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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
，

岁月如梭
，

在人生的道路
上

，

不知不觉我已走过近
40

个春秋
。

往事
有的如隔世

，

有的如昨天
，

令人回味无穷
。

我家在农村
，

童年没有玩具
，

小人
书伴我成长

,

广袤的田野就是我的天然乐
园

。

无农不稳

民以食为天
。

那时是集体所有制
，

一
个村是一个大队

，

大队又分几个小生产
队

，

设队长
、

副队长
、

会计
、

妇女队长各
1

名
，

掌管生产队的事务
。

各队男女劳力由
队长按计划统一指挥

，

分派农活
。

白天
劳动

，

实行记工分制
，

按累计出勤分配
粮食

。

从我记事起
，

父亲在外工作
，

伯
父给生产队放羊

，

母亲在田间劳作
，

几
乎没有休息日

。

那时
,

我们吃的馒头以薯
干面

、

玉米面为主
，

白面只是在端午节
、

中秋节
、

春节等节日才能吃上几顿
。

至于
荤腥

，

更是节日里才有的珍品
。

后来
，

我上学了
，

每逢麦收季节
，

学校
都要响应

“

颗粒归仓
”

的号召
，

停课帮各生
产队拾麦

；

秋季
，

帮生产队摘棉花
。

就这
样

，

春耕夏耘汗湿土
,

换来秋收和冬藏
。

但
人们还是经常为食绞尽脑汁

。

这样的日子
在我奶奶看来已经很不错了

,

因为她老人
家的大半生过的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日子

，

曾为活命而逃荒要饭
，

慌乱中丢失
女儿

，

多年后才有了音信
。

因此
，

她老人家
不断讲述那些辛酸往事

，

好让我们珍惜眼
前的一切

，

她憧憬的生活就是在开会时听
人所描述的

“

楼上楼下
，

电灯电话
”。

说到电灯
，

那时已经通了电
，

只是连
续性

、

可靠性极差
。

据说电是从安阳供过
来的

，

很紧张
。

白天难得连续供几个小时
，

晚上前半夜几乎没电
；

到了后半夜
，

偶尔
会来上几个小时

，

让人们磨面碾米
，

有时
磨一次玉米面要排上几天队

。

家乡的夜晚
是漆黑的

，

煤油灯亮度有限
，

小孩子几乎
不敢到院子里去

。

那时的炎炎夏日总是让我们很高兴
：

夜晚
，

劳作一天的人们摇着蒲扇聚集在凉
快的地方吃饭话家常

,

小孩子就可以肆意
玩耍

，

文化生活很贫乏
。

那时
，

家家接有线
广播

，

每天早
、

中
、

晚播三次
，

每次一个半
小时

，

除新闻外
，

有几段相声
、

歌曲
。

再就

是电影公司下乡放电影
,

一月一次到两
次

。

每到放电影时
,

家家总是早早做好饭
,

早早收拾完毕
，

用架子车拉上行动不便的
老人

，

锁上门去看电影
。

小孩子则早早
撂下碗就跑到放电影的地方去等

,

一直等
到天黑

,

大人也都到齐了才开演
。

当灯光
照射到银幕上的一刹那

，

小孩子们欢呼
着

，

站在高处举起手摇晃着
，

看银幕上
自己的影子

。

那时候一场电影要放映两
三个晚上

。

此后几天
，

这场电影就成了
小孩子们讨论的对象

。

后来
，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

人
们像照顾自己的孩子般伺候着分得的地

,

几乎把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进去
，

吃白
面的机会也多了

。

此后
，

田间又打了几眼
机井

，

电力供应可靠性也提高了
，

旱涝都
可以保收

。

再后来
，

土地包产到户
，“

吃饭
”

问题才算是彻底解决了
。

无工不富

粮食问题解决了
,

经济问题又提上日
程

。

出售余粮所得的钱
,

除田间投资外还
是有些紧张

。

人们瞄上了环境资源
，

有的
挖沙

，

有的打坯烧砖
，

余钱渐渐多起来
。

经
济上宽松了

，

人们的胆子也大起来
———

第
一台电视机进村落户了

。

尽管那时电力供
应可靠性仍不高

，

电视机多是闲置
，

但只
要有电

，

晚上电视机前就会有好些观看的
人

，

人们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
。

随着电力
的发展和淇县热电厂的投运

，

家乡建成了
第一个机制砖窑

。

同时
,

淇县毛纺厂
、

棉
纺厂等开始筹建

，

淇县的工业迈开了大
步

。

一批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了工厂
,

农
民开始走向富裕

。

富裕起来的农村人开
始解放自己

，

变更劳作方式
，

不再
“

锄
禾日当午

，

汗滴禾下土
”，

而是用上了高
科技

，

连最繁忙的夏收都轻松了好多
。

延续多年的
“

割麦
-

碾场
-

扬场
”

麦收三
部曲

，

如今收割机一响
,

麦子就
“

吐
”

出
来了

。

现在的农村人
，

即使是在最忙的
“

三夏
”，

也不误干其他营生
。

无商不活

如今的家乡
，

沥青路四通八达
，

一
幢幢楼房拔地而起

，

夜晚路灯亮如白昼
，

贪玩的孩子们在夜晚尽情玩耍
、

嬉闹
。

村头各类超市接二连三涌现
，

不出村就
能购到所需的物品

。

如今的家乡人不再
死守那越来越少的土地

，

经商的
，

搞加
工的

，

做经纪人的
、

办工厂的样样都有
。

只认识几个字的叔伯
、

伯母念起了生意
经

，

率先睡上了席梦思
，

装上了空调
；

小学未毕业的堂姐搞起了商品批发
，

彩
电

、

冰箱
、

冰柜
、

空调
、

电脑
、

手机
、

摩托车等一件件走进了农家院
,

甚至轿车
也不再是农村人遥不可及的物品了

。

物质生活发展了
，

人们的思维方式
也发生了变化

，

对教育的投资不仅仅是
“

会算账
，

能认识几个字
”

就行了
，

而是
要求孩子有高学历

、

能干大事业
。

因此
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大

，

从小学开始
，

就尽量选择好学校
。

随着经济和电力的
不断发展

，

相信不久的将来
，

农村的变
化将更加喜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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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二首

散步的夜

新区 李爱萍

今夜的月亮，住在北方乡村的上空

尽情挥洒着皎洁，廉价而高贵，冷艳而深情

乡间篱笆上爬满了牵牛花，淡蓝浅紫斜斜相依

隔着缤纷的叶子，甜蜜推醒了缠绵的朦胧

不眠的夜涨满温柔的潮汐

亦古亦今的古老神话,参悟着生命的丰盈

偷得浮生今夜休闲,有梦飘在空中

许多曾经的心事都迷醉在乡野小径

饮下秋色，睁开眸子的叶片香气袭人

我沾满花香的裙裾被夜风掀动

鬓边簪一缕月光，蕴满弹性的步子

踏着欲望汹涌的潮，踩乱了你伟岸的身影

散步的夜，当手和手牵在一起的时候

心和心就有了爱,爱如潮涌………

燃烧的烛光

睡在梦里

睡熟了，你便是梦的一部分

烛光是你的眼睛，默默注视我

总是和我相聚在夜的漆黑里

相对无言，一束束辉煌放射

分不清是血是泪，只觉一腔炽热

在时间和时间的交接处

绽放出昙花一现的美丽

最深层的思念，躲藏在我的梦里

水中月，镜中花，彼此呼唤

思念伸出手臂，亲切成你的触摸

渴望的肌肤，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倾听夜间的天籁，烛光慢慢焚烧着自己

临水望月，月也望我，默默不语

淇县供电公司 黄玉香

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