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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听到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这首歌时，总会情不自禁的让我想起过
往的青春岁月。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
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
青春。”十年前，满怀着人生的梦想我走
进了农商银行这个大家庭，那时的我
刚刚走出大学校园，二十出头的毛头
小伙儿，还不是完全懂得社会上的人
情世故。

“时间一去不复返”，弹指一挥间，
我在农商银行已经整整工作了十年。
十年间，我经历了单位从信用社到农合
行再到农商银行的转变；十年间，我做
遍了基层网点的各个岗位，包括柜员、
客户经理、运营经理和支行行长；十年
间，我亲眼目睹了农商银行的巨大变
化：高大气派的办公大楼屹立在城区，
资产规模更是一年好过一年。很多业
务更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手机银
行、信用卡、“金农信 e付”、理财产品、
ETC业务等以前没有的产品现在全都
齐了。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
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
春。”十年前，二十二名怀揣梦想的新员
工一同加入到了农商银行这个大家庭，
经过十年的摸爬滚打，他们已经成为农
商银行的中坚力量，成为农商银行各个
岗位、各条战线上不可或缺的人才。

岁月流逝，容颜易改，但是同事间的
那一份情谊未变，大家对工作的那一份热
情未变，对人生梦想的追求始终未变。

光阴的故事
◎ 王小勇

清晨，天色有点暗，有点沉。
早早地上车，选个靠窗的位置落

座。大巴车上，一群新朋老友有说有
笑，相互寒暄不亦乐乎。此行，去烟溪
镇的双烟采风。只缘县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组织全县文艺工作者深入全县开
展“情满山区——湖南安化脱贫攻坚
在行动”采风创作活动，我有幸被选
中。对于一个长期工作生活在基层的
农村金融工作者来说，农村自然是再
熟悉不过。然而这一次，却因“双烟”
这个地名，心里竟也充满好奇。

汽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路窄
弯多，一路随处可见蜿蜒的盘山公
路，如条条巨龙在山间逶迤，巅箥难
行。

到达双烟村，村支书早早迎了出
来，心头瞬间充满一阵暖意。老乡大
抵是知道我们此行来意，不等村支书
介绍，便迫不及待和我们搭讪。我边
走边看，不停地应承着村民的询问。
放眼四周，顺着村里的几条主道，散落
着砖房、院落。说实话，心头有些嘀
咕：这里和其他的村庄也没有什么不
同啊！唯一有些不同的，便是村里新
房较多，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庭院
前，老乡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正走到一处院落，蓦然，一位老者引起
了我的注意，只见他悠闲地抽着旱烟，
晒着太阳，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一脸
沧桑的故事。

见我走上前来，老者在地上敲敲
烟斗，连忙起身。这种自制的特色竹
烟斗，小时候见过。我主动向老者问
候，希望他能给我讲讲村里的故事，老
者非常乐意地满口答应。

“哦，哦银村尚那个时机（我们村
上那个时候）……”老者一开口，我就
有点头痛犯晕，方言味特别浓厚，外地
人是全然听不懂的。所幸我与这边的
人平时交道打得多，基本能够听懂。
听老者娓娓道来，他说以前的双烟村，
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前是个
兵工厂，曾经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曾经就轰炸
过这里。后来，因为柘溪水电站的修
建，淹没了资水上游不少的地方。烟
溪镇便属于水淹区，原有的铁路、公路

也被淹没了，兵工厂因故搬走。之后，
双烟村的大部份村民便举家搬迁到了
这里。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这个
山坳，穷则思变。“要想富，先修路”，没
有路是不行的。然而，村里年轻人修
路的想法却遭到部分长者们的反对。
长者们认为，村里的田地本来就少，原
本就难养活全村人，岂能因修路而占
用。为此，一群年轻人不气馁，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跟长者们一遍又一遍耐
心分析发展经济的理由。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年轻人一轮轮的攻势下，基本
上做通了长者们的思想工作。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听到这里，
我连忙不停地追问。

听说我是农商银行的，老者说得
更加起劲儿。他说：当初村上修路，一
开始就缺钱。见年轻人干劲儿大，一
些老者也帮忙出面帮着筹资。大部份
钱就是从农商银行借的。直到后来村
上修茶园、办企业，也从没离开过农商
银行的大力支持。

从双烟村的小山沟，一直顺山蜿
蜒而上，顽强地伸向远方。因为双烟
村地处库区，终年雾气萦绕，气候优
越，很适合茶树生长。村里制定出了
致富方案——开荒种茶。请专家传授
技术，开垦荒地、屯筑梯土，广辟茶
园。这里所产的茶叶成了名副其实的
抢手货，供不应求。如今双烟村村“两
委”带领村民成立了合作社，开办了茶
叶企业，还搭起了农村电商平台，茶叶
产品远销省内外。此外，村委还放眼
未来，计划将茶园采摘、茶旅文化、兵
工厂红色文化相融合，发展旅游产业，
带领大家进一步发家致富。

如今，走在美丽的双烟村中，路，
已不再是原来的泥巴路，取而代之，是
六米宽水泥路。以前的悬崖峭壁，成
了人们驻足的风景点。

此时天空中，不知何时下起了淅
淅沥沥的小雨。慢慢地，山间升起阵
阵薄薄的雾气，缥缥缈缈。雾中的双
烟，犹似一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少
女，更显婀娜多姿。看着眼前如画美
景，心旌摇荡。不禁感叹：壮哉，双烟；
美哉，双烟！

雾里双烟
◎ 李争荣

我愿作一缕风
轻轻吹尽你脸庞的汗水

奔走在乡间的小路
你不愿停歇
因为你脚下

不止有你的梦
还有农民致富的希望

我愿作一束光
缓缓照亮你的桌头
忙碌于键盘上游走

你不曾抬头
因为你手上

不止有你的梦
还有客户期待的目光

我愿作一颗星
悄悄陪伴你踏上归途

魂牵梦萦的家人
我们心存感激

因为他们支持的
不止是你的梦

还是我们共同的农商梦

逐梦的路 你我相伴
逐梦的路 青春同行
逐梦的路 风景独佳

逐 梦
◎ 于 聪

望着窗外朦胧的秋雨，肆意打在
泛黄的树叶上，淡淡的泥土香气让人
心旷神怡。今年，父老乡亲靠勤劳的
手征服了大自然获得了丰收。想到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三年的扶
贫工作一一呈现于眼前，勤劳固然可
以打败贫穷，但是病魔会淹没一个家
庭所有的希望。

张志国一家 6 口人，如果从房子
的外表来看，镶瓷砖房。这个家庭一
定是这个村子里的富裕户。仅仅过
了两年，外面的瓷砖光亮还未完全褪
去，可是这个家庭已经不同于往日
了。

“强子，爷爷给你包饺子吃啊。”
老人家进里屋看了看他的大孙子，一
个憨厚的青年，但是你多看一会儿，
会发现，这个年近 20岁的小伙子，智
力方面发展得不好。

“小刘，多打几个鸡蛋，饺子才
香，剩下的煎着吃。”我望着看不清颜
色的小盆里的 12 个鸡蛋，我心里一
阵酸楚。

“大爷，不用这么麻烦，给强子吃
吧，我吃啥都行，嘴壮。”

“那可不行，你这市里来的人儿，
上次来不知道干啥来了，这次知道
了，你是来帮俺们脱贫致富的，必须
得吃好。”我想拒绝，可是却不知道有
什么理由。

“大爷，我来搅鸡蛋吧，这个我会。”
“啊，小刘你也会做饭啊？真是

难得啊，现在我们村的很多年轻人都
不会做饭。”

搅好鸡蛋，看见自己也帮不上
忙，我就进了里屋看强子去了。强子
似 乎 对 我 印 象 不 错 ，总 是 看 着 我
笑 。 如 果 家 中 没 有 这 个 带 病 的 孩
子，也不至于拖垮这个家庭。强子
大姐在外地工作，每月都给家里寄
钱，其实强子花不了多少钱，奔走了
十多年病也没治好，志国大哥已经
放弃了。可是强子的哥哥在 2010 年
发现得了尿毒症，至此，任张志国
全家再勤劳、节俭、善良也改变不
了致贫的命运，昂贵的医药费拖垮
了这个家庭，原本靠着几十亩地、
闲时打打零工、省吃俭用的小康之
家，除了光鲜的房子，几乎没有一
件像样的家具。经过几年的治疗，
强子哥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可是每周 1 次的透析费用，往来的
交通费、住宿费等高额支出，让这
家人不得不更加省吃俭用，连盐都
是数着勺放，利用更多的时间去打
工，这完全就是在拼命。

付出终会有回报，可是这回报
不是老天爷 给 的 ，而 是 国 家 和 党
给的。低保、合作医疗保险，精准
扶 贫 工 作 队 过 年 过 节 送 来 的 米 、
面、油。无疆的大爱改变了这个家
庭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千万个贫
困家庭的命运。

“啊，刘儿来了啊？怎么也不给
打个电话。”屋外志国老哥夫妇笑嘻
嘻地走了进来。“刘儿快坐快坐，嫂子
去帮包饺子了，你和你大哥聊会儿
天。”“好的，嫂子，你赶紧去忙吧。”

没多久，两盘子热气腾腾的饺子
和散着香气的煎鸡蛋端了上来。“刘
儿，快，乘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我
带强子出去走走。”“嫂子，你带强子
出去干嘛啊？你们要是不吃我也不
吃了。”“那我不走，强子等会吃，他
闹 。“ 妈 ，我 要 吃 、吃 饺 子 ，呵 呵 呵
……”

我一阵心酸，赶紧拉过强子，“坐
哥哥身边。”我给他夹了一个饺子，吹
了吹，放到了他的碗里，他又看着我
呵呵地笑，然后吃了起来。

人在城市待久了，就会变得浮躁、
功利，总是不自主的想到利益，这顿饭
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轻松的一次。

一阵汽车鸣笛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记得脱贫前还去了志国大哥家

一次，给我包了肉馅饺子。肉是帮扶
队送的。强子哥哥的药费也有了着
落，合作医疗加上帮扶能报销很大一
部分，志国哥和嫂子也不用去打工干
重活了，今年又包了几十亩地，足够
一家的支出了。村上搞了养牛分红
脱贫的产业，志国哥有时间就帮忙放
放牛，年底可得几千块。他说：把钱
存到了信用社，准备给强子大姐结婚
置办点嫁妆。

后来，单位帮扶的贫困户全部
提前脱贫，上面还给发了奖状，不
用 我 们 再 帮 扶 了 。 我 也 再 没 有 吃
到 过 那 么 香 的 饺 子 ，偶 尔 遇 到 穿
着 体 面 的 志 国 哥 带 着 嫂 子 进 城 看
我，我还会调侃“嫂子你还是黑点
儿好看！”

扶贫轶事
◎ 刘春城

那年，我们那个山村里要演一场
戏，是从河南请来的戏班子。

这是我记事以来大队第一次从外
地请戏班子唱戏，以往都是村里的戏班
子自演自唱，自得其乐。大队很重视这
件事，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砍了许
多树，从外村借了几个大帆布，几个壮
汉光着膀子连续干了几天几夜，一个像
模像样的戏台就搭在了山村中央。

父母亲近来脾气出奇得好。父亲
每天用假嗓哼着《苏三起解》，盘腿坐在
土炕上，就着母亲给他炒得小菜，喝着
小酒，一副陶醉的样子。

母亲吩咐我套上毛驴车去把姥姥
接家来。那几天，学校放假看戏，我和
小伙伴们整日里看村里的壮汉们搭戏
台。戏台搭上了，就在上边做游戏。姥
姥离我们这有几十里山路，小毛驴晃荡
到了下午才到了姥姥家。姥姥听说有
戏看，眼睛亮了，皱纹也舒展了，对着窗
前的镜子蘸上水将头梳得油光，脑后扎
了一个髻，穿上过年时才穿的衣服，扎
上裤角。让我帮她把一袋土豆装上毛
驴车往家赶。

父亲是村支书，唱戏“委员会”的
“委员长”自然是他，当务之急要解决
的是演员们的吃饭问题，父亲和村里
的几个老人拿着麻袋走东家串西家讨
要粮食，大米、小麦、玉米，什么都行，
给多给少不限。轮到我家时，母亲搬
出那个盛麦子的瓦罐眼睛眨都不眨就
挖了两瓢，一个老汉说：“大妹子，你可
真是大公无私啊。”母亲说：“到时候多
看两眼戏就有了。”

晚上，我听见父亲和母亲说，“平时
你连一根火柴都不舍得多划，今儿咋这
么大方啊。”母亲说：“我喜欢，一年才唱
几回戏？”

那天下午，我家住进了几个客人，
是唱戏的演员，本来我家是没房住的，
就腾出了东边那间仓库。父亲把他们
带来了，母亲也没说什么，还帮着演员
们打扫屋子，搬这搬那。这时，村东头
的高音喇叭里喊：“谁家有菜，赶紧给大
队演员们送来……”

母亲吩咐我：“去园子里扒几棵白
菜，送到大队去……”

大队院里支了一口大铁锅，一股热
气腾腾的诱人香味四处弥漫。已有不
少老婆婆拿来了菜，黄瓜、茄子、西红柿
等堆了一堆。戏台旁边围满了人，小伙
子居多，都睁大眼睛盯着年轻女演员们
的俏丽脸蛋。

开戏那天晚上，母亲让我到戏台底
下占座儿，去了一看傻眼了，大大小小
的凳子已从戏台前向后排了足有半里
长，而且已有不少人就坐。卖冰棍的，
卖瓜子的、卖糖果的……吆喝声此起彼
伏。戏场大门口有一间小房子，里边两
个白胡子老爷爷正在卖票。听说每场
戏九十块，大队出不起，只好让村民出
一部分了。大门口放了两排高凳子，父
亲带领一群人站在上边收票。

回家我和母亲说，我要和黑蛋一起
看。母亲就给了我两毛钱，一毛钱买
票，一毛钱买瓜子。黑蛋和我说，你爹
不是收票的吗，你朝他要一张，那一毛
钱不就省下可以买瓜子了吗？我一想

对呀！就打定了主意。那天晚上，人山
人海，十里八村的男女扶老携幼都来
了。父亲他们喊破了嗓子。我来到父
亲身后，拽了拽他的衣角。父亲转过身
来，我指了指他收票的兜子，示意给我
一张。父亲瞪起了眼：“滚，去买票！”我
和黑蛋最终谁都没买票，爬上一棵树，
从树上跳进了戏院里，摔得我和黑蛋一
瘸一拐了好几天。那两毛钱我都买了
瓜子，美美磕了一晚上。

开戏时间到了，父亲出来讲话，大
意是热烈欢迎河南豫剧团的到来。剧
团团长出来讲话，大意是不辜负山区人
民的热情款待，争取演好。

父亲带头鼓掌，下边稀稀落落的掌
声，山村的人们只会用笑声来表示欢
迎，鼓掌有些不适应。

戏开了，先是一段插曲，《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只见孙悟空把金箍棒舞成
了一阵旋风，只见棒影，不见人形。

好！人群轰然一声。之后，白骨精
开始向孙悟空投枪，前前后后左左右
右，孙悟空头顶，肩扛，脚踢，手拔，那枪
一个个都飞进了白骨精的胸膛。我和
黑蛋也附和着人群大声喊好。

一群小孩挤上戏台，七高八低蹲成
一片，父亲瞪着眼睛吓唬：下去，下去。
哧溜，哧溜，都不见影了。父亲刚一走，
嗖嗖嗖，又蹿上去了，又七高八低蹲成
一片。

正戏是《斩窦娥》。先是一个老女
人在那咿咿呀呀地唱，后是一个年轻女
人在那咿咿呀呀地唱。黑蛋开始骂。
后来一个叫张驴儿的“三画脸”开始逗

嗑，我和黑蛋又精神了。再后又是那个
年轻女人唱，唱个没完没了。我的眼睛
开始打架，头象鸡啄米似的，戏台上的
演唱声也越来越远了，黑蛋的骂声我也
听不见了。

醒来时，我伏在了父亲背上。我听
见父亲说:“今儿晚上的戏真过瘾。”母亲
说:“你累不累呀。”“不累，就是累点，心
里也痛快。”母亲说:“可真是戏迷。外村
的好多人都不走，就在戏台底下睡了，
好等着明天看戏。”“哼！他们不是光看
戏吧，是想看女戏子们的脸蛋儿吧。”

“讨厌！”母亲骂了父亲一句。
到家，我还假装睡着，母亲帮我盖

上被子，帮姥姥掖了掖被角。
只听父亲说:“这演员睡觉咋不拉灯

啊。”母亲说:“人家都累了一天了，你进
去关灯可轻点儿。”父亲轻手轻脚进屋
将灯关了。

这时，忽听父亲一声喊:“坏了！”“怎
么啦，一惊一乍的？”“我收票的兜子里
还有票，没倒干净。”“准是你倒的时候
抓住了角，角里的票没倒下去。”“十几
张呢。”我忽地坐起来：“爸，这下我就不
用买票了，省下钱了。”父亲瞪眼：“你个
臭小子，这是大队的票，我能要吗？十
几张就是两块钱呢！不行，我这就给大
队送去。”“你看看几点了，明天再送不
迟。睡觉，睡觉。”母亲一下拉灭了灯，
月光透过窗子射进来，在被子上照出许
多美丽的花样。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变
成了孙悟空，高举着金箍棒追逐满地乱
跑的白骨精。

山村看戏忆童年
◎ 张士强

大漠胡杨 戴军/摄

人们常说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努
力学习，但有人苦于没有恒心和毅力。
雷锋同志刻苦学习无私奉献的“钉子”
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在日记中
写到：“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
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钉子”精
神原本说的是学习，但更应推而广之，
工作也需要这样的精神。

每每想起雷锋的“钉子”精神时，我
都会联想到这样的话语：如果你是一线
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
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
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坚守着你的岗位？

作为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我们
都应该成为坚守岗位的螺丝钉，拥有
扎实的业务能力，饱满的精神面貌，

团结的战斗能力和与时俱进的金融
知识；能解答客户的所有问题和疑
问，为客户提供金融信息和优质的服
务，让农商银行成为打造普惠金融的
坚定实践者。

农商银行员工都应该是平凡的钉
子。工作中我们也许有突出的事迹，也
许有很棒的业务能力，但是我们有一颗
平凡的心，讲奉献，讲感恩，讲责任，讲
担当，真心服务，真情付出。

农商银行员工都应是有活力的钉
子。从新员工到老员工的转变，变化了
的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还有知识和阅
历的丰富，不变的是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和年轻时一样坚定的农信信念；不惧怕
困难和挫折，忠于职守，勇攀向上。

我愿作一颗农商银行的“螺丝钉”。

作一颗有活力的“钉子”
◎ 郑永涛

当风将片片落叶吹散到我的脸颊、
发间，如金蝶轻盈于眼前时，我知道，秋，
已悄然降临。

一个人静静地走进秋的原野，去寻
觅秋的气息。

万里秋空，澄明而寥廓，间或飘过几
缕悠远而芬芳的情思。晴空下，有大雁凌空
飞过，雁过风吟，抒写着行云流水般的潇洒。

广阔的田野，不时可见一丛丛、一簇
簇，挺立枝干昂起花蕾的野菊，她们以炫
目的黄色，昭示着生命的茂盛。秋阳下，
殷红的石榴，在枝头忍俊不禁，一个个露
出玛瑙般透明的皓齿；那攀缘墙上的凌霄
花，飞舞起橘红的长裙，曼妙身姿。秋风
中，海棠依旧，“遍开天下不知霜”，簇拥着
灿然开放，那薄如蝉翼的花瓣，红中透白，
朵朵低垂，不胜凉风的娇羞。岁月流芳去，
她们在脉脉含情的执著期待里渐消了绰约
红颜。而望穿秋水，纵有千般风情，又有谁
人能解？

“桂华秋皎洁”。缓步漫行于桂树丛
中，望那稠密若鳞片的绿叶之间，桂花散
开点点金粉，晶莹而洁净。在簌簌抖动
的碧叶间，飘洒着阵阵清雅的芬芳。阳
光透过枝叶轻泻下来，温暖着我的视
线。绕花穿行，在酽酽的花香里沉沉地
醉去，内心也溢满了馨香。醉眼迷蒙里，
人恍若置身于时光隧道，记忆的花瓣徐
徐开启，锦瑟年华，如诗如画，往昔风景，
若隐若现……

“金井梧桐秋叶黄”。夏日的林荫道
上，如今一片片落叶，从高高的梧桐枝头，
从飞鸟掠过的天空，飘落下来，轻盈、优雅

而充满激情。人行走在铺满落叶的“地
毯”上，用心体味着生命的代谢与不息。
树因扎根于泥土而枝繁叶茂，最后又重归
于大地母亲的怀抱，她们甘愿化作泥土，
继续滋养着新生命。“逝如秋叶般静美”。
或许，人生当如秋叶，踏着生命的节拍而
来，带着感恩与希望离去，以默默无私的
奉献奏响生命的华章，从容而美丽。

清秋之夜，秋虫低吟，风起箫声，拨动
我敏感的弦音。曾经的年少情怀、浪漫心
绪，似乎在岁月无常的流变里，一一远去，
只在这寂静的夜里，重又被拾起。而瞬间
的心动，未及触摸，便似流萤般迅捷地飞
逝，点点如星。皎洁的月光洒落庭院，地
面宛如铺就一层皑皑的浓霜。倚窗静
立，望月遐想，思念清新如昨。眼前似又
看见两鬓斑白的祖母，在灯下为我整理
御寒的衣物；耳畔仿佛传来老人家柔声
的叮咛：“夜凉如水，勿忘加衣”。秋风飒
飒，沉浸于思念中，我已泪湿衣襟。

秋天的原野，一片金色，到处呈现着
丰饶、成熟的景致。稻浪翻滚着金波，风
送阵阵清香；玉米铄金，株株饱满，如珍珠
般晶亮。默默劳作的人群中，四处洋溢着
收获的喜悦。“数树深红出浅黄”，农庄果园
里，梨黄，柿红，一个个硕果，缀满枝头，沉
甸着笑脸，在秋日的阳光下，绚丽夺目。流
连在这片斑斓、丰腴的土地上，我体味着春
耕夏耘后的春华秋实，感受着生命的律动
与充盈，感受着秋之厚重与辽阔。

秋的天宇，空明澄碧。行于高空下，
心旷神怡，可将思绪抒情于蓝天。抬眼
处，雁过无痕，风轻云淡。

秋日写意
◎ 刘 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