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书记鲍玉辉 去

年

6

月，

44

岁的鲍玉辉被

组织上任命为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成为小村的新成

员。一年多来，他带领村两

委班子跑项目、跑资金，加

宽重修出村道路、 整修街

道、修排水沟、架设路灯、

安装监控， 使小村面貌涣

然一新， 成为全省首批生

态文明村。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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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一个古老的小乡村 ，

我在那里出生、成长，环绕村周的小河

承载了我少年时期的许多欢乐， 简易

的小学校启蒙了我的梦， 陪伴我走出

小村，去实现我人生的理想。

小 村 有 一 个 很 有 历 史 感 的 名

字———东司马 ，相传 ，这里是有 “小司

马” 之称的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的

故里。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从懵

懂时期到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当团支部

书记，我在家乡生活了

20

多年。

1984

年，我到县城机关上班，再后来又调来

市里工作。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那

里的天依然是那样的蓝， 那里的民风

依然是那样的淳朴， 那里的一草一木

依然是那样的亲切。

我的家乡隶属沁阳市柏香镇 ，全

村仅有百余户

400

多人， 村里人祖祖

辈辈以农耕为业。 农闲时，家家户户用

木雕印版在白棒纸上印出轮廓， 再用

手工描绘成一幅幅彩色的神像， 装裱

后游乡串村换成钱贴补家用， 过着比

周边村村民稍微宽裕的日子。 靠着这

些神像的“保佑”，在粮食最缺乏的年

代，我们村硬是没有人被饿死。 这个延

续了几百年的活计，一直到“破四旧，

立四新”的年代被取缔。

到我记事时，乡亲们除了种粮外，

还开始了植桑养蚕， 并因地制宜建起

了养猪场、红薯粉坊、小磨香油坊、小

巢础厂， 这些小副业虽然没有多大的

收入， 但也给处于贫瘠的乡亲们不小

的贴补。

改革开放后，在村党支部、村委会

的引导下， 小村人一直走在勤劳致富

的前列，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服

装加工，到新世纪处发展种植业、饲养

业， 再到现在的大面积流转土地和集

约化经营，让人刮目相看。 村里目前有

20

多个养猪 、 养羊大户 ， 生猪存栏

3000

多头，羊存栏

200

余只；乡亲们走

出小村，在外乡他村流转土地

2000

余

亩，种植冬瓜、怀山药等经济作物。

小村民风淳朴， 干群邻里关系十

分和谐，从我记事起，村里几十年没有

发生过治安刑事案件；几十年来，乡亲

们一直延续着节俭办红白事的习俗。

小村人渴望知识， 重视教育，“再

穷不能穷教育” 的理念在小村得到了

最好的诠释，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制

度以来， 村里一共有

110

人考上了大

学，并且出了

10

名硕士、

2

名博士。

前年冬天，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双

双换届；去年

6

月，省里下派省气象局

计财处副处长鲍玉辉担任村第一书

记。

新班子，新气象，新业绩。 在鲍玉

辉和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 争取省气

象局及沁阳市有关部门的支援， 加上

乡亲们的自愿捐款， 筹集了几十万元

钱，整修街道、架设路灯、安装监控，将

原来两三米宽破烂不堪的出村小油路

扩修成

6

米宽的水泥路， 圆了乡亲们

盼望了几十年的梦， 使小村面貌涣然

一新，建成了全省首批生态文明村。

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梦，这个

梦就是能通过我手中的笔和相机 ，把

我父老乡亲的丰采展示给世人， 让更

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熟知我的家乡。

连日来， 我频繁奔波在回乡的路

途上，在小村走访、记录、拍照。 大伯、

大叔、大哥，大娘、大婶、大嫂，照片拍

了一幅幅，文字记了一行行，一件件往

事像放电影般快速回放到脑海里 ，几

十年间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慈祥、沧

桑、自信和坚毅，这些照片把乡亲们那

勤劳的本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版

面所限， 我只能选取寥寥几幅照片刊

登在这里，来报答我的父老乡亲……

我的父老乡亲

老党员赵翠英 今年

81

岁的赵翠英是我的二婶，她

12

岁开始上学，高小毕业后当国民办教师，参加过大炼

钢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过

20

多年的农村信贷员，是

乡亲们心目中的“管家婆”。 二婶

1958

年入党，目前是村

里党龄最长的老党员。 虽然去年的一场大病差点让她去

见马克思，但依然影响不到她乐观生活。

“铁女人”卫秀荣 在我的记忆里，村里人一直喊这

位

91

岁的老人泥鳅妈，因为她的儿子名字叫泥鳅。 从我

记事起，她就是村里的妇女队长，她带领生产队的姐妹们

剜地、打场、挖河、修路，啥活都干，从来没有喊过苦叫过

累，是远近闻名的“铁女人”。 现在虽然到了耄耋之年，

依然闲不下来，她说：“一歇着就浑身不舒坦。 ”

“老片”和“老卫” “老片”名叫杨叙东，“老卫”名叫

卫桂英，是我的远房堂兄和堂嫂。 早些年，堂兄在千里之

外的西安当纺织工人， 堂嫂一个人在村里拉扯着四五个

孩子，夫妻俩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退休后，堂兄回到

村里与堂嫂团圆，如今，老夫妻儿孙满堂，惬意地度着幸

福的晚年。

“老民办”范定安 范定安生于

1941

年，是我的启蒙

老师。

1962

年师范毕业时，正好遇到下放，他就回到村里

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一直到

1992

年取消民办教师时才

离开讲台。 如今，已是

70

多岁高龄的范老师依然爱看书

看报，关心着国家大事。

“巧手”祁秀兰 今年

75

岁的祁秀兰是老祁家的独

养女儿。上世纪

50

年代，她高小毕业后，父母怕她远走高

飞，就把她挡在家中，死活不让她出去工作。 她从小心灵

手巧，擅长剪纸，人又热心，乡亲们谁家办红事白事，她都

会不请自到，帮忙剪纸做花。现在几个儿子一个个都飞了

出去，留下她和老伴在家养老。

老村党支部书记范小周 今年

62

岁的范小周是一

名转业军人。 他高中毕业后到某部队服役，在部队入党，

1973

年退伍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4

年后被选招到县气

象局当合同工，

1984

年再次回村任职。 他先后任村干部

35

年，其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28

年。 已有

43

年党龄的

他见证了小村的发展。

“蜂人”杨叙锋 生于

1956

年的杨叙锋是我的远房堂

兄。

1980

年，他跟着我大姐夫去山西、四川放蜂，尝遍了

放蜂人的酸甜苦乐，

30

多年来，他始终坚守着“甜蜜的事

业”。 他说：“挣多挣少，图个开心快乐！ ”

“冬瓜大王”杨叙武 今年

61

岁

的杨叙武也是我的远房堂兄。 他当过

10

年生产队长， 干过

3

年村委会主

任，搞过服装加工，办过猪场，

2005

年

开始承包土地种冬瓜。今年，他的冬瓜

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400

亩， 收获冬瓜

250

万斤，毛收入可达

40

万元 ，是名

副其实的“冬瓜大王”。

“新地主”祁国亮 在村里，祁国亮算是我的小兄弟了。 他

上学时低我三届，高中毕业后，先在本地高考，后又跑到山西

参加高考，均名落孙山。 他是小村较早大面积承包土地的人，

也是村里最早引种冬瓜的村民之一。他一边自己种瓜，一边帮

别人推销冬瓜，为自己赚取了第一桶金。

2008

年开始，他走村

小村，到外乡承包土地，目前共流转有土地

500

亩，除种山药、

冬瓜外，还为种子公司培育蔬菜种子。 他说，今年种地的净收

入能达到七八十万。

我的父老乡亲憨厚朴实，靠勤劳把小村建设得美丽、富饶。

村里的当家人 村

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廷

杰 （中）、 委员杨叙雷

（右）二人是退伍军人，

委员祁曙光是致富能

手，共同的责任让他们

走到一起，肩负起带领

乡亲建设家园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