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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区有一个由年轻小夫妻俩
开办的蔬菜店，长期以来一直为小区
里 28 户老年空巢家庭配送日常所需
菜蔬，深受老人们的喜爱与欢迎。

在疫情时期，由于大家都在蜗居
抗疫，两个年轻人就充当了各楼各户
的送菜员，只要给菜店去个电话，说清
自家的居室位置与所需菜品，他俩就
都能给准时送到家，那真是有求必应
从不含糊，因此获得了广大社区成员
极佳的口碑。

到了后疫情时期，大家都能出门
了，他俩的送菜任务理当告一段落了，
可是几个月来的送菜，使他们对社区
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 28家空
巢老人的困难状况依然成为他们心中
挥之不去的挂牵。

他俩想，是啊，大多数人们都不需
要我们的上门送菜了，可这 28户的爷
爷奶奶们不行，他们腿脚不便，有的还
住在高层，如果我们不给送菜，那他们
的生活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难处我
们感同身受，怎能弃之不顾呢？

于是，他俩就断然决定对这些孤
寡老人要继续送菜到家。在取得这些
老人的同意之后，他俩的送菜员职责
依然履行，直到今天，所以大家都亲切
地称他们的小店为“便老店”。

我曾经问过这对小夫妻，这么长
时间为这些老人上门服务，要耽误你
们 多 少 工 夫 多 少 精 力 ，少 挣 多 少 钱
啊？他俩的回答很干脆：“我们也有老
人，我们也会老，敬老爱老是我们的本
分与义务，只要爷爷奶奶们高兴，我们
就是赚大了！

吕梁是一块热土，水土保持工作曾是全省乃至全
国的一面旗帜。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以来，全市水土
保持事业渐入困境，各项工作全省排名靠后。带着对
全市水保事业的迷茫和困惑，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
日，我带水土保持技术推广站的同志们，来到位于柳林
县抖气河畔，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命名为全国首
届“书香人家”称号的进源书屋，探寻前进的动力与源
泉。

进源书屋位于柳林抖气河畔的联盛嘉苑，是退休
干部（原柳林县分管农业水利水保的副县长）曹大斌先
生利用自家房子而陈列的藏书书屋，进源顾名思义，前
进的动力和源泉。在此聆听曹大斌先生关于柳林过去
水保事业的介绍，思考当下，使我在前后对比中，似乎
明白了其中的一些奥妙。临别之际，曹老先生特赠书
三本，借着浓浓的书香气息，循着先生指引的方向，读
着读着，渐入佳境，给我今后工作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一、寻芳给我增添了实干的勇气
曹老先生赠我的第一本书《情系黄土地》王致华自

传中，从《孟门走向全国》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秘诀
是领导带头干出来的。王致华当时是孟门公社书记，他
的上工劳动绝不是做样子、装门面，是实实在在地干！
他和社员一起铲土、培埂，在凛冽的西北风中，常常干得
汗流浃背。领导的行动是最好的鼓劲，无声的命令产生
了巨大的力量：他包的五里后大队的全体社员，不畏艰
苦，争先恐后，争当模范。在修梯田的工地上，红旗飘
飘，笑声朗朗，一派热闹、紧张、繁忙、你追我赶的景象。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冬一冬的苦战、夜战、大战，五
里后大队的山头上，出现了一层层、一块块高标准的水
平梯田，梯田总数达到 650亩，人均 1.25亩。在五里后大
队的示范带动下，孟门公社掀起了全民总动员、轰轰烈
烈大修梯田的热潮，创造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奇迹：全公
社人均梯田数由 1965 年的 3 分提高到 1966 年的 1.1 亩。
涌现出了除五里后外还有郭家山、高家塔、车家墕、薛家
坪等一批先进典型。由于成绩突出，1966年王致华参加

“全国水土保持会议”，并做了典型发言，小山村水土保
持走向全国。小山村成功的实践，给我增添了实干的勇
气。

二、寻芳给我增添了实干的智慧
曹老先生给我的第二本书《丹心映春晖》，原柳林县

水利局局长陈保华文稿选编。全书设置为 12章、360节
1640多页，76万余字。不仅为水保生态专业人，为青少
年一代提供了阅读借鉴的价值，也将助推吕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关于水土保持的科技
论文，犹如春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为我们现在从事的
水土保持事业提供了一面镜子。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的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田坎地埂不扎实的问题
正困扰着我，恰好有一篇题为《从机修梯田软埂的开发
利用看黄土丘陵山区水土保持及生态农业发展前景》的
论文，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增添了我干好水土保持
事业的智慧。陈保华：水土保持，精致人生的历史记录，
给我增添了实干的智慧。

三、寻芳给我增添了实干的能力
调研期间，曹老先生还带我们走访了张振珠小流

域。他说：送给你们有字书，汲取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同
时鼓励我们更多关注无字书。要带着问题调研学习，恰
巧在张振珠小流域，我们发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存在随意提高承包费用现象。上世纪 80年代的户包、拍
卖小流域治理相关文件明确规定，“谁投资、谁治理、谁
受益，保持 50年不变”，且有合同并作公证。近年来吕梁
市农村集体资产“清化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
于转发〈吕梁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四荒”资源

“清化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也明确规定，
“对已全面履行合同或积极完成治理工作的承包、租赁
或购买者，原则上维持现状”。但调研过程中发现，有些
地方存在随意提高承包费用的情况。他说：你们能发现
问题，反应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一半；时常关注最广大人
民群众利益，并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定能增长你们实干
的能力。

总之，今年 4.23 世界读书日，我带着水土保持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带着我们水保推广站的年轻人，来到位
于柳林县抖气河畔，在曹大斌老先生开办的进源书屋，
听老先生讲过去水土保持故事；赠给我们厚重的三本有
字之书；身体力行实地带我们读无字之书，使我心灵受
到震撼，催我奋进，并增添了实干的勇气、智慧和能力！

今年读书日体会多多，最后以一首改编诗，来结束
今年 4.23世界读书日的体会。

春 日
胜日寻芳进源书，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人只有经历过许多事，才能真正放下
生命中不必要的负重，遇见轻松愉悦的
自己。我们只有读过许多书之后，才能
遇见真正的精彩，接受并吸收书中的营
养。蒋勋说，《红楼梦》可以当一部佛经来
读，贾宝玉就是其中的菩萨，愿意为每一
个受苦的人提供抚慰。再次精读《红楼
梦》，我也深感作者曹雪芹对生命的担待
和体谅，读着读着，自己也仿佛被一种善
良的光芒笼罩，感受到了灵魂的温度。

善良，是一种对别人的体谅和担待，
不执着不怠慢，被别人赞美善良，没必要
沾沾自喜，也没必要到处炫耀，它只是默
默扎根于人性深处的幼苗，需要用善待
来浇灌，方能茁壮。正如书中的贾宝玉，
他对于服侍自己的丫头，都从不苛责。
甚至那个乡下来的刘姥姥，他也没有嫌
弃，只有体谅。他之所以能这样，也得益
于他自己有丰富的爱的滋养。

书中，林黛玉喜欢贾宝玉是一种仙
缘，因为有前世的木石之盟，她要用一生
的眼泪偿还前世的浇灌之恩，所以爱的
执着，爱得专一；薛宝钗也喜欢贾宝玉，
因为今生的金玉良缘，所以爱得含蓄温
婉；袭人也爱贾宝玉，爱得如姐如母，体
贴周到。至于，王夫人、贾母等长辈爱贾
宝玉，对他宠爱庇护，更是因为他是家里
的独苗，是家族未来的指望。因为有这
么多爱的浇灌，贾宝玉作为一块普通的
石头，便有了玉的温润和光泽。

大观园，是一个汇聚了各种梦想和
活力的青春王国。在这里，善良是一道
耀眼的光芒，透过低贱卑微的外表，也能

读到一些金子般的心；善良是一剂良丹
妙药，可以医治被欺骗和冷漠导致的沉
疴恶疾；善良也是一种万能的语言，能拆
除人与人之间的防卫之墙，开启久闭的
心扉。因为曹雪芹的善良，所以我们看
到了他对各种生命的担待，看到了各种
不同生命状态里的精彩。比如林黛玉的
俏丽、薛宝钗的贤惠、王熙凤的精明、袭
人的体贴、平儿的伶俐、鸳鸯的刚烈、晴
雯的仗义、妙玉的孤傲等等，这些生命在
曹公笔下，美好如百花园中的各色花卉，
争奇斗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文学最大的美在于给以各色人物
一个展示生命状态和价值的机会。人
最大的善良，也许就是能用感恩的心对
待一切际遇，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各种不
同的生命。书中身份卑微的刘姥姥，在
进入大观园后，她原本知道王熙凤和鸳
鸯商量好要捉弄她，博贾母一笑。但她
仍然怀着豁达和感恩，接受了这种恶作
剧，博得大家的哈哈大笑。书中对于狼
狈不堪的贾瑞和纨绔子弟薛蟠，作者也
写出了他们为本能欲望和成长环境所
控制的不得已，贾瑞被王熙凤捉弄至死
的无奈，以及薛蟠被柳湘莲痛打以后的
悔悟，都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生命本
身的体谅和担待。

经历的事和遇到的人，都是来度化
你的。正是那些刁难你的人和充满曲
折的事，才让你获得了一次次成长契
机，在破解成蝶中，一次次起飞。我想
人的一生，大概就是在茫茫人海中不断
修行，从最初以自我为中心的诸事“看
不惯”，到后来懂得了体谅和欣赏，欣赏
每一个生命的不同和体谅每一个生命
的不易，最后变得担待，变得宽容。

人到中年，遇见《红楼梦》，遇见精
彩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遇见生命中真
正的善意，遇见一种伟大的文学之美，
是一种难得的机缘。正如在人生旅途
中，我们萍水相逢，如果都能以一缕善
意相赠，前行路上就会多一分暖意，多
一分惦念，多一份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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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看到了盛开着的蒲公英，金
黄色的花朵，立在纤细的茎杆上，热情
得像是一团火。

每到这个季节，大地上的野菜便
探出了脑袋，闯进了人们的视线。蒲
公英是最早上场的成员，开春之时，羊
肠小道，沟沟壑壑，到处能看到它们的
身影。

刚长出的蒲公英，像个淘气的孩
子匍匐在地，茎还没有抽出来的时候
最肥嫩，此时最适合食用。可我还是
更喜欢长大的蒲公英，高高瘦瘦的，戴
着一顶亮晶晶的帽子，有风吹过的时
候，帽子上的花籽就随风飘落，落在哪
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真真是四海为

家，洒脱的像是行走
江湖的侠客。

挖得时候，用一
把铲子用力铲下去，
可爱的蒲公英就被从
土里翻腾出来了。遇
到年龄大些的，必须
要挖得深一些才能把
它们彻底弄出来，就
像我们人类一样，一
路走来，风风雨雨，烙
印着岁月的沧桑。

挖 出 来 的 蒲 公
英 ，带 着 泥 土 的 清
香。洗干净后在开水
锅里焯一下，沥干水
份，撒点盐，鸡精，蒜
蓉，剁辣椒，一勺烧得
翻 滚 的 热 油 泼 在 上
面，刺啦一声响，就可
以闻到蒲公英熟悉的
味道了。也可以倒少
许陈醋，这时味道会
更浓烈。蒲公英风味
独特，可炒食、做汤、
凉拌，是春季最好的
排毒菜。

也挖过苦菜。回

到乡下，跟着婆婆在
地里找。最喜欢在荒
芜了的地里挖苦菜，
一 颗 一 颗 像 繁 星 一
样，就那么任性地洒
在田间地头，绿茵茵
的，给土地披上了绿
色的衣裳。

开始的时候，我
还是很有耐心的，蹲
在那里挖了一颗又一
颗。可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就有些不耐
烦了，除了累，尘土飞
扬外，很多时候我会
把与苦菜相似的家伙
也混到一块，结果让
婆婆检验之后，要扔
一大片。原本信心高
涨，结果被这些家伙
滥竽充数之后，兴致
大跌，挖得也就不那
么上心了。

苦菜性味苦寒，
具有清热解毒、凉血

的功能，以凉拌居多。挖一篮苦菜，经
开水焯过后也就装一盘，输入与输出
实实在在的成反比例。

煮过的苦菜会变成深绿或褐绿
色，根须看着很有韧性，长长的一根一
根垂下来，给人一种仙风道骨之感。
苦菜虽苦，却还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
向人们奉献着甘甜，成为了人们餐桌
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下雨后，还可以捡地软，在山里采
蕨菜。说起来，这么多野菜里面，我最
喜欢得还是蕨菜，它的叶片呈弯曲状，
聚集在一起像握着的拳头，看着很有
趣，可惜我从来没有采过。

记忆中除了蒲公英、蕨菜、苦菜，
还有野韭菜，野蒜苗等。不同的野菜
有着不同的味道，每每想起，总是让人
回味悠长，无法忘怀。

进源书屋进源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