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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岁的曹加齐端着一碗番茄鸡蛋面糊
汤，来到母亲于粉英的床前。73 岁的母亲因
帕金森晚期，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床上，目光
游离。
　　弯腰把母亲扶起，靠上枕头，曹加齐把勺
子里的糊汤，娴熟地喂进母亲嘴里。“小时候，
她这样喂我，现在，我这样喂她。”曹加齐用餐
巾纸擦了擦母亲的嘴角。
　　 28 年来，几乎每一天，家住浙江省德清
县上柏村的曹加齐，都要细心照顾罹患重症
的母亲。
　　乡亲们都说：“这儿子真不简单！”

生意要做，母亲也得照顾

　　 4 月的江南，暑气渐显。伺候完母亲，自
己再扒拉几口午饭，当把母亲抱到门外的面
包车上时，曹加齐已是满头大汗。熟练地驾驶
着面包车，他向县城驶去，开始他的烧饼
营生。
　　记者在德清县汇丰广场西弄与百乐街交
叉口，找到了带着母亲出摊的曹加齐。
　　曹加齐站在摊位前，一边忙着烤制烧饼，
一边与顾客搭话。来买烧饼的人很多，不光是
他的烧饼价格便宜，而且烧饼的馅，也比别人
多了一个肉圆。一来二去，曹加齐做的烧饼，
在县城的名气越来越大。
　　每过一会儿，他都要朝面包车望一望。曹
加齐在面包车前挡风玻璃上盖了一块厚纸
板，又把车窗摇下，打开两台车载微型电风
扇，让母亲在车里待着舒服点。
　 　“她 坐 不 稳 这 座 垫 ，不 盯 着 ，什 么 时
候 倒 下 去 都 不 晓 得。”正 说 着 ，车 里 发 出
一阵轻微的声音，曹加齐赶紧打开车门，
母亲已歪倒滑落，头已经触到椅子下，他
赶紧一把扶起。
　　“这样的危险情况，每天总会发生几起，照
看她，不能分心。”曹加齐说，因为母亲身边不
能离人，他只能带着母亲出摊。
　 　 每 天 卖 烧 饼 虽 说 能 收 入 两 三 百 元 ，
但 这 份 苦 真 不 好 受。曹 加 齐 笑 着 说 ：“每
天 站 在 炭 火 边 ，试 试 就 知 道。”说 着 他 扬
起 两 只 手 臂 ，指 着 手 臂 上 一 道 道 暗 红 色
疤痕说，“这些都是被炉边高温烫伤留下的。”

10 平方米的蜗居见证“跪乳恩”

　　早晨 6 点，曹加齐便起床了。
　　母亲患病 20 多年来，他每天如此。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母亲
的病情，检查一下尿不湿，随后就开始一天三次的第一次喂药，之
后便走进厨房，为母亲做专门的早饭。
　　一间 10 平方米的狭小房间，是母子俩的卧室。屋里有两张

“子母床”，母亲的床靠窗，一侧安装了医用护栏，防止翻落；曹加齐
的简易木板床靠右，两张床仅一步之遥，中间隔了用两只板凳拼接
的简陋置物台。
　　“她睡不着，每晚最多只能睡一两个小时，我就给她吃安神补脑
液。这种病会出现幻觉，整夜整夜睡不着，全靠药物控制。”
　　曹加齐还清楚地记得，他 22 岁那年的夏天，母亲突然双手颤抖。
这位懵懂的农村小伙，紧张地跟随父亲，带着母亲到湖州、上海寻医，
确诊为帕金森病。医生说，他的母亲最多能活 15 年。
　　为给母亲治疗，家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几
十万。这些年来，他先是陪着父亲带着母亲求医，父亲 9 年前因癌
症去世后，他就一人带着母亲四处求医问药。
　　路再难走，也总是要走的。
　　帕金森病早、中期，于粉英还能拄着拐杖走路。一次，她走着走
着，就“走”到河港里，幸亏她脑子激醒，挣扎了几下才爬回岸上。
　　 4 年前，于粉英的病突然步入晚期，面部不时抽搐，脚指头向
内弯曲，无法伸直，已经完全走不了路。
　　于粉英卧床不起，可就苦了曹加齐。有了褥疮，用痱子粉搽。这还
不算，母亲的大小便都在身上，曹加齐默默地给母亲洗换。
　　去年，亲戚看他开着三轮车风吹雨淋，就把一辆二手面包车借
给他，让他带母亲出摊时能轻松点。

没有什么比有妈在更重要了

　　虽然母亲每年的药物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半多，但曹加齐
从没说过一个“不”字。他说，“母亲苦了一辈子，孝敬她、赡养她，是
我这个儿子最起码的义务。”
　　曹加齐回忆，母亲年轻时是个干活能手，“她一个人拔秧，一个
人种，一天能种一亩多。”母亲也是最疼爱他的人，小时候他到田里
给干活的母亲送点心，母亲总是笑着分一大半给他。
　　这些年来，总有朋友邀他去杭州摆烧饼摊。他开始还怦然心
动，但一想到母亲的病情，就打了退堂鼓。
　　于粉英难得清醒时，用只有曹加齐能听懂的含糊话语，断断续续
跟儿子说：“找个老婆，不然我没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怎么办？”
　　再苦再难，曹加齐未曾掉过眼泪，但每每听到母亲这么说，他
就想哭，“母子连心，做母亲的都希望儿子有个家”。
　　事实上，早些年也曾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是女孩看到他母亲
的情况后，都黯然离开。几番经历，曹加齐把婚姻看淡了。他说，待
母亲百年以后，有机会再考虑吧。　　
                （参与采写：王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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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长山、吉哲鹏、赵珮然

　　 15 年前，一位摄影师记录下这样一
个瞬间：云南省怒江州的余春花和余才妹
相互靠在一起，坐溜索过怒江，去对岸上
学，娇弱瘦小的姐妹俩挂在钢绳上，身下
的江水波涛汹涌。画面令人揪心和震撼，
也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
　　如今，当地虹桥飞架，天堑变通途。姐
妹二人一个成为护士，一个在家里种植草
果发展产业，过江要么坐汽车，要么骑摩
托，已不再靠溜索。姐妹二人的生活已实现

“跨越”，伴随着她们整个童年和少年的溜
索已退出交通“舞台”，成为大峡谷跨越发
展的“活化石”。

溜索岁月：令人心酸

　　余春花和余才妹是表姐妹，她们的家
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马吉乡
马吉米村乔马嘎村民小组。曾经，连接怒江
两岸的溜索成为当地村民记忆中挥之不去
的印痕，姐妹俩的童年、少年过江时就“挂”
在一去一返的一对钢绳上。
　　怒江州山区面积逾 98% ，境内南北
走向依次分布着担当力卡山、独龙江、高
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构
成“四山夹三江”的高山峡谷地貌。
　　“望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牛羊吃草
无路走，猴子过崖眼泪流。”因群山横亘，江
河交错，“行路难、过江难”阻碍着人们出行
的脚步。
　　乔马嘎村民小组位于奔涌的怒江西
岸，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以前，村民
住着竹篾为壁、茅草覆顶的简陋房屋，日
子过得很紧巴。“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上
学的书包、衣服很多都是爱心人士捐的。”
1998 年出生的余春花、余才妹说，家里种
点玉米，经常吃玉米稀饭，一年到头吃不
上几次肉，也没什么收入。
　　除了生活贫困外，让姐妹俩记忆尤其
深刻的便是溜索。乡政府所在地在江对岸，
村民们要去办事、赶集，孩子们上学都得跨
越怒江，两岸村民要相见得爬几小时山路。
这时，建在怒江边的溜索就是便捷的交通
工具，走亲戚、买东西、上学靠它，就连医生
出诊也靠它。
　　自打记事起，溜索就和姐妹二人相伴。

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因年纪小，父母便
把她俩分别和自己绑在一起溜索过江。
到了小学三年级，余春花和余才妹才开
始自己过溜索。“风在耳边呼呼作响，离
江面很高，心都到嗓子眼了。”余春花记
忆中，第一次过溜索时，害怕到极点，可
为了上学，硬着头皮过江。
　　一次，余春花过江时，溜梆出了点
状况，她溜到中间时停住了。江风 呼
啸，溜索摇晃，脚下波涛汹涌，她就这
样一下子挂在半空中。没办法，余春花
伸出双手，握紧钢绳，交替换手一段一
段用力拉着自己向前滑动。她用了好
长时间才到岸边，手被钢绳上的毛刺
扎破，疼得哭了起来。余春花对这次遇
险至今记忆犹新。
　　有村民在过溜索时掉到江中的大
石头上摔断了腰，晚上过溜索绳子断
了摔进江里……这些耳闻目睹的心酸
往事，至今让怒江两岸的村民难以忘
记。“因溜索过载能力小、危险性高，人
员财产损失难以统计。”怒江州交通运
输部门的一位干部说，有一次一对母
子过江，母亲到了江对岸，孩子却坠江
淹死。
　　 2007 年，9 岁的余春花和余才妹
像往常一样，在江岸边挂溜梆，准备溜
索过江，正好被一位摄影师记录下溜
索过江的过程。“自己一年要溜几百次
吧。”余春花说，外面的人看着很刺激，
实际过溜索很无奈，如果有桥有路，谁
还去钢绳上冒险呢？
　　就这样，伴着溜索，余春花和余才
妹上完小学、读完初中……

虹桥飞架：走上坦途

　　姐妹溜索过江上学的照片引发了
人们对余春花和余才妹的关注。特别是

“溜索医生”邓前堆的事迹 2011 年被
报道后，怒江群众过江难、出行难的问
题引起社会关注。国家决定对怒江、澜
沧江上的溜索实施“溜索改桥”。随后，
怒江“溜索改桥”按计划完成。
　　 2013 年，交通运输部和原国务院
扶贫办组织开展全国溜索摸底调查，决
定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
海、新疆 7 个省（区）实施“溜索改桥”

项目 309 座，帮助西部边远山区群众
告别“溜索时代”。
　　在国家和各界的支持下，余春花
和余才妹的家乡也迎来了改变。在云
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关心支持下，村民
期盼已久的乔马桥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开工，当年 12 月 30 日竣工，彻底
结束了乔马嘎村民小组群众生产生活
靠溜索过江的状况。
　　从乔马嘎溜索沿江往上，一两公
里范围内就有人马吊桥、拖拉机吊桥、
汽车吊桥三座过江桥，而且通村路都
已实现硬化。余春花、余才妹姐妹俩曾
经常坐的溜索，已停止使用，锈迹斑斑
的钢缆两端都用铁丝栅栏缠绕封闭，
还被茂盛的竹子掩盖着。“大桥通了，
路修到家门口，坐汽车、摩托车很 便
利。”余春花望着锈迹斑斑的溜索与车
来人往的大桥说，溜索已经好几年没
使用了。
　　在怒江州境内，42 对溜索已改造为
36 座跨江桥梁，“过江靠溜索”成为历
史，保留下来用于旅游体验的溜索成为
见证交通发展变迁的“活化石”。怒江、澜
沧江、独龙江上已建成各类跨江桥梁
140 多座。在峡谷间行进，不同类型的桥
不断映入眼帘，仿佛走进桥梁博物馆。
　　余春花说，我们不用坐溜索过江
了，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坐溜索了，大家
真的是踏上坦途。

脱贫奋进：幸福滋味

　　桥有了，公路通到村，峡谷里无数个
像马吉米村一样的村庄学生读书难、老人
看病难、产业发展难等问题得到解决，农
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踏上了快车道。
　　余春花、余才妹姐妹和两岸广大村
民一样，成为“溜索改桥”的受益者。
　　马吉米村曾有建档立卡户 168 户
591 人，2020 年全部脱贫。村里草果种
植逾 11000 亩，成为余才妹等村民增收
的“金果果”。
　　走进马吉米村，水泥街道干净整洁，
村民房屋前立着路灯，院子里停着汽车、
摩托车，房屋外墙上挂着的门前包环境
卫生、绿化美化、秩序的“三包”责任制牌
引人注意。

　　余才妹初中毕业后回到村里，现
住在二层的抗震安居房里，彻底告别
了茅草房。夫妻二人种了草果和石斛，
加上打工收入，一家年收入五六万元。

“男孩不到半岁，女孩两岁多。”余才妹
说，自己的两个孩子赶上好时代，不像
自己小的时候要坐溜索过江。
　　“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余
才妹闲暇时刷刷手机，玩玩抖音，拍些
风景展示一下，还会和姐姐在微信上
聊聊天。她希望，自己种的草果结得多
多 的 ，价 钱 卖 得 高 高 的 ，日 子 越 来
越好。
　　一栋二层小楼，墙体涂着褐色，门上
挂着马吉米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点物流
配送点标牌。余春花的家位于村子的高
处，和余才妹家隔着几条街。走进房屋，
客厅里的大电视十分醒目，墙壁上贴着
夫妻二人在丽江古城拍摄的“婚纱照”，
卧室内一个长长的电动按摩椅挨床摆
放。“这是买大床等家具送的。”余春花很
是自豪。
　　余春花念完初中考入中医药中专护
理专业学习。毕业后，在昆明一家诊所上
班，后来她辞职回乡，帮助家里种草果。
2018 年，她通过乡卫生院的招考，成为
一名护士。那一年，乔马桥正在建设中，
她经常跑到工地旁观看，期盼大桥早日
竣工。“大桥通车典礼时，自己正在上班，
没有到现场见证盛况。”余春花现在谈起
时都满脸遗憾。
　　桥通了后，余春花告别了溜索，
生活也走上了快车道。现在，家里 专
门腾出一大间房，摆上货架和电脑，
成了快递中转点，丈夫李建全忙于货
物收寄业务。除了发展草果和药材等
产业外，家里还买了面包车，李建全
兼顾跑车赚钱。余春花在卫生院负责
孕产妇保健和儿童保健工作，经常骑
着 摩 托 驶 过 桥 ，奔 波 在 江 两 岸 的 村
子里。
　　“去年，家里总收入近 10 万元。希
望家里的电子商务活计越来越好，自
己通过护师资格证考试。”余春花说。
　　“真是过上了以前不敢想的生活。”
闲暇时，姐妹俩手牵着手在桥上散步过
江，不时停下来，扶着栏杆，看看以前的
溜索，吹吹江风。

新华社记者熊家林、陈春园

　　“没想到我这个‘庄稼汉’竟有机会
站上大学讲台！”手捧江西农业大学“大
学生创新创业导师”聘书，江西省南昌市
新建区种粮大户闵小明激动地说。他务
农 16 年，感觉当新型职业农民越发有
奔头、有面子。
　　近年来，江西农大探索将大学生
创新创业导师选聘工作由校内延伸到
田间地头，先后聘请了 18 位年龄在
30 岁至 55 岁之间的“农民导师”。他
们享受副教授级课酬待遇，对接受继
续教育的农民和涉农专业学院的高校
学子开展辅导教学。

　　江西农大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张水
发介绍，这些“农民导师”都是来自江西
各地的新型职业农民，包括专业合作社
带头人、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负责人
等，在创新创业和农业实践方面有满满
的“干货”。
　　不少“农民导师”受聘前已经是当
地有名的乡村致富带头人。九江市彭
泽县太平关乡白沙村曾是个产业基础
薄弱的水库移民村，时任村干部的张
爱 芳 等 人 引 进 瓜 蒌 产 业 引 导 村 民 种
植，却因缺技术，第一批报名的 20 位
农户不久后就有大半退出。
　　张爱芳并未气馁，自己带头种植
了 8 亩瓜蒌，并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

丰收后亩均收益超过 5000 元。眼见有
赚头，村民们纷纷跟着种，张爱芳的合
作社瓜蒌种植面积从最初 30 亩扩大
到 2 万多亩，如今正在研发瓜蒌饮料、
面膜等深加工产品。
　　去年，张爱芳被江西农大聘请为
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他说：“我既把
自己创业经历分享给学生，也把高校
专家的技术知识带回田里。现在做农
业光凭经验用老一套是不够的，更要
讲科技。”
　　放下裤腿讲课，撸起袖子下田。“农
民导师”的授课讲台不仅在高校教室，
也会带着学员蹲在田里，手把手解惑
传经。

　　“秋香姐，你来我园里帮忙把把脉，怎
么今年的果子特别小？”乐平市猕猴桃种
植新手王艳平口中的“秋香姐”全名魏秋
香。她既是“农民导师”，也是乐平市乡村
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会长。
　　魏秋香带着王艳平到示范基地参观，
又来到她的果园实地指导施肥打药等。
2021 年，王艳平的果园迎来丰收，收益近
百万元。
　　江西农大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
秦璐说，“农民导师”帮助高校学子和农学
新人把视野从课本拓展到田间，宝贵的基
层农业实践经验将为他们课题研究和农
业 实 践 提 供 重 要 帮 助 ，更 好 推 动 乡 村
振兴。        新华社南昌电

“农民导师”站上高校讲台

溜 索 姐 妹 的“ 跨 越 ”人 生

▲ 4 月 20 日,曹加齐在烤制烧饼间隙照顾母亲。王力中摄

   4 月 26 日，余春花（左）和余才妹
（右）一起重温姐妹俩当年过溜索时的照
片。         （杨筱涵摄）

　●怒江州山区面积逾 98% ，境内

南北走向依次分布着担当力卡山、独

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

沧江、云岭，构成“四山夹三江”的高

山峡谷地貌。除了生活贫困外，让余春

花、余才妹姐妹俩记忆尤其深刻的便

是溜索

 ●姐妹溜索过江上学的照片引发

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溜索医生”邓

前堆的事迹 2011 年被报道后，怒江

群众过江难、出行难的问题引起社会

关注。国家决定对怒江、澜沧江上的

溜索实施“溜索改桥”

 ●桥有了，公路通到村，峡谷里无数

个村庄学生读书难、老人看病难、产业

发展难等问题得到解决，农业农村现代

化进程踏上快车道。余春花、余才妹姐

妹和两岸广大村民一样，成为“溜索改

桥”的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