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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三八”是我们夫妻的金婚
纪念日，早在去年冬天两个女儿就为此
事忙乎起来，在香港工作的大女儿联系
了当地的一家旅行社，为我们预订了今
春赴日本豪华游轮五日游的船票，在镇
江的小女儿则在一家饭店预订了两桌酒
席 ，准备邀约一些亲朋好友聚一下。

上了年纪的人当然喜欢热闹，但又
怕麻烦，没有那个精气神操办，同时也舍
不得她们破费，因此就没应允。说句心
里话，我早就想去日本旅游，特别想看看
京都、奈良、仙台等地的历史文化古迹。
女儿也早已看透我的心思，于是一切按
她们的计划落实，只待今年春暖花开之
日。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蔓延全国，两个女儿精心筹
办的活动全部化为泡影，游轮停航，日本
去不成了；饭店歇业，酒席也不能办了，
甚至连外出都难以成行。面对疫情，两
个女儿仍不甘心，她们说，你俩结婚时没
办酒席、没拍婚纱照，甚至连结婚证都没
领到，年轻时吃了那么多的苦，生活那么
坎坷，妈妈还差点丢了命，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找机会为你们留个金婚纪念。

进入5月，疫情好转，市场逐步开放，
许多店铺相继开门营业。这时女儿又出
了新主意，要为我们在影楼拍一组金婚
纪念照。影楼对我们老人而言，是个可
望而不可即的消费场所，花几百上千元
去拍几张照片还真有点肉疼，但禁不住
女儿的死磨硬缠，最后还是答应了。在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由女儿陪同来到
东吴路上的一家影楼，略施粉黛后，穿上
不同服装，在不同的背景下拍了一组照
片。拍照时两人对视，不约而同地会意
一笑，潜台词就是：“你这老东西，头发白
了，牙也缺了，满脸的皱纹，还不知拍出
什么丑态？”

近日，从影楼拿到了那本有二十多
张合影的金婚纪念册，装帧精致，照片也
出乎原先的预料，不仅清晰而且把两人
拍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小女儿和晚辈
戏谑我们是“俊男靓女”。听了这番恭维
话，再翻阅纪念册中一张张带着笑靥的
照片, 我情不自禁想起《诗经》里那两句
经典之词:“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夫妻
相濡以沫牵手共度五十年，实在是件可
遇而不可求的事，既幸福又充满浪漫。
新冠疫情尽管凶险，但它毕竟会消失的，
只有坚贞的爱情才是永恒的。

2020，我们的这个金婚之年定会永
远留在记忆中。

今年是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最后
一年，年过七旬的江苏省劳动模范、
镇江唯一由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
劳模创新示范工作室领衔人、农业
专家沈晓昆在6月14日又一次去了
三江。这是8个月的时间里，他第三
次去三江扶贫。前两次分别是去年
11月和今年4月。

6 月 14 日，沈晓昆很晚才到达
三江。15日上午，他已忙碌在三江
独峒八协村的七彩农业园的绿色稻
田里。他穿着红色 T 恤，映衬着绿
秧苗，就像绿色地毯上绣了一朵红
牡丹。73岁的他，走起路来像 37岁
的小伙子，满头白发就像戴了一顶
白帽子。看着那 25 天长成 25 公分
的秧苗，他和侗族农民笑得合不拢
嘴。

当天，他在三江现场指导稻鸭
共作技术。先起秧、后插秧，一片片
水汪汪的田野，插上秧苗很快就变
成了淡淡的绿色，5天后就会变成嫩
嫩的绿色，那时候就可放鸭子啦！
鸭子既可以吃掉稻田里的杂草和害
虫，鸭子的粪便还可以成为秧苗的
有机肥料，同时还可以为稻田松土，
不用化肥和农药，不用人工松土和
除草，一举多得。

三江水稻种植采用的是传统的
水育秧。费秧田费工费水，沈晓昆
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习塑盘育秧技
能。三江没有育苗盘、基质和无纺
布等销售，沈晓昆就从江苏购买，提
前通过快递发到三江。这些，现在
也已一一用上。

此前，因为新冠疫情突发，沈
晓昆只能远程指导三江农民朋
友育秧。育秧后，秧田出现了
田鼠吃稻种的状况，当地农民
放诱鼠弓灭鼠，但是灭鼠效
果不理想。沈专家叫他们不
要把死鼠拿出秧田，用死鼠
来吓走田鼠。结果，非常有

效，田鼠没有了，育秧苗的稻种保住
了。

习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说：“脱
贫致富少数民族一个不能少！”沈专
家在身体力行，他三下三江，精准扶
贫，手把手指导侗族农民学会了稻
鸭共作的致富技能。

在去三江之前，沈晓昆在退休
后的十来年里已先后参加了四川绵
竹援建、新疆伊犁援建、贵州沿河扶
贫。从三江回镇江后，他还要马不
停蹄地去重庆扶贫。

他说他并不是一人在冲锋，他
的身后是他的劳模团队以及银发生
辉团队。

6 月 14 日上午，沈晓昆在独峒
镇八协村七彩微田园指导稻鸭共
作；下午，他又来到了独峒镇独峒
村。独峒村的两个年轻人搞起了农
村电商，希望帮助乡亲们多卖出一
些家乡的特色农产品，带动大家一
起脱贫致富。这里的年轻人想种植
五福稻，挖掘侗乡的传统水稻品种，
生产和销售独峒黑米、独峒红米、独
峒糯米等新老品种的五福米。他们
在这里遇上了长期从事水稻应用推
广的农业专家沈晓昆，沈专家加了
他们的微信，表示愿意提供这方面
的知识与经验。

随后，独峒镇的秦副镇长来向
沈晓昆请教种植食用菌的技术问
题，沈晓昆向他推介了吉林农业大
学食药用菌团队的学者。独峒镇的
侗乡农民画历史悠久、小有名气，
怎样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是他们的
殷切希望。沈晓昆又向镇江的金山
杂志相关负责人推介当地一个有功
底的侗乡农民画家。

扶贫路上，沈专家忙碌并快乐
着。

当金婚遇到了疫情
文/秦苏

从新疆伊犁远嫁到上海的女友说：
远嫁给爱情的姑娘，需要一定的勇气，因
为嫁了就是脱离原有熟悉的社会群体，
孤独地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回一趟娘家
就是一次奢侈的远行，很不容易。

作为一个曾经远嫁的人，我深深地
体会到独在异乡的不易，好在父母退休
后，我就将他们从新疆接到了镇江，不用
我跋山涉水回娘家了。

时常会想起上高中时在涟水跟着外
婆一起生活的日子。那时每到放假，外
婆总要带着我回趟娘家。一大清早，外
婆娘家的侄子会骑自行车来接她，而我
则骑着另一辆自行车。外婆把自己收拾
得清清爽爽的，带着早已准备好的小点
心，有糖、油果子、糕点等，坐在侄子的自
行车后座上开开心心回娘家。

外婆的娘家在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
里。外婆的兄弟去世早，娘家靠弟媳妇
带着七个孩子艰难地生活。那时候家家
经济条件都不是太好，外婆也帮衬不了
多少，回娘家主要是安慰一下弟媳妇，帮
她出出主意，处理一些跟子女的矛盾以
及村里邻居家长里短的琐事。

外婆会早早地在村口就跳下自行
车，然后走一段路，经过娘家的邻居家门
前时，会远远地就与邻居打起招呼，然后
一起说笑着走到娘家院门前。她的弟
媳，也就是我的大舅奶，会热情地上前握

着她的手，不停地嘘寒问暖，招呼我们进
屋。这时天已不早，外婆也不会见外，稍
稍喝上一杯茶，就会和大家一起忙着择
菜做中饭。夏天，田里的玉米正嫩，我们
会掰几个玉米棒子回来，跟豆子一起用
石磨磨碎，与新鲜的蔬菜一起放在大灶
锅里做玉米糊糊吃，那味道非常非常香。

大舅奶嫁出不远的大女儿、二女儿、
三女儿这一天也都会陆陆续续地被女婿
送回娘家，高高兴兴地来见回娘家的姑
儿。我也跟着被他们嘘长问短的。外婆
二侄子的媳妇性格开朗，我尤其喜欢。
我们坐在院子里聊天，院子四围用树枝
简易地围成栅栏，院子里种着新鲜的蔬
菜，架子上开满紫色的扁豆花儿，煞是好
看。

外婆的侄子、侄女们会跟外婆聊亲
戚和家人，聊日常生活，聊他们遇到的喜
和忧。在这平平淡淡却分外亲切的聊天
中，所有有关家事的烦恼和忧愁都会烟
消云散，大家在笑声中把心胸变得更加
开阔。

聊到下午四点多，就要早早地准备
晚饭了。这样，我和外婆就能带着满足
的好心情在天黑前回到家。

现在外婆和大舅奶都已九十多岁
了，她们依然健康地生活，自食其力，不
需要子女们的特别照料，我特别为她们
开心，也为她们骄傲。

跟着外婆回娘家
文/唐士莉

沈专家的三江一日
文/赵惠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