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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郑梦雨

晌午刚过，整理完施过肥的玉米田，小儿
子茂茂用手机点开歌曲《渴望》。音乐甫一响
起，彭小英和范得多转过身，快步跑到田埂间
的狭长水泥路上，开怀地跳起了舞。

在距离浙江温州瑞安市主城区 38 公里的
马屿镇霞岙村， 50 岁的范得多和 45 岁的彭
小英夫妇，除了照看自家的八亩农田外，最
大的乐趣就是一起跳自编的“曳步舞”——
这种来自澳大利亚的舞蹈，跳动在村子的田
埂间、老房前、桥墩下。

舞蹈治好了范得多数年的抑郁症。经历过
贫穷和病痛的这对农村夫妻，没有丢下生活，
反而在舞蹈中咧嘴大笑，用身体的摇晃甩走生
活的负累，用舞步为平淡的日子添上一点糖。

“她是我的光，我是她的影。”范得多
说，再也没有什么困难能将彼此分开。

“跳舞治好了我的病”

范得多和彭小英也曾走出农村。 18 年
前，他们在云南经营一家鞋店，维持着不大的
开销，原本平静的生活却被一场车祸陡然打
破。那一次，范得多的下巴被撞开裂，牙齿掉
了四颗，并因惊惧过度患上抑郁症。
出院后，范得多经朋友介绍，去山东做服装

生意。在那里，彭小英不仅自学认字，还认识了
一种充满动感、动作快速有力的舞步。她看得入
了迷，每晚骑电动车去广场，在旁边跟着学。

但年幼的子女留在村中无人照看，彭小英
还是决定先回老家。每到夜晚，月明如灯，范得
多总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难以成眠，
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要给彭小英打一个电话。“你
不在，我一个人要怎么睡？”几天后，范得多终于
跟着妻子的脚步回到了农村。

留在村中的彭小英，和丈夫、父亲、婶婶一
起，四个人照顾着八亩农田，整日与玉米、黄瓜、
西瓜为伴。

尽管每天都在田里，彭小英心里一直惦记
着在山东看到过的那种“动感”舞蹈。她一有时
间就去城里的各个广场看，终于遇到了那种相
似的步伐——动作直白有力，每一步都踩在节
拍上。“原来叫‘曳步舞’！”彭小英的“心事”有了
着落。

起初，彭小英自己去跳，后来，干脆拉上范
得多一起跳。广场上少不了他们的脚步。有人形
容“没见过有两口子这样同心协力的”。孩子放
假回家了，就一家人一起跳。身体跟着音乐节奏
摇曳，他们感到单纯的开心，笑容不自觉地挂在
脸上。白天出了汗，晚上睡得更香——范得多的
“阴霾”不见了。

慢慢地，他们不再特地去广场。音响就放在
电动三轮里，白天干完农活，跳舞“庆祝”一下；
晚上吃过晚饭，跳舞“放松”一下。换上布鞋，随
走随停，音乐响起，田间地头、村中阡陌，到处都
是“舞台”。

“下雨也要跳，桥下淋不到，灯从上面照下来，
我们就在光里跳”，夫妻俩都对曳步舞上了瘾，“周
围时常有人围观，对我们说‘开心果又来了’！”

对彭小英而言，跳舞也是一颗“种子”。就像
把一株玉米小苗种下去，它会发芽、生长、收获，
四年前的彭小英，在田埂里，也种下了一颗跳舞
的种子。

“你要是现在跟我吵架，这时候音乐响了，
我一转身就去跳舞了！”彭小英说。转身的瞬间，
两根辫子飞了起来。

“牙再大也要哈哈大笑”

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彭小英和范
得多在自家院子里跳舞锻炼身体。跳得多了，
彭小英心想，为何不尝试编一支属于自己的
舞蹈？

老房小院儿内，两个人揣摩着舞步。他们

从自身的生活出发，把对长辈的记忆和生产劳
动的经验，跳进了这支舞中——手从头顶左右
划过的动作，源自儿时奶奶为她梳头的场景；
手臂平行向后拉，是妈妈以前做饭拉风箱的样
子；躯体有节奏地前后摇摆，来自挑扁担时的
身体记忆；双手张开，单脚跳动，是在模仿赶
鸭子时扑扇的翅膀……

这支舞蹈的音乐来自电视剧《渴望》的主
题曲。在这部讲述 60 年代人生浮沉的故事
中，主人公刘慧芳的起起落落都牵动着彭小
英，仿佛剧中的人就是她自己，“看每集都跟
着哭”。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心中渴望，真
诚的生活……”毛阿敏演唱的这首《渴望》，
歌词和曲调中包含着苦涩和无奈，搭配欢快的
曳步舞，形成一种复杂的力量。彭小英经常跳
着笑着就哭了出来，眼泪砸在田垄上。

舞蹈的中间，彭小英设计了一个“再见”
的动作，意为一切都经过了，和过去的酸甜苦
辣通通挥手告别。

“我以前很穷，没有鞋穿，走在太阳晒得很
辣的路上，脚底烫得揪心。”彭小英回忆着，脸
上多了几分释然：“现在虽然每天粗茶淡饭，但

是吃自己种的玉米，心里也觉得很嫩很甜。”
彭小英的微信签名是“牙再大也要哈哈大

笑。”生活本不轻松，“农民也可以给自己的
生活寻找乐趣。”彭小英说。

如今，每当舞蹈开始，两人相视一笑，嘴
角好像要咧到耳根一样，脸上尽是烟花绽放一
般的开怀笑容。

“她是我的光，我是她的影”

《渴望》这支舞，在抖音上一下子火了。
手机上不断有新消息提醒，彭小英和范得多惶
恐地一晚上没睡着觉。

现在，彭小英和范得多在抖音账号上共有
140余万粉丝。每天晚上，他们都在直播中跳
舞，有越来越多的网友透过屏幕，被他们的快乐
感染。

有时在镜头前，彭小英会扎两根辫子——
这是范得多最喜欢的样子，“头发一扎就变回
了年轻的时候”。他们一个前村一个后村，上
了同一所小学，从小一起长大。谈起妻子时，
范得多目光缱绻：“她特别爱笑，笑起来很可
爱的。”彭小英就盯着他看，一直笑，伸手去
拉他的手，又害羞地抽开一点。

平日里，彭小英唤丈夫为“阿多”，而含
蓄的范得多，常常会调皮地称彭小英为“娘
子”。

“我们几乎是 24 小时不离开彼此，有
他就有我，有我就有他。”彭小英说。舞蹈
治愈了范得多，如今的两人形影不离，“她
就是我的光，我就是她的影子。”范得
多说。

“爱情就是我爱他，他爱我，我们一直
在一起。”彭小英说，有一次范得多突然看
着她，对她说了一句“要不我们下辈子也订
婚了吧！”

范得多觉得生活未曾薄待他，现在的他
们有活干，有舞跳，一切足够美好。他们幻
想中最好的日子，是两个人能一起跳舞到八
十岁。

彭小英说范得多很宠她，买菜只买她爱
吃的。“她最喜欢豆腐干炒辣椒！”范得多
突然提高声调，语气中不无自豪。

傍晚时分，彭小英和范得多坐在院子里
剥着玉米，准备在一天的劳动过后馈赠自己
一顿清甜的晚餐。夕阳西下，远处的霞光穿
过山峦和农田，温柔地盖在他们的身上。

乡村爱情：田埂间的双人曳步舞

新华社长沙 6 月 2 日电（记者谢樱、袁汝
婷）初夏时节，湖南祁东黄土铺镇，郁郁葱葱黄
花菜漫山遍野。69 岁的李苏联背着竹篓，穿梭
在半人高的菜地里，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麻利
摘下。“必须清早开始摘，开花了就不行了。”李
苏联乐呵呵地说，“一天可以摘 10 篓，一篓能卖
100 块钱。”
黄花菜，别名“忘忧草”，有“观为名花、食为

佳肴、用为良药”的美誉。湖南省祁东县是“中国
黄花菜之乡”，种植历史已有数百年。

过去，由于缺乏现代化加工工艺和营销手
段，祁东黄花菜囿于“小作坊”家庭式加工，难以
突破瓶颈。“传统加工靠一口灶一口锅，将刚摘
下来的黄花菜蒸制杀青，再晾晒，没个两三天是
晒不干的，如果下雨就更麻烦，很容易发霉变
质。”湖南吉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富生说。

62 岁的祁东本地人谢富生，和黄花菜打了
大半辈子交道。他深知，要把小小的黄花菜做成
一份大产业，必须靠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和支持。
2005 年，他创建的湖南吉祥食品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了一台全自动杀青烘干机，成为县里黄花
菜加工的第一台机器。2009 年，机械加工开始
规模化运用，传统的作坊式加工渐成历史。

在湖南吉祥食品有限公司 1200 平方米的
车间里，摆放着一个长约 85 米的“庞然大物”，
那是公司投入 500 万、历时五年自主研发的黄
花菜全流程“加工母舰”。“这是第三代了。以前

晾晒要三四天，用这台机器只要两个半小时，每
天可加工 40 多吨，加工的黄花菜品质也高。”谢
富生说。

现代化机械突破了加工瓶颈，先进的销售
手段则让黄花菜走得更远。

正是采摘季，天还没亮，管小伟就开始忙活
了。这个“80 后”农民在菜地里架好了手机摄像
头，为给网友直播做准备。“前些天，拍了一条晚
上采摘黄花菜的视频，播放量 626 万。”管小伟

如今是小有名气的“网红”，靠短视频和直播销
售农产品，“2019 年线上卖了约 1 万斤黄花菜，
利润有 40 万！”

另一家黄花菜生产加工企业——湖南新发
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肖智雄，也有销售新招。
这位浓眉大眼、打扮新潮的“90 后”，用自己的
形象设计出一款“黄花王子”卡通头像，印在产
品上，希望以此打响品牌的时尚度和辨识度。
“现在每天线上销售可以卖 5000 单左右。”肖智

雄说，“公司正在建 1 万平方米新厂房，里面
会有扶贫车间，还会有网络直播间。”

谢富生、肖智雄经营的两家企业里，分别
都有数十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黄花菜产
业发展了，我能在家门口就业，一个月挣五六
千块钱，还能照顾家里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陈青云喜笑颜开。

农业现代化，不仅在机械加工和销售，更
在发展理念本身。在黄土铺镇的中国黄花菜
（萱草）良种繁育研究中心，五彩缤纷、形态各
异的 331个萱草品种竞相争艳。“黄花菜也属
于萱草的一种。萱草花色鲜艳、花期长，已经
成为赠送亲友、会场布置、荒山荒坡绿化的花
卉之一。”祁东县金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祥勇说，“未来，我们还想借此开发农旅
结合的休闲产业。”

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核心区的祁东，农耕
条件较差，曾是湖南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于 2018 年脱贫摘帽。靠农业现代化支撑，黄
花菜成为这里的脱贫产业。如今，祁东县黄花
菜种植面积达 16 . 5 万亩，菜农 40 余万人，
日加工鲜菜能力 270 吨，年总产值逾 20 亿
元，已帮助 2 . 8 万农户脱贫。

“农业现代化是‘金扁担’，我们要把这根
‘金扁担’做好、挑好，让‘忘忧草’成为乡村振
兴的‘黄金菜’和‘富民花’。”祁东县委书记杜
登峰说。

机 器 隆 隆 响

“轰”出 新 希 望

陕西大荔三夏采访见闻

新华社西安 6 月 3 日电（记者刘彤、都红刚）一辆
辆雷沃谷神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在成熟的麦田间紧张
地作业，跟随其后的农用三轮车将收割机“吐”出的麦
粒装车并准备送入粮仓……这是记者在陕西夏粮主产
区大荔县采访时看到的场景。与时间赛跑，确保颗粒
归仓，眼下的关中平原，逐渐进入了一年中最为忙碌的
时段。

大荔县韦林镇韦留村地处渭河下游河道岸边，
村民们正在五千多亩已经成熟的麦田里收获。村
民王广计划半天完成 12 亩小麦的收割、运储和秋
粮的播种。他说，在村委会的组织、协调下，村里
10 台联合收割机正在全村作业，确保“三夏”不误
农时。

“今春虽然遭遇多年未见的条锈病侵害，但由于防
治及时、有效，加之今年小麦生长时间长，麦穗普遍颗
粒饱满，亩产有望达到 1300 斤以上，比去年增产 200
斤左右。这是多年未见的好光景！”

王广说，国家连续多年对小麦等主要农作物实行
保护价收购，让农民得到真真切切的实惠。“今年小麦
刚刚开始收购，目前的开秤收购价是每斤 1 . 12 元，和
去年基本持平。只要这样的价格保持稳定，我就决心
当好粮农，在提高粮食单产上动足脑筋，争取更大的收
益。”

看着王广运走一车车小麦，韦留村村委会主任赵
安民感慨地说：“韦留村紧靠渭河，但以前由于堤坝不
牢、堤顶不固，虽然这里沃野连片，但一年一小灾、三年
一大灾的实情，让农民不敢放手种田，优良小麦品种不
会采用，方便的机械设备不敢购买，粮食生产只能‘靠
天吃饭’。”

改变来自渭河综合整治的完成。赵安民说，经过
多年治理，被誉为陕西“母亲河”的渭河恢复了水清、岸
绿、景美、堤固的本来面目，农民再也不用担心渭河泛
滥的情况发生。中麦系列优质强筋小麦品种在全村逐
步推广，几十台（套）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农用三轮车
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完成夏粮收购后，硬茬播种方式
将在全村展开，不仅再也不用担心农民焚烧秸秆引发
火灾，科学、绿色的新种植方式也使化肥施用量逐渐减
少，秋粮、夏粮的产量逐年提高。“这里真正成了旱涝保
收的沃野良田。”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吴金亮说，
自 5 月下旬开始，陕西“三夏”在全省范围内自南向北、
自东向西全面展开，全省 1400 多万亩小麦中，目前已
经完成收获 15% 左右。

“虽然遭遇多年未见条锈病等病虫害侵袭，又赶
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由于陕西全省病虫害防治
及时、有力、到位，目前初步测算今年陕西夏粮单产为
近年来最高，总产与去年相比保持稳定。陕西夏粮又
是一个丰收的年景。”吴金亮说。

服 务 精 细 化

种 粮 更 省 心

山东齐河三夏采访见闻

据新华社济南 6 月 3 日电（记者叶婧）芒种将至，
温热的夏风吹黄了麦穗，麦收的脚步近了。“俺村不着
急，都是留着育种的麦子，可以等一等再收。”山东省德
州市齐河县西杨村党支部书记李化庄到村里的麦田边
转了一圈，心里有了底。

虽然嘴上说着不着急，李化庄早已和当地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公司定好了“三夏”日程。约 10 天后，负责
给全村麦田提供托管服务的山东齐力新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就将带着大型农机，抵达村里开展夏收、夏种、夏
管作业。

谈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好处，李化庄觉得自己很
有发言权：“就拿除草来说，咱老百姓自己买药一亩地
成本 20 元，交给他们一亩地花 15 元还不费人工，省钱
又省心。”因此，早在 2014 年，西杨村就把分散在全村
300 多户村民手里的 3305 亩地全部托管给了齐力新
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有了专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农田基础设施也不
能落后。在位于沂蒙山区的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上冶
镇，丰瑞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100 多亩小麦和 4个西葫
芦大棚即将迎来丰收。

“多亏电力部门给我优化了灌溉电路，旱能浇、涝
能排，才给丰收打下了好基础。”丰瑞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钱兆发说。

合作社创立之初，钱兆发的资金和经验都不足，灌
溉用电的线路没有设计好，经常浇着水突然停电。国
网费县供电公司上冶供电所台区经理刘敬长知道这一
情况后，不仅把合作社作为重点维护对象，时常检查用
电线路和设备，还在合作社规模扩大后，协助优化灌溉
线路、设备，保障用电便利和安全。

如今，农业服务已越来越精细。在李化庄所在
的西杨村，最初，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能提供简单
的收获、耕种服务；现在，已经全面接手了村内粮田
的耕、种、管、防、收、售等各个环节。

2019 年，全国超过 6 万个农机服务组织投入“三
夏”农机化生产；而山东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验优势，发展了各类社会化服务
组织 21 万多家。

齐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董永说，据测算，开展
粮食全程托管服务后，能让农户每年每亩节本约 150
元，社员年均增收约 20%。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齐河农作物绿色防控水平明显提升，农
药使用量降低了 10%、化肥使用量降低了 6%。

受益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专业、高效，李化庄预计
今年村里的小麦亩产将比去年多 25 公斤，达到 650
公斤。

“附近村子都‘眼热’俺村种地费用低、收益高、不
操心。听说今年夏收之后，又有 8个村要学着俺村，整
村开展托管服务啦！”李化庄说。

▲ 6 月 1 日，彭小英和范得多在田埂间跳起自编舞蹈《渴望》。▲ 6 月 1 日，完成施肥后，彭小英为丈夫拭去脸颊的汗水。

▲ 6 月 1 日，彭小英（左一）和范得多的两个孩子也加入了舞蹈。 本组照片摄影：郑梦雨

左图：69 岁的村民李苏联在祁东县黄土铺镇采摘黄花菜。右图：中国黄花菜（萱草）良种
繁育研究中心展示区里的萱草花。 新华社记者谢樱 5 月 29 日摄

湖南祁东：“金扁担”挑起“忘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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