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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走进同兴镇义成永村那汉沟门组，有十几亩洁白的芍药竞相开
放、美不胜收。提起自己种植芍药的历程，贫困户王云录感慨地说：“能有
今天这样美好的景象，这多亏了支部书记李方清和驻村工作队，为我指明
的致富路，让我脱贫奔小康”。

一句话指明脱贫希望。王云录是同兴镇义成永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过去夫妻俩常年在外地打工，后来老伴身体有病回到村里，生活捉襟
见肘。为此，他找到村支部书记李方清。李书记对他说现在中草药行情特
别好，你可以考虑种植中草药。“没钱不能干事，也不敢干事”。这是王云录
一直烦恼的事，得知王云录也有种植中草药的意向却苦于没有资金后，李
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为他协调了专门针对贫困户的小额信贷。拿到贷款后
的王云录心里也没有底，害怕自己可能会陷入“给一头羊，吃一头羊”的怪
圈。如何解决资金跟着穷人走后的问题，李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针对这一现
象专门进行了前期调研。经过实地走访的调研分析，当地的气候条件、地
形地貌、土壤湿度等气候条件，发现他家的地理位置刚好可以栽种中草药
—芍药。芍药具有镇痛、镇痉、祛瘀、通经等药用价值贺功效。听了李书记
的这些话，贫困户王云录豁然开朗，觉得自己看到了希望，有了出路。于是
在李书记的帮助下在镇里的信用社贷到了五万元的贷款。回到家里又在
村书记的带领下找到了种植业的技术员，向专业人士学习相关种植芍药的
经验。

克服困难成就美丽事业。王云录说：“虽然自己和泥土打了一辈子的
交道，但是对自己种植中草药芍药这种事情，他还不是很有把握和信心。
这件事是否是成功自己并不知道。”技术员告诉他，他有这种担心是对的，
因为这相当于一次实验，可能会有意外发生。现在土地农作物可以上保
险，我们可以交上保险，这样受到旱灾、水灾、雹灾发生时，还可以得到意外
补偿金。国家有可以给贫困户用无息贷款这种利民的好政策，可以利用好
这次机会试一试。于是在村书记和技术员的鼓励和帮助下。王云录购进
了药苗，精心栽培。现在芍药长势很好，芍药花遍地开，让人心旷神怡。现
在在他的示范带领下，村民都纷纷想种植芍药，李书记听到村民的意愿后，
马上在村里开会研究，经过研究大家提出可以成立中草药种植合作社，吸
引更多的人加入合作社。

现在一走进那汉沟门村民组的村子里，一阵阵的芍药花香扑鼻而来，
村屯道路干净整洁。王云录说：“艰苦奋斗，勤劳致富，才能过上自己想要
的幸福生活”。以前王云录家里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致富能力和发展门
路，外出工资收入少。现在有了党的好政策，有了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
指导，王云录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芍药花开出了致富新希望。

王云录芍药花开出致富“新希望”
■杨春雨张立君

处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如何利用新兴媒体的大容量存储、高效率传播适
应新形势下的教学，芝瑞镇广兴源总校教师朱怀文利用“学习强国”进行教
学尝试。让教与学融为一体，爱国、强国在学校蔚然成风。

学校门口的两棵古榆树对于土生土长的朱怀文来说，已成为他生命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朱怀文就读这所学校的时候，学校没有校门，两棵古树就是学校的大门
口。如今古树苍劲如初，而他在这里已从一个学童变成了有三十多年教龄
的教师。朱怀文还记得读师范时老师的一句话，你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
有一桶水。时代在前进，朱怀文告诉记者，现在你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
是长流水，

在同一校园里，朱怀文经历了学生时代和教师时代，这样的特殊经历，
让他倍感自豪，同时也让他明白，要想让自己成为“长流水”，光现有的书本
是不够的，必须要借助网络时代的新鲜事物。恰逢2019年初，学习强国平
台在全旗铺开，作为一名党员第一次接触学习强国，朱怀文就被深深地吸引
了。

朱怀文告诉记者：“我就坚持着一直学习，一分也不落下。因为这样，它
可以提升我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提升了，我就可以把这个思想在我的教学
之中不断的灌输给学生，或者说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吧，去影响我所教的每一
个学生。”

学习强国平台的使用，就像一颗鲜活的种子，在朱怀文的工作和生活中
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正如校门口的两棵古树，把浓荫送给每一位莘莘学子。

朱怀文还把学习平台推荐给学生和家长，一部分学生也下载了“学习强
国”APP，作文辅导、阅读分析和一些课件，学生自己在课外就能学习，“学习
强国”成了学生们的第二课堂。

朱怀文还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学生，看到学生学习到新知识，是他
最大的欣慰。

学习是完美人生的原动力，朱怀文把“学习强国”应用到教育教学中，爱
国强国的思想就会在校园中长大。

朱怀文愿做一河“长流水”
■杜海龙

回到田野，我就回到了童年。
这生机盎然的田野，那些庄稼，什

么玉米，谷子，高粱，大豆，黍子，荞麦，
豌豆，黄豆，绿豆，向日葵……在一层
层的梯田里，或者舞动着小手一样翠
绿的叶子欢歌；或者像出壳的鸟儿，从
土层探出两瓣娇嫩的芽子，向着广袤
的天空张望；或者还睡在棉被般温暖
的土壤里，打着鼾，做着有一天钻出被
窝，站在阳光下妩媚地撒娇的绮梦。

这些庄稼，都是我的亲人。我曾
经播种、抚育过它们，它们也曾安慰、
养育过我。

田野总是家乡的亲。谷雨甫过，
人间最美四月天，雨落情长寻芳烟。
难怪艾青有那么深情的诗句，他走在
故乡的土地上，那山，那水，那缕缕炊
烟声声犬吠，辄在撩拨诗心，不能自
己。

此刻，走进庄稼的海洋，沐浴庄稼
绿油油的光芒，聆听它们拔节的吟唱，
我欣喜地对着身边天上星星或水中蝌
蚪一样密集的野菜，仿佛羊倌面对着
自己的羊群，母鸡领着一群雏鸡，那种
由衷的喜悦，油然而生。并且，喜悦的
心绪，随着田野吹荡的风，草原上的羊
群一般，四处飘荡。

皆是久违的野菜家族。因为五月
节还没到，锄头悬浮在墙壁上睡觉，它
是安静的，慈祥的，假如它跑到田野上
去，就是农夫手中的一杆枪，一把屠
刀。那是要大开杀戒的。当然，倒霉
的一定是这些野菜们。有时候，田垄
上的野菜，就像两军对垒的菜鸟，因为

软弱与无助，惨遭戕害，稀里糊涂，走
上餐桌，变成人家的下酒菜。

没有锄头的戕害，野菜们长得正
欢。什么苣荬菜，婆婆丁，苦麻子，苦
碟子，拉拉蔓子，黄瓜香，车轱辘菜，小
白蒿，燕子尾，蚂蚱菜，灰灰菜，猪毛
菜，等等。野菜们不仅长相水灵，青
葱，有的还摇身一变，从青翠少女长成
妖娆娇娘，头上缀着一朵朵花儿，黄
的，红的，白的，招蜂惹蝶。婆婆丁的
花是娇黄的，像一个拇指大小的绒球；
苦麻子的花是金黄的，小如指盖儿，像
袖珍的向日葵花，一朵朵开着，媲美姑
娘文静的笑容；黄瓜香羞涩，它的花儿
亦如是，迷你的小黄花贴浮着地面，掩
埋在叶片之后，仅有清新馥郁的香气，
让我们的嗅觉迷醉和感动；蚂蚱菜也
开花，它的花是嫣红的，在阳光下，水
洗似的鲜亮，只不过，一到下午，它就
谦虚，抑或萎靡，把花瓣收缩起来，等
待翌日的再版；拉拉蔓子的花呈粉红
色，或者白粉色，在一条蔓子上，似一
盏盏小号的酒盅，被黑绿的叶片托付
着，绽放。有人说，拉拉蔓子的花朵，
是另类的牵牛花，正在对着太阳吹喇
叭。品味一番，也不是多么牵强。

乡土气息，野菜气息，对我，就像
稠酒对酒徒，一下子，就沉醉了，不可
自拔了。这和童年不同，童年是家长
的意愿主导，你到山中来，就是挖野
菜！如今不同了，退休了，虽然也是来
挖野菜，但有故乡情在，所以对田野的
气息格外迷恋。我坐在田埂，拿一把
铁铲，爱惜地收获着目力所及的野

菜。什么苣荬菜，婆婆丁，车轱辘菜，
兼容并蓄，收入囊中。当然，毕竟不是
儿童了，不再那么毛躁，那么急切，那
么功利心。我有选择地采挖，对那些
花期已过，孕育子实的婆婆丁，心存悲
悯，手下留情，让它落得自在逍遥，绿
叶成荫子满枝去也。

童年后期，注定是要步入校园
的。但这期中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
这段时间不尽是我们的，还是家庭
的。除了玩耍，还要刨树根，搂柴禾，
割羊草，挖野菜。我们挖野菜，不是给
自己尝鲜，而是用来喂猪。有时跟着
姐姐，要挖满一条口袋。傍晚，姐姐扛
着一口袋野菜，打着晃走到家里，总是
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姐姐上学
了，去生产队挣工分了，我就要自己去
野外。我挎着榛柴秸子或柳条编织的
筐篮，舞动铲刀，在田野里一阵狂轰滥
炸，那些背时的苣荬菜，拉拉蔓子，苦
麻子，苦碟子，灰灰菜，猪毛菜，自然遭
殃。它们一棵棵，寿终正寝，乖乖地，
挤进我筐篮里。每个夏日的中午，或
者晚上，我挎着满满一篮子野菜，好似
满载而归的企鹅，跩跩的，尽管疲惫不
堪，汗流满面，心里却甜滋滋的。

一天，我让那满筐篮的野菜拽得
像棵歪脖子树一样，蹒跚往回走，在村
口遇到了姓毛的江西养蜂人。他们一
家四口正围坐在蜂箱旁准备午餐。那
阿姨见我吃力行走，就端过一碗白米
饭说，孩子，看把你累的，快，吃碗米饭
再走吧。那碗米饭，泡着黄瓜、鸡蛋
汤，让我这个北方人第一次吃上白米，

第一次吃到那么香甜的美食！阿姨还
要为我盛饭，被我谢绝了。那一碗米
饭其实也是要谢绝的，可是我太累
了。我是为了“充电”，才接受了外乡
人的施舍。阿姨对着我的背影夸我，
多么懂事的孩子啊！

如今，时过境迁，再与儿童谈论当
年挖野菜喂猪，孩子竟反唇相讥，您太
能忽悠啦，苣荬菜喂猪？二十多块一
斤呢，唬谁呢！

我那天觉得，袋子里鼓鼓囊囊的，
自己挖得不少了。可是，回到城里摘
剔清洗之后，
野菜竟少得可
怜，少得让人
想 起 形 销 骨
立、形单影只
两个形容词。
我们两口仅吃
三顿，那些野
菜，便香消玉
殒、无影无踪
了。

岁月不饶
人，去过童年
的田野，只要
收获了童年的
回忆和一颗炽
热的童心，也
就 心 满 意 足
了。

童 年 的 野 菜
■刘泷

久住市区，很难见到毛驴车了，但
小时候在家乡放驴，赶驴车、骑毛驴的
镜头又常常浮现在眼前。

五六十年代，在我们家乡经棚镇，
跑短途运输、农村人到街里赶集、环卫
工人拉灰土、汽车站门前接送旅客、市
民到山上捡牛粪、搂柴火、农村社员串
亲戚、拉碾子磨面、小队干部到镇上开
会、菜农运粪、卖菜......谁也离不开那
活泼、逗人喜爱的小毛驴。

每到暑假，我们几个小朋友便揽
一个活——给人家放毛驴。在敖包山
后，是一个平坦的大草地，那里长满了
山竹子，各种野草、野花，把驴群往那
一赶、便可任它吃草......

小毛驴，身子矮小，长耳大眼，一
幅二尺半长的阴沉脸蛋，乍一看真是
让老虎也吓一跳。其实它很温顺，我
们骑着它满山遍野地跑，那情趣不亚
于现在人们骑着摩托车。别看它貌似
温顺，有时也会耍小脾气，骨碌打个
滚，咴咴吼叫几声，也怪吓人的。小毛
驴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动物。

放驴时最怕的是驴让蚊子叮、蜂
子咬。那时，几十头驴不顾一切地
跑。家乡人管这叫“疯跑”，让你叫苦
连天，好长时间圈不到一起。

那年月，大姑娘小媳妇走亲戚回
娘家骑着小毛驴，丑陋伴着娇美，灰青
衬着红装，倒也相映成趣。干部坐着

“驴吉普”下乡，虽然比现在的小轿车
慢了许多，可即安全、又实在，工作又
安心，百姓也欢迎。一到营子，驴车一
卸，有人帮你放驴喂草。干部往群众
热炕头一盘腿，卷上一支烟，拉起家常
话，可真像自家人......

国画大师黄胄先生画了许多山水
画、少数民族的人物画，但也画了不少

生动活泼的小毛驴。当年我在赤峰宾
馆采访他时，曾问先生为什么对小毛
驴产生偏爱，他说，小时候家乡有许多
小毛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
到先生笔下那逗人喜爱的小毛驴，就
让我想起家乡许多关于小毛驴的故
事。

当年我老家经棚的多数住户和机
关单位都在河西居住和办公，而汽车
站设在较远的河东。人们出门坐车或
在外地坐汽车回来，因离家较远，车站
附近就出现了“毛驴车”接送站的行
业。小毛驴脖子上挂个响铃，车上铺
上块毡子，供人们坐卧。每人三角钱，
就能安全稳当地将你送回家。当年许
多分配到克旗经棚一中或旗医院的外
地大学生，到经棚后，都是坐着毛驴
车，拎着行李和生活用品，到机关报
到。这接站的毛驴车，不知接送过多
少来来往往的客人。

当年，我们的家乡加工粮食的碾
房很多，这些大小不等的小加工厂除
了有马和骡子外，多数是用小毛驴拉
磨。为了防止小毛驴贪吃偷懒，还给
它蒙上眼睛捂着嘴，小毛驴就这样无
怨无悔的整日围着磨盘转。

当年许多林西的小菜贩，每天赶
着毛驴车，拉着新鲜的茄子、西红柿等
蔬菜到经棚去卖。许多经棚百姓家因
为有辆毛驴车，要靠它拉柴、捡羊粪、
拉黄土、拉草等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一辆毛驴车就是家庭财富的象征。

当年文化馆等单位有辆毛驴车，
不但解决了职工下乡
的交通问题，也为职
工家庭生活解决了许
多困难。记得当年语
文课本中，有一篇课

文是《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去见毛主
席》，库尔班大叔的事迹感动了当地党
政领导，最后让老人坐飞机去了北
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地在中南海
接见了他，那感人的场面至今留在我
的脑海中。

当年每到春节举办文娱节目时，
假毛驴也派上了用场。人们制作一个
驴头驴尾，花枝招展的女人站在当中，
边走边扭，名字叫傻柱子赶驴。那欢
乐的场面，逗的观众哈哈大笑，纷纷叫
好。

现在，许多地区的旅游区将小毛
驴装扮一新，成了一景，供前来旅游的
人看。我远在张家口居住的学生顾瑞
生、武桂荣夫妇，当年都是经棚一中

“老三届”学生，毕业后去了达里马场
生产建设兵团。今年给我传来一张难
忘的旅游照片，顾瑞生打扮着陕北老
汉，武桂荣打扮成陕北媳妇，骑在小毛
驴上，让人看过之后幽默中又引起许
多回忆......

想起家乡的小毛驴，就勾起许多
家乡平淡苦乐生活的回忆。尤其是解
放战争中参军入伍的回族战士马志
田，在部队中英勇杀敌，光荣退伍转业
后，不计功名，当了一名环卫工人。每
天起早贪黑的赶着毛驴车到各家各户
拉灰土、收垃圾，一干就是几十年，这
是何等可贵的精神啊！马志田每天摇
着手铃，喊着：“倒灰土了”的声音，久
久让我难忘......

难忘家乡毛驴车
■马守喜

在农村，上了年纪

的老人还习惯用旱烟袋

抽烟，烟是自家种的火

烟，老友来访，装袋火

烟，让老友享用，这是待

客之道。

小的时候，对爷爷

的旱烟袋充满无限的好

奇，趁爷爷打眯瞪的时

候，用他的烟袋装袋旱

烟，装模作样地抽起来，

结果辣辣的气味呛得直

咳嗽，流眼泪，被吵醒的

爷爷冲我只是笑笑，接

过烟袋从容的抽着，烟

袋锅里的颜色紅暗交替

着，爷爷也尽情享受着，

直到烟完全化作烟灰，

爷爷娴熟地把烟袋锅向

鞋底一磕，烟灰落地，爷

爷收起烟袋，出去散步

了。那个年代，农村缺

少玩具，又是在爷爷的

庇护下长大，自然对爷

爷的旱烟袋有种特殊的感情。

旱烟袋由三部分组成，即烟袋锅、

烟袋杆和烟袋嘴。烟袋锅以铁质、铜质

居多，也有金质、银质的；烟袋杆以木质

居多；烟袋嘴以玻璃、玛瑙和玉石为

主。烟袋杆是桥梁，把烟袋锅和烟袋嘴

巧妙连接在一起，三位一体，整齐划

一。与旱烟袋相配套的是烟荷包，里面

装旱烟、火具，烟荷包口用松紧带约束，

装烟时放松，装完后拉紧，防止旱烟外

漏，抽烟时把它挂在烟袋杆上。平时，

烟民将旱烟袋别在脑后，烟荷包系在腰

上。如果抽一袋不过瘾，可连续抽几

袋，抽完一袋，把烟袋锅朝下，磕在硬物

上，烟灰倒出，继续装烟抽。烟袋杆除

了起连接作用外，还起到过滤的作用，

把尼古丁等有害物质截留储存，用久的

烟袋杆里有烟袋油，有蚊虫叮咬、疮疖

初起，用细物投出，把它涂在患处周围，

效果颇佳。

神
奇
的
旱
烟
袋

■
于
国
栋

中小学生的福音来啦!
“未来星光”和你相约《克什克腾信息》报!

为了贯彻素质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的写作水平，培养中小学生
的语文创新能力，由旗教育局与《克什克腾信息》报编辑部协作开办

“未来星光”栏目，即日起面向全旗中小学生征集作文稿件，凡是真
实的写作、充满情感的写作、富含创意的写作，都可以参与投稿。

《未来星光》不但可以记录下你们奔跑的流年，也会成为你们生
命中不可忘却的记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平台激发中小学生的潜
力和创作热情，增强自信心。

投稿要求：作文题材不限，但要构思新颖，言之有物，言之出新，
要从不同侧面反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于人物中见情，
于事物中悟理，于日常学习、生活中发表内心感想。切记抄袭和空
喊口号，来稿一经发现剽窃、抄袭，将不采用。投稿请注明“未来星
光”字样。注明姓名、年龄、所在学校、年级、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
酬。（稿件可自然投稿或由学校荐稿）

“未来星光”点燃你的激情和创意，将给你一个书写青春与梦想
的舞台。还等什么，赶快拿起笔用行动证明你自己!

公邮：ksktxxfk@163.com

克旗教育局
《克什克腾信息》报编辑部

2020年7月

《克什克腾信息》报
征稿启事

新开地乡为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通过开展食用菌种植技术培训，争取项目资金扶持，干部带动等多种方式提
高村民种植积极性，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全乡种植的245棚香菇，喜获丰收，收购价好于往年，每公斤达10—15元，
预计纯收入达500万元。图为广华村香菇种植户李俊岭在冷藏室搬香菇出售。 摄影 刘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