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黄骅市官庄乡西九女河村，提起王西西，
村里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

王西西的丈夫冯玉德，是一名交警，工作
特别忙，早出晚归，经常还要留在警队值夜
班。这些年，王西西一个人担起了家里的大事
小情，她扶老携幼，用实际行动支持丈夫的工
作。

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冯玉德的奶奶 87岁了。每当奶奶到这边居

住时，给她洗头、洗澡、洗衣服的活儿，就全被
王西西包了：“公公婆婆年纪大了，照顾老人的
担子我理应担起来。”

农闲时，王西西的公婆会外出打零工补贴家
用，每到这时，王西西就要一个人在家照看奶奶
和两个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可即便如此，她仍
每天都按照公婆的口味将饭菜做好，荤素搭配、
有饭有粥，为的就是让忙了一天的公婆回家后，
能在第一时间吃上可口的热乎饭。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西西还主动照顾起夫家
大伯冯书清。

冯书清自小患小儿麻痹，生活不能自理，一
直未婚，全靠冯玉德的爷爷奶奶照料。这些年，
老人岁数越来越大，照顾冯书清的重担就落到了
王西西的公婆身上。

公婆既要打工又要照顾大伯，王西西担心他
们太辛苦，就在大概10年前，主动承担起照顾大
伯的重任。每天推着大伯到屋外晒太阳，两三天换
洗一遍衣物，房间更是打扫得一尘不染。后来，冯
书清患上了直肠癌，王西西的担子更重了，洗头、
擦身子，甚至擦屎擦尿，从没犹豫过。直到今年年
初，冯书清因病情加重，离开人世。

这些年，王西西从没抱怨过，家里的事更是
对丈夫报喜不报忧，还时常勉励丈夫：“你护大
家，我守小家，你只管以工作为重，当一名好警
察。”

警嫂警嫂王西西王西西

““你护大家你护大家
我守小家我守小家””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刘国竞

立冬已过，44岁的海兴县张
常丰村村民王金明，仍只穿着一
件单衣，还忙活得额头上冒汗。
这些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一个接着一个，面花加工坊里的
蒸汽就没散过。

比这更热的，是王金明夫妇
的心。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当了半
辈子农民，如今，在村扶贫第一
书记张巍婷的帮助下，竟和文化
创意沾上了边。

凭着研究出来的手工象形蔬
菜汁面花，王金明不但成了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和中
央美院的学生合作搞起了文创，
年收入翻了好几番。夫妻俩在央
视新闻节目《朝闻天下》里露了
脸，被称作“面花鸳鸯”。

村里来了带头人

王金明的家在海兴县苏基镇
张常丰村。曾几何时，这里和他
经营的熟食铺一样，也在十里八
乡很出名，只不过一个是因为食
品味道好，一个是因为村民日子
穷。

“常丰”，是村里多少代人的
美好愿望，这里土地盐碱，耕种
只能靠天吃饭，集体收入几乎为
零，全村438户，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就有125户，是海兴县贫困户最
多的村子，也是国家级贫困村。

王金明虽然不是贫困户，但
日子也不富裕。

年轻时，他和妻子杨俊玲四
处打工，修过水电、卖过小吃，
还在县里的工艺美术厂做过窗帘
和桌布。辛辛苦苦 10多年，好不
容易攒下点儿钱，在村口开了一
家熟食铺，日子稍稍有了缓儿。
可没几年，王金明父母的身体就
先后出了问题，每年都要往医院
跑几趟，日子又紧巴起来。

2018 年 5 月，国家信访局督
查室副调研员张巍婷，主动走出
国家机关，走上精准扶贫之路，
成为张常丰村第一书记。在她的
帮助下，擅做辣椒酱的代淑凤，
成了全国知名的“辣椒姐”；轧了
几十年面条的齐福田，收到了来
自海南的订单；农家妇女马玉
娟，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直播
一姐”，粉丝遍及全国各地；就连
过去一直低价卖的旱地小麦，也
磨成面粉，主打绿色纯天然，身
价从每公斤2元多涨到12元……

王金明瞧着直眼馋：“张书记
有思路、眼界宽，在不少人身上
找到了闪光点，带大伙儿过上了
好日子，可这样的好事什么时候
能轮上我呢？”

很快，张书记就找到他，一
见面就算起账来：“你们家一共种
了 10亩盐碱地，每亩收 300斤小
麦，卖粮食也就挣 3000多元，就
算全磨成面粉，一年才 18000 多
元，要想多挣钱，还得想办法搞
深加工。”

张常丰村的面食十里八乡都
有名。虽然土地盐碱，村民只能
靠天吃饭，可种出来的旱地小麦

“大红王”，却也因此富含钙、钾
等元素及植物蛋白，做出来的面
食口感极佳。“听说你有美术基
础，嫂子又在蛋糕店当过面点
师，你们能不能在面花改良上下
些功夫？”张书记给王金明指了一
条路。

改良面花着了魔

张书记的一席话，让王金明
夫妇瞧见了光亮，当晚就和面，
准备起来。

传统面花造型无非那几种，
鸡、鱼、花，还有葫芦……颜色

也只有白色，馅料更是从没有
过。夫妻俩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自家院里种的菠菜、胡萝
卜，碾碎榨成汁，当颜料和进面
里。自家收的红豆，炒成豆馅，
塞进面花里。至于造型，全靠王
金明夫妇手工捏制，章鱼、熊
猫、小青蛙……一个个活灵活
现，表情呆萌。

两三天工夫，两个人就设计
了五六款造型出来。五颜六色、
形态各异、包着馅料的新式面
花，一亮相就夺人眼球。“张书记
捧着看了半晌，都没舍得下嘴。”
那场面王金明至今难忘，“她一连

叫了好几个‘好’，让我只管接着
做，销路她负责！”

“张书记说没问题，那指定没
问题！”王金明像吃了定心丸。

“办食品小作坊加工许可证，
申请 10万元无息贷款，在村里建
起面花加工坊……张书记帮我们
做了不少事。”有了后盾，王金明
夫妻俩像着魔一样，脑子里全是
如何继续改良面花。只要瞧见好
看的造型，就用手机拍下来，连
垃圾箱里的包装袋也不放过。有
一次，他们去亲戚家串门，一进
屋就瞧见铺着的床单上印着一个
卡通人物，问候的话都没来得及
说，趴在床上就一通拍照……

放下锄头搞文创

通过村里的电商渠道，面花
订单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每月
为王金明一家增加了三四千元收
入。尤其今年春节前后，王金明
夫妇两个月就收入一万多元：“雇
了五六个贫困户来帮忙，订单多
到不敢接。”

5月，以“面花鸳鸯”命名的
面花加工坊正式投入使用，王金
明夫妇高兴得合不拢嘴。

张书记在村里选了3个致富带
头人，王金明就是其中之一。“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以前想的是如
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现在想的
是怎么带大家一起致富！”王金明
说出了心里话。

依旧是从擅长的事情做起，
王金明打算把新式面花做得更
好。申请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立海兴县万嘉农产品有限公
司、参加《沧州市第二届文创和
旅游商品设计大赛》……在张书
记的引导下，王金明夫妇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着。他们还和中央美
院的学生合作，为面花设计新花
样，如“嘴啃泥”系列、“母与
子”系列。

眼下，他们的手工象形蔬菜
汁面花一共有 60多种造型，还开
发出面花寿桃，深受消费者喜
欢。“城里人管这叫文创产品，争
着抢着花高价买，这一切都要谢
谢张书记！”王金明说。

王金明先后开发出王金明先后开发出 6060 多多
种面花造型种面花造型，，深受消费者喜欢深受消费者喜欢。。

55 月月，，以以““面花鸳鸯面花鸳鸯””命名命名
的面花加工坊正式投入使用的面花加工坊正式投入使用，，
王金明夫妇高兴得合不拢嘴王金明夫妇高兴得合不拢嘴。。

躲在游泳馆楼下小窝里的那只小猫不见了。
是被哪个好心人抱回家了吧！心中虽稍有失落，
但转念一想，也好，天冷了，小猫有家了。

那天，散步路过游泳馆，听到“喵喵”的叫
声。循声而去——游泳馆墙角坏了一块瓦片，里
面躲着那只小猫。小小的，白白的，很漂亮，瞪
着有些惊恐的大眼睛，是饿了吧！但小小的空
隙，人手伸不过去，抓不到它。

第二天，特意带了水和猫粮，这次小猫吃得
很开心。接下来的几天，都会带猫粮来这里。小
猫与我熟识了些。我在台阶上坐着，它吃饱了也
不急着回窝，就在外面呆着，我离开时，还会冲
我叫几声，像是挽留。女儿说，再喂几天，它就
能跟我回家了。虽无意再养第三只猫，但也想着
把它带回去，至少让它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可那天，小猫不见了。但还是习惯性地把猫
粮放到那里。再去，水还在，猫粮没了，小猫也
始终没有出现。

看看身边，小白安然卧着，蓝胖慵懒地舔着
毛，这是我家的两只猫，胖胖的。最近小白有些
粘人，常会卧到我腿上，而每每在阳光下，它们
或安卧，或嬉戏，真的感觉现世安稳，岁月静
好。

但，总有一天，它们也会离我而去吧！不
觉，眼里有了泪水……

一直喜欢小动物。小时候，家里住平房，养
过猫养过狗。那只猫，每天清晨从外面回来，家
人还未起床。它在窗台叫，我就打开窗户放它进
来，它会钻进我的被窝里，有点凉又有点暖；家
里还有一条狗，在外地上学的我每次回家，它都
亲热地把前腿搭在我肩上，几乎赶上我的身高
……如今，它们都远去了，但这份记忆却会一直
陪伴着我，20年，30年……直到永远。

其实人与动物一直衍生着很多故事。国学大
师季羡林先生最多的时候同时养了8只猫，遛猫
的先生成了北大一景。猫，成为了先生晚年生活
一直的陪伴，是他特别的家人。电影 《宠爱》
中，6段温暖的故事，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在宠
物的陪伴与守护下，收获爱、发现爱、更重新学
会爱……

可以治愈，可以陪伴，或许正因为此，现代
人养宠物的越来越多。人与动物彼此温暖着，需
要着。它们，让日子生动，使时光柔软。虽然它
们在我们身边来了去，去了来。那又怎样呢？这
一段的陪伴，已如此美好。就如那只小猫，虽只
是短短几天的陪伴，也会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
中。

依然散步，依然路过游泳馆，依然会习惯性
地看看那只小猫呆过的小窝。愿你安好！

曹 杰

一段陪伴一段陪伴
便是永远便是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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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飞出贫困村飞出贫困村飞出“““面花鸳鸯面花鸳鸯面花鸳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智超张智超

摄影摄影 殷殷 实实

王金明做梦也没想到，当了半辈子农民，如今在扶贫第一书记的帮助下，竟和文化创意沾上了边。

他不但成了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和中央美院的学生合作搞起了文创，年收入翻了好几番，又在央视新

闻节目《朝闻天下》里露了脸。

黑暗中找寻一束光黑暗中找寻一束光

“既然上帝关上了一扇窗，我便
努力找到一扇门。没有什么难题，
能阻挡勇敢者无所畏惧的脚步
……”在一次写作分享会上，38岁
的王荣讲了这样一段话。

在人生的前 37年里，王荣就是
肃宁县万里镇官厅村一个普普通通
的农民，从事着普通的工作，过着
普通的日子，生活平淡，却很幸福。

可意外却在这一年的 5月突然
来临。那一天，她觉得眼前出现了
一块黑影，没多久，便彻底失明。

命 运

北京的医生告诉她，通过手
术，也许能恢复一些光感，但能否
彻底恢复，谁也不敢保证。

王荣的心，凉了一大截。她想
不通，命运为什么要跟自己开这样
一个黑色的玩笑。

对她来说，许多生活里再寻常
不过的事情，如今也成了布满荆棘
的挑战。可自幼独立、好强的她，
不愿过多依仗家人照顾。

她需要重新练习如何找到厕

所。家里的院子很大，她连方向都
搞不清楚，只能靠着墙根，颤巍巍
地一步一步挪动，边走边默默记下
走过的步数、碰到的障碍物，摸索
着去分辨碰到了什么，再判断自己
所处的位置。短短几十步的路，却
走出了翻山越岭的感觉，花了近 20
分钟。

她的生活被按下了慢放键。

微 光

王荣与命运达成了和解，可她
不肯逆来顺受。

对很多人来说，在上有老下有
小的年纪，突然失明足以击垮对未
来的信心，但王荣似乎是个例外，
她更愿意向好的一面想：“也不是一
无所获，至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去

‘读’书、写作。”
利用读书软件，王荣很快就听

完了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从作者身上，王荣更加坚定了
勇敢走下去的信心，“至少我还能听
见。”碰到喜欢的文章，王荣就一边
听，一边背下来，偶尔还会朗诵一

段，录下来发到网上。
王荣一直喜欢写作，可自从眼

睛看不见了，打字就变得特别困
难。她只能凭借着记忆和读屏软
件，在键盘上摸索着敲下一个又
一个字母。她写的 《清明缅怀奶

奶》《感恩有你》《母亲的爱》 等
文章，在报纸和网络上一一发
表。这些文章有些是亲身经历，
有些则是对生活的感触，细腻的
笔触、丰富的情感，以及她直面
生活的坚毅，感动了很多读者，

也给了许多人勇气。
在王荣心里，这些文字仿佛一

道微光，让她不再孤单。

希 望

前段时间，经过手术，王荣的
眼睛能感受到一丝光亮了。

养病期间，她回想在黑暗中度
过的那段时光，就以日记的形式，
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故事。

由此，王荣的名字慢慢被大家
所知。

去年 8月 1日，王荣受邀参加
由《肃宁周报》、当地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合会共同举办的一场读
书会。演讲中，她并没有讲述自
己遇到的那些困难，而是很自信
地告诉大家，她已经能熟练操作
手机和电脑，并总结出一套行之
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果有想学习
这方面技能的盲人朋友，她愿意
提供无偿帮助。

“愿我的经历能给其他盲人带去
希望，也愿他们能找到那束指引方
向的光！”王荣说。

很多事王荣很多事王荣（（右右））都要重新学起都要重新学起，，比如打字比如打字。。

“愿我的经历能给其他盲人带去希望，也愿他们能找到那束指引方向的光！”半年前的一场疾症，让王荣双目失

明。短暂消沉过后，她开始写作，以日记的形式，激励自己以及有着同样境遇的人们。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