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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难，吃水难，娶媳妇难”在过去，我

的故乡呼家山村，是离石西部马头山区一带

远近闻名的“三难村”。

故乡地处黄土丘陵山区，梁峁交错，沟壑

纵横，自古环境闭塞，出行困难，村子仅有几

条羊肠小道与外界沟通，如果遇上雨雪天气，

道路阻隔，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世外桃源”。

记得我小的时候，烧炭要到十几里远的煤窑

上去挑，挑一回得用大半天的工夫。柴米油

盐一应所需，则要把农产品背到几十里远的

集镇上去交易，往往是黎明启程夜深人静才

能返回。所以民间自古流行一句话“赶集一

天，卖炭一回”，就道出了其中的艰辛。有的

村民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甚至连百里之遥

的县城都没去过，就更不知道北京是啥模

样。平时的不便也习以为常了，可一旦遇上

着急事，就只能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有一

次，沟底有个名叫福照的小孩帮大人切牛草，

不小心被铡刀切掉了一节手指头，大人连夜

将他送到三四十里远的医院去治疗，怎奈早

已延误了治疗时间，害得小伙子至今比别人

少长半截手指。

说起吃水难，更是一言难尽。故乡位处

高山头，人们世世代代在沟里的饮牛窟挑水

吃，全村人畜共饮一窟水。春天，水窟里漂着

一层羊粪蛋，老远就能闻到浓浓的羊尿味。

到了冬季，窟里厚厚的冰凌就成了全村人畜

饮水的来源。如果遇上天旱少雨的年份，那

就更糟了，窟水干涸见底，人们不得不翻山越

岭到七八里远的地方去挑水。此时，全村男

女老少齐上阵，山路上蜿蜒着浩浩荡荡的挑

水队伍，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山路崎岖，饥

肠辘辘，常有妇女儿童体力不支在半路掉了

桶、洒了水，一路噙着眼泪回了家。故乡的历

史，简直就是一部吃水难的血泪史。

出行不便，饮水困难，再加上土地贫瘠，

口粮不足，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缺吃少穿

成了村里人最基本的生活状况。为了逃离穷

山窝，山上的姑娘一个个争着嫁到山下去，而

山下的妞们却死活不肯上山来，这样就导致

山上的小伙娶媳妇比登天还要难。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人家不过几十户、人口仅有 400
多的小山村，竟然有几十名适龄青年娶不上

媳妇，有人戏称故乡为“光棍村”，弄得故乡人

好长时间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给全国广大城乡

带来了生机，也给饱经沧桑的故乡带来了新

生。

1979 年，故乡实行了包产到户，群众的

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凭着勤劳与汗水，他们仅

用了一年时间，就夺得生产大丰收，从前叮当

响的坛坛罐罐，顿时变得大的圪堆小的满。

为了存放往外流的粮食，家家砌起了水泥柜，

岁岁饿肚子、年年吃不饱饭的光景从此成为

过去。紧接着，在政府的支持下，家家户户打

了旱井，吃水不用再到沟里去挑。80年代中

期通电后，有智谋的人家还“发明”了自来水，

在旱井里装上一台小水泵，一按电闸，清清的

井水就哗哗地流进水缸里，祖祖辈辈吃水难

的历史宣告结束。

到了 80年代末，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新

的提高，从前被用来“敬佛”的白面，也成了人

们餐桌上的家常便饭。生活逐渐宽裕起来的

乡亲们，首先把目光转到了改善住房条件

上。不知是谁家打响了修建住房的第一枪，

随之全村兴起了比赛似的修房热。没几年的

时间，一座座崭新的住房犹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人们陆续搬离逼仄黑暗的土窑洞，住进

了宽敞明亮的新砖房。讲究的人家，还用瓷

砖装饰了墙面，远远望去十分醒目，形成了黄

土山梁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进入 90年代，生活的节奏似乎变得快了

起来，几年前尚属于稀罕物的“三大件”（自行

车、手表、缝纫机），此时悄无声息地进入寻常

百姓家。随着公路的开通，年轻人们陆续买

回了摩托车、三轮车，赶集庙会骑着车儿来来

去去，引得邻村人刮目相看。不久，电视机、

洗衣机、收录机被陆续买回家里，旧三大件很

快被新三大件所取代。这时，吃水有旱井，拉

炭有三轮，磨面有粉碎机，电灯取代了煤油

灯，晚饭后人们集中到有电视的人家看节目，

一些新潮的年轻人，出门看红火也会神气地

提上录音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里人，

逐渐告别了传统生活方式，开始走进现代生

活。

进入新世纪以后，实现了村村通、户户

通，水泥公路四通八达，风雨无阻；村民人人

有了手机，实现了通讯现代化；村道旁安装了

太阳能路灯，乡村的夜晚变得亮如白昼；世世

代代扶犁耕种的村民，也学会了使用旋耕机，

“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神话变成了现

实。

踏着城镇化进程的节拍，年轻一代则纷

纷走出村庄加入务工大潮，把孩子都送入条

件更好的城镇学校上学。他们也变成了上班

族，挣上了工资，有的还成为白领，拥有了小

轿车，在城里买了住房，娶回了城里的洋媳妇

……

日月更替，沧桑巨变，故乡的明天一定会

更美！

说起“三大件”，在人们的记忆中很

深。“三大件”代表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

它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侧影，是一

个时代变迁的写照。父亲是 1949 年出生

的，亲身经历了共和国的发展变化，想想改

革开放前的“三大件”，再看看现在的“三大

件”，真是剃头抠脚心——一差一人深啊！

从 20世纪 70年代说起，据父亲回忆那

时他才二十几岁。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

国经济缓慢增长，人民生活不很富裕。父

亲说那时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

纫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十分短

缺，许多东西要凭票购买。当时的上海牌

手表，价格 120元，那得两头猪的钱才能买

到。买“永久牌”自行车要找在单位上班

的熟人排号才能买到。记得当时我家想买

一台缝纫机，托朋友帮忙，也没有买到名

牌，后来买了一台天津产的荷花牌。在那

个年代，缝纫机可帮了家里的大忙，至今还

在为家里的缝缝补补服务。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吃喝不愁了，

物质生活也富裕了。以前想所未想，闻所

未闻的事物渐渐进入千家万户，人们开始

了对物质生活的强烈追求。那时的“三大

件”就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当然，这其

中有一个过渡。开始电视是黑白的，12寸

的，家里买了个天津产的菊花牌，花了 400
元，托人从天津捎了回来，第一次坐在炕头

看电视，那个高兴劲真是没法形容。又过

了 五 六 年 ，换 了 个 松 下 22 寸 彩 电 ，1660
元。至此，中国家庭进入了彩电时代。洗

衣机的变化就更大了，单筒的，双筒的，半

自动的，全自动的，变化之快让家庭没法跟

上它的脚步。这期间，还有一些物品说不

上是三大件，还是五大件，反正是人们喜欢，也得费劲攒钱才

能买到的。譬如傻瓜相机、双卡录音机、落地式收音机、沙发

床、组合柜等等。那时候，小年轻结婚，新房内陈放的物品，

价码已经很高了。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高科技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国

人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当然生活的负担也在日益加重。“三

大件”又有了变化，“空调、电脑、录音机”进入家庭。起初，电

话也一度成为一大件。朋友见面，常常问，你家安电话了

吗？那时候，家里安电话是不容易的，排号候队，价格不菲。

电话铃响，远在千里的亲友如在身边，有个急事，还用跑邮局

拍电报吗？这个期间，还有一些物品进入人们的视线，交替

进入“几大件”，如录像机、家庭影院、数码相机、移动电话、电

动自行车等等。最有趣的是移动电话，开始是大哥大，那是

大款的象征，“穿西服、扎领带、手里拎个大哥大”，手插裤兜，

斜伸腿，人越多，他声越大，就别提有多神气了。后来，“砖

头”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使用的人越来越多，更新换代

越来越勤。

进入 21世纪，国家经济迅猛增长，国人进入高消费时代，

人们的生活质量开始有了飞跃。这个时候的“三大件”，当首

推“汽车、商品房、旅游度假”。说起房子，变化太大了。80年

代，我家住的房子，一间半，土炕，大锅灶。劈木柴，烧炭，拉

风箱是常做的工作。后来搬进了新窑洞，有了沙发床，高低

柜，生活一步登天。再后来，到了 90年代，住上了高楼，三室

一厅，百平米，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观。

说起来，现在三大件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越复杂了。电

脑进入寻常百姓家，已不足为奇，还可以装上视频，面对面地

聊天；手机人人在手，除了打电话，还可以发微信、听歌、拍

照、上网；电视机一家几台，频道越来越多了，颜色越来越鲜

了，屏幕越来越大了，机体越来越薄了；听歌不用拎个半导体

了，MP3、P4、P5，光碟、硬盘，应有尽有；数码相机，摄像机越来

越小，功能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低，照相也不用胶卷了，再

也不担心买个劣质胶卷，旅游景点转了一圈，回来一看一张

也没照上。

社会在发展，生活在进步，“三大件”还在不断变化，我们

幸运啊，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时光！我们坚信有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改革开放的步伐还在加快，我们的生活还会

一步步地提高，生活质量会一点点变好，这是不争的事实。

祈祷我们的国家，祈祷我们的人民，愿我们的国家更加

繁荣昌盛，欣欣向荣，愿我们的人民生活幸福，步步登高！

当汽车在长缎似的三百里沿黄公

路上奔驰，扑入你视野的，是黄绿错综

的一条大毯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

的处女地，由几万万年的自然伟力堆

积而成的黄土高原；绿的呢，是枣园，

是枣林，和风吹送，翻起一簇簇绿浪、

一片片红波。金黄和碧绿都纯净的毫

无斑驳，有了黄色，色彩达到了圣洁，

有了碧绿，气韵上升到非凡。

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

南水乡居民的生涯，何为“暮春三月，江

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总是

难以构成一幅完美的图景。也难怪，大

自然赐予这里的，曾是怎样的荒凉、偏

僻与粗犷啊！晋西高原虽苦焦万般，贫

瘠异常，世代繁衍于此的人们，却也冷

热由心，爱着恨着，更有生

命的坚韧与开阔啊！

曾几何时，黄土山梁

上呈现孤绝旱象，全在于

水的缺少。这里风尘四季

不绝，树木难得一见，偶有

几棵杨树、杏树、柳树，多

呈丑陋壮。生灵饱经无水的磨难，对水

的痴心渴望，胜过了一切。在柳林、临

县北山地带，靠旱井取水以维系生存，

家户的门可以敞开，旱井水窖是一定要

锁上的。水窖旱井形似埋入地下的坛

子，十分硕大，内壁以胶泥涂抹，窖水皆

为天赐，落雨存雨，降雪则扫雪入窖。

几场雨，几场雪，就够了一年的生活。

井是有的，深达三四十米，井绳为棕绳，

有胳膊粗细，打一桶水，得两三个壮劳

力才能担当。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

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仅仅

是三五株、两株、一株棱角森森、剑戟

峥嵘般树木的话，你会不会低低地轻

呼一声？

那就是枣树，黄土高原极普通的

一种树，又是如此不平凡的一种树！

它的主干粗壮坚韧，它的枝丫虬曲盘

旋，它的皮，斑驳着长满鱼鳞状的晕

圈，泛出紫褐苍健的颜色。这是在高

原的风雪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

一种树，这是漫随地缘不择水土默默

生长的一种树！它棱角分明，奋力上

扬，不折不挠，对抗着强悍的西北风。

黄土、枣树，这已不是一个虚幻的

形象，它可感可亲可触摸，小而言之，

他是一株树木，一脉山峰，大而言之，

它就是故乡的缩影，是祖国和民族的

象征。

很多年前，当日寇践踏我们的大好

山河时，诗人艾青写过这样的诗句：“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

地爱得深沉……”当时读这样的诗句，

曾使很多心怀忧戚的中国人珠泪盈框、

热血沸腾。时至今日，读这两句诗，依

然让人怦然心动。为什么？因为人们

对土地，对故乡的感情依旧。谈到土

地，谈到枣树和红枣，就使人很自然地

想起与之关联的一切，古人说“血土难

离”，这是发自肺腑的声音。

近些年，由于工作和学业的关系，

我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每到一地，

漫步在流光溢彩的繁华都市中，嬉闹

着、欢笑着，然而却总觉得缺少点什

么。细细琢磨，是缺少故乡的风土，故

乡的气息啊。走进大超市，在琳琅满

目的馔食美味中，只要眼光接触到红

枣，不管是原生的，还是加工包装的，

只要是山西枣、吕梁枣，我都要用眼

光、用手掌抚摸好大一会儿，才轻轻地

走开。是啊，在欣赏它、触摸它的时

候，我似乎听到了故乡的黄河水拍，闻

到了故乡的红枣吐香，那是来自故乡

的问候和召唤啊！

那是远在几千公里开外的长江之

滨——上海，遥见一座小饭馆,我们推

门而入，拣价廉的菜肴，各自点了一

份。柜台后面坐着一位老者，待我们

吃过了饭，那位老者缓步走来，轻声问

道:“你们从山西来！吕梁家吧？”

浓重的吕梁口音告诉了我们彼此

的来历。老者非常热情，他说：“我离

开老家四十年了，从没有回去过，看到

你们，真像见到了亲人。”他回到里屋，

取出了两袋塑料包装的大红枣儿给我

们，说：“吃吧，可能你们不稀罕。对

我，可是珍贵着呢，每次买到家乡的红

枣 ，都 要 保 留 很 久 ，快 霉 烂 了 才 吃

…… ”付账的时候，老人摇头，摆手，

就是不肯收钱。说：“都是吕梁家啊，

西山上出来的吆！”

我们称谢后刚要出门，他又喂喂

地把我们喊住，将刚才塑料袋中余剩

的红枣，满满地抓了两大把给我们。

现在我讲述这个故事，似乎更明白

了沪上吕梁老人的心情。每当看到红

枣，见到老乡，就使他想起了故乡，想起

了家乡的田野，家乡的河流。

夜里做梦时，他会回到故乡

来，看到他熟悉的土窑洞、红

枣树，听到鸡飞狗咬，喜鹊在

屋顶不停地叫……怀揣着家

乡的红枣，即便浪迹天涯，故

乡也不会在记忆中黯然失

色。想起了这位沪上老人，我又想起了

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里，徘徊

在黄土梁的枣树下，我看见枣树卵形

的叶片熠熠发光。一阵秋风掠过，摇

摇荡荡的树冠竟象一支毕毕剥剥燃烧

着的大火炬，辉煌之极，壮观之极，我

被深深地震撼了。红枣树，黄土地，我

脚下的这片土地，集合了黄河沿岸无

数高山和平原的土和沙，这是经过千

年万代的积累和沉淀而形成的土地。

历史中所有的辉煌和黯淡，都积淀在

这土地上，历史上所有的音容笑貌，都

融化在这土地中……

我们都是黄土地的儿子，都是枣

树的儿子，黄土和枣树就是我们的母

亲。一个淡忘了母亲的人，不思回报

母亲养育之恩的人，不是一个高尚的

健全的人。人们啊，请记住，你的根，

深扎在故乡的母土之中。只有把根深

扎进生你养你的土地，你的生命之树

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三难村”的变迁
□ 雒小平

﹃
三
大
件
﹄
的
变
迁

□
张
向
东

黄土·枣树
□ 本报记者 梁瑜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六种营销陷阱

7 月 31 日，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主题日“防范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进社区科普宣传活动在北

京举行。市场监管总局相

关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现场

揭开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的六种骗术。

“亲情”“免费”陷阱多
“ 亲 情 ”陷 阱 。 认“ 干

爹”“干妈”是食品保健品营

销的常见手段，一些商家利

用老年人易心软的特点，抓

住老年人孤独的心理，对老

年人虚假关心，嘴比亲生儿

女都甜，哄骗老年人购买产

品。老年人成了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最大

受害者。

“免费”陷阱。不仅有

免费的豆油、纸巾这些小玩

意吸引老年人，有些商家还

会组织免费旅游。比如，以

“感恩行动”的名义组织老年

人客户到旅游景点免费旅

游，在游玩期间组织对这些

客户体检，谎称部分客户有

极大的患癌风险，借此推销

声称可以治疗癌症的产品。

“专家”陷阱。商家找

一些假专家甚至是在消费

者中发展会员并将其虚假

包装成“专家”，组织健康讲

座和体检甚至上门推销，由

假 专 家 开 展 一 对 一 的“ 诊

疗”，解读体检报告，渲染体

检结果的严重性，吓唬消费

者，再提出解决方案，从而达

到以高价销售产品的目的。

“公益”“分红”藏猫腻
“公益”陷阱。不少老

年人热心公益事业，也被商

家利用，以举办“全国健康

万 里 行 ”“ 老 年 人 模 特 队 ”

“夕阳红旅游”等公益活动

的名义，实则还是组织所谓

“专家”讲解“养生知识”，现

场开展各种互动，会后一对

一诱导与会老人高价购买

产品。

“病友”陷阱。一些商家

会利用病人之间的同理心，

组织“患者”现场说法。比

如，以“亲身经历”宣传食用

产品的疗效，将普通食品渲

染成能治疗癌症的神药，欺

骗性强，容易让消费者忽略

正规治疗，延误癌症患者的

治疗，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分红”陷阱。一些商

家会招募老年人代理推销

产品。声称产品功效好、公

司实力强大，吸引老年人参

与，实际上是利用老年人希

望获利的心理，非法集资。

比如，声称某代理活动在缴

纳一定本金的基础上可以

按月获得分红。待老年人

缴纳费用后，向其提供的都

是假冒厂名厂址及注册商

标的产品。

“神药”“秘方”当警惕
以上陷阱都是为了吸引

消费者购买保健食品，因此，

广大消费者在各种活动组织

者开始推销商品的时候，就

要提高警惕，仔细辨别。

首先，别被夸张疗效忽

悠。

一 些 商 家 利 用 广 告

“神吹”“秘方”诱导，将普通

酒或饮品包装成治百病的

“神药”。比如宣称“××酒”

拥有独特秘方，采用纯天然

中草药植物配制而成，无激

素，可治疗痛风、颈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

湿、类风湿、手脚麻木等。

市场监管总局提醒广

大 消 费 者 ，凡 声 称 疾 病 预

防、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

购买；保健食品广告中未声

明 “ 本 品 不 能 代 替 药 物 ”

的，一律不要购买。

其次，别被商品标签忽

悠。

不少保健品会刻意将

自己包装得“高大上”，给

自己贴很多标签。目的是

将产品伪装成高科技产品，

欺骗性强。虚高的价格使

得老年人的钱财受到极大

损失。

事实上，正规的保健食

品会在产品的外包装盒上

标出天蓝色的、形如“蓝帽

子”的保健食品专用标志，

下方会标注出该保健食品

的批准文号。

第三，别被短暂疗效忽

悠。

有些商家为了使保健

品短期见效，在普通酒、饮

品中添加“地塞米松、吲哚

美辛、阿司匹林、双氯芬酸

钠”等化学药物成分，再利

用广告将普通酒或饮品包

装成治百病的“神药”。其

实“神药”里添加了国家明

令禁止添加的西药，长期食

用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特

别是中老年人食用后可能

发生意外。

最后，消费者如果遇到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

宣传问题，可以拨打 12331、
12315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举

报。 据《人民日报》

保健品欺诈，这些套路要当心！

近 日 ，天 气 虽

然已经进入秋季，

但记者在交城县庞

泉沟的水上乐园看

到，从上午 10 时至

下 午 6 时 ，前 来 水

中纳凉、嬉戏，以躲

避高温天气的市民

络绎不绝。

记者 郭炳中 摄

本报讯 （记者 阮兴
时） 8 月 28 日，市太极拳协

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

年度工作会召开。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梁来茂，副市

长李俊平，市政协副主席白

荣欣，市太极拳协会主席张

保福出席会议。

会上对各先进市、县太

极拳分会进行表彰，选举了

市太极拳协会第三届理事、

常务理事，研究决定聘任马

彦春等为太极拳协会名誉

副主席，并颁发聘书。

张保福在年度工作报

告中说，市太极拳协会将循

序渐进，扎实推进，提质增

效，构建协会网格化大格局

精英引路；将培养骨干，点

面结合，提升协会专业化高

水平；将进行省市交流，切

磋学习，互通有无，创建协

会 互 动 化 大 平 台 ；展 演 竞

赛，同台竞技，各展其能，形

成协会竞争化新层次；并推

广宣传，五进活动，转变观

念 ，养 成 协 会 普 及 化 新 理

念，进行目标管理，查漏补

缺，层层落实，推进协会规

范 化 高 境 界 ；不 断 凝 聚 共

识，团结协作，推陈出新，为

弘扬太极文化,促进全民健

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积极贡献。

本报讯 8 月 24 日 ，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成印

一行赴孝义市督导信访百

日攻坚，并召开了重点信访

问题百日攻坚和上级交办

信访案件督导座谈会。

在听取孝义市委关于深

入开展重点信访问题百日攻

坚活动和上级交办信访案件

化解工作情况汇报的基础

上，孝义市住建局、民政局、

新义街道、杜村乡等相关单

位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承

办信访案件的办理进度、主

要问题、化解办法等。

卫成印对孝义市信访

百日攻坚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总

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指示要

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四个意识；进一步压实

工作责任，完善工作制度，

进 一 步 加 大 化 解 力 度 ，做

实、做细、做深化解工作；进

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做

到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确保“重点信访问题百日攻

坚”活动取得实效，维护全

市 经 济 社 会 和 谐 稳 定 发

展。 （刘永昌）

卫成印赴孝义市督导信访百日攻坚

市太极拳协会召开第三届
会员代表大会暨年度工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