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埂是乡村的路，沃野千里，阡陌纵横地平铺于田地间。或高或低，或宽或窄，它是区分田

和地、田和田之间的明显界线。

在我的记忆里，生产队里的宅基地是自由分散、参差不齐的，说白了就是东一家西一家。我出

生的老屋就是被田地包围着，只有一条田埂把家与大路连在一起，田埂这头是路，田埂那头是家。

田埂那头是我家 安徽合肥 王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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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蛋炒饭的字眼，我的口中就

弥漫一股芳香，不禁想起童年的蛋炒饭。

童年的美食很少，如晨星，蛋炒饭常扮演美

食角色，让童年也摇曳芬芳。

自从我蹒跚学步后，站在篱笆墙内，就想着走过这条

田埂，到大路上去看看飞驰的汽车和匆匆的行人。可窄

窄的田埂让我心里有少许的害怕。第一次牵着母亲的手

走过田埂，我的心里充满了欢喜，我看到大堤外滚滚奔流

的长江，一艘艘顺风扬帆的货船来往穿梭；我看到郁郁葱

葱的杨树林，顺着大堤绵延横亘，护堤林成了长江沿岸一

道靓丽的风景。我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展翅翱翔在

绚丽多彩的世界。天地间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从

未知晓的事情。我的认知世界从那时起，开始储存起一

件件新奇的事物，收藏起一串串美好的回忆。

一来二去地走了两趟，我心里要踏实很多，其实

并不像我想得那么可怕，我慢慢地习惯了走田埂路。

而且对门前这条田埂更熟悉，哪个地方有条放水沟，

哪个地方有个小弯道，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蒙上

双眼，我也能沿着田埂走回家。

我时常邀请一些小伙伴，在家门前的田埂上玩

耍，相互追逐、欢呼雀跃，玩到尽兴时还沿着这条田埂

跑向那条田埂，在绿油油的田野里欢快地唱着跳着，

田野就是我们童年的舞台，我们就是舞台上即兴表演

的主角。虽然那时还没有“童孙末解供耕织，也傍桑

阴学种瓜”的意识，但我知道秧苗插下后会长出稻谷，

可以碾成米，做成香喷喷的饭；知道劳动能改变一切，

幸福的生活是靠双手来创造的，世上从来没有天上掉

馅饼的美事……乡村是所大学校，田野是位启蒙老

师，它用五谷杂粮教会我一些最基础的知识和最原始

的道理。

每次走过田埂，我都会把田地间四季的变化尽收

眼底：春天的田野一片生机勃发，温馨的大地飘荡着

一股浓郁的芳香；夏天的田野苍翠欲滴，绿莹莹的秧

苗、腼腆的含羞草风中带笑；秋天的田野金黄满地，成

熟的稻谷低下头，丰收的喜悦笑弯了腰；冬天的田野

则一片静寂，瑞雪覆盖了乡村荒野，枯萎的稻茬在冰

天雪地里静静等待着耕耘的时刻。

因为不具备生产劳动的能力，我是家里唯一一个

不参加农事的人。但每年的秋收时，我会到收割完毕

的田里捡稻穗，每天早中晚三次，一棵二棵捡到了双

手拿不下了，用一根稻草扎成把。根据时间长短，捡

的稻穗有多有少。多的时候，母亲放在簸箕里将稻谷

揉下来，晒干放进粮仓；少的时候，抓一把洒在地上喂

鸡鸭，这些都是农村孩子必须做的一件事。

读完了该读的书，放下书包，挽起袖子卷起裤脚，

我过上与田地打交道的日子。我走得最多的路就是

田埂了，无论是牵着牲口，还是挑着重担，走在窄窄的

田埂上我如履平地，生产队里的每条田埂都留下我青

春的足迹。几年的农业劳作历练，我深深理解了农村

这个群体、农民这个职业的个中滋味。我体会到“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劳作之苦，也经历了“人牛

力俱尽，东方殊未明”的耕种之艰。

没有太多的抱怨，我依旧用满腔的热情去体会劳

动的快乐，但偶尔泛起的惆怅，让我的精神也倍感压

抑。于是，对着空旷的田野，我抬头望着湛蓝的天空，

大吼一声“啊……”，用这种发泄的方式排遣内心莫名

的寂寞。一季的忙碌与辛劳，看到长势旺盛的庄稼，

看到辛勤劳动的成果，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情不自

禁地哼上一段小曲，抒发内心无限的快乐。我被美丽

的乡村清新的田野深深吸引了，像一位快乐的王子，

整天穿梭在绿色与金黄的田地间。作为一位职业农

民，田地是实现自我价值之所，让每一块田地都插上

梦想的翅膀，收获心中期待已久的希望。

一年胜似一年的光景，家家户户都过上了脱贫致

富的好日子，自行车开始在农村广泛普及。因为家在

田埂那头，我必须学会在田埂上骑车，这是一件有点

难度的事。路面坑坑洼洼，注意调控好速度。田埂弯

来弯去，注意把握好方向。最难的就是遇到放水沟，

接近沟的边缘，几乎让车子停下来，等前轮慢慢落到

沟的中间时，用力蹬后轮，让前轮走出沟内；后轮要过

沟时，屁股稍向上抬起，身体重心向前移，同时两腿夹

住车身略向上提，有了这一套娴熟的动作要领，再大

的沟坎也会轻松越过。人生的路途上总会有一道道

有形或无形的沟沟坎坎，每一次面对，我沉重的心情

带着巨大的压力；每一次回想，我感恩的世界充盈少

许的激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次的生活历练，我人

生的路才一直走到今天，才有了处变不惊的心态、适

者生存的能力、历久弥坚的毅志。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宅基地统一规

划，一家挨着一家，改变过去散乱无序的现状。再也

不用走田埂回家了，但那条田埂还有那个家在我的心

里却成了温馨又甜蜜的回忆。

童年的蛋炒饭其实很简单，那时可没有什

么虾酱牛肉酱下饭酱什么的和蛋炒饭一起演绎

舌尖美味，也没有生抽、老抽、鸡精等让蛋炒饭

添色增香，只有鸡蛋、白米饭和猪油简单组合，

但味道却芳香无比。尽管现今的蛋炒饭是五花

八门，什么扬州炒饭，什么福建炒饭，什么广州

炒饭，什么各种作料如花缀饰蛋炒饭，但我觉却

差强人意，浓艳有余本色不足。童年的蛋炒饭

如一颗星，闪耀在记忆的星空。

当母亲“哒哒哒”打蛋的声音传来，我如听

一股美妙的音乐，鼻中仿佛闻到那股芳香，口中

不断吞咽口水。随着“刺啦”一声鸡蛋下锅，我

感觉那股芳香随着热气一道蒸腾，绕梁萦屋，直

袭鼻翼。我再也按捺不住，赶紧起床，或者从屋

外跑进厨房，影子样随着母亲围着锅台转悠，看

她操作，看蛋炒饭慢慢像有女初长成，并且使劲

吸溜鼻翼，宛如要将所有的芳香都吸进肚里。

当蛋炒饭起锅，我的口水就要流出来了，赶

紧拿碗捉筷，想先尝为快。当第一口饭扒进，快

慰如血液贯穿全身，接着是第二口、第三口……

几乎没有停顿，仿若一停顿蛋炒饭的美妙就会

停止，就会打折扣。吃蛋炒饭如看一部精彩的

电视剧，欲罢不能，想一口气吃完，才觉解馋过

瘾。蛋炒饭无需其他菜肴佐餐，它本身就是一

道独立的盛宴。那时早晨上学常吃蛋炒饭。尽

管一只蛋要炒三碗饭，姐姐、妹妹和我，蛋花如

春天的残雪点缀，但芳香却不残缺、稀落，仿佛

那香是提炼的、是浓缩的。如果一日三餐都吃

蛋炒饭，我也不厌。

童年的蛋炒饭如素描，如齐白石的写意国

画，清素却意味隽永，而如今的蛋炒饭却是浓

妆艳抹，加进许多作料和辅助食材，如火腿、虾

米、腊肉、香肠等等，如满身珠玉佩饰，反显韵

味不足。童年的蛋炒饭是自然的味道，是黑白

乡村的味道，蛋是从自家鸡窝现摸的，还温热，

炒蛋的炊具是土灶铁锅，葱花是从菜园现割

的，还滴着露水，油是自家吃五谷杂粮的猪肉

熬的……童年的蛋炒饭是一缕乡愁，是那记忆

里温暖的事物！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

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从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

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这是我们百年大党永葆青

春活力的“秘诀”。

一、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

宝贵精神财富。”无论是革命年代的“三大作风”“两个务

必”，还是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产生的党内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基本方法，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

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

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是党的形象。前不久，习近平

总书记带着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

时说：“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

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正是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过

硬作风，让爱国华侨陈嘉庚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

样的结论。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

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

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功的

制胜法宝，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取得成效的有力途径。结

合安徽省“一改两为”要求，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在一线察民

情访民意，切实做到目光所至看到问题、耳听范围想到问

题、所思所想直面问题、所作所为解决问题，使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二、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加强纪律建设，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

治？就要靠严明纪律。一方面，我们不断扎紧扎牢制度笼

子，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不断提升全党的纪律意

识、规矩意识、法治意识。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

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督促党员领导干部严于律

己、认真履职、勇于担当。另一方面，我们坚持严字当头、一

严到底，整治歪风邪气、弘扬新风正气，严格执行党的各项

规章制度，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同时，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

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古人说，“子帅

以正，孰敢不正”。通过“关键少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能

为干部和群众做好示范，起到强大的说服力和号召力，带动

形成良好党风政风民风。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

督，精准规范用好问责利器，督促各级“关键少数”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既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逐级传导压力，

又当好示范表率，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

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

设常态化长效化。

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

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

气。党性、党风、党纪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

党风是党性、党纪的外在表现，党纪是党性、党风的重要保

障，要一体推进、一体部署、一体落实。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如果党性不强、思想上“缺钙”，就会

得“软骨病”，小则影响地区发展，大则影响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要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以伟大建党

精神和延安精神滋养初心，以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淬炼灵魂，夯实党性根基，厚植为民情怀。

要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廉洁用权、规范用权的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和政治自觉，始终克己奉公、敬畏权力、服务人民。

中共全椒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周娅琼

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

童年的蛋炒饭
安徽黄山 崔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