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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秋风，几阵秋雨。不

觉中，寒露已过，霜降又至。

霜降，二十四节气中第十八个节

气，在每年公历10月23日前后，如约来

临。

二十四节气中，多有以雨、露、霜、雪等自

然现象来命名的节气，“霜降”亦然。但从气候与

气象学意义上而言，“霜降”其实并不意味着“降

霜”。

南宋诗人吕本中诗中说：“驿内侵斜月，溪桥度

晚霜。”元代学者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

“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此皆道出了霜之产

生条件：晴朗之秋，白天日光暖照，夜晚温度骤降。温差

之下，溪畔桥边，蒸腾的水汽没能幻化成晶莹白

露，而是凝结为冰晶样的霜花。

霜降有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

落；三候，蛰虫咸俯。此时，豺狼将捕获的猎物先

陈列后食用；大地上的树叶枯黄掉落；蛰虫也全

在洞中不动不食，进入冬眠状态。

关于霜降，最爱白居易《岁晚》诗中的几句：

“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

源。”一岁又将尽，却正是迎来满满收获的时候了。

时值暮秋，天南地北，自有正当其时的美景。霜

降时，全国多个盛产柿子的地方，正是火红柿子高挂

枝头时。无论清晨还是薄暮，人家鱼鳞样的屋瓦

旁，袅袅升起淡蓝的炊烟。 一棵棵老柿树，就立

在这炊烟里，屋瓦旁，枝条横逸，喜气洋洋。那

一树树大柿子，挂在了无一叶的干枯老枝

上，像一树俏皮的黄色小灯笼。经霜之

柿，将会褪去酸涩味道，变得甜蜜绵软，

清香适口。

千山万壑，无边落木

萧萧下。在这样秋光冉冉

的好时节，选上一个

晴朗天气，约上三五好友，一

起走出家门。行走在林间，看纷飞

黄叶如蝶狂舞，为大地披上温暖衣衫；

脚踩落叶，清脆有声，似秋天在低吟浅唱

一曲曲轻音乐，对旅人轻然吐出一首首抒情

诗。抬头远望，天高云淡，经霜的红叶漫山遍

野，红得如一天云霞，将整个世界都映照得温暖

而明亮。信步款款，如果再漫行至溪边湖畔，秋波

荡漾，寒鸭数点，芦苇轻摇，芦花似雪，都是秋天的

独特好风景。此时节，无论登山还是临水，游目骋

怀，四望空阔，都会使人胸襟格外开朗。

霜降时节，北方已进入秋收的扫尾阶段。农人们

大忙之后，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城市里，人们也忙忙

碌碌，将所需冬储菜尽入家中。此时，可以尽情

享用秋天独有的美食了。所谓“初春新韭，秋末

晚菘”。霜降时，古诗文里优雅之“菘”隆重登场，

也就是今之大白菜。这时节，岂止白菜，各样秋

菜经过漫天寒凉的洗礼，经过早晚清霜的浸润，

变得尤为清甜爽脆，吃起来格外甘美可口。大

自然，总会在春天的辛勤耕耘、夏天的汗珠滴落

之后，给勤劳的人以秋天的丰厚馈赠。

大地繁花尽，逐渐，将会落叶满空山。随着秋色的

加深，凉爽的秋天，用春夏积攒暗蓄的力量，奉献出了

一季最甜美馥郁的果实。

空故纳万境。霜降之时，秋

所呈现的美，是苍茫壮阔，是

雄浑豪迈。霜降之时的

秋，收获了万紫千红，也

丰盈了人家的小院和

厨房，更有人的眼，人

的心。

霜降之秋，何其

辽阔壮美，又何其饱满

充实。

霜降：秋深枫叶红
□王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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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用最热烈的节奏

鲜红鲜红的色彩

澎湃着，在这伟大而激动的时刻

奔腾而来

以奋斗的秋天为笔

写就了一部史诗

天空是它的封面

大地是它的封底

以长城和黄河作它的书脊

滚滚的洪流，呼啸的山风

阵阵的松涛，豪迈的雷声

从南湖的小舟上

从南昌的城墙上

从宝塔山下延河水的歌声里

从天安门城楼的宣言声里

以排山倒海的气势

澎湃着，奔腾而来！

以激昂的心为笔

奋争和流血

砥砺和崛起

真理和正义

信仰与主义

在辽阔的大地上闪光

在灿烂的星河中跳跃

在波澜壮阔的岁月中穿行

镰刀和锤头构成的图案

是人类最磅礴的构思

十月，以势不可当的气质

澎湃着，奔腾而来！

以璀璨的时代为笔

我用挚爱的文字

歌唱十月

我喜欢这一切的美好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向着阳光

追逐梦想

此时

风清云朗

此刻

热血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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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农村做驻村帮扶调研，与

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感受到

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就如眼前的

松花江水奔涌而来，荡涤着心灵。

按理说，喝着松花江水、吃着苞

米面长大的我，对农村应该并不陌

生。可我惊喜地发现，村屯的变化

还真的饱含诗情画意，美丽得让我

陌生起来。

这些年，通过“文化惠农直通

车”志愿服务，或创作采风等方式，

我们走进了松原市宁江区的农林

村、杨家村，扶余市的王家村、九连

山村，前郭县的新艾里村、西索恩图

村，乾安县的陶字村、列字村，长岭

县的大兴村、兴源新村等多个地

方。一个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美丽乡

村，大有在松花江两岸遍地开花之

势。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就包括

扶余市的“美丽乡村示范区”，地点

在弓棚子镇、更新乡、肖家乡一带。

最初知道这个“美丽乡村示范

区”，是在一个微信群里。一天晚

上，微信群里晒出了一位扶余市作

者的诗词，作者说他写的美丽乡村

就是他的老家。我在群里“潜伏”

着，记住了这个“美丽乡村”。

我曾有幸来到扶余市弓棚子镇

双胜村香水泉屯，与几位市委党校

的同学进行一周的驻村帮扶调研。

巧的是那位作者，老家就是双胜村

的——但他家住在另外一个自然

屯，叫后双山子。

我们的车经过扶余市弓棚子镇

的一块三角地带，就下了公路向东

北驶去。乡间路两侧是秋收后的花

生地、玉米田，村庄的房舍、街路也

都很漂亮。大约行驶了20分钟，车

就开进了香水泉屯：笔直的柏油路

横贯小屯东西，交错着几条南北向

的街路。路基下是红砖垒砌的一米

深的排水沟，沿路两排，栽植着绿色

的松树，挺立着银柱的路灯。路两

侧还有白色矮栅栏围成的花园。花

园都统一标准尺寸，直抵街路两侧

的农家院墙。院墙一米半高，墙顶

带着缓沿，古朴、端庄。院墙上，还

画有各式各样的农民画。

驻村后。我们走访了小屯的角

角落落，都十分整洁。每家的小院

里面都是如此。

香水泉不仅美在外表，这个自

然屯的“内在”也很美：全屯子没有

聚在一起赌博的，没有邻里间干仗

的，没有丢东西的。人人讲尊老爱

幼，家家讲邻里和睦，谁家遇到困难

全屯子人都伸出友爱之手，团结向

上向善，可谓乡情淳朴，乡风文明。

香水泉过去就这么美吗？带

着这个问题我们又进行了走访。

我住在屯子东头的周洪生

家。64岁的周洪生当过兵，

当过教师，退休前是拉林乡

中学原后勤主任，也是那位

作者的中学老师。

周老师说，过去这个

地势有些低洼的自然屯

叫臭水坑，原因是屯中有

6个连成串的大水坑，一

到夏天，坑里的水都绿

了，因此小屯有了这个

不太好的名字。后来，

人们取土把几个大坑

填上了，可叫啥名呢，

大伙想到了全屯唯一

的一口井。

周 老 师 接 着 介

绍，我们这个自然屯

原来是双胜村的五队

和六队，在后双山子

屯东三里地的样子，

再往东走三里地就是

振山村了，振山村是

原拉林乡政府所在

地，再往东半里路，就

是坎下的拉林河灌区

了，湖光山色，尽收眼

底。那时，坎上的这个自然屯只有

一口井，在屯中的最洼处。这口井

人畜两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专

人摇辘轳把，把水从六七十米深的

井中提上来。那柳锅斗子装满水少

说也有三四十斤，真是难为了提水

的人。那时坎上吃水不易，人们在

屯子里打过几眼井，打到百八十米

深都没水，只有这口井打出水了，而

且水还有点甘甜。大伙认定准是打

在泉眼上了，从此就把小屯儿的名

字改成香水泉了。

那以后，变香的不但有小屯儿

的名字，还有这里的一方百姓。

第二天早上5点，天还没亮，我

就被外面“唰—唰—”的声音叫醒。

起床到外面一看，原来是十几个人

在路灯映照下扫着大街。吃早饭时

我与周老师谈起此事，他说屯子里

的志愿者早起清扫街路，已经坚持

十多年了。这里的老百姓，绝不是

“各扫门前雪”。

饭后，我去屯子里走走。一位

六十多岁的农民主动上前搭话。他

叫刘文堂，曾是社主任。他说这个

屯子的变化，得感谢屯中的刘佩文

老师。曾经当过民办教师的刘佩

文，是这个屯的老户。改革开放之

初，邻里之间有纠纷她去调解，家庭

内部闹矛盾她去说和，她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故事影响着大

家，用无私的赤诚情怀感染着人

们。他说我们家就是个例子，和儿

子儿媳妇一起生活的日子，家里有

些矛盾，是刘老师经常到我们家来

劝解，提高了我们的认识和思想觉

悟。现在，我们老两口儿与两个儿

子、两个儿媳及三个孙子一起过，家

里家外的活儿两个儿媳抢着干，全

家人开心舒心。

后来，刘佩文又经常与附近村

屯的张利、刘明志等志愿者交流，研

究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

其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刘文堂告

诉我，屯子里的1500米砖路，都是

村里老百姓自己动手修的。小屯变

样了，变得好看了。

在刘文堂家，我看到他家东屋

就是小屯儿的图书室，上千册的图

书，关于传统文化以及种田等科技

方面的占了很大比重。他说他们全

家都是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协会

的志愿者。这个协会现有会员2983

人，分布在扶余市的城乡各地，没注

册的还有一万多人。协会的党总支

书记叫佟景芝，会长就是他家邻居

刘明志。在这些志愿者中，还有肖

家乡王家村的张利。在王家村，张

利与当地志愿者集资买下了一处大

院落，盖起了大瓦房，这处文化大院

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精神文明建设大

讲堂。这些志愿者集资栽花、种树、

修路。有时，本村的志愿者还集资

为别的村修路。曾有一户村民家里

失火，是志愿者们集资为他家盖房，

买生活用品，房子比原来的还要

好。这位村民大为感动，后来也加

入志愿者协会。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在这里已蔚然成风。

一天上午，我们与部分精神文

明志愿者座谈，与他们聊起了生产

生活及每个人的思想变化。

张利说：“作为一名志愿者，我

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

让子孙后代不忘历史，不忘初心。

我们老扶余是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

方，作为扶余人，还要传播好老扶余

的地方文化。人只有不断学习和实

践，才能提高思想觉悟，做个有道德

有头脑有奉献的人。”

有个小哥看到张利说完了，主

动说了几句：“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

子，可要是没有党的好政策上哪儿

致富去？人啊，富了以后，要想想那

些困难的邻居，能拉扯一把就拉扯

一把，做点好事儿，大伙儿一起都过

上好日子。”

有个志愿者过去是个“屯不

错”，啥事儿都敢干。他联系自身走

过的弯路，讲起如何提高素质，又如

何团结更多的志愿者甘于奉献，现

在还成了志愿者协会一个村的分会

长。

还有个老大姐也主动要发言。

她说我走了十几里路来到这儿，就

是想说说我们的志愿者协会。在大

家的帮助下，我觉得自己好像变了

个人儿。是大家的言传身教，让我

心宽了，也大量了……

大家的一番肺腑之言，让我们

很受感动。我们是来搞帮扶调研

的，也是来学习的。之后，我们走访

了双胜村的8家贫困户，提出了帮

扶措施，并给每家献上了爱心。

在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发

挥志愿者榜样作用的同时，扶余市

举全市之力耗资几千万元，于2018

年开始建设了这个“美丽乡村示范

区”，囊括了弓棚子镇、更新乡、肖家

乡等43个村。

一天，我们一行人又走访了新

宏、白小铺、李坑、王家、后双山子等

村屯，所到之处，都是整齐的小院围

墙、花栏、柏油街路、护路林、路灯，

有的村屯还有铁皮宣传画廊，十分

整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人

来人往中，有当地的村干部介绍着

乡村振兴的情况，也有每个村屯的

志愿者村里村外忙碌的身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努

力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

乡村。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近

年来，松原市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

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紧紧抓

住县域突破这一乡村振兴的关键切

口，在市级层面的政策制定、资金投

入、项目摆布等，尽量向县域倾斜，

积极引导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在县域

布局，依托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延

长产业链条，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实

的支撑。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近年

来，松原各地多措并举，大力培训各

类致富能手。如今，一批又一批有

理想、有道德、有技术、有干劲、有胆

识的新型农民，已经成为乡村振兴

的带头人。

他们像重视保护大熊猫一样深

爱着耕种的黑土地，十分注重农业

科技的推广，在很多地方采取了水

肥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秸秆翻埋

还田、浅埋滴灌等农业高产高效技

术，让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有的

在园区还持续开展化肥农药减量行

动，推广新型肥料及农家肥，推行精

准施肥喷药，加强了耕地土壤改良、

地力培肥和治理修复，全面提升了

耕地质量，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有的还与省市农业科研部门合

作，在耕、种、管、收、储、加、销各环

节，利用区块链技术，全流程信息化

监管，真正实现“绿色、健康、安全”，

推动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有的年轻人还不断拓展乡村旅游、

农村电商、网红经济等新产业新业

态，通过建设扶贫微工厂、带货直播

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有效带动了农

民的增收。

如今，人们欣喜地看到，村党支

部领办的生产合作社如雨后春笋，

破土在松花江两岸。相信，走在振

兴之路上的香水泉，也会涌现出一

批有创新思维的现代农民，通过村

党支部领办的生产合作社家家入股

规模化生产，主打有本地特色的农

产品，在保护好耕地的同时，实现与

现代农业的接轨，走出一条符合自

身实际的发展之路。

今年的秋收时节，我很想再次

去香水泉看看，感受一下田野村庄

外在的美、父老乡亲心灵的美，以及

乡村振兴智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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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鸿
鸣

党的光辉照我心

杨文军 作

木刻木刻 赵宗彪赵宗彪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