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靳自立在党群服务中心施工现场

靳自立，绛县第十七届人大代表，陈村

镇东荆上村原村委主任。2019 年 5 月这位

接近花甲之年的老人临危受命接任东荆

上村主任之职，他在任期间，真正做到了情

为民系、心为民想、身为民行、责为民负、权

为民谋，尽到了一位村委主任的责任。在

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团结带

领全村群众用好用足帮扶政策，改善农村

水利、交通、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发展山

楂、连翘产业，开展结对帮扶等等措施，成

功使这片 330 户 940 余人，土地 2870 亩的

村庄脱贫。

早在 2013 年，习总书记就指出，“贫困

地区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

件很重要”。东荆上村的原道路坑坑洼洼，

一到下雨天村民出行十分困难。靳自立上

任后，扎实推进和实施民生工程，坚持为民

服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把人民

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当成工作重点，认真

研究制定措施，尽量去落实，他着重抓基础

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他多次来回在村里坑洼路段步行，积极到

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后将村里的主街道重

新修复，解决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由于

吃水管道老化，村里三天两头停水，村民只

好去别的村拉水，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

靳自立见此状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对全

村进行水网改造，使家家户户 24 小时吃上

了自来水。

靳自立清楚地知道基础设施对一个

村的重要性，他不断地与上级部门沟通协

调，申请各项资金，在村里安装路灯 66 盏，

实现了夜间亮化；道路绿化主街道 300 米，

修建党群服务中心，优化了村委的办公环

境，更加有效地为群众办事。

要想使村民致富脱贫，还是要调整产

业结构，不断拓宽增收渠道。县林业局的全

力支持下，靳自立带领群众新建连翘园区，

种植连翘 400 余亩。目前，该村已形成以粮

食作物为主，山楂、连翘经济作物为辅的农

业格局，极大带动了村民的经济收入。

作为村委主任，无论村里的大事小事

他都是事无巨细，需要自己帮忙的绝不推

辞。今年一位残疾村民房屋倒塌，让本不富

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靳自立得知此事

后了解各种相关补助政策，积极到相关部

门去申请补助，帮助该村民申请到补助金

1.5 万元，使房屋的修缮得以解决。“一个人

好不是好，全村人好才是好，”说到为村民

办实事，靳自立如是说。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靳自立科学应

对疫情，积极调节调度，响应上级党委、政

府的号召，设立疫情防控卡口，严格执行扫

码、测温、戴口罩制度。为了科学、合理、安

全、快速地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他亲力亲

为，用尺子测、用脚步量，将“健康码”一张

张粘贴到位；为了避免参加核酸检测的群

众扎堆、聚拢，他几次三番地调整规划场

地，合理设置警戒线，为东荆上村“无疫情”

打下坚实基础。

担任县人大代表以来，靳自立用心参

加每一次人代会，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

要求，在履行代表职务中，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积极参加闭会期间的代

表活动，仅靠着一辆电动车，风雨无阻，只

要有活动就去参加，按时值班，积极接待群

众来访。靳自立经常深入选民、群众家中，

沟通了解当前村里发展等问题，倾听选民

的意见建议，建好“民意窗”，架好“连心

桥”，打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连翘

园区虽然已经建好，但是周围的道路依然

还是土路，村民进园区极其不方便，在县人

代会上，靳自立提出“关于连翘园区道路硬

化的建议”；东干渠道常年堆积淤泥，下雨天

不利于排水，增加了正常道路的排水压力，

靳自立提出“关于清理东干渠淤泥”的建议，

相关部门现已实施清理。

作为县人大代表，靳自立始终把群众的

利益放在首位，牢记自己是一名人大代表的

职责，让群众满意、放心是干好工作的第一

要务。“对的事情一定要做，要一做到底，出

发点一定是为了乡亲们好。”靳自立由衷地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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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早操，高一（3）班学生金丽萍就急

匆匆地报告班主任郭娟说：“郭老师，我昨

天从家里带的三百元生活费被人偷了。”

郭娟惊讶地问：“在哪被偷了？”金丽萍

沮丧地回答：“昨天从家来校晚，没来得及

交给后勤处。睡觉前，我把钱放到枕头下面

了，今天早操结束回宿舍洗漱时，发现钱不

在了！”

郭娟把这事反映给学校保卫科，李科

长马上带人查了女生宿舍外面所有监控，

又检查了宿舍的门和窗户，没有发现什么

异常。科长推断说：“这肯定是内贼把钱偷

走了，等查出来是谁偷的，一定把她开除！”

早读时，保卫科长把宿舍的八个女生

逐个叫到保卫科，询问了昨天晚上宿舍的

情况，又让每个学生写了她们昨天从家里

来校时所带的物品及钱数，想从这些女生

的言行举止中查出些蛛丝马迹。让他失望

的是，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结果。

郭娟是高一（3）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她在课一上语文课时，仔细观察了和金丽

萍在同一宿舍的几名女生。她发现，丢钱的

金丽萍听课的时候脸上带着淡淡的忧愁，

另外六位女生表现得很正常，只有一名叫

李倩玲的在听课当中，眼神偶尔出现一丝

游移和不安。

郭娟了解这个女生，她是独生女，初中

时父母离异了，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另嫁他

人，她只能跟着奶奶生活。

吃完中午饭，郭娟独自驱车到李倩玲

家。好久没有收拾的院子和屋子，显得破败

而冷清。

见到孙女班主任到家来了，倩玲奶奶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师，你咋来家了？是

不是玲玲没有交够生活费？她去学校时要

三百元钱，他爸爸在外打工几个月都没有

给家里捎钱了，我身上只有一百元，全给她

拿上了，让她先交一部分饭费。等她爸这几

天把钱捎回来，我马上把剩余的二百元给

学校送去。”听到这儿，郭娟心里似乎明白

了些，她和奶奶又寒暄了几句，心情沉重地

回到了学校。

进了校门，她直接到后勤收费处，查询

了李倩玲的交费情况。后勤处告诉她，李倩

玲在下了早操时交了三百元生活费。

吃过晚饭，郭娟把李倩玲叫到自己的

办公室，告诉了她下午到她家家访的事儿。

李倩玲先是惊愕，紧接着低头不语，最后小

声哭泣起来。在郭娟的耐心开导下，她承认

了因从家里带的生活费不够，怕同学们笑

话，昨晚看见金丽萍把三百元钱放到枕头

底下，今早趁都着急去上操，她最后离开宿

舍时拿走了那三百元钱。

郭娟很严厉地对倩玲说：“倩玲，我了

解你的家庭，理解你奶奶和你爸爸的不易，

我也理解女孩都有虚荣心，可是不能因为

这些就去偷别人的钱啊？你把别的同学的

钱拿走了，别的同学怎样生活呢？学校知道

了要开除你。同学们知道了，你怎样和她们

相处？”倩玲低头哭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接着，郭娟又以母亲的口气拉着倩玲的手

和蔼地说：“倩玲，别哭了，有困难不要紧，

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有困难给我说啊，

我和学校会帮着解决的，咱做人要活得堂

堂正正，更何况，国家给的贫困生补助很快

就下来了！”倩玲再也忍不住，痛哭流涕，泣

不成声。

等情绪平缓下来，倩玲向郭娟表示她

认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并保证以后再也

不会干这样的傻事了，一定努力学习。

郭娟帮倩玲擦了眼泪，让她把脸洗干

净，头发整理好，临出门时，郭娟又从自己

口袋里掏出三百元钱交给她，并叮嘱她回

宿舍把钱放到金丽萍的床头角落里。

下了晚自习，郭娟到保卫科说：“李科

长，咱们再到那个宿舍查查吧？”他们一起

到了女生宿舍，女生们正在洗漱，郭娟对金

丽萍说：“丽萍，你再在床上找找，看是否掉

到什么地方了？”说着，她走到金丽萍的床

头，在床上翻了几下，突然在床头的角落

里，露出了三百元钱。保卫科长看到后说：

“哎呀，这不是你那三百元钱吗？”

郭娟高兴地对女生们说：“好了，没事

了，大家赶紧休息吧！”

原载《青年文学家》2022 年 9月上

音郭环中
那一声声吆喝那一碗碗粥

·散文·

师范毕业那年，我还不到十九岁，被分

配到乡镇最偏远的溪河湾中心小学。

顺着崎岖不平的山石小路走了两个小

时，我终于走到了大山深处只有七户人家

的小山村。

学校在小河傍边的土坡上，有一座看

样子至少六七十年的土房子，校长是个六

十多岁的退休老教师，还有一个民办教师，

虽然只有 23 个学生，却是五个年级和一个

幼儿班，我们都要进行复式教学。

我清楚地记得，教办主任和我谈话时

的恳切话语，山里的教育太落后了，多少

年都没个公办教师，分配你去是因为你还

年轻，需要历练，干上两年下山，不耽误说

媳妇。

山村小学条件的清苦远远超出了我的

想象，吃的菜都是学生从家里背，不是土豆

就是北瓜，开水馒头就着吃，间或有孩子拿

些秋豆角做的焖面就是绝味的佳肴。几天

下来，吐酸水、拉肚子，晚上睡在床上，肚子

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难受的时候，我就坐

在教室前的河楞上，捂着肚子对着下山的

路发呆。

一天下午，我给学生布置好作业，忽然

想起母亲说，肚子胀炒点盐冲水喝有效果，

我就去东边紧挨学校的那个人家找盐。

也许是山里民风淳朴吧，家家户户都

没有院墙，甚至连个篱笆也没有。正当我不

知道该不该进门的时候，一只大白狗忽然

狂吠着向我扑来，还没来得及躲闪，只听得

一句呵斥，那白狗立马摇着尾巴乖乖地卧

下了。门帘掀起，出来了一位大娘，勒着一

个打着补丁的蓝色围裙，花白的齐耳短发

整齐地梳理在两耳之后，脸色发黄，满是皱

纹，眼眶深陷，眼睛显得格外得大。

在大娘的热情招呼下，我走进了屋里。

家中陈设虽然简单但非常干净，三个米罐、

面罐擦得黑油铮亮，能照出人影来。山村百

姓家都有的满间炕边，有一个用砖头盘的

炉子，上面一个大筒子锅，锅盖下边斜插着

一个铜勺子，热气直冒。

我介绍了自己，又说明了来由。大娘

说，山里水硬，你是水土不服。不要紧，不用

盐，停会儿我这玉米糁糁粥熬好你喝一碗，

暖暖地睡一觉就好了。坐在炕头，我们拉起

了家常。大娘七个孩子，

四个姑娘都嫁了，大儿子

结婚了，在山下落户，两

个小儿子上坡砍柴烧木

炭去了。自己每天就是做

饭收拾家里，由于腿脚不

灵便，几乎四门不出。话

语间，有满满的知足，也

有些许的遗憾。

坐了一会儿，我要上

课，说不喝了。她说不急，

熟了我吆喝你，你先忙去

吧。过了一个小时的样

子，学生正好下课，我听

见门 外 大 娘 的 吆 喝 声 ：

“喂！小伙子，来我家来。”

我赶忙跑过去，还没进门

就有一股玉米煮熟的清

香扑鼻而来。我坐在炕

头，只见锅里装满了一锅

粘稠的翻滚着黄色气泡

的糁糁粥。端着大娘递过

来的大海碗，我止不住贪

婪地放在鼻孔前闻了又

闻。好香好香的粥啊，金

黄的糁糁汤与饱圆的玉

米糁粒相互拥抱，糁汤浑然一体。秋后山豆

角那紫白相间的豆角粒被煮得肚皮蹦开，

散发出浓郁的豆香气。用嘴抿一口，唇齿留

香。说话间，粥面上已经结下了一层厚厚的

糁油皮，用筷子夹起入口，那种感觉，真不

知道怎么来形容，舍不得咀嚼，舍不得下

咽。大娘告诉我，这玉米糁粒大，都是用刚

收获的新玉米把皮脱掉，不再粉碎，熬起来

比较费时。大锅添满水，等锅开了，倒上糁

糁和豆子，猛火熬三个多小时，一直到粥熬

成，不加水，不减火，这样熬出来的粥才能

算是真正的好粥，才能好喝。

带着万分的感激，我一口一口地把粥

喝完去上课了。临走，大娘嘱咐我没事就

来，他家人爱喝天天都熬，不在乎我一碗。

那时那地，我真的感动得想哭，我想起了山

下的家，找到了家的感觉。

以后的日子里，常常听到大娘的吆喝，

那声音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自然，我喝了

数不清的一碗碗糁糁粥，水土不服的日子

早已过去，情谊却成永久。

两年后的暑假，我调到了山下的初中。

临走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些礼品去跟大娘

告别。大娘拉着我的手恋恋不舍地说，教得

真不赖，就不能再干一年？山里娃可是需要

你们啊，记住再来到家里来。

不记得是怎么走出大娘家的，只记得

自己在空荡荡的校园里钻进宿舍嚎啕大哭

了好一阵……

在山下初中紧张繁忙的日子里，令我

念念不忘的是山里的大娘。三年后的一天，

当我带着稀罕的食品和衣物徒步前往山里

看望大娘的时候，大娘的儿子却告诉我，大

娘于不久前病逝，去世前还经常念叨您呢。

跪在大娘的墓前，我不禁泪流满面、欲

哭无声，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看望大娘

……

一晃三十七年过去了，每每看到散发

着浓郁香味的玉米粥，我就会想起大娘，想

起那一声声自然亲切的吆喝，泪水就会不

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