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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梅（组诗）

□ 龚群斌

一剪梅·景陇情怀

黎明之城数景洪。
植物王国，姹紫嫣红。
美丽神奇似天宫，

珍禽异兽，和谐共融。
澜沧江畔现彩虹。

文化绚烂，告庄情浓。
服务边疆惠三农，

耕耘乡愁，信合辉弘。

一剪梅·爱在勐达光

一条长龙贯中挝。
大美勐腊，民族亲和。
世纪相邀跨江河，

口岸磨憨，惠及你我。
易武象明金叶多。

龙芽凤草，清友神窝。
支持地方胜券握，

普惠金融，放歌农合。

一剪梅·醉卧茶乡

勐海人民是勇敢。
平坝物华，奋力酣畅。
烹茗缭绕壶正欢，

山花静开，品味清安。
滇南粮仓糖料甘。

飞鸿托书，八方相联。
信合儿女把手牵，

成了事业，醉了心肝。

（作者单位：云南省农信联社大理办事处）

近了，近了……小车在宽敞舒适
的油砂路飞驰，生怕错过了湖南益阳
农商银行的十年行庆晚会。“十年芳华
‘益’路有你”，人生又有几个十年。

走进益阳农商银行十年行庆晚
会现场——清溪剧院。我的天哪，
剧院里早已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找
到自己的座位。

倒计时“十、九、八……二、一”
开始，整个剧院音乐声、掌声、欢呼
声响起，晚会开场歌舞《花开新时
代》闪亮登场，拉开了整场晚会的序
幕。年轻的益阳农商银行人载歌载
舞，怀揣着自强和不息，与广大客户
一起阔步新征程。礼仪风采秀《最
美的遇见》从岁月的时空中走来，从
历史的穿越中走来，呈现了益阳农
商银行由益阳市赫山区农信联社、
资阳区农信联社合并改制而来的变
化；回顾农信社成立之初，干部职工
肩挎一个黄挎包，手拿一把大算盘，
走村串户，开展揽储放贷收息工作，
说的是家乡话，干的是利民事。岁
月的更替，时代的巨变，一路走来，
农商银行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一
样，全自动数字化办公，服务的手段
变了，服务的环境变了，唯一未变的
是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怀。

路遥笔下的世界是平凡的，而
农商银行人所处的岗位也是平凡
的。节目中，穿插了益阳农商银行
为“最美奋斗者”的颁奖仪式。这十
名“最美奋斗者”中有带领团队取得
优异业绩的支行行长，有不畏艰难、
踏实肯干的客户经理，有任劳任怨、
一丝不苟的柜员，也有全心全意服
务基层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热
爱事业、不忘初心，锐意进取、精益
求精，在平凡岗位上脱颖而出，创造
了不凡的成绩，带动全体员工奋勇
前行。这十名“最美奋斗者”，每个
人的事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2020年 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被借调到省农信联社益阳办事处
工作，办公地点正好是益阳农商银
行办公楼内。也许是楼上楼下工作
的缘故，也许是出于职业的一种坚
守，抑或是自己的一种习惯，对于益
阳农商银行多了几分关注与热爱。
每天清早，到办公室上班时，总少不

了留意益阳农商银行身边的人和
事。晨会，升旗、安排工作，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每月第一周星期一清
早，天晴也好，下雨也罢，酷暑也好，
严冬也罢，机关干部职工总是定期
守候，身穿农商银行制服，党员佩戴
党员党徽，整齐有序站立办公楼前
坪，面向旗杆，举起右手，仰望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脸上总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紧接着，轮值主持人上场，
简要点评上月工作、部署安排当前
重点工作，短短的一刻钟左右，却让
每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日常工作中，益阳农商银行金
融服务的脚步从未停歇过。每次集
体决策，总少不了党委成员的实地
调查，总少不了党委成员的深思熟
虑。为了把方向定准，为了把目标
明确，为了把压力传导，每名党委成
员善于倾听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或
建议。一年一度的务虚会，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行务会，自然离
不开思想的碰撞和智慧的开启。年
度计划、五年规划，中期目标、近期
打算，自然离不开集体的结晶和团
队的奋斗。记得，今年益阳农商银
行开发“福祥”系列“粮仓贷”“冷链
贷”“中标贷”“房抵贷”“沙石贷”“二
手车贷”“稻虾贷”等信贷产品，就是
源于金融普惠中“千行进万户”行
动，田埂山头、村委社区、集贸商圈、
学校团体、企业单位、机关部门，时
时处处留下了益阳农商银行人整村
评级授信的身影。一句简单的聊
天，一个不起眼的信息，益阳农商银
行人总能捕捉到人民群众的所思所
想所盼所求，总能激发出真心为民
的创新情怀。

十年，短短的十年，益阳农商银
行各项业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各项存款和各项贷款分别达到
227亿元和 150亿元，分别较改制前
增长243%和296%；十年累计缴纳税
金 9 亿元，已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

“贴心银行”、社区居民的“亲情银
行”、小微企业的“伙伴银行”……

放飞思绪中，不知不觉间，晚会
接近尾声。而我已经陶醉，陶醉于
过去、现在和将来……

（作者单位：湖南省农信联社
益阳办事处）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有座基诺山，
早期称攸乐山，山上世居基诺族人。
出于对神秘基诺人的好奇，我们一行
在当地即将进入雨季的三月底，来到
了基诺山。

从景洪市驱车到基诺山，有近30公
里的路程，两边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沿
途山路曲折，原始森林的景色迷人。

当地导游介绍说，基诺山是基诺
族的聚居地，基诺族人从前称“攸乐
人”，一千多年前，基诺人便开始种茶。
早在明朝初年，当地已有茶园四千亩以
上。因此，至今在龙帕村、巴来村留下
的两千多亩古茶树其树围大多超过 1
米。史书记载，明朝末年已有汉商进入
基诺山贩茶。攸乐茶山离澜沧江很近，
沿江而下便是东南亚各国。清政府为
了巩固边疆，掌控这一地区，同时也为
了茶叶，在茨通筑起攸乐城，清政府赋
予攸乐同知行使的权力很大。

基诺山是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传
说三国时期，基诺族人民就已开始种茶，
并能进行初步的茶叶加工。清朝初中
期，普洱茶盛极一时，其中攸乐山产茶
2000余担。1729年清政府设立“攸乐同
知”始派官员征收茶捐赋税，当时有许多
茶商和马帮前来收购茶叶，基诺山的竜
帕寨曾是清政府设立的茶场，是当时的
制茶中心，茶叶生产曾兴盛一时。

晚饭时，我们来到西双版纳州基
诺山寨吃饭。刚坐下，穿着民族服装
的基诺族女孩，就端来普洱茶。菜肴
多以土菜为主，食间又呈上他们自制
的粮食酒。因此，我们对第二天的行

程充满好奇。
基诺族人用茶叶加工成

普洱茶，所以茶叶是他们的主
要经济支柱。基诺人的茶厂，建在
山顶上，基诺山海拔 500 米到 1000
米，幸好我们造访的茶厂建在海拔
600 多米的基诺山支脉，不算高，从停
车场到山顶的茶厂，只需走 20多分钟
的山路和人工栈道。

在山顶茶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
哨哆哩（当地对女孩子的称谓），她带
着我们先去茶厂附近的茶园采摘。

三月的西双版纳州，不比江南地
区，我们还穿着厚衣厚裤御寒，这里的
气温已然三十几度。我们顶着烈日采
摘茶叶，不一会儿，已被太阳晒得直冒
汗。而且，这里的茶树高过头顶，江南
地区是低头采茶，这里却是昂首摘茶，
直接与阳光对话。陪同我们的哨哆哩
说，为了方便客人采摘，已将茶树修剪
得低矮了许多；在别的地方，茶树更高，
不仅要爬上去才能采摘，有些甚至需要
使用梯子。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茶叶加工厂
和茶叶成品车间，在充满茶香的氛围
中穿梭，又在普洱茶展示厅，聆听了普
洱茶的加工流程。

基诺族人制作的普洱茶，有自己
的品牌叫“巴飘”，巴飘其实是基诺乡
的一个村寨名。“巴飘”普洱茶，已有千
年历史，曾是贡茶，当哨哆哩邀请我们
喝“巴飘”普洱茶时，我微呷一下，顿感
香气浓郁，有蜜香、花香与优雅的清
香。由于该茶为古树茶，又因其生长

于热带、亚热带雨林的原始密林中，受
周边高大树木遮掩，光合作用弱，生长
缓慢，充满了深山野韵。

在品茶时，我们一行人边品、边
聊，又了解了基诺族人很多鲜为人知
的故事。

基诺族总人口仅两万多人，直至
1979 年，才被国家正式确定的祖国民
族大家庭成员的单一民族。据史料记
载，基诺族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 1160
年。基诺族崇拜太阳、祖先和诸葛孔
明尊奉外，最具特色、占主要地位的宗
教观是万物有灵思想。基诺族崇拜诸
葛孔明，应该与三国时期诸葛孔明南
征有关，相传基诺族的发祥地是“司杰
卓米”，它是基诺山东部边缘一座海拔
近 1440 米的高山，现在称为孔明山。
基诺村寨建在平缓向阳的小山坡上。
房屋是用竹木和茅草修建的“干栏式”
竹楼，貌似“孔明帽”，相传建房式样是
孔明教的。

基诺族人是母系氏族，即女人当
家，通婚时，是女方娶男方。当地人称
女的为哨哆哩，男的为猫哆哩，所以，
基诺族人以生女为荣。

我们一行人在茶厂都买了普洱
茶，哨哆哩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
说：“欢迎下次再来，欢迎下次再来。”

（作者单位：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

入冬以来，风呼呼地吹打在脸
上，给人带来阵阵寒意。

平生见过最大的风是在四川
省广元市。走在街上，能把大衣衣
脚掀起，冷得人直把衣服裹得紧紧
的；能把尘埃团团卷起，回旋式地
从地上转向空中；能把大树吹倒，
直接从墙头伸出一根倒立的树干；
能把小石头渣子吹进眼里，间接吹
成“麦粒肿”。

初冬的风，可以送来远处腊梅
的幽香，四季风可以带走流水的往

事，但任何风都永远带不走一颗恒
动的心。

风承载着我们太多情感，对待
同志要像春风般温暖，对待工作要
像夏风般热情，对待个人主义要像
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人生就像四季的风。时而沐浴
在和煦的春风下，时而经历狂风暴
雨。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
笑春风”的遗憾与错过，有“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乐观与
豪迈，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
长安花”的快意与酣畅，更有“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定与坦然。

风华正茂的你我，曾经以为风
风火火的日子才好；经历过风风雨
雨之后，才懂得：人间有味是清欢，
云淡风轻才是最美的。

（作者单位：四川省农信联社南
充审计分中心）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
声，白驹过隙间，我来到四川梓潼农商
银行工作生活已然半年，踏过岁月留下
痕迹，半年来的所学、所想、所见、所思，
如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漫长而珍贵。

离开自己生活、学习近二十年的云
南，来到四川、来到绵阳、来到完全陌生的
梓潼，忐忑的情绪充斥了整个夏天。临行
前，父母、朋友的依依不舍，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行业、陌生的工作，让我不止一次
地打起了退堂鼓。幸而，生性倔强的性
格、对未知生活的憧憬，还是在这场心里
的博弈中占了上风，让我在忐忑不安和憧
憬期待中踏上了前往梓潼的行程。

与梓潼的初遇是极尽温柔的，单位
为我们新入职的员工安排了见面会和
培训，同事们友好地欢迎着我们，为我
们办理着入职的每一道程序。在见面
会上，单位领导讲了很多，对我们寄予
了极高的期望，也给了我们最大的偏
爱，因为每一位领导都对支行行长反复
嘱咐着：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去帮助新
员工在梓潼尽快安顿下来、适应起来。
领导这么说，也这么做，一个个地询问
着我们的生活情况，为我们配置了床、
空调等生活物品；单位同事都对我这个
外地人格外地照顾，不止一次地关心着
我的吃、穿、住和用。于是，我忐忑不安
的情绪在一声声温柔的叮咛中渐渐平
静了下来，不知不觉中多了几分在梓潼
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底气。

“农信的工作很简单，乡镇的业务
也很单纯，你们这些高才生很快就可以
学会。”在去往金龙镇的路上，支行行长
反复地宽慰着我不安的内心。尽管有
着千万次的心理准备，但第一次面对眼
前的客户、钱、卡，我愣在那里有几秒钟
毫无反应。愣神间，身旁的老师“手把
手”教会了我办理第一笔社保卡存款业
务。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从简单的
存取款、功能签约、补换卡，一点一点精
进业务；当我忘记了某个步骤时，身边
的同事们都很耐心地指导我，也不停地
提醒着我：学习要掌握重点，办业务要会
抓风险点，打字、点钞基础要打牢，要勤
练习。于是，在一天天的成长中，我明白
了有喜欢的东西就要努力坚持下去，拿
出十二分的热情温柔以待，才不枉人生
的意义与追求。

身在异乡，却能够时常感受到来自
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初来乍到，虽然
四川话和云南话有一定的渊源，但也有
着很大的不同，我时常听不懂客户需要
办理什么业务，每每这个时刻，网点的
其他同事就充当起了“翻译”，用着不太
标准的普通话让我明白客户说了什么，
需要办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有
特色的四川普通话有个可爱的名字叫

“川普”。再后来，经常来办业务的客
户，知道我来自外地后，也会主动使用
这种“可爱”的地方特色语言和我进行

“愉快”的业务交流。抬头观星，低头观

心，人生总有些猝不及防的未知和迷
茫，但也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与美好。
于是，这些平凡而细微的瞬间，在不经
意间流露中的关怀和善意，便是我每日
幸福的源泉，这些生活中的小确幸，总
能让平淡的生活泛起幸福的涟漪，让在
异乡工作的我感受如家一般的温暖。

乡镇的生活宁静而又美好，没有喧
嚣热闹的生活，没有热闹欢腾的聚会，
听起来貌似很枯燥单调的生活，却让自
己有了很多独处和思考的空间。每每
华灯初上，倦鸟归巢的时候，隐藏在孤
独的角落里的那些浮浮沉沉的过往忽
然涌上心头，我开始尝试着为自己打开
一扇天窗，一段喜爱的文字，一杯清幽
的花茶，一段独处的时光。我学会让自
己的内心丰盈祥和，淡淡沉静，漠然一
方清宁。我开始慢慢选择充实自己，学
习从业资格范围内的知识，准备考取资
格证书；学习自己还不熟悉的业务知
识，练习不太熟练的业务技能，以便自
己更好地胜任当前的工作。于是，我发
现了每个不平凡，皆是因为人们不辜负
每一场花开，不辜负每一段时光，不懈
怠每一次成长，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
片段，拼凑出一段成就更好自己的成长
烙印，将于自己的温柔，变成激励成为
更好自己的动力。

于农信温柔以待，期岁月静好如初，
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与农信共长情。

（作者单位：四川梓潼农商银行）

年轮是树木每年成长的痕迹，岁月是
人们每天匆忙的疾步。忙了一年，回家过
年、走亲访友，除了吃之外，就是聊天。舌
尖的功用在年关前后被人们表现得淋漓尽
致，品尝各种美味佳肴，以舌尖的行为，寄
寓生命、血缘的延续和美满、团圆的延续。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
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磨
豆腐；二十六，割猪肉；二十七，添新衣；二
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
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孩子们打
闹着，唱着歌谣。

龙年的新春悄然而至，盼望过年的心
情永远镌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曾记得，
进入腊月，年味渐浓，劳作了一年的农家
人，开始用微薄的积蓄精心置办年货，平时
日子再紧巴，过年也要买上几斤肉，买点猪
杂碎、粉条、粉皮什么的，蒸上几锅干粮，除
了全家过年饱饱口福，更重要的是招待亲
朋好友。家乡的农家人习惯把豆包子、肉
包子称为“团子”。谁家能够吃上小米面
“团子”，那很是让舌尖解馋不过的了。全
民凭“票的日子，每到年关，爹总是托人弄
上能卖几十斤肉的“肉票”，自己留几斤，其

余的“票”留给亲朋邻里；然后，买上几挂
“土炮”（人工制作的鞭炮），再给哥哥、我和
妹妹每人添置一身新衣裳，这便是全家人
的全部年货了。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家家户户开始
发面准备“舌尖上的美味”。那些年，家家户
户都是拾柴烧土炕取暖的。到了过年的时
候，也都是在土炕上发面。记得腊月二十
八，天刚蒙蒙亮，娘就早早地起来了，把早备
好的小米面、玉米面、白面、粟米面分盆搅拌
好，放在炕头上，用棉被捂上，接着就开始做
早饭；早饭做熟了，面也就基本发好了。吃
过早饭后，娘开始在炕上依次摆上几个小瓦
盆，里面有豆馅儿、白菜肉馅、马齿菜肉馅，
还有南瓜馅儿等食材，看着就眼馋。豆包的
配料主要是小豆、红枣、黄豆。娘把这些东
西放在大锅里，弄成豆沙馅儿，吃上一口那
叫香甜可口。“吃了隔年瓜，活到八十八。”秋
获后的南瓜留到春节，用来包团子，老人甚
是喜欢，寓意愿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手脚麻利的娘不到半晌的工夫就把这些“作
品”相继精雕细作成功了。小米面、玉米面、
白面，黄的白的，加上红枣夹杂在一起，一个
个枣花如一只只小兔子静坐在那里，一个个
“团子”上面的褶子匀称得当，虽算不上千姿

百态，也称得上琳琅满目。
随着“鼓铛铛，鼓铛铛”风箱交响曲的

欢唱，一笼笼的美味在蒸汽的笼罩下相继
出锅了，香喷喷的诱人香味让人垂涎欲
滴。从娘手里接过烫手的“舌尖美味”咬
上一口，顿觉一股幽香直入心脏。不，应
该是烫的。娘在一旁笑着说：“慢着，别烫
着，管你们够。”“团子”里透着的美香，弥
漫出无比的幸福。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时过境迁，家
乡的变化日新月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
过年的感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年其
实过的就是团圆快乐，过的就是乡土民
情，过的就是喜庆亲情！如今吃喝穿戴已
不再是幸福的主要内涵，可年的滋味并不
因此而显得寡淡无味。每个家庭、每个家
族，亲情主要凝聚在老人身上。现在的年
与儿时的年已经大不一样了。如今，俺娘
每年仍保留着制作年货的习惯，给全家人
做美食，令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感动。娘告
诉我们：“每年制作这些‘舌尖上的美味’
是为让家人们吃好的同时，祈盼全家平平
安安，快乐幸福，年年和美团圆!”

（作者单位：河北省新河县农信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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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温柔以待 岁月静好如初
□ 胡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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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志藏

□ 黄晓

你是我的缘
□ 李争荣

故
园
情
思

·

书法书法
湖北孝感农商银行 彭胜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