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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贫困户

习俊亮是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三
地村六地沟组人, 听说在脱贫攻坚中，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怀着好奇，我决
定亲眼去看看。

认识习俊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
午，在同乡的指引下从303国道的一个
岔口转到一个土路上，行驶一段路程
后，又穿过一条铁路岔口，再行驶十几
分钟，才到习俊亮所在的村子。村子
很小，挤在群山中间。危房改造的新
房和几间破败的旧房交相呼应。仿佛
告诉我，这景观是这个时期独有的特
点。

习俊亮家门口与别家不同，停了
一辆半新红色电动三轮。推开铁皮大
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尚未完工的棚
子，工具散落在院子里。见到有人来，
主人匆忙迎出来，矮小，瘦弱，畸形，这
几个形容词与我原来的好奇总也搭不
上边。让进屋里，我就和他攀谈起
来。说话的时候他有些腼腆，被太阳
晒的黝黑又透红的脸上有一双灵动的
眼睛，笑起来很帅。几乎让人忽略了
他的残疾。他是四级肢体残疾，肩膀
和正常人不同，锁骨有些突出。

交谈中，我知道他是一个善于说
话的人，声音低沉，语速不疾不徐。打
开话匣子，他就细细诉说了他的故事。

那时候，父母尚在，一家人靠几亩
薄田度日。村子偏远又贫穷落后。经
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挨饿。小时候总
是盼望着过年，以为过了年，日子就会
好，就能吃饱饭，后来才发现那只是一
个美好的愿望罢了。因为长期吃不饱
饭，造成营养不良。看上去与正常的
孩子更不同了。有一年春节，母亲实
在不忍心，不知道从哪借来五十块钱，
买了几斤肥肉，一家人这算过了一个
终生难忘的好年。那肉叫香啊，有生
以来吃过最香的就是那回了。母亲边
吃边偷偷抹眼泪。不知道是当时吃肉
吃坏了，还是肠胃适应了素淡，从那以
后他再也不吃肥肉。

小的时候，听人说，这种残疾可以
通过做手术矫正。可家里实在是没有
这做手术的钱。为此，母亲常常说，是
这个贫穷的家耽误了他。

慢慢到了上学的年纪，母亲东拼
西凑才算交了学费。贫穷的日子持续
了几年。而就在他准备上大学的那一
年，父亲突然病重，给这个本来就摇摇
欲坠的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到此，
他再也无法继续读书。只能回到家中
照顾父亲，支撑起这个家。东拼西凑
的借钱给父亲治病。可是，最后父亲
还是离他而去。留下了他和多病的母
亲，还有一堆要还的债务。为了养家

还债，去外地一家羊毛衫厂上班。那
时候为了多赚点钱，每年正月初六就
去上班，到腊月底才回，即使是这样，
一年也省不下多少钱。工资太少不
说，劳动强度对于残疾的身体来说也
有些大。咬牙勉强撑了两年后，决定
回家帮母亲种地。

你看到院角有一个破旧的电动三
轮车了吗？他问，我点点头。他继续
说，舍不得卖给收废品的。这是他家
的功臣。2010年打工回来第一件事就
是买车。他知道只凭自身的力气，很
难完成这么多繁重的活计。不论是春
耕秋收，还是平时的背背扛扛，都是用
这辆车，所以，现在这车看上去又旧又
破，像一头出过了力的老牛。可是，单
凭自己还是很难解决生活中问题，也
因为贫穷，2014 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了政府的关怀，生活有了很
大的改善。

他有时候在想，如果，那时候有
钱，或许可以挽救父亲，即使不能挽救
生命也能够延长生命。如果，那时候
有钱，就可以读大学，就可以圆自己读
书的梦想。如果，那时候有钱，自己或
许还可以做手术矫正身体，就可以和
正常人一样生活。但，这一切只是如
果。

后来，镇上给了一个扶贫项目，贫
困户可以领养几只羊。有这样的好
事，真是高兴的睡不着。想好了，说干
就干。第二天，就把羊赶回来。又将
家里的二十多亩地重新翻了一-遍，种
上了饲草。每天他都起早贪晚地在圈
里忙活，一年不到，原来的这几只羊就
发展到了近百只。又赶上危房改造的
好政策，拆了家里那四处漏风的旧房，
盖上了高大宽敞的新房。可就在这时
候，母亲病倒了，把羊卖了给母亲治
病，因为是胃癌晚期。最终，在2015年
7月，母亲也离他而去。

剩下孤单一人，时常怀疑活着的
意义。而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总是
对他说，我这辈子知足了，做梦也没想
过，这辈子还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有这
么好的生活。那时候，总是犯愁，过了
今天，明天还能不能有命在。你说，那
么难都过来了，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了，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活下去？
这些话就算是母亲临终留下的遗言
吧。能有钱给母亲治病，能让母亲住
上新房，母亲没有留下遗憾，是不幸中
的幸运。为了天堂的母亲也要好好活
下去。

要好好活着，就一定要活出个样
来。自己这身体条件很多活计干不
了，就是养羊还行，心里又盘算着扩大

棚圈。这不，一个人忙忙活活的盖了
五六间圈舍。国家有扶贫项目。四户
一台粉碎机，另外三家没有劳动力，用
不上，习俊亮就和他们商量好，自己
用，但也不是白用，给了这几家一部分
钱。那三家也很愿意。有了这台机
器，就是再多养几个羊，饲料也不成问
题。

又凭着自己的努力学会了电气焊
和机械修理，村子里谁家水泵坏了，车
坏了，都找他。 养这么多羊，到了剪羊
毛的时候忙不过来，村子里的大爷大
娘就过来帮他。

2014 年建档立卡，2016 年就自主
脱贫，年纯收入比以前增长了几倍，虽
说是一个人的日子，家用电器一应俱
全，什么电磁炉，冰柜，洗衣机……。
而这一切改变也仅仅只有两年时间。
说到这里，黝黑透红的脸上露出开心
的笑容。

现在，干完一天的活。晚上打开
电视看新闻，了解国家新政策。也特
别喜欢农业新闻。如何的发家致富是
他关注的热点。

他说一个人总不是办法，人多力
量大。这个怀揣小心思的年轻人，我
听懂了他的诉求。所以，我在这里写
一段题外话。

如果我的文章有幸被你看到，你
身边又有合适的女孩，请你与他联
系。说不准就圆了他的一个梦，这不
但是我希望，也是那个小村的希望，更
是那些帮他脱贫致富乡镇带头人的希
望。

我不想刻意的去宣扬什么，我只
是静静聆听习俊亮的讲述，用心感受
他所说的一切，他所经历的一切。或
许，这不是一个能出英雄的时代，但，
他确是生活的英雄，而造就这个英雄
的又恰恰是这个时代。

身残本是由天命，
大志于胸难自庸。
时世随心才可幸，
风霜过后写从容

阳 光 总 在 风 雨 后
■沈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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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战斗，只有在不断战胜自己后，我们才会真
正的成长。——题记

都说人生乐谱中，“青春”是独一无二的华彩。青春期的我们是无忧无
虑的，是思想转变的鼎盛时期。这时候的我们悄悄学会打扮起来，开始在意
他人的眼光。受到别人的赞美固然是愉悦的，但总会有“小惊喜”突然出现，
令我们猝不及防。

“糟了！这…这是什么？！”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到洗手间洗
漱，猛地发现镜子中，自己的额头上方傲然挺立着一颗红色的痘痘！难道
……我终究是没有逃过青春期的循环定律，被恐怖的红色不明痘状物侵略
了吗?我倒吸一口凉气，迅速拿出洗面奶企图负隅顽抗，谁知，那痘不但没有
减少锐气，反而变得更加嚣张了，愈来愈狠地闪烁着令人绝望的红光，似乎
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见此情此景，我的心中真可谓七上八下。“怎么
办？待会还要去学校呢！要是被其他同学发现……”我无助地盯着镜子中
出现在我额头上的不速之客，如临深渊。奈何要赶点到校，我只好匆匆拂下
几丝碎发，妄想能在众人犀利的目光下“逃过一劫”。——哎，我算是体会到
了被“痘”控制的恐惧！

一路上，我都不敢怎么抬头，还时不时地左顾右盼，生怕有路人发现我
的小心思。本想尽可能不起眼地从大马路上溜过去，却因为我那一系列猥
琐的小动作惹的更加引人注目。好不容易挨到班级里，低着头走向座位时
我还暗自庆幸没有人注意到我，可惜好景不长——“咦，同桌啊，今天情绪这
么低落啊！”可恶，是我那大惊小怪的同桌小王。我愤愤转过头去：“没…没
什么。”奈何他的好奇心十分强盛，硬是把我头掰了回去，随即惊呼一声：

“哇，咱们的语文课代表同志也长痘痘了呀！”随后他就幸灾乐祸的大笑起
来。

“我可真感谢你免费帮我做了‘宣传’！”我没好气地说，恼火的恨不得找
个缝儿钻进去。后来班里有几名女同学悄悄地走到我的周围，小声说：“看
来你也受到‘上天的礼物’了呀！”我不解：“你是说这个讨厌的痘痘么？”为首
的小赵说：“哎呀，这可是青春期标志性的象征啊，它就是传说中的‘青春美
丽疙瘩痘’，不管怎么说，恭喜你加入我们‘战痘团’啊。”“战痘”？我扫了扫
她们微笑的脸庞，发现了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士兵”，立刻就明白了，心
里感到又是轻松又是无奈——跟我“同病相怜”的还有不少伙伴嘛，一起“战
痘”也会比较轻松。

“唉，我跟你说啊，抗痘用这种乳膏很好的……”“这种洗面奶也有效啊
……”“而且不要熬夜！”放学路上，“战痘团”的姑娘们聚在一起，兴高采烈的
分享着自己的“战痘”过程和心得。“对了，还有就是千万不能吃刺激性强的
食物和甜食！”小陈大声说道。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哎，可怜我的味觉细
胞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享受我最爱的甜食了。不过，为了美丽，为了战
胜可恶的痘痘，放弃几种食物算不了什么！“战痘”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
程，想要战胜痘痘，那就一定要勇于坚持才行。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我与“战痘团”的同志们从未停止过与痘痘大军的
抗争。虽然在我的脸部各个地方都可能会时不时地冒出几位新上任的“红
士兵”，但它们的气势已经不敌当初“老兵们”的放肆了。果然，与做任何事
情一样，坚持就是胜利！我再次站在镜子前，盯着右脸颊上新冒出来的几颗
小痘痘，心中早已对此淡然。突然想起第一次与“痘军”交锋的场景，以及当
时内心的慌乱、紧张，我不禁“嗤”地笑出声来，当初的我多么脆弱不堪啊！

“战痘”只不过是我成长路途中的一件小事，成长过程中还有很多未知
的纷扰吧，可能人生正是如此，我们不断地闯入未知地带，再努力的走过去，
成就精彩的自己。

“战痘”青春
■江苏省泗洪县泗洪姜堰高级中学 乔镜伊

《破晓》是作家李学萍的首部谍战
小说，读楔子便被作者设下的悬念所
吸引，让初读谍战小说的我被一根无
形的线牵着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上卷“美丽的女医生”讲述的是三
十年代抗战时期发生在哈尔滨市的故
事。主人公王亦琛，北大毕业，公开身
份是哈尔滨第一中学的国文教员，秘
密身份是地下党除奸行动小组组长代
号“青锋”，另一个身份是大恒木行的
四当家。他与女医生陆秋月奇特相
遇，两人一见如故，心意相通，彼此心
照不宣，携手并战。

王亦琛渊博的学识，深明大义的
气概撼动了日本医生九条希平，为助
他一臂之力，九条希平舍身炸毁细菌
基地；王亦琛与人称“老狐狸”的警察
局局长钱明理交涉，钱明理碍于人情
不断为其透露机密；王亦琛用实际行
动说服马延川策反了保安军 。

当国民军统局计划在东北地区建
立军统站，王亦琛被派往哈尔滨时，没
成想军统站站长是他的同学陈晓桐。

这个老同学情商高，为人圆滑，适应能
力快，因抗战需要，他们亦敌亦友。因
陆秋月曾救过陈晓桐一命,这让陈晓桐
对这个女医生一直念念不忘，得知陆
秋月对王亦琛的爱恋，顿时妒火中
烧。同学不同道的他时刻运筹阴谋设
置障碍，致使王亦琛身陷囹圄。

长篇小说不在于故事情节的离奇
动人，也不在于语言的华丽，而是在于
对历史的感悟，对剧情的思考。读《破
晓》让人感触到小说悬念出乎预料之
外，剧情推进合乎情理之中，整个阅读
过程都令人处在惊心震撼之状态。可
见李学萍小说构思巧妙，张弛适度，正
反面人物跌岩起伏，按时间顺序层层
铺开，环环相扣,小说的写作技巧运用
自如。

下卷“樱花忆--小护士的故事”
主要讲述王亦琛用自己生命为诱饵，
达到消灭日军，挽救共产党游击队的
故事。他在被捕之后面临的就是令人
胆寒的酷刑和生不如死的煎熬。为保
存最后力量，日本人不会让他死亡，伤

重的时指派护士小詹花枝子负责为他
治伤。在治疗的过程中，这个充满爱
心而又单纯日本姑娘被王亦琛的人格
魅力和英勇坚强所吸引，为他的博学
多才而倾心，义无反顾地爱上她一无
所知的“犯人”并帮助他逃过敌人药物
审讯。

再说说与王亦琛交锋到最后的日
本人伊藤中秀；这个人心思缜密，心狠
手毒，当他的聪明被另一个人用心机
打败时,他的心情是绝望的。让他惊诧
的是同胞的反叛？让他惊诧的是“青
峰”坚贞不渝的意志，酷刑下宁可放弃
生命也绝不屈服的无畏精神！

弥留之际王亦琛将一物件托付给
小詹花枝子，请她务必转交给陆秋
月。那份隐藏心里没去表白的情感，
意为减少最亲近人的一份伤痛，力求
做到爱一个人许其一世安然。

“也许我认识他，也许我从未认识
他。”

这是花枝子见到陆秋月时语无伦
次地述说对王亦琛的印象，与陆秋月

的交谈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
世界上有些东西即使去努力去追寻一
生，最终都不能代替心底那份情愫。

《破晓》一书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体现出
一个独特的人物情感和家国情怀，下
卷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小詹花枝子，
作为一名日本小姑娘，时隔五十年再
次来中国完成逝者的嘱托。一条小小
的围巾，跨越时空，跨越国度，折射出
人性的光芒，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非
常成功。小说写出中华儿女为家国不
甘屈服的铮铮傲骨，写出中华儿女护
国弃私情令人潸然泪下的爱情。

李学萍的《破晓》不仅是一部抒写
抗战时期传递真善美的精品力作，也
是值得荐读弘扬正能量的小说。十分
钦佩写长篇的作者，让读者一气呵成
地读下去，深为李学萍精炼的文字功
底和逻辑思维所折服，她的创作精神
和描述手法让人受益匪浅，值得学
习！

蕴含抗战情 传递真善美
—— 李学萍谍战小说《破晓》读后感

■踏雪无痕

铁蹄马是蒙古
马的一种，因蹄质
坚硬而得名，传说
曾是成吉思汗禁
卫军的专用马匹，
和乌珠穆沁马、上
都河马并称蒙古
马 的 三 大 名 马 。
铁蹄马尤以百岔
铁蹄马最负盛名，
素有“千里疾风万
里霞，追不上百岔
铁蹄马”一说。带
着诸多疑惑和些
许的兴奋，踏上了
追寻百岔铁蹄马
的行程。

克什克腾旗芝
瑞镇是百岔铁蹄
马的故乡，在芝瑞
镇政府，负责宣传
工作的同志和我
们聊起了铁蹄马，
并受赠《圣洁的故
乡》一书，书中《铁

蹄马》一章有这样的描述：传说铁蹄马
是三国时代赤兔马的后代，是百岔川
老爷庙供奉的赤兔马繁衍下的神马。
铁蹄马个头比不上乌克兰的顿河马，
阿拉伯马或者日本洋马，但论骑乘速
度，关于快走的铁蹄马不用钉马掌，在
崎岖的山石路上“踏踏”奔驰，踢得山
石蹦飞，火星乱爆，一去几十里不松
劲，持久力极强。另外还听到这样的
信息：在解放战争时期，百岔川当地的
大土匪头子白金辉，穷凶极恶，残忍地
杀害我军政干部，部队和地方武装早
欲除之。一次得到可靠情报，白匪落
脚在白岔的一个小山村里，我武装部
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警觉的白匪凭借
胯下的铁蹄马，走山沟，越河汊，竟有
惊无险的得以逃脱。

为了掌握百岔铁蹄马更真实的资
料，我们采访了芝瑞镇上柜村梅林营
子组的孙怀早老人，老人已83岁高龄，
放了32年的马，他眼里的铁蹄马是这
样的：个矮、蹄圆、善走、难驯服、有野
性，毛色多以红色、青色为主，蹄如墨
玉，特别坚硬。老人讲起当年放马的
情形，眉飞色舞：“我那时骑得‘杆子马

’是上等的铁蹄马，脖子一弯，尖耳朵
一竖，身子煞地，和箭似的！”当问起现
在还有无铁蹄马时，老人眼里透着失
望，他缓缓的说：“有也不多了，头几年
有个叫朱四合的卖了一匹。”于是我们
又找到朱四合，他说：“那是2009年的
时候，一个叫哈斯的巴彦高勒蒙古牧
人买走了他的马，是用5000元的高价
买走的”听了朱四合的话，我们心里多
少有些安慰，毕竟有人开始重视百岔
铁蹄马了。

在芝瑞镇马架子村，有个叫王东
的村民为我们提供了两则历史故事：
在民国时期，马架子地界有一个警察
署，警察署长鲍玉林的坐骑就是一匹
百岔铁蹄马，他骑马到经棚开会，一天
能打一个来回，去多伦县当天到，能见
到两头的日头。在人民公社时期，马
架子大队书记刘振轩骑的那匹百岔铁
蹄马，绰号“料墩子”，由于
当时乡下全是土路，“料墩
子”跑起来一股烟，老百姓
看到路上一溜尘烟，就知
道刘书记来了。

马架子村部落组 78

岁的郝金瑞老人是铁蹄马的见证者，
他说，80年代马架子村有600多匹铁蹄
马，每当大马群走过，声如洪雷，气势
十分壮观。老人还记得，1954年，内蒙
从马架子村选中一匹红色的铁蹄马种
马，要求地方把马送到赤峰，并附带该
马的生活习性等详尽书面材料，这个
任务就是郝金瑞完成的。郝金瑞年轻
时视马如命，他有一匹铁蹄马被当时
驻扎在平庄的86部队的一个敖姓营长
用一匹军马换走，他出于对军队的热
爱，对军人的敬佩，舍爱相换，至今，还
能梦到那匹马。

百岔铁蹄马现已频临灭绝，仅存
的数目极少，且已严重退化，保护这一
物种是刻不容缓的社会责任，希望更
多的人关注铁蹄马，保护铁蹄马，我们
渴望，还能再次见到百岔铁蹄马昔日
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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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旗达来诺日镇出发一路走到岗根嘎查，秋天的达来诺尔镇到处呈现出
一派丰收景象。初秋的小草不像春天那样嫩，夏天那样软。草地上这儿一片鹅
黄，那儿一片翠绿，像一块黄绿相兼的地毯。从车上看到不远处有户人家，60平
的三间房，整齐的院落，圈舍里“哞……哞……”的牛叫声隔着老远就能听见。
走近一看，二十几头牛正低头吃着草料，时不时还向外张望。有个穿深蓝色外
套的身影在牛圈里一边给牛添些饲料，一边清理着牛圈。陪同的达来诺尔镇扶
贫助理介绍,布仁特古斯患脑梗行动不便，这是他的妻子阿荣。

布仁特古斯三口之家以养牧为生，原本生活富足。可2014年的秋天布仁特
古斯被查出食道癌，这突如其来的病打破了这一家的安宁，家里顶梁柱倒下不
说，仅手术费、化疗费就需要20多万元。家里把所有牛羊都卖了加上亲戚朋友
的帮助才凑齐了医疗费，病情是得到了控制但接下来一家子的生活靠什么继
续，还有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儿，学费生活费都成了未知数。

用布仁特古斯的话说：“几十年的生活从没有像当时那样绝望过，都不知道
明天怎么过......”俗话说的好，天无绝人之路，当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
伸出了温暖的手。2014年达来诺尔镇党委政府了解到布仁特古斯因大病生活
难以为继，将其通过精准识别纳入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除了隔三差五的慰问
关心以外还给上学的女儿申请了寄宿生补贴，考虑到布仁特古斯一家一直靠养
殖维持生活，2014年11月政府通过扶贫项目资金给布仁特古斯购进了1头牛，
20只羊，让一家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像人们常说的千百次锦上添花不
如一次雪中送炭，这样的帮助不仅温暖了一家人的心，还燃起了努力生活摆脱
贫困的新希望。

“现在政策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看我们因治病把牲畜都卖了给
我们买牛买羊，我会打起精神过好日子的，绝不让党的关心变成‘给一头羊，吃
一头羊’的负面案例。”说到做到，夫妇俩早起晚睡，尽心尽力的努力着，两三年
的时间一头牛变成十来头，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2015年他们家还享受了危房
改造项目，住进了60平米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现实中，经过了一次大病的布仁特古斯干活大不如前，总是力不从心，但他
还是咬牙坚持，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日子过好，家里家外尽其所能帮衬妻子。
妻子阿荣说：“他身体不好，我也不想让他太劳累，养牛总的说来要比养羊省力
一些，所以我们的羊现在还是那三十来只，没有再增加”。

生活从来就充满着波折，刚刚有起色的生活又一次面临了病痛的折磨，
2017年5月布仁特古斯因高血压摔倒变成了脑梗又花了将近20万元的治疗费，
还好是贫困户有大病保险及减贫保，所以报销后自己也就花了近一万元，这要
是从前，没有扶贫的政策和帮助，这一家又得回到起点，甚至还可能负债累累，
想到这儿不由的感叹脱贫攻坚带给农牧民的种种实际帮助和保障。

因脑梗后遗症导致布仁特古斯行动不方便，但他一直坚持多活动，多锻炼
想快点康复，帮着妻子撑起这个家。他说：“我现在帮不上什么忙，但我尽力不
成为拖累，现在我们女儿也大学毕业了，我们也脱贫了，我们的扶贫牛也从1头
变成了20多头了，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也不像以前一样什么都怕了，因为
我们身后有党和干部的鼓励，只要不放弃努力，一定能越来越好的！”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夫妇俩站在门口不停地挥手道别，脸上依然挂着那坚
定的笑容。生活里，有喜有悲，有欢笑也有泪水，只有经历过生活的苦难的人才
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才有不服输的韧劲，愿这一家日子过得越来越“牛”，也希望
所有战胜困难、努力奋斗的人们都能拥有风雨过后的彩虹。

我身边的脱贫故事

一头扶贫牛带来的“牛日子”
——记达来诺日镇岗根嘎查布仁特古斯

■格根图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