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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文，在村里的绰号叫“李打

米”。源于2017年，他在村里开办了唯

一的一家打米厂，从那以后，村民只要

碰到他，都管他叫“李打米”。

“李打米”也因为勤劳能吃苦，自打

办了这个加工厂后，逢年过节没休息过

一天。但昨天，由于厂里缺谷子，他的

加工厂不得不停摆，这可把“李打米”急

坏了。要晓得，对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来说，不干活躺着耍，就等于要他的

命。这不天没亮，他就草草地吃完早饭

后，又忙着到水田里给秧苗打药。

收谷子、打新米、到农贸市场上售

卖……这是两年多来李朝文的生活日

常。在他看来，这门营生不仅轻松，更

重要的是，是他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个

门路。

48岁的“李打米”是个勤快人，啥都

肯干，但母亲患有精神病，正常时候没

问题，一发起病来，拦都拦不住，有时候

她还把家里的东西到处送人。加上前

几年两个娃娃读书要花钱，尤其是儿子

李阳杰，之前上大学时每年的学费、生

活费、来回路费加起来要花 3 万多元。

这对于一个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家庭

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不愿向命运低头的“李打米”年

轻时啥都干过。比如喂过鸭子、种过食

用菌、在福建打过工，但日子就是没啥

起色。直到后来在帮一个批发公司送

货时，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商机。

心想，批发公司做的是倒手业务，

需要成本不多，利润却不小，东城街道

本身是产粮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选育的超高产水稻攻关片就在东城街

道三秀居委，每年新米一出，就有不少

商家抢着定货。土生土长的李朝文自

然知道这其中有商机。

2017年8月，“李打米”把自己所有

积蓄都拿了出来，再通过扶贫小额信贷

贷款 5 万元，并找亲朋好友借了几万

元，购置机器、修建厂房，开起了加工

厂，摇身一变成了厂长，一年给家里带

来了约10万元的收入。不仅李家脱了

贫，还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增收。

如今，“李打米”的打米厂虽遇到了

生产困难，但“李打米”始终坚信困难总

是暂时的，因为村里的路硬化完了，会

有更多的外地谷子源源不断的运到他

的打米厂，打米厂也会恢复往日的热

闹。更重要的是，“李打米”说，光靠国

家政策补贴，永远都过不上好日子，只

有靠双手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安稳的

幸福生活。

说完这话，“李打米”又径直朝加工

厂走去。这一路，我看到了“李打米”拼

搏的奋斗劲，更看到了他对美好生活的

执着追求，透过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我

似乎更看到了村子美好的明天。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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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的果园、菜园、花园更是

他们的乐园。爸妈一辈子翻弄土

地，是顶尖级地球修理师。上世纪

九十年代，爸妈提前从他们纠缠了

大半辈子的老家土地上“退休”进

城，在老县城租了一个底楼暂住。

精明勤劳的爸接过小弟的一个小

作坊制作宾馆餐馆需要的洗洁剂，

从地地道道的农民改行成为新时

代工人，并集“生产经理、销售经

理、财务经理、运输队长于一身”。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的艰苦努

力，县城迁建时爸妈在新城工商银

行宿舍买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底楼，

也许是与土地最亲的缘故，爸妈进

城后一直住在底楼，始终与大地最

近。搬进小弟家的顶楼后，有了楼

顶的园子，爸放弃了赚钱的小作

坊，重操旧业，天天翻弄着一辈子

没离开也离不开的泥土，打造了自

己的果园、菜园、花园、乐园。

春天的午后，爸妈在温暖的阳

光下给果树修枝剪型，给蔬菜松土

施肥，看一片片绿叶伸展，赏一朵

朵鲜花吐蕊，观一粒粒果子长大。

夏天的清晨，爸妈在爽爽的凉

风里给他们心爱的宝贝浇水、捉

虫、培土。一会儿搂搂树的“腰”，

一会儿摸摸菜的“头”，一会儿亲亲

花的“脸”，像老师一样赏识着他们

各具特色和天赋的学生，象慈祥的

父母疼爱着他们朝气蓬勃精灵淘

气的孩子。

秋天的夜晚，爸妈在朗朗的月

光下沐浴习习晚风，追忆他们那一

辈子极其平凡极其艰辛的往事，过

滤辛酸凝结欣慰，叠加欣慰积淀幸

福。

冬天的上午，爸妈在暖烘烘的

太阳下，享受着奉节独特的冬日温

暖，享受着晚年悠闲的幸福日子，

享受着他们最最满意但从来未曾

预设过的“八零后”乐不可滋的人

生时光，感恩伟大的党，伟大的祖

国，伟大的时代。

爸妈自从有了心爱的园子，便

很少离开，偶尔去成都、重庆的儿

子家里，最多就是两三天。特别是

夏天，因为天天要浇水，爸妈从未

离开园子一步。无论天气多热，无

论我们怎样承诺照看好园子请他

们放心去三角坝歇凉，爸妈总是

说：园子早上有凉风，屋里有空调，

不热，哪里都不去。爸妈深深依恋

着园子，园子忠实陪伴着爸妈。在

这个百来见方的园子里，人与园子

高度依赖，人与自然无限和谐。

爸妈的园子也是我们的园

子。我们不仅年复一年享受着那

些纯香的水果，甜美的蔬菜，艳丽

的花朵。隔三岔五，我们兄妹去园

子里陪着爸妈转一转、坐一坐，听

爸妈讲他们辛酸的往事，给爸妈讲

外面的世界。爸妈享受着天伦之

乐，我们尽着人伦之孝，其乐融

融。或独处在爸妈用纯情打造的

没有任何污染的园子，享闹市里难

得的宁静，在宁静中思索，在思索

中感悟，在感悟中觉醒，在觉醒中

升华，在升华中隐隐约约寻着人生

的真谛。园子已然成为爸妈生命

中的一部分，也深深的融入进我们

的生命中。

爸妈在，园子在，家在。爸妈

在，人生尚有来处，爸妈去，人生只

剩归途。爸爸妈妈，我们愿做你们

永不知归途的儿女。

（完）

爸妈

中国是诗的国度，奉

节是诗的故园。在这片

神奇的土地上，自然与人

文、诗情与战火交相辉

映，铸就了一幅气势磅礴

的瑰丽画卷，创造了博大

精深的诗城文化。在这

里，历代著名诗人陈子

昂、李白、白居易、杜甫、

苏轼、王十朋、范成大、陆

游、黄庭坚、王士祯等纷

至沓来，在奉节或为官、

或寓居、或游历，留下了

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

今天我们分享李益的一

首《江南词》。

嫁得瞿塘贾，

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

嫁与弄潮儿。

这首五言绝句，是诗人为商人妇

代言的一首闺怨诗。作者全用白描

手法，传出了一位商人之妇的口吻和

心声。

该诗前二句，语言平淡朴实，没

有作任何的刻画和渲染，讲述了一件

可悲可叹的事实：说这位女子自从嫁

给了一个经常到夔州去做生意的商

人之后，商人竟耽误了她天天的期盼

而不归回。空房独守，那是何等的孤

单寂寞。

后二句，突然从平地翻起波澜，

竟然让这位少妇异想天开，想到潮涨

落都有定时，真后悔当初未能嫁给弄

潮之人。“早知”二字，尤为传神，非常

形象地传达出这位少妇在极度苦闷

之中自伤身世，思前想后，悔不当初

的伤怨之情。潮有信：指潮涨落都有

定时，这里借“潮”喻指信实可靠。弄

潮儿:江南有迎潮而上的青少年，潮

至，撑小船随潮涨落，在江上破浪往

来。

李益的这首五言绝句，短短二十

字，把一位独守闺房的少妇由盼生

怨，由怨而悔的内心活动过程刻画得

淋漓尽致，少妇之想，看似荒唐，但闺

怨之情却写得十分真切动人。该诗

虽为绝句，但语言朴实无

华，大胆直白，有较为浓郁

的民歌气息。 （任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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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鼓窑瀑布春色。 （余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