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
走进吴桥县曹洼乡楼子铺村的
小松生态梨园，拳头大的梨果
坠弯枝头，诉说着丰收的喜
悦。

7年前，张松和爱人李培
因心中的一泓乡情，从大城市
返回小村，亲手栽种了这片梨
园，同时，种下了扎根乡村的
希望。如今，硕果满枝，产销
两旺，便是对这份乡情最好的
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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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小鸡的一只小鸡的““幸福独白幸福独白””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鸡”生巅峰

我是一只小鸡，从小就被
告知产蛋是我一生的使命。妈
妈说，长大些我会被送到鸡蛋
生产基地，那里四季恒温但空
间狭小，这对喜爱自由的我来
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当我来到位于黄骅市羊二庄
镇大赵村的家东农场时，我恍惚
了，妈妈的话也不全是对的。

农场占地200亩，其中100
亩供小麦、玉米、苜蓿等大田
作物生长，25亩是桃树林，25
亩是桑树林，20亩草原供羊群
嬉戏，还有其他设施用地。主
人孙世刚一脸和气，他说，整
个农场只要我能去的，都可以
作为我的游乐园。“真的吗？”
我将信将疑。

天一亮，看伙伴们“嗖”
地一下飞出宿舍，我也跟着飞
了出去。桃树林下，树叶遮着
如同盖了一层纱，日光漏下
来，也不觉得热；桑树下，桑
葚落了一地，吃一口如品琼浆。

伙伴说：“这片桑林是主人
特意为咱们种的，桑树浑身是
宝，桑葚桑叶都营养丰富着
呢！而且咱们老在外面，主人
不放心，万一下起大雨，桑林
就是一把把大伞，不然咱们就
真成了‘落汤鸡’！”

“主人真是贴心！”我回应
道。这句话打开了同伴的话
匣子，滔滔不绝起来：“在吃食
上，主人一点儿都不含糊。咱
们农场所有的作物都不打农
药，无论是草还是害虫，咱们
想吃啥吃啥。到了冬天，主人
就把地里打下来的麦麸、玉米
给咱们吃，把咱们养得健健康
康，吃嘛嘛香。”

和伙伴们交流完，我又跑到
了庄稼地旁。一下午，我在水洼
旁见到了小青蛙，还交了刺猬、
蚯蚓等之前见都没见过的新朋
友。它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
安家，只说这里住得舒服。

晚上，天黑了，我回到宿
舍，开始美美地期待第二天的
来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不少人看了都表示羡慕，我暗
暗想，这大概就是“鸡”生巅
峰吧。

“全能”主人

我们这群小动物中，大狗
大黄是老大，是跟着主人来这
里开疆扩土的“老臣”。

2018年，大黄跟主人第一
次来到这里时，这里只有一片
庄稼地。农场要建设，大黄只
得和主人一起在空地上搭帐篷
建临时住所。

立秋后，天气渐凉，秋风
也变得不客气，一下子把主人
辛苦搭的帐篷吹得老远。无
奈，主人和大黄只能在后面
追。后来，铁皮屋建好了，主
人在屋里加了个电暖气，一人
一狗，依偎着到立冬前后，农
场终于有了雏形。“风餐露宿”
3个月，大黄心疼主人，主人却
说：“军人退伍不褪色，这点苦
算什么。”

原来，主人 16岁时便离开
大赵村外出当兵。2004年退伍
后到央企工作，离职时年薪已
四五十万元了。大黄不理解主
人为什么抛了铁饭碗端泥碗，
它不懂主人对这片土地爱得有

多深。
在央企工作时，主人回过

老家几次，老家变了，又似乎
没有变。变的是年轻人越来越
少，不变的是养育人们的土地
依然在。主人相信，在农村也
能有一番作为。作为一名退伍
军人，主人想回家乡搞建设，
通过土地流转，把农村经济发
展起来。与此同时，一些食品
安全问题让主人下定决心发展
绿色农业，从种养结合开始。

然而，主人没有种植和养
殖的经验，一开始，没少让我
们遭殃。

由于换了生存环境，第一
批来到农场的小鸡出现了应激
反应，相互挤来挤去，几天下
来，死了400多只。主人又急又
心疼，打听到得把小鸡人工分
离才有效。于是，连着半个
月，一到天黑，主人就和工人
们在鸡舍前守着，一旦有挤压
事件发生立即行动。这样，才
阻止了死亡继续发生。

除此之外，主人还学会了
给羊打针、接生等，几年来，
成了全能“战士”。

身价倍增

什么样的人生算是有价值
的呢？我不知道。但对于我这
只小鸡来说，产出有价值的蛋
就是我的价值所在。

主人说，我们生活在大自然
中，汲取了更多天然营养，所以
鸡群健康、抗病性强，鸡蛋品质
优越，一个能卖到3元钱，还得
预定，供不应求。而市面上的普
通鸡蛋，也就六七毛钱一个。有
人说，这是哄抬蛋价，在我看
来，却是物以稀为贵。

由于主人太过放任，我们
夏天要歇伏，冬天要“休眠”，
还要吃各种粮食。算下来，一
年中基本上只有半年在正常

“工作”。农场中有 1300 只小
鸡，每天最多产800多只蛋，这
样的投入和产出，3元的价格物
有所值。

当然，除了我们，农场的小
羊们也同样因为生活惬意而身价
倍增。与市面上的小羊相比，这
里的小羊每公斤要多12元。

在主人孙世刚眼中，能为
人们提供绿色健康的农产品，
是家东农场的价值所在。主人
常说：“在咱们这儿，粮食用于
动物生长，动物粪便反哺植
物，同时鸡、羊是天然的灭虫
剂、除草剂，这样，就构成了
一个生态闭环链。”

明年，主人准备往深加工
领域发展，加工小麦、玉米等
农作物，并把桑林的价值发挥
出来。同时，主人也期待投资
伙伴的加入，把家东农场做得
更精更好。

返 乡

眼下，正是梨果丰收季节，张松夫
妇每天都忙得歇不住脚。晨起，小两口
便早早来到了梨园，一边采摘，一边装
箱。虽然也雇了几个工人，但他们总习
惯亲自上手，在采收中感受丰收的喜
悦。

秋高气爽，却也挡不住汗珠淋漓。
累了，随手拿起个梨子，都不用擦，

“咔嚓”一口咬下，任甜蜜的滋味抢占
味蕾，涌上心头。俩人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相视一笑，劳累一扫而光。

这是张松和爱人李培回乡种梨的第
7个年头了。1987年出生的张松，如今
也只 35岁。风风雨雨走过来，地里刨
食，自然不如在大城市工作来得风光。
不少人都不甚理解：“年纪轻轻的，咋
就跟土地摽上了命？”

将时光的指针回拨，答案便在其
中。

彼时，年少便外出学徒的张松，已
离家多年。别看他年纪小，可脑筋灵，
又肯吃苦，研习机床加工技术，两年便
学完了3年的课程。出师后，是人人称
赞的技术能手。

李培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与张
松相遇时，正在大学里读计算机专业。
相识、相知，一起在石家庄打拼的两
人，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忙碌之余，张松的心中总是空落
落的。在外多年，他时常会想起自己长
大的乡村，想念愈加年长的父母。在心
底深处，乡情默默地发芽。逢年过节，
回到村里，听着亲切的乡音，看着熟悉
的人和物，到了该返程的时候，他总万
般不舍。

张松还发现，一拨拨像他一样的年
轻人，奔向城里，落脚、安家。原来热
闹的村子，越来越冷清了，只剩下老人
们守着一间间空屋，日子越发孤寂。地
头上，就更不用说了。年轻人外出打工
没时间管地，老人们上了年纪没精力
管，生机勃勃多年的良田，不少渐渐被
野草占领，生气不再。

“城里的日子是风光，可为人子
女，不能只想着自己。我是家里头大的
男孩，更要做好榜样。老人的晚年，需
要陪伴，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才是

过日子。”喜爱国学的张松，在传统文
化的浸润下，还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当念家道艰难，立志努力向前，
上养父母，下育妻儿，一生免受饿寒二
字，为人之道尽矣。”

在乡情和传统观念的指引下，2015
年春节，决定步入婚姻殿堂的张松和李
培做了一个决定——这次回乡就不走
了，在楼子铺村把家安下来。

种 梨

定居只是第一步，要让日子有声
有色，就业不能被忽略。别看他俩一
个学的是机床加工，一个学的是计算
机，却把目光瞄向了自家闲置的 10多
亩地上。

2015年春天，小两口从石家庄订
购了千余棵皇冠梨树苗，一棵一棵，亲
手栽种到了园子里。拇指粗细的树苗，
还没有一人高，远远看去，就像一排排
栅栏，却承载着两人扎根乡村的希望。

看到他们回乡种地，许多村民不理
解。“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行？在土
里能抠出多少钱？”“早些年都不种的玩
意了，你咋又倒回去了呢？”……

“守家在地，既能照顾老人，又能
把土地盘活，结出果子，分享给更多
人，何尝不是件幸福事儿？只要用心
做，土地里同样能五彩纷呈。”张松并
没有因为外界的质疑而动摇，他的追求
简单——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其实，走上种梨的“复古”路，还
是源于那一泓乡情。多年前，楼子铺村
及周边村子的梨园不少。梨树不只是家
家户户的致富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对于儿时的张松来讲，更是不可多
得的美味。咬下一口，脆脆的、甜甜
的，张松犹记得儿时吃梨时那满满的幸
福感。同时也遗憾，竟再也找不到如当
时那般的味道了。

为此，小两口不光栽下了梨树，还
引入了生态管理模式，让这一个个皇冠
梨有颜值，更有“内涵”。

原来都没干过果园的活儿，夫妻俩
就请来了周边村庄种梨的“老把式”，
在人家的指导下，一点儿点儿学习技
术。再遇到不懂的，上网查资料、看视
频，努力充实自己的“生态管理知识
库”。

甜 蜜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生
态梨”，产量不是重点，化肥自然入不
了张松的眼。每年冬季，一车车的有机
肥被卸到地头，让果树吃足了“营养
餐”。来年，不用上化肥，就有生长的
动力，既绿色，又健康。

园子里的草高了，他们也不会用除
草剂一“杀”了之，而是慢慢养到一定
高度，用机械割了，直接施还到树行趟
的土壤里，经过腐烂、发酵，便是不可
多得的有机质了。

梨树害了虫，他们也不轻易打药，
更不会为了果实的品相好看，使用激素
类产品。对他们来说，果实自己长到什
么样，便是什么样，虽然品相不如别人
家的光亮，但糖分和水分，却货真价
实。

摸索着，两口子越来越觉得种地是
个精细活儿，哪一项活计都马虎不得。
虽然有时也觉得又累有苦，但他们总能
很快调整心态，以一腔快乐来应对各项
农活。忙不过来时，全家齐上阵的情景
也不少，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在这片梨
园中，他们收获的不只是春华秋实，还
有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的踏实与开
心。

张松记得，2018年，梨树初次挂
果时的情景——虽然每棵树上，零零星
星的不多，但吃上一个，真甜啊！这份
乡情收获了“甜蜜”的回馈。

种出了好果，他们迫不及待地把这
“甜蜜滋味”分享给更多人。朴实的张
松，选的也是最朴实的方式——在路边
摆摊。别看这梨果虽不好看，可口感脆
爽，多汁少渣，不少人尝过张松的梨，
就成了他的“粉丝”，买上一回又一回。

张松的“生态梨”，火了！
每到梨果上市旺季，他的手机就响

个不停，不是打电话订梨的，就是在微
信群下单的。每一天，张松不光忙着摘
梨、入冷库，还要抽出时间送梨。去
年，他在自家冷库中储存的梨果，没到
12月就卖光了。不少人再来订梨，只
能望着库兴叹，等到来年才解了馋。

“有了冷库，梨果能保鲜到来年三
四月份呢，你为啥不等到元旦后、春节
时再销售，那时候价格正高哩。”有人
这样建议他。

“俺搞种植，虽然是为了挣钱养家，
可这不是唯一目的。我们一家在土地中
获得了‘甜蜜’，把这‘甜蜜滋味’分享
给更多人，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张松
答得朴实。

口口相传间，张松的“生态梨”越
发火了。现如今，主动到他的梨园采
摘、休闲的市民也不少。

与时俱进，走专业化种植道路，张
松还计划为自家梨果申请“小松生态
梨”的商标。

为着一泓乡情返乡，又在这热爱中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张松用行动证明
着，只要踏实肯干，年轻人返乡后，同
样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来到献县淮镇百兴庄村，一条南北
长街贯穿小村，干净宽阔。长街两侧，
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在绿树中若隐若
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
传统美德……小院外墙上，一面面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的文化墙跃入眼帘，让
人耳目一新，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走进村民杨正月家中，整洁温馨的
农家庭院更让人赏心悦目。

杨正月家有一栋二层楼房和一个占
地百十平方米的院落。楼上楼下整洁有
序，灶台里外没有油污，卫生间干净清
爽……这个错落有致的小院是一家人追

求幸福生活的起点。让整洁温馨成为常
态，每天，杨正月都要定时打扫庭院、
整理厨房，卫生间也做到随用随清。

在美丽庭院示范户杨永花的家里，
院落同样一尘不染。物件摆放整齐，各
屋都井然有序，屋舍的整洁与杨永花的
勤快分不开。

“俺每天都收拾家务，看到哪儿脏
乱就立刻动手清理一下，厨卫随手清
理，在农闲时也老整理院子，家就变得
舒适干净、整洁卫生了。”杨永花说，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心情每天都是愉
快的。

在百兴庄村，像杨正月、杨永花这
样的人家还有很多。近年来，淮镇党
委、政府和百兴庄村“两委”精准发力
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让村容
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美丽庭院创建中，村党支部书记

王永新带领全村干部走家串户做工作，
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清除沿街柴草、
粉刷墙体的义务劳动中，共同助力小村
旧貌换新颜。

见到村妇联主任王秀娟时，她正与
儿媳妇王思奇为一个个农家小院绘制外
墙图画。王思奇现居沧州，是被王秀娟
从沧州“请”回老家，免费为百兴庄村
创建美丽庭院服务的。

淮镇妇联副主席崔永娜也参加到
百兴庄美丽庭院的创建工作中来了。
她和王思奇在一面面素色的墙面上，
或添上精彩的文字，或挥毫绘制图
画。仅用数天时间，就把农家小院的
外墙变成群众喜欢看、看得懂的文化
之墙。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百兴庄
重新粉刷了沿街墙壁，绘制了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墙。墙体还因此成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宣传窗口，被村民称作‘会说
话的墙’。”崔永娜说，家庭是创建美丽
庭院的主体，妇女更是创建美丽庭院的
主角。掀起美丽庭院创建热潮，淮镇妇
联还动员全镇广大妇女积极参与到居室
布置、庭院美化、杂物存放、植树栽花
等活动中，并将清洁庭院、美化家园的
好方法传授给每一位村民，以小家美带
动大家美，促进农村人居环境的不断提
升。

随着美丽庭院创建活动的开展，百
兴庄不光变得好看了，也更有内涵了，
逐渐蜕变为魅力乡村。村民多年的生活
习惯也随之改变，实现了从“要我建”
到“我要建”的转变，邻里之间更加和
睦友善。

接下来，百兴庄村还要探索美丽庭
院创建的有效路径，将爱劳动、讲卫
生、美丽家园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
中，用一家一室的洁净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打造美丽宜居新农村。

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依托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吴桥县妇联多形式开展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让孩
子们在活动中受教育、长见识。图为吴桥县妇联在运河民俗文
化馆开展“品味大运河 感受家乡情”2022暑期儿童关爱服务
活动。 祁 洁 孙娜娜 摄

美丽庭院美丽庭院美丽庭院 魅力十足魅力十足魅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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