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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出珍品便是金
马泉沟虽然地处大山深处，却

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子。打开电
脑，附上“马泉沟”的域名，一下子
便蹦出几十个条目。仔细一看，却
个个与水化柿有关。原来，马泉沟
是搭上水化柿出名的。

还别说，马泉沟的水化柿还真
是好。它个大、皮薄、略圆、黄澄澄
的，每年十一月采摘，经一番去皮、
晾晒、深捂，冬季的风一刮，一层粉
白色的霜花便从软乎乎的柿泥里
透出来。咬一口，酥软香甜，几乎化
在舌头上，润得灵敏的味蕾舒心无
比。山西农科院深感它的神奇，拿
回去一化验，哈，每百克肉泥竟含
磷 0.091， 含 钙 0.024， 含 铁
52.4ppm，含单糖 39.57，双糖 1.29，
酸度 0.884，粗蛋白 2.75，粗脂肪
3.17，粗纤维 2.14……营养之丰富
尤其是糖份大居于国内柿种之首。

且 具 有 止 血 润
肺，降低血压的
功效。无奈唐代
的皇帝无比喜欢
它的美味，把它
赫然列为入朝贡
品。就现在来说，它仍经久不衰
地畅销于国内外市场。价格也出
奇地高，每斤买到了十几元钱。
而且常常供不应求。

按说，守着这么好的珍品，
又有这样畅通的销路，如果把村
里所有的地都种上水化柿，单只
这一项收入，就够马泉沟人们风
光富裕地花了、攒了。然马泉沟
人怪得很，他们并不把这项收益
看在眼里，仍然津津有味地伺弄
他的农业，用那些微薄的收入来
支撑家里开支。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政策年年有利于农民，可马
泉沟村的变化并不大，不少户还

生活在贫困线下。
原来，马泉沟的水化柿虽然名

扬四海，但却是个靠天吃饭的产
业。每年十一月初摘下，去皮晾晒
逢的是好天气，那就帅呆了，如遇
上了连阴雨，那就倒霉透了。亟待
晾晒的柿子得不到光照，便一个个
发软发酸，最后坏成一团烂泥。不
仅分文无收，还要赔了老本。2015
年马泉沟柿子格外地好，却遇上了
坏天气，一个村六七万斤柿子，就
这样一筐一筐地倒掉了。故该村虽
然遍藏珠玉，却没人敢把赌注全押
在柿子上。

然而到了 2016 年，这种习惯

被一个人打破了。
这个人就是老实
巴交的农家人杨
建平。杨建平今年
53 岁，身子粗壮，
四肢结实，性格憨

厚，脑子灵活。全家四口人，有二十
多亩地，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
按说，他家里应该是上好光景。但
大儿子打工刚能顾住自己，27 岁
了还没有攒下婚礼钱。二儿子在西

藏上大学，每年生活费得二万多
元。杨建平和妻子属于土里刨食，
紧赶慢赶，加上三亩柿子的收入，
才刚刚够得上二儿子上学。老婆的
高血压、自己的胃病常常能拖就
拖，实在拖不了才上医院。还有杂
七杂八的门面差事。不说脱贫，就
当下维持生活都困难。

多少个夜晚，杨建平躺在床
上，辗转反侧地睡不着，他想啊想

啊，急转的脑子里总思考一个主
题，就是如何能让自己早日脱贫，
迅速致富。这个经事不多的人把自
己能想的都想到了，把家里所有的
优势列尽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发
财路子。去打工吧，自己的身体较
弱，人家不可能要。到山上挖药吧，
此地药材不多，劳累一天，不定能
不能挖下药材。种蔬菜吧，这里缺
水路远，没有丁点优势。养家禽也
不是很合适的行当。

时光转到了 2016 年 10 月，马
泉沟的柿子又到了成熟季节。乡领
导和村民们商议好，今年要乘着秋
高气爽的大好时机，把马泉沟的柿
子在新闻界好好宣传一番，全方位
地扬扬这里的名气，充分地促一下
柿饼的销售。哪知恰恰又遇上了连
阴雨，把精心主办《观红叶、赏柿
子》开幕式的人们急得如热锅上蚂
蚁。(未完待续之八）

每年七、八月份是槐米成熟的季节，
也是我们家最忙的时候。我家共有槐树
30 余棵，树龄最高的长达 50 多年，最低
的也有 4、5 年的光景。光采摘、晾晒槐米
就得耗时半月之久，况且老妈那两年学
会了“做买卖”，也就是忙完自家的再去
收购别人的，然后卖到县城药材收购站
赚取些差额。所以，整个过程我们家都浸
沉在槐米的采摘、晾晒、收购、买卖之中，
累并快乐着！

那年炎热的夏季，我家最大槐树上
的槐米尚未成熟，老妈再三嘱咐：“这两
天带着作业到大槐树下边学习边看树”。
前两天我着实地负责任，连吃饭也显得
过于匆忙，生怕槐米被别人抢走。到了第
三天，玩伴静静找我来玩，玩兴之余，她
说：“咱们回家吃饭吧，一会再来看”。我

爽快的答应了，并相跟着回了家。可不到
一小会儿的功夫，小兵妈站在院墙外高
喊：“老高（我妈姓高），你家槐米让人偷了
哦....”。话音未落，老妈忙撂下碗筷就往外
跑。上到窑顶向下张望，果然，大树四周凡
触手可得的槐米白花花的没了个精光。
我一跺脚，心生纳了闷：咋前脚走后脚就
没了呢？有人告知，是玩伴跟我厮跟着回
家后，又杀了“回马枪”。我满含气愤的泪
水要找她理论，被老妈一把拉回：“你找她
她也不会承认的，免得伤了和气，破财免
灾呢”，说完回家吃饭去了。我气得独自一
人拗在大槐树下难过了好久。

老妈与桂芳姨可以说是收槐米的
“绝对搭档”。老妈矮小精干，头脑灵活；桂
芳姨高大彪悍，体力强健。在收购过程中，
老妈负责过秤、结算，桂芳姨负责搬运、装
车。有时我跟二姐也充当帮手。我们翻沟
越岭到邻村，驱车进县城，驾着牛车进深
山，每每是满载而归。望着一袋袋圆滚滚
的槐米，心想着一张张钞票，禁不住勾起
我无限的食欲，肚子便“咕咕”乱叫，止不
住问老妈：“妈，回去吃啥饭哩？”“西红柿
鸡蛋面”老妈回答倒也爽快。满怀心喜回
到家，老妈赶紧边系上围裙和面，边吆喝

我剥蒜扒蒜，结果我们吃得是：白面条 -- 蘸
蒜！是啊，每天守着鸡屁股换油盐酱醋茶过日
子，怎能奢侈得吃到鸡蛋面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除去给桂芳姨的
分红，加上自家树上的收成，我们会有两千多
元的收入。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不是个小
数目，我们姐弟四人的学费有了着落，年景好
的话我们有时还能置办一件开学穿的新衣服
呢。

直到 1997 年，我们姐弟四人相继成家，
并在县城参加了工作，我们家彻底从农村搬
进了县城。但每当槐米快要成熟时侯，老爸就
会念叨道：“家里的槐米该收了吧”。实际上筹
备工作早已进行，爸妈负责找口袋、布绳、油
布、长杆、镰刀等，弟弟张罗着给几位年长的
长辈带几样稀罕的吃食，我和大姐则负责购
置当天的口粮、孩子们的零食。这时，俩女婿
早已备好了车，浩浩荡荡向老家开拨。

老妈不减当年的利落，蹬上梯子蹭蹭地
爬上了树。她用绑了长杆的镰刀，挥洒自如地
将结满槐米的枝条一一削断，从罅隙中撂下。

我们在树下铺好大油布，将槐米小心翼翼地锊
下，摊到阳光下晾晒。孩子们在大树下尽情地玩
耍，时不时有老乡走过来拖着长长的乡音招呼着
回家吃饭，有时他们把暖壶、茶缸、煮玉米、地里
的水果瓜菜送至树下，供我们尽情享用。每每这
时老爸讲述着重复了无数遍的家史，老妈不时地
插着嘴，上下互动着。我们姐弟几个回忆着儿时
的糗事。说笑声、嬉闹声、乡亲们亲切的问候声回
荡在整个院落。

2007 年，老妈的身子骨大不如以前，老爸查
出了肝腹水，加上我们几个近年来缺乏体力锻
炼，再看看晒得满脸通红躺在草地上熟睡的孙
儿、外甥。老爸忍痛割爱，终于狠狠地说了一句：

“不要了，从明年开始这些槐树归你们姑姑打理，
再不受这份罪了......”。当年的腊月，老爸永远的
离开了我们。

每当槐米成熟的季节，望着满树散发着淡淡
苦味的槐米，听着嘤嘤嗡嗡蜜蜂采蜜的声音，总
能引起我无限的回忆：想起生我养我育我成长的
故乡，想起可亲可敬的老父亲，想起我们家祖孙
三代在一起劳动的欢乐场景。

王艳芳

朋友送来一株虎刺梅

我把它精心栽入花盆

叶片浓郁，亭亭玉立

尖尖小刺儿缀满枝身

每周松土施肥
整枝剥芽照料入微

冬天放进温室

夏日定期杀虫浇水

每每望着它心里纳闷

苦苦盼它三夏三春

找不到花骨朵在哪

更别说享受醇香的滋味

为了早日欣赏花美

走访花农费尽心

折腾了三七二十一
照样枝叶独立无花相陪

谁能告诉我是啥原因

谁来把我苦心抚慰

有心栽花花不开

真是急煞养花人

黄飞

笔墨纸砚对于古代文人骚客们非
常重要，被称之为文房四宝。对于银行
柜面从业人员来讲，我们也有我们的新

“文房四宝”。
计算器

飞快的敲打，灵动的舞步，弹奏着
营业室里一曲曲的窗口交响：“您好，您
的业务已经办理完毕，请问您还需要办
理其他业务吗？”“您好，这是您的现金
和卡，请收好！”，现如今，银行的柜台很
难见到算盘的噼里啪啦，计算器成了柜
员们手中不可或缺的办公神器。

随着客户的增多，柜员们的指尖飞
快的舞动，计算器也欢快起来，丝毫不
忙乱，一切尽显从容、有序而又高效。随
着客户的散去，它们只是偶尔的聊聊
天，似乎是依恋回味刚才的那一段激
昂。干起活来不掉队，闲暇时刻，一曲

“打靶归来”饱含红色情怀，一曲“走在
乡间的小路上”显得惬意洒脱。真个是

“才艺”双全。
印章

中华五千年一直都演绎着各式各
样的契约形式，而印章的使用更是具有
中国特色。

业务办讫章、储蓄专用章、凭证受理
章，方的、圆的、椭圆的，而有些中间含有
可以调拨的日期，印证着‘活字印刷术’
随着时代越发博大精深。样式不同所干
的活计也不尽一样，手起刀落、干脆利
落，一张张存单上一个个漂亮的红圆戳
妥妥的印在了上面，对面客户稍稍悬着
的心也落了下来，似乎只有红色的戳记
才能证明刚刚存进银行一摞钞票的真正
存在；似乎是看到了外面客户的表情，桌
子上的印章好像骄傲了起来，显得越加
红艳。可不是吗？自己本身价值的体现是
值得每个人小小的骄傲一下。再看，一摞
摞整齐的单据传票上面的椭圆戳记犹如
接受检阅的队列，整齐而又庄严，看到
这，您瞧，这印章越发的傲娇了。骄傲的
印章、骄傲的契约，这才是印章更好不过
的生涯印戳。

验钞机
验钞机是银行柜台的大家伙，就像

是进入车站透视行李的机器，对内对外
严格的把控着每一张钞票的进出。从一
开始的 C 类、B 类到现如今的 A 类一体，
防伪识别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得到大
家的赏识。

“您好，请查看计数器，为您清点现
金！”随着一张张钞票顺利的通过，外面客
户的关切的目光也是散了开来，里面的柜
员倒是显得轻松许多，对于一直陪伴他们
来讲，还是很是信任这个可靠的大家伙。
正是这种亲密无间的伙伴，柜员们才会隔
不了几天，就会拿着吹风机、小刷子给它
吹吹灰尘，好好的清理一番。每每清理过
后，这个大家伙干起活来，声音显得越发
清脆。

中性笔
中性笔，没有了毛笔的娇柔，省去了

钢笔的繁杂，褪去了圆珠笔的‘油腻’。简
洁、干练、不失庄重，成为了银行柜面不可
或缺的书写利器。单据的填写、客户的签
名、账务的记录……，哪都能看得见它。一
有新的业务知识规章制度的学习交流，就
更少不了中性笔的记录，从‘开立银行
卡’、‘更换存折’到‘密码重置’、‘挂失解
挂’，更是记录下了满满几页的业务知识。
正是这份强大的记录，面对前来办理的各
类业务，柜员们多了几分从容自信，少了
份焦虑迟疑。要不然老话说的好啊：‘好记
性不如烂笔头’。

这几个再平常不过的办公用品就是
我们农商银行柜面服务的新“文房四宝”。
而这些显现出来的效率、契约、信誉、简
约，显示出了我们现代农商银行人的金融
服务面貌。

新“ 文 房 四 宝 ”

又到槐米采摘时
薛璐

自 强 能 富 一 方 天
———来 自 平 陆 县 脱 贫 攻 坚 一 线 的 报 告

李敬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