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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我收到一个远房表哥从老家寄来的糯

米。母亲像招待一个从老家来的客人一样，小心地

将它搬至房中，妥帖地安放好。于是，这袋裹挟着家

乡泥土气息的糯米，安然地栖息在我的家里，散发着

醇浓的米香。

据母亲回忆说，她小时候粮食产量极低，少量的

粮食只够供给家里的男劳力们吃，女人和孩子往往

只能喝一点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粥，食不果腹。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吃饱穿暖是穷苦的人们

对生活的唯一渴求。在他们的心里，生活没有诗意

的情怀，只有弯腰流汗的艰辛和无奈。

一直以来，母亲总是教导我们不能浪费粮食。直

到现在，我的母亲都视稻米为宝，掉在桌上的饭米粒她

总会用手捡起来，吃不完的剩饭剩菜也舍不得倒掉。

也许，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方知“一粥一饭，当

思来处不易”，才能真正体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深意。

记得在我小时候，农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无论你什么时候在路上遇到谁，都会被迎面而来

的人笑吟吟地问候一句：“可吃饭了？”答案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那一声关切。对于过去的人们来说，吃

饭是头等大事，没有什么比吃饱饭更重要，人类的一

切活动最终都会归结到吃饭这件事上来。于是，一

声“你可吃饭了”的问候就显得格外重要。听之愈

多，但觉意味深长。

我们的父辈对稻米的深情像是对孩子一般，从选

种播种到除虫除草，从排水放水到施肥栽割，全程精

心呵护，环环相扣，哪一个步骤落下都不行。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父亲们日复一日的

精心照料下，承载着一家老小生活希望的稻谷一天天

地长高，一天天地强壮，一天天地饱满，一天天地成熟。

稻谷，历经风吹、雨淋、日晒、切割、碾压、脱皮、

淘洗、蒸煮，最后才以白胖圆润的姿态香喷喷热腾腾

地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饭桌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的人们早已不再满足于吃

饱穿暖，但稻米始终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扮演

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它们滋养着我们的肠

胃和灵魂，源源不断地为我

们的生命注入活力和情感。

一米一粟，在迢迢岁月中，已形成了五彩斑斓的

稻米文化。我的家乡安徽庐江于2014年建成了中国

稻米博物馆，并由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

隆平亲笔题写了馆名，旨在普及稻米知识，宣传稻米

科技，传承稻米文化。

过去的岁月总是喜忧参半，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

日子，早已是遥远而模糊的记忆。生活，就像是晒谷

场上人们手中的簸箕，在不停的颠簸中，簸去了残次

的沙石和秕谷，而只留下饱满而美好的回忆。

北国的窗外或许还有冰棱，但南国的风已是春

意盎然。晴暖的日子里，我用表哥寄来的家乡糯米

煮了一锅饭，做了一盘糯米圆子。

此时此刻，我正在细细咀嚼醇香的糯米圆子，咀

嚼一米一粟带来的满足和幸福。

金兴安同志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发自内

心地敬重他、佩服他。

初步了解他的人生轨迹和感人事迹是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共同的母校吴圩中学，当时

我还是一个模仿力、求知欲都十分强的懵懂少

年。每当老师如数家珍地谈起吴圩中学建校这

么多年来哪位同学刻苦努力、勤奋好学、学有所

成，金兴安的名字总是第一个被提到，并赋予一

大堆溢美之词。自此，金兴安这个名字就深深

地扎在我的心间，成为我学习和崇拜的偶像。

走上工作岗位后，共同的文学爱好让我们时有

接触，慢慢地成为亦师亦友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金兴安出生在安徽省定远县蒋集乡金巷

村，没上几岁，父母双亡，他成为一个地地道道

举目无亲的小孤儿。危难之时，他没有被新社

会、新国家所抛弃。在党的关怀下，在政府的资

助下，在乡里乡亲老师同学倾力相助悉心照顾

下，他通过孜孜不倦的追求、锲而不舍的奋斗、

百折不挠的拼搏，彻底改变了自己多舛的命运，

从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贫困少年成长为一

名著名的作家、高级知识分子，其坎坷历程、艰

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金兴安是个感情丰富，知恩图报之人。个人

成功后，忘不掉地方党委政府对自己的关怀备

至，忘不了家乡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随

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他思乡恋乡之情变

得尤为迫切和浓烈，成天思思谋谋地想为家乡做

出点什么。但他自始至终只是一介书生，所谓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多少次的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苦苦思索，他终于想到了最终改变自己命运的还

是靠知识。他看到家乡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文化还显得贫乏，群众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

要文化生活，孩子们需要好的书本，这是他回报

社会、感恩家乡的正确途径。

于是，他马不停蹄，2004年7月28日他写

信给当时的定远县蒋集镇主要领导，提出由自

己出面协调筹资建房，无偿捐赠多年来收集珍

藏的3000余本各种书籍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

的几万元奖金与稿费，在家乡兴办“作家书屋”

（后改称农家书屋）。经合理规划，多方筹措，很

快，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家农家书屋就这样在家

乡蒋集落地生根了。

书屋建成后，很快就成为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的重要阵地。通过这个平台，广大农民在家

门口学到了种植、养殖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提高

了生产效益，增加了劳动收入，群众得到了很多

过去想都想不到的实惠。渴求知识的孩子们更

是书屋的常客，面对从未见到过如此海量的课

外读物，他们兴奋异常，一头扑进书的海洋中

汲取、遨游，既增长了知识，又开阔了视野，由

此，家乡的一大批农家子弟进入全国各大高等

学府。书屋传递着知识与文明，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乡风、民风逐渐地向好的方面转变。

征途漫漫，经过十八年开拓和坚守，书屋由

原来的两间平房发展到现今的“六室一馆”，书

籍由原先的三千多册增加到现在的六万多册，

并且拥有大量的音像、光盘等先进资料设备，既

有规模，又上档次。

因成绩突出、影响巨大，书屋先后荣获“全

国示范农家书屋”“安徽省第一家农家书屋”

“‘双服务’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书屋建成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

倾力支持。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批示、题字、来

信来函；有关单位和个人捐款、捐物、赠书，留下

许多翔实的文字资料与珍贵的图片。为了充分

发挥文化的力量，提高家乡的知名度，让全民阅

读在家乡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他把十八

年来精心收集整理的关于“农家书屋”发展轨迹

的所有珍贵资料无偿地捐赠给家乡定远，已建

馆留记。在定远县委、定远县委宣传部的全力

支持下，建立起一座独具地方特色的农家书屋

文献馆。全馆由六大部分组成，分别为：“亲切

关怀，巨大鼓舞”“感恩乡亲，创办书屋”“社会各

界，热心相助”“各级领导，考察调研”“媒体宣

传，影响空前”“全民阅读，硕果累累”。通过农

家书屋文献馆，金兴安同志把牵肠挂肚的念想

留在故里，让自己的一腔大爱回归桑梓！

你去海棠花海吗？
■ 安徽合肥 胡玲

你去海棠花海吗？

春天已经来临

那里的海棠花在绽放

一簇簇，红艳艳的

微风吹拂，起伏波动

像一片片云霞扑向蓝天，层层叠叠

在蜜蜂嗡嗡嗡的歌唱中

倾送万道霞光

梦境一般地醒着

少荃湖，白天鹅，柳树和灰喜鹊

可爱的姑娘

你愿意和我结伴去吗？

那是不容错过的最美春光

旖旎的海棠花会映红你的双颊

翠绿的青草会点燃你的激情

唱歌，跳舞，欢笑，轻言细语

可爱的姑娘

请稍等片刻，我的心已陶醉

建筑工，清洁工，教师，医生，护士……

他们都收到了我春天的快递

可是你看

前面还有一个推着婴儿车的母亲

她是多么恬静，温柔

如果她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欣喜万分

跳跃，旋转，还要朗诵美妙的诗篇

可爱的姑娘

你是多么善良美丽——

海棠花般的双眸

让我的心怦怦怦地直跳

风儿传来一个甜蜜的消息

那里有一匹白马在花中隐现

披着汹涌的华丽光彩

扇着神奇的有力翅膀

配着吉祥如意的马鞍

只有心怀巨大生活热情的人才能看见

矫健，漫游，跃出，惊心动魄

哦，可爱的姑娘

让我们随着这大道，这人流，这树木

一起去海棠花海吧

那里的花恣意汪洋，像是从我们的心底怒放

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看啊，那匹白马穿过花海翩翩而来

盘旋，嘶鸣，带着美好的祝福

青春，爱情，汗水，梦想，锐意进取

还有令人瞩目的“芯屏器合”

哦，海棠花海

我们来了！

一米一粟总关情 ■ 安徽合肥 章丽

农家书屋

爱归桑梓 ■ 安徽定远 吴传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