些岁月里，家乡已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迫切地想回家
乡，想感受她在新时代征程里的快速变
化和发展脉搏。

终于，我在一个惠风和畅的日子回
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车子一进入下源
境内，视野里有绵延的群山，苍翠逶迤，
环抱着整个乡村；有层层梯田、小洋房、
阡陌等恰到好处地错落其间，这是一幅
美丽的山水田园画。这就是我无比熟悉
却又变化巨大的家乡啊！

一条约4.5米宽的水泥路闯入我的
视野，它宛如一条盘旋于青山绿水间的
飞龙。马路上时有轿车和满载货物的货
车驰骋而过，鸣笛声喧嚣而热闹。我想起
2000年的春天，在父母担忧的目光中，我
背着行囊，沿着那条崎岖陡峭的宽不足
二尺的山路，一直走、一直走，用了一个
多小时才满脚泥泞地走出了群山。那时，

这条路是所有村民外出的主路。在这条
路上，村人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子，脚丫
不知沾染过多少雨露泥泞……

“这些年国家政策好，现在公路都通
到了家门口，出行可方便了。”前来接我
的父亲骄傲地指着宽阔的马路向我炫
耀。我知道，修好公路，方便村民出行，是
父亲这个老村支书多年来的夙愿。看着
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父亲，我的心中
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

车子沿着盘山公路拐过几个弯一直
开到了家门口，母亲早在院子里等着。家
里的平房已改成了小洋房，没有一丝丝
灰头土脸的旧影，房檐下挂着几个红红
的大灯笼，房子的地面还铺上了防滑瓷
砖，墙刷得雪白，玻璃窗户擦得锃亮……

“现在上厕所、洗澡都方便，你肯定
会喜欢！”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红了眼
眶。我怎么会忘记，那时，家里的房子是
土砖房，每逢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家里
下小雨的情况时有发生，每晚睡觉我们
就在床上摆些脸盆之类的接漏水。最麻
烦的其实还是晚上上厕所，茅厕用简单
的木板搭建，踩上去又湿又滑，一不小心
就会掉进茅坑里。一到夏天，蚊虫肆虐，
一不留神屁股就被蚊虫叮咬得满是红疙
瘩。并且那时，用水喝水也是极其不便
的，村里只有一口水井，这口井供全村几
十户使用。如果到了干旱枯水期或者逢
年过节用水高峰期，人们都要排着队，还
得用足够长的绳子才能打上一桶水来。

母亲欣喜地带着我屋外屋内看了个
仔细，边看边跟我絮叨，近些年来，全县城
乡大搞环境卫生整治，“改灶”“改厕”“改

水”，家家拆除了大锅灶，用上了环保节能
的新炉具；户户扒掉了茅厕棚，用上了干
净卫生的洗手间；村里建起了大水塔，户
户吃上了纯净的自来水；村庄内外也整洁
有序，实现了亮化绿化美化。看着焕然一
新的房屋和精神焕发的母亲，我想，我热
爱的家乡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

堂弟带着我往山上走，他大学毕业后
选择回乡创业。家乡是高寒山区，适合种植
药材。这些年，他把乡亲们闲置的土地流转
起来，种植了二百亩金银花。一场微雨过
后，山上的金银花显得更加郁郁葱葱。放眼
望去，成片的金银花冒出点点黄蕊在风中
摇曳，风情万种，空气中弥漫的清香让人陶
醉。“金银花含苞待放的状态是最佳的，香
气不会流失掉，是采摘的最佳时期。”堂弟
说，再过几天，他就请会村民上山采摘。近
年来金银花价格还不错，他收入不菲，而村
民帮他管理采摘，也不比在外打工收入差。
我不得不感叹，时光飞逝，沧海桑田，家乡
这个昔日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在新时代强
劲春风的吹拂下，经历了巨大蜕变，遍地都
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闲下来的时光，我用脚步描摹着村庄
里的每一寸土地。儿时的晒谷坪，如今已
是活动中心；村口的老商店，如今已是商
品琳琅满目的百货超市；旧时上学的学
堂，如今成了崭新的希望小学……家乡遍
地似锦如画的景象，充盈着我的双眸。

（吴艳红，新邵县作协会员）

家 乡 的 巨 变
吴艳红

莲塘学校校园里有一棵奇
特的香樟。

说它奇特，一是香樟的长
势迅猛。恕我孤陋寡闻，久居南
方山村的我还从未见过生长如
此迅猛的树木。我调入这所学
校是在十年以前，那时香樟还
是一棵仅茶杯粗细、一人多高
的小树，孤零零地立于校园东
南角的斜坡上。如今却显得异
常粗壮、气势凌人，需我张开双
臂才能抱得过来。二是香樟的

“灵性”。这棵树没经过任何园
林工人的修剪，竟在树干 3 米
多高的地方，长出 5 个向四周
延伸的粗壮枝丫，恍若巨人展
开的绿色手掌。

这棵香樟让我想起了学校
的昨天——十年前我踏进校园
时的情景：教室内墙面斑驳、门
窗破损，厕所半边坍塌；没有围
墙，操场凸凹不平、尘土飞扬，
不论上课下课，周围老百姓饲
养的家禽可以“长驱直入”，侵
占孩子们的活动空间。下午放
学后，农家淘气的牛羊经常可
以来此“潇洒走一回”，留下一
堆堆排泄物。此外，教师开个中
餐都得到农户家“打游击”。

师资短缺是当时学校最大
的难题，上面新分配的教师到
学校最多待上一年便纷纷“逃
离”。有的未报到前来个“火力
侦察”，一看学校现状，扭头走
了。有位女老师，我把她刚接到
学校，行李还没放下，她就偷偷
躲一边给家人打电话，让想办
法帮她调换学校，一边打一边
掉眼泪。

就是这所学校，多年后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
楼装饰一新，墙壁粉刷得洁白
光亮，破旧的门窗变成了防盗
门和铝合金窗，教室里崭新的
单人课桌椅取代了缺胳膊少
腿而站立不稳的双人木桌凳；
师生食堂建了起来，围墙立了
起来，球场硬化了；县教育工
会还援建了“教工小家”，里面
空调、电脑、沙发、冰箱、热水
器、洗衣机及厨具一应俱全
……从此，除正常调动，再没
有教师“逃离”。

环境变美，收入提升，教
师的生活宛如“芝麻开花节节
高”。政府重教、教师乐教，促
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此前，
学校教学质量处于全乡甚至
全县垫底水平，如今早已今非
昔比，“教育洼地”变成了“质
量高地”。

时光荏苒，我也随校园里
的香樟一起成长。几年光景，孩
子们在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各
种竞赛中不断拿回一块块奖
牌、一张张证书；教师们有 30
多人次获评省市县乡优秀教
师、优秀班主任、骨干教师，多
人次获县乡教学比武一、二等
奖；学校先后摘取“乡最美学
校”“县最美学校创建先进单
位”等20多块奖牌……

望着校园里不断壮硕的香
樟，我想：学校的发展变化不正
是祖国强盛、人民富强的缩影
吗？祝愿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教
育事业像香樟一样郁郁葱葱，祝
愿孩子们像香樟一样快速成长！

（王善，任职于新邵县迎光
乡莲塘学校）

校 园 里 的 香 樟
王 善

同事因从城里移居乡下的新宅，特
约我们几位到她家里去玩。

同事的新宅位于交通便利的省道
边，只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我们就到了
目的地。寒暄后，我们跟随同事，在村落
里穿行。村子里都是清一色的楼房，有的
还是时下流行的别墅样式，外观新颖别
致，阳台上花红草绿。有的人家，房前屋
后种有柚子树、柿子树，果满枝头。水泥
路面光洁干净，一路走过，耳边传来鸡鸭
的鸣叫声，却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同事
自豪地对我们说，这里空气洁净、交通便
利、环境优美，还可以吃着自种自养的环
保食材。后在同事的新居喝了茶，她就带
我们去参观她亲自经营的菜园子。

菜园子与她家的房子相隔一条水泥
小道，园子边沿是一堵爬着丝瓜藤的围
墙，黄色的丝瓜花娇艳地在秋风中摇曳，
花朵间蜂飞蝶舞。园子里，红的辣椒、紫
的茄子、翠的豆角，应接不暇，缭乱了我
们的目光。在这里全然看不出深秋草木
零落的景象。我们走到菜园的最南面，在
这里隐匿着一口碧水泱泱的鱼塘。鱼塘
四周被菜园与几棵粗壮挺拔的银杏树环
抱着，幽深而静谧。鱼塘一角有些草叶，
好些个头不小的鱼儿正吧唧着大嘴吃得
正欢。待我们走近，它们一个激灵一齐消
失在水中，留下一池涟漪。

同事指着鱼塘上方一股不小的溪水
说，这就是我们这里的稻田、菜园、鱼塘
的生命之源。又说溪水来自山谷，日夜不

停，四季不断，水质也很好，用这种水浇
出来的农作物与喂养出来的家禽、鱼类
都是美味佳肴。

同事夫妇和一些同伴回屋去了，我约
上两个同伴，打算去欣赏一下这里的田野
风光。沿着一条水泥道来到村口，便是一
片良田，田里的稻谷早已收割，只剩一茬
茬稻茬依旧在稻田里排列着，将田野铺成
一块块深黄色的地毯。田野里有鸡、鸭、鹅
在走动，也有牛、羊在啃草，还有村民在劳
作。田野的尽头是几座排列不规则的山
峦，山的颜色已被秋风泼洒了的颜料，五
彩缤纷。山脚下一座座粉墙黛瓦的楼房，
隐映在绿树中，似一巨幅丹青画。在明媚
的阳光照耀下，凉爽的秋风轻拂大地，天
空一片湛蓝，似晶莹通透的蓝翡翠，在我
们的头顶肆意展开，真富有诗情画意啊！

回走的路上，见有村民正在菜地忙
碌。我们忍不住走上前去，只见冬瓜、南
瓜或竖立或斜卧在地里，白菜、辣椒青翠
欲滴，长势喜人。特别让我们赞赏的是那
蛾眉豆，藤繁叶茂，给菜地织成了一道天
然的围墙；有的藤蔓在生长的过程中，碰
到了菜园边的白杨树，就攀着树枝顺势
而上，欲与树木比高低。看着那一串串饱

满的蛾眉豆，我们心动了，问村民，能不
能由我们亲自摘一些蛾眉豆买下来。在
征得同意后，我们兴高采烈地挽起袖子，
尝尝收获劳动果实的喜悦。

吃饭的时候，大家回想起几十年来
的幕幕往事，纷纷感慨：曾经一家人居住
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到现在拥
有一套或几套住房，这是一个多么大的
飞跃啊。同事的丈夫告诉我们，他们已决
定将城里的房子卖掉，长居在农村了。由
这句话，我想起一句谚语：“三十年河东，
四十年河西。”从农村人口踊跃进城居
住，到现在城里人自愿到农村居家，说明
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仅在物质上提高了，
在精神层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我们回忆着过去的艰辛，赞叹今天
的幸福，并由衷地深信：我们未来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

乡 村 一 日
曾彩霞

邵东市仙槎桥镇青山村
是一个有大故事的地方。她
不但获得了全国文明村、全
国孝亲敬老示范单位、全国
关爱留守儿童试点示范村等
多种荣誉称号，而且成立有
邵阳市第一个村级党委（下
设 5 个党支部，党员 120 余
人）。

故事一：就业不出村

村民老周“刁蛮”得很。
这不，村党委书记千辛万苦
做工作邀请李老板过来投
资，李老板的货车要从老周
家门前过，老周竟要收“买路
钱”。村党委书记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最终老周才勉强
同意让货车过去。

一年后，老周家有五口
人进了李老板的五金厂；三
年后，他的二儿子、三儿媳进
了厂里的管理层，年收入接
近10万元。现在，他的三个儿
子都建了楼房，全家有六口
人成了足不出村的产业工
人。

青山村现有工业企业
10 家，800 余名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2021年该村的产业
纳税 400 余万元，人均纯收
入3.29万元。

故事二：落花生的故事

邵东作协 40 余人在青
山村采访，恰巧看到一个中
年妇女搬着一大筛刚刚洗净
的新鲜花生横穿马路。年轻
女子口最馋、嘴最甜：“阿姨，
您的花生卖吗？”“卖么子？到

我们青山村来吃点花生还要
买吗？”接着妇女将花生就放
在路中间，我们不吃花生她
还不答应。来来去去，四五斤
花生就没了。可是妇女不但
不生气，而且满脸溢满了幸
福：“我们青山村民可文明
啦！”

是啊，青山村现有老年
之家、妇女之家、留守儿童之
家，对老人、妇女、儿童关怀备
至，全村俨然成为了一个大
家庭，温馨而浪漫。

故事三：捐钱的故事

青山村有广场两个、公
园一个，还有沿河风光带和
文化旅游休闲区以及新青山
学校等，这么多公益事业，加
上还要照顾孤寡老人、残疾
人，钱从哪里来？

村集体有一部分收入，
但远远不够，那么需要钱时
怎么办？捐。村党委书记带
头捐、村“两委”班子成员带
头捐、企业老板带头捐、全
体党团员带头捐……这几
年总共捐了几千万元。美丽
乡村就这样建起来了。

青山村有许多大故事，
但大故事往往埋藏于小故事
中。以该村党委书记郭海同
带领乡亲们建设美丽乡村为
原型拍摄的微电影《小村大
爱》，被中组部向全国推介，引
起轰动！

我相信，青山村的故事
会越来越生动。

(王振华，任职于邵东市
特殊教育学校）

青山村的小故事
王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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