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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用A4纸打印得

工工整整的“剑水村及社会爱心人士爱心

捐款捐物名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每个

人所捐的物资，捐款共计14257.26元，落

款时间为2月15日。据说有的村民小组

捐的款额还没报上来。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民皆兵的

战疫中，国人众志成城，谁都没有掉队！我

到村里时，是星期六的清晨，天气骤然降

温，刮大风，并下起了毛毛细雨，但在负责

义务做餐送餐的丁家坡小餐馆里，却是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厨房里，已经洗切好

的新鲜蔬菜和肉片整整齐齐地摆在案板

上。大厨老徐一个人正挥汗如雨地在做芹

菜炒牛肉。厨房外，店老板小吴，小工小

卢，志愿者老罗、老安，小唐、小杨，以及村

里的周支书，正在用一次性饭盒打包分装

已经炒好的饭菜。他们要赶在中午十一点

半之前送到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都匀四一四医院）、都匀市高速公路北出

口及附近值守的11个疫情防控卡点一线

抗疫同志手里，让他们吃上仍然还热气腾

腾的饭菜。这样的中晚餐每天大概要送

110份左右。

这样紧张的送餐已经坚持20天了，并

且是免费的。这8个人都是志愿者，不拿一分工钱。

在文化馆工作的老安，因为与店老板小吴熟悉，也加盟

进来，义务帮忙。除丁家坡餐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做

餐送餐点在雷钵寨，由4名村里的志愿者负责。

剑水村是贵州都匀市的一个城中村，周边有小学，

厂矿、住宅小区等，疫情防控工作也很重。剑水村全村

村民3566人，11个村民组，7个自然寨，77名党员。

由于周边土地都被征用于城市建设，村民们都不再从

事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老年村民主要靠出租房屋和卖

菜等小生意为生。年轻人则多在外面开店、开出租车

或外出务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大年正月十一，也就是2

月4日立春那天，就有热心的几名村民自发义务在微

信群里倡导爱心捐款抗疫情，村支书老周随后也在村

里发起了向一线抗疫同志义务捐款的倡议，并建起了

“剑水村抗击冠状病毒肺炎公益自愿微信群”，每天在

群里公示捐赠情况。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就捐赠

自己家的大米、蔬菜、鸡蛋等农产品。村里的老百姓都

很淳朴善良，短短10多天，就有800多名爱心村民捐

款2万余元。现在，每天仍然还有爱心村民捐钱或是

到小餐馆捐赠自己家种的蔬菜。就连一次性塑料饭

盒，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

村支书老周带头捐了2000元。村主任老罗因为

年前做了个脑部大手术，还在康复中，不能参与做饭送

餐。他捐了500元表示一点心意，并随时与支书老周

和志愿者们保持电话联系，

不时也前来看望志愿者。

老周想，收到村民们的

爱心捐赠款后，用来做什么

呢？如果用来购买口罩、酒

精、护目镜等抗疫用品，由于

全国货源紧张，一时也难以

买到。那就成立一个“抗疫

炊事班”吧！直接把这些款用来买菜，加上

村里的厨师又多，直接做好饭菜后送到战

斗在抗疫一线的同志手中！

老周说：“看到值守人员每天风里雨

里，吃着方便面，又不惧危险地坚守一线，

真是不忍心！就想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

热饭。”

丁家坡的这个点由家住长江花园小

区的小餐馆老板小吴发起，店里的大厨老

徐是西园村村民，小工小卢是良亩村村

民，三人从 2月 4日开始买菜，第二天就

做出了第一批盒饭送到一线。随后，老安

也加盟进来！两天之后，村里又有4名志

愿者加入进来。每天午餐和晚餐都是变

着花样的三菜一汤，并且做到卫生安全。

每天都把做餐的过程用视频记录下来，发

在微信群里。

那天中午11时，我与老周以及几位送

餐志愿者驱车赶到高速公路北出口，一起

把还在冒着热气的饭菜送到医护人员和值

守同志手里。他们感动地说：“爱心餐给了

我们很大的动力，每天吃着热乎乎的爱心

餐，不仅味道格外香，吃起来心里也暖暖

的。这对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来说，不

仅是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更是满满的情义

和感动。非常感谢他们的一片爱心！”

每天中午送完所有的爱心中餐后，已经接近中午

一点。送餐志愿者们吃过午饭后，又将投入到下午爱

心便餐准备工作中。

雷钵寨做餐送餐点由剑水村村民老杨、老孙、小

周、小卢四人负责，送餐由其他多位同志负责。村支书

老周两头跑，他每天早上7点钟就起床去村里设置的

每个防疫卡点巡查，巡查结束后又分别到雷钵寨和丁

家坡两个餐点协调帮忙。

2月15日中午，我与老周他们正在交谈时，小店

门口又停下了一辆货车。大学生回乡创业者张启祥开

车拉来一大堆蔬菜，有菜苔、莲花白、萝卜、西兰花、香

菇等，大概300多斤。我问张启祥：“是不是你捐的？”

他满面笑容地说：“不是不是！”原来，大家听说剑水村

村民为抗疫一线同志义务免费做饭送餐，都很感动，就

纷纷把这些蔬菜用袋子装好，叫张启祥开车送过来。

这些都是好心人的一份份心意。

老罗和小杨是村里的业余大厨，周边七村八寨的

红白喜事上都会有他们挥汗如雨的身影。他们加盟做

饭送餐志愿者队伍后，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虽然没

有一分钱的回报，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老罗的妻子

在捐了300元之后，也强烈要求参加志愿者队伍。她

在买菜方面是个能手，市场上的菜价她了然于心。但

由于担心参与的人多了，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感染，

村支书老周还是婉转地回绝了她的好意。

最后，我问老周，如果群众捐的款用完了，怎么办

呢？他想了想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我们一定坚持

送餐到疫情结束！疫情不结束，我们决不收兵！更何

况几乎每天都有村民不断捐物捐款，也足够我们抵挡

一阵子了！”

当我详细问起“炊事班”所有志愿者的姓名时，他

们憨厚、谦虚地跟我说：“在这么大灾情面前，做一点力

所能及的小事，就不必写名字了吧！”

远山还在落雪，天地白茫茫一片。南吉

一家四口，一人背着一个膨胀的氆氇口袋向

着深谷走去，经过谷口的防疫卡点，执勤的

人向他们询问去向，南吉说：“我们要上牧场

去给牦牛喂粮食，很有可能会住上一阵子。”

南吉说话的声音很响，“牧场”两个字像带着

光似的闪耀了一下，但那刻刚好吹过一阵

风，很快就把她的声音吹散、吹远了。她随着

风向看去，玉米地里飞旋着几张塑料薄膜，

像几只从未见过的灰色鸟雀。执勤的人在一

本册子上记录了一些草根一样的字迹，那是

南吉一家人的名字，还有他们上山的时间和

预计的下山时间。

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抵达了牧场，雪

还在不住地落，三间木屋要被雪埋没了。南

吉把口袋卸在木屋外，她迫不及待地打开嗓

子朝周遭大山呼唤：甘松——权参——秦

艽——俄吉秀……许久之后，牧场下方的山

道上，一头牦牛顶着一对月牙样的角冒了出

来，身后跟来了两头小阿戈牛。木屋后方也有

牛蹄踩响雪地的声音。紧接着，他们看到了一

头又一头的牦牛。这些被南吉以草药命名的

牦牛正从四方赶来。俄吉秀甩着尾巴奋力第

一个走向南吉，它头顶的角和落在雪地上的

影子为南吉口袋中的粮食开出了一朵莲花。

南吉双手捧起粮食去喂食俄吉秀，它吐着热

气舔舐，南吉抚摸着它的额头，安抚它，它眯

缝着眼睛体味。牦牛们秩序井然地去领受各

自的那一捧冬粮之后，并不马上离去，它们散

开在牧场边上安闲停立，走动。南吉放眼苍茫

雪山说，还有27头牦牛未到呢，它们可能是

去了更远处的山林寻找常青冷草。

冰雪封冻了牧场后方的溪水，接下来的

几天，他们煮雪熬茶，吃黑青稞糌粑。扎巴解

下皮靴上的裹脚带子，默念。南吉知道扎巴

是在占卜那群走失的牦牛。她很快摘了一把

别在房檐下的干柏枝放入火塘边上熏沐，好

让扎巴的带子卦更加庄严。卜算完，扎巴摇

了摇头，接着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轻笑。南

吉也不追问结果，仿佛已经意会。更多时间，

南吉是站在朝北的小木窗前眺望着，她在等

待雪地里慢慢走来那27头没有吃到一把玉

米面的牦牛。两个孩子不时望一眼南吉定格

在窗前的背影，他们觉得这样干等下去也不

是办法。他们俩在火塘边低声商量，用茶渣

子拌玉米面，装满几只木槽，牛儿们归来自

然会循着香味去吃……等南吉再回到火塘

边落座的时候，两个孩子充分发挥储备在脑

海里的知识，展开了一场辩经式的争论。南

吉听着听着像忽然顿悟了似的，她即刻埋了

火塘里的炭火，领着一家人踩着二尺厚的

雪，深一脚浅一脚地下山去了。

他们的头和脸都包裹着厚厚的围巾，回

到坝口的防疫卡点接受体温测量时，他们用

立汝语问候执勤的人，好让他们认出这一家

就是嘎尔谷的人。执勤的人展开口罩上方的

眼睛表露微笑，两个孩子早已奔向了不远处

一片用红瓦盖顶的新村，那欢喜回家的背影

像跑进了一片花地。两扇院门敞开着，南吉

有些埋怨：再难也该在牧场多住两天的，卡

点的人会怎么想呢？扎巴装作并没听到，他

抱起门后的一捆干柴添入钢炉里生火，温暖

屋子。厨房的梁架上挂了一排腊肉，走廊上

堆着十几袋土豆和圆白菜。扎巴看着眼前的

家，看着只三天时间就把脸冻红的两个孩

子，只会放牧挤奶的他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

了烹饪的技艺。

南吉解下围巾，凑近钢炉边烤火取暖。

她的心还在牧场的雪地寻找那一群不知去

向的牦牛，预测着可能发生的种种事情。扎

巴的电话在衣兜里响着悠扬的弦子，他拿出

电话接听，逐渐在额头皱起了一个“几”字。

南吉问他，什么事情？扎巴并不说话，直到一

家人愉快地吃完钢炉上炖煮的一锅腊肉和

土豆，他才开始在药箱里翻找止血用的云南

白药、纱布和胶布。之后，他又用围巾包裹住

头和脸出门去了，南吉追出去问他出门的目

的。他说，有人看见那27头牦牛聚集在溪古

上村，“沃吉吉”摔断了一只角，在流血，所以

要赶去包扎。两个孩子听后，也匆忙拿起围

巾裹住脸和头跟随扎巴去了。

南吉放眼散落在村庄里的各户人家，疫

情使大家变得更加寂静安宁了。

南吉觉得除了自己家，再也没有人会为

另一处家园畜养的活物担心了。但她同时又

为这担心感到了充实。她觉得，作为牧人，山

下有土地庄稼，山上有草原牦牛，是一件能

让他们一家人持续充盈的生活境遇。只是此

刻，她的心又为“沃吉吉”低沉着，她想象“沃

吉吉”晃荡着饥饿的肠胃去接近村落里的干

草，踩滑在冰雪路上，“咔嚓”一声摔断一只

角的情景。“沃吉吉”要在冰上怎样笨拙地挣

扎才能站起身来跟上牛群。南吉一直以为牛

角是石头一样坚固的东西，有时牧归，她会

手扶住走在最后那头牛的角一起走，像牵着

朋友的手。有时又因为奶牛偶尔不顺从挤奶

而用棍子打它们的那对角，她也打过“沃吉

吉”的那对角，它会发出倔强的回音。南吉再

也不能往下想了，她在茶碗里倒了半碗过年

喝剩下的甜酒，啜饮两大口后，她像忘记了

所有的忧伤一样哼唱起了那首感恩的牧歌，

她的嗓音清甜没有起伏，流浪了几天的小黄

猫一声不响地归来，蜷缩在她身旁。

两个家园两个家园
□□南泽仁南泽仁（（藏族藏族））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我驾着车在嗖嗖的冷风中行

驶在盘山公路上，行至石柱县境内的方斗山半山腰转

弯处时，看到路边一排崭新的砖混结构楼房，在飘游的

山雾里若隐若现。放眼看去，云遮雾绕的方斗山，千峰

百嶂，巍峨壮观。

这排砖混结构楼房就是张仁华家。他所在的沿溪

镇清明村，是重庆市石柱县最偏僻、边远、贫困的一个

行政村，幅员面积29平方公里，海拔1300米，山高坡

陡路难行，土地贫瘠。居住在山上的村民以前几乎都是

贫困户，张仁华家也不例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居住

在山上的村民每年春节一过，便家家户户下山借粮，常

常只借却无法还，山下人不敢再借。每当看到浑身油

黑、衣衫破烂的山上人背着背篼下来，家家户户便关紧

门窗。贫穷，曾经像磐石一样沉重，压得山上人喘不过

气来。

我是从重庆主城前来采访张仁华的。这个曾经穷

得连饭都吃不饱、衣也穿不暖的山里汉子，如今在扶贫

队的帮助下，发展中蜂养殖业发家致富，成了村里的脱

贫致富带头人，被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

一下车，抬头便看到，张仁华屋后树林里，到处都是等距离整齐

排放的蜂箱，十分醒目。陪同我采访的县检察院的同志把我介绍给

张仁华。这个看上去40来岁、身高约1米8的汉子一脸憨笑，伸出双

手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随后，张仁华带我参观他的新房。三大间房子，乳白色的墙砖和

地板砖闪闪发亮，室内崭新的冰箱、空调、彩电、电脑、热水器、现代

化组合厨具样样齐全。楼上楼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房门前的坝子

里停着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轿车。这样的生活居家条件完全可以与

都市人媲美。

我为张仁华一家美好的生活由衷地高兴，感慨不已。这时，张仁

华叹了口气，说道：“要不是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住在偏远大山的贫

困户的关怀，要不是扶贫队的罗队长巴心巴肠地帮助，我们一家哪

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哪能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呀？”

接着，他饱含深情地向我讲起了他与驻村扶贫队队长罗涌的

故事。

50岁出头的罗涌是石柱县检察院的纪检组长，2015年初被组织

派到沿溪镇清明村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一天，张仁

华到村委会办事，正在值班的罗涌热情接待了他。两天后，罗涌到张

仁华家去走访，看到他家里养有中蜂，但规模很小，只有30群。在与

张仁华交谈中，罗涌发现他对中蜂养殖情有独钟，又有发展中蜂养殖

业的强烈愿望。罗涌决定帮助他，并打算通过他带动全村贫困户养

蜂，让方斗山上漫山遍野的五倍子花成为村民们养蜂脱贫致富之源。

于是，罗涌四处奔走，询问政策。当他了解到市级

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切块资金项目可解燃眉之急时，便

积极帮助张仁华申办家庭农场，亲手做资料、跑手续。

经过3个月奔波，终于把农场项目批下来了，使张仁华

得到了22万元的项目补贴资金。

七月骄阳，酷暑难当。张仁华这个朴实憨实的山里

汉子，在罗涌和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脱贫致富的希望

之火被点燃。他以贫困户的名义向当地银行贷款5万

元，再向三亲四友借了6万元，加上项目补助资金，一

次购进种蜂168群，带着家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罗涌紧接着动员全村贫困户发展中蜂养殖，并以

张仁华建起来的养蜂场作为样板进行推广，还专门总

结编制了《张仁华中蜂养殖技术问答》一书，深入浅出，

简单易懂。村里的贫困户看到张仁华规模化的中蜂养

殖场，创业激情如山火燃烧，不到一年，全村形成了张

仁华、光美、馨园等多个规模化中蜂养殖家庭农场，养

殖大户10余家。中蜂养殖产业很快成为清明村贫困户

脱贫致富新路，使全村脱贫攻坚步入快车道。

张仁华虽然不失为一个中蜂养殖能手，但他长期

生活在封闭的大山上，对外面一无所知，没有规模销售经验和渠道。

他对罗涌说：“今年天气好，肯定收成高，预计产蜜1200斤没问题，

但我不懂销售，想请罗队长帮忙。”

罗涌听了，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经过一番详细调查了解，罗涌发

现县内不少企事业单位对优质生态蜂蜜需求旺盛，于是他拿着产品一

个单位一个单位跑，吸引了不少购蜜者。他还在方斗山上独创了“赶场

扶贫销售蜂蜜”活动，即通过赶集和扶贫相结合的方式，吸引客商前往

购买。先后有20余家企事业单位近300人次参与，不到一个月，张仁华

第一批蜂蜜1100余斤销售一空，实现销售收入11万余元。

寒来暑往，秋去冬来。转眼到了2018年8月，一年一次的釆蜜时

节很快到来。张仁华这一年发展中蜂规模达到500余群，产蜜3000

余斤，全村蜂蜜总量突破10000斤大关。产量大幅提升，销售成了最

大的难题。罗涌根据以前组织“赶场扶贫销售蜂蜜”活动取得的经验，

决定举办“方斗山采蜜节”大型推介活动。经县政府批准，采蜜节正式

开幕。参展的除了张仁华外，还有山上10余家中蜂养殖大户和众多

散户。仅采蜜节开幕第一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就采购蜂蜜达

2000余斤。在随后持续半个月的釆蜜节活动中，张仁华的3000余斤

蜂蜜和全村养殖户的蜂蜜销售一空，总收入超100万元，张仁华当年

的蜂蜜收入30余万元，加上出售蜂群收入共40余万元。

经过几次“赶场扶贫销售蜂蜜”活动和“方斗山采蜜节”大型推介

活动，方斗山生态蜂蜜声名远播，每年10月采蜜时节一到，各地客户

潮水般涌来，十天半月，张仁华和养蜂户的蜂蜜便卖得所剩无几。这

彻底打破方斗山蜂蜜滞销困局，并使之成为全县康养生态食材品牌。

扶贫队的帮扶加上自我奋斗，张仁华这个生活在高山上的贫困

户，不仅彻底摆脱了贫穷，还带动了全村10多户贫困户共同脱贫致

富。石柱县委、县政府因此给张仁华颁发了“脱贫致富奋进奖”。

采访结束，离开张仁华家，山上下起了毛毛细雨，车轮碾着湿滑

的路面，发出咝咝的响声，一阵阵山风吹打着连绵起伏的山峦，嗖嗖

扑进车内。我忽然闻到一股沁入心脾的甘冽香甜，溢漫在山野里和车

箱里，我情不自禁朝窗外看去，公路两侧的山坡上、树林里、农舍旁处

处都是木制方形的蜂箱，像传说中的金闸子散落在漫山遍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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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雄伟，洱海柔美，山水相依的大理是一方天赐

福地。

环洱海而居的村庄密集，北有双廊、江尾，南有下

关、凤仪，东有挖色、海东，西有喜州、湾桥、城邑、七里

桥等小镇……大大小小的村庄如星散落在大理坝子

里，被一方方肥田沃土环绕。青绿麦田，金色菜花，映日

荷叶，澄黄稻穗，是村庄循四季变幻的背景图，田园情

韵缕缕不绝，触目之间是满心满怀的淡泊悠然。

居住在洱海周边的村民大多数是白族，他们有自

己的语言、服装、信仰和习俗，历经千百年深厚积淀，形

成了独树一帜的白族文化。

走进洱海边任意一个村庄，最醒目的是他们的房

屋。白族人特别看重居住环境，省吃俭用，耗尽财力，也

要盖一院心仪的宅子。他们把盖房起屋当作人生中的

一件大事。

白族民居建筑艺术是白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大理多风，民居大多坐西向东，西风扑打到正房后墙

上，朝东的门窗自守清幽宁静，有“风吹不进屋”的说法。

大理多石头，人们就地取材，房屋墙基都由石料筑成。

“石头砌墙不会倒”成了大理白族民居的特点之一。白族

民居一律是青瓦白墙。青白这两个颜色，最是素雅大方，

不喧嚣，不张扬，一眼望去，端庄高远之美悄然而起。

大门是非常讲究的，它体现着一户人家的风貌。一

般在大门上方建盖一大二小两层屋顶，多为一门三顶，

一高两低的样式。层叠的屋顶盖上青瓦，饰以瓦当，两

端优雅翘起，线条流畅，像飞燕的翅膀，即所谓“飞檐翘

角”。屋顶下是斗拱，装饰着泥塑、木雕、彩绘、石刻或砖

雕等多种技艺组合成的吉祥图案，精雕细刻，不厌繁琐

地层叠榫接。这样的门楼有一个别致的名字“三

滴水”，意思是雨水从门楼上层层而下，要经过

三次滴答才落到地上来。

站在这般精致华美的门楼前，仿佛听到雨

水滴答的声音，诗意氤氲。

走在洱海边的村庄里，走过一道道大门，或

富丽堂皇，或古朴大方，或端庄典雅，它们彰显

着本地匠人高超的技艺和主人的审美情趣，散

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照壁也是白族民居里一个不可或缺的建筑

构件。

照壁位于主房正前方，是一面青瓦覆顶，两

翼微翘的墙壁。照壁有内外两侧，其边框装饰与

题写内容也不尽相同。内侧照壁飘逸灵秀的挑

檐下，用方形、菱形或扇形的淡墨诗画装点，两侧也饰

有吉祥寓意的图案，中央最醒目的位置，可镶嵌一块图

案精美的大理石，也可写一个斗大的“福”或“寿”字，以

寓福寿安康，还可绘制一幅清雅的水墨山水画，书画相

配为庭院增彩。内侧照壁下方，一般为花台，绿叶红花

衬着水墨照壁，优雅灵秀之感顿生。照壁外侧在院落之

外，其下方设有花台，主壁中央常常题写一些字，或龙

飞凤舞，或遒劲大气，或端庄秀雅，尽显中国书法之魅

力。题字内容大多来自历史典故，且与主人家的姓氏相

对，所以在大理的村庄里看了照壁的题字便能知晓主

人的姓氏，比如“清白传家”源自东汉杨震清白为官的

故事，在照壁上题写这四个字的人家姓杨；“青莲遗风”

寓意子孙后代像李白一样，饱读诗书，才学满腹，题写

这四个字的人家姓李……从中不难窥见白族文化对汉

文化的积极吸纳，足以体现其善于学习和包容的情怀。

木雕在白族民居里运用广泛，梁枋、门窗大多选用

樟、楸、栗、松、黄杨等上好木材，精雕细刻出花卉鸟兽、

人物山水或吉祥图案，无一不栩栩如生。窗户和堂屋格

扇门大多采用镂空透雕，有利于采光和通风。阳光和花

香从镂空格子里星星点点、丝丝缕缕透进来，满室灵动

温馨，这才是家的模样和感觉。

白族人喜种花木，亲近自然，几乎每户人家的庭院

里都栽种着花木，有茶花、兰花、月季、桂花、竹子、罗汉

松……一院青绿，嫣红姹紫。

白族民居不止是一幢遮风蔽雨的房子，一块基石，

一片瓦，一根梁，一扇窗，一道门，一方照壁，几个镂空

图案，数笔彩绘装饰……都在述说白族人民的智慧。生

活的美与精致，尽在飞檐翘角挑起的诗画情意中。

飞檐翘角挑起诗画情意
□姚 静（彝族）

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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