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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耕地靠牛，翻地靠镢头”，今年 70多岁的石楼县灵泉镇
郭村村民贾虎元十几岁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最开始的时候，镢头
特别不老实，老在他手中打滑，没过几天双手就被镢头把磨起了水
泡，但每次干完农活回家他还是会沿路拽两把草把镢头擦得亮铮
铮的。

渐渐地他就掌握了规律，把这些农具使用得炉火纯青，他和它
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农具在他手里是有感觉的，能够感知土地是松
软的还是坚硬的。

越是贫穷的地方，农活也就越重，大山里的农民祖祖辈辈几代
人一生都在跟自己梁里沟里的那几十亩土地打交道，庄稼人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手里的农具也随着时令的改变而更替，从种到收总
不得闲。

回忆起常年在黄土地的农耕岁月，贾虎元说道：“庄稼人一年
忙到头，就盼着农闲的时刻，盼着过年那天的白面饺子里不再掺和
荞面、高粱面。”要是还有什么愿望，那就是希望手中的农具能够最
大化地发挥其作用，减轻人的劳动。“受苦人从早忙到晚一天最多
也不过锄一两亩地，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
呀？”

岁月流逝，2018年春天，70多岁的贾虎元还在和土地“纠缠”，
望着父亲颤颤巍巍的背影，贾虎元外出打工回家的大儿子贾东升
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专门跑到石楼县农机局多番打问，咬牙买了
一台耕地机，从传统的“镐锄镰犁”到现在的“新式农具”，大马力
的拖拉机拖着犁铧突突一过，一垅地就翻完了。

虽说对农业机械化也有一知半解，但听村里的一些“小道消
息”说这机器“吃油”厉害得紧。吃罢午饭，贾虎元死活要去地里照
看照看，贾东升看到父亲火急火燎赶来的模样，停下运作一边耐心
地科普器械运作的知识常理，一边宽慰父亲说机械一回来，村里好
几户人家都跟他预订，想要雇他担任农机手帮忙春耕的农活。

听到儿子说买机械的钱迟早回本不说还能盈利，贾虎元一颗
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春种秋收、从种到收，如今数百亩连片的
梯田里“只见农机不见人”，农业机械化实实在在地减轻了那些繁
重的体力劳动，贾虎元家门口不大的院落里，通过机械收回的棒子
颗粒不少地堆放在粮架晾晒。

而早年用过的农具，贾虎元现在都搁置在边窑的角落里。为
了防止生锈他隔三差五总要拾掇摆弄一翻，想再去地里试试它们
的锋芒，看着它们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在地里劳作的岁月，他说这
东西留着是一个念想。

数九寒天接近年关，再见贾虎元，他正提着刚刚进城购置的年
货哼着小曲儿走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并热情地邀我去吃家里的
白面饺子。谈起农业机械现代化，他已是经验老道、侃侃而谈：“俺
已经盘算好了，明年加入村合作社将耕地进行托管……”

从“镐锄镰犁”到“新式农具”——

七旬老人见证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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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翻地用耕地机以前翻地用镢头

秋收时收割机收割谷子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热点问题

明确返乡防疫要求“六个不”
红白喜事宜从简 邻里亲戚少串门

省农业农村厅发出7条倡议
钟南山：

春节来临疫情防控农村是重点

《山西省预防和制止餐饮浪费规定》将于 3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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