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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良

日前，应白沙镇恒和村党委书记
李灿斌的邀请，我们前去参观恒和村
乡情展览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沿
着花香弥漫的乡间小路，欣赏着田园
诗画般的景致。一条条平坦顺畅的乡
村公路旁，漫山绿叶间透出的星星点
点的橙红在寒风中散发出丝丝暖意。
坐落在乡间的恒和村蒙上了一层薄薄
的雾，恒和村乡情展览馆就展现在村
委会广场内。

走进展览大厅，一幅幅村美人和
乡村新图景展现在眼前。展区按时间
顺序讲述了恒和村的发展历程，承载
着全村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一张张带
着时代印记的黑白照片也把人们带到
过去的时光，不仅让老一辈看得见、
摸得着“乡愁”，还能让年轻一代了解
村里的发展历史以及脱贫攻坚带来的
巨大变化。

恒和村距白沙镇 2 公里，106 省道
和渝泸高速公路横穿境内，全村总幅

员面积 14.2 平方公里。近年来，恒和
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坚持以

“文明自治”为抓手，全力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先后获评“重庆市文明村”

“重庆市民主法制示范村”“重庆市和
谐示范村”等称号。恒和村流传有舞
花船、舞龙、金钱板等优秀传统文
化，是白沙镇乡土风俗文化的集中体
现。这也是村民重要的文化活动。

展 区 重 点 展 示 了 恒 和 村 的 “ 五
和”文化。据了解，如今，恒和村正
按照“党建强村，规约立村，生态美
村，文化活村，产业富村”的基本路
径开展乡村治理工作。深入打造“和
谐、和治、和美、和韵、和富”五和
文化，逐步实现村强、民富、景美、
人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恒和村美丽的自然人文风光成就
了独具特色的恒和情韵、乡风淳朴的
恒和人、流风余韵的恒和事和文明示
范的恒和村。激人奋进的优美村歌

《走进恒和》 获全国优秀村歌奖，孝善

文化融入每一个家庭，激励每一个恒
和人奋勇前进。

在产业发展方面，恒和村紧紧围
绕发展现代农业和文旅融合发展，构
建乡村产业体系，坚持让农业强起
来，农民富起来。

优质晚熟柑橘是恒和村“一村一
品”主导产业。村两委班子带领村民
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大力发展 W·默
科特血橙、红肉脐橙等品种，收益良
好。乡土田园体验游也广受欢迎，“芳
韵恒和”赏花节、“果香四季”采摘
节、生态年猪文化节等活动受到游客
喜爱。此外，“互联网+农业”产业模
式 广 泛 应 用 ， 村 里 现 有 便 民 超 市 9
个、农村电商平台 2 个，为产业发展
提供信息、销售和推广平台，助力乡
村振兴。

恒和村乡情展览馆，流动的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展现的
是脱贫攻坚的艰苦历程，记载的是同
舟共济的传奇故事，打造的是永恒魅
力的精神家园。

□ 庞国翔

老人叫夏义勋，住在江津城区。虽然
八十有六，但仍精神矍铄。他说，他真没
想到已经退休 26 年的单位，还专门请他回
去看一座桥。

老人工作过的单位是原江津县龙门区
公所和龙门乡政府，现已改成龙华镇了。
地点就在江津城长江上游的龙门场上。他
在这里参加工作，直到 1996 年这里改为龙
华镇。也就是这年，他在龙华镇政府机关
退休。

2022 年 11 月 9 日，夏义勋老人被龙华
镇的同志从江津接到龙门场。镇领导对他
很关心，询问了他身体情况后又告诉老
人：镇里决定将龙门场口的石拱桥打造成
廊桥，增加木质雕栏、上建凉棚、两头建
亭阁榭，使之成为龙华镇市民游览打卡地
和城乡旅游的新景点。老人对这个计划非
常赞赏。

老 人 回 忆 起 修 建 这 座 石 桥 的 许 多 故
事……

在龙门场西场口，一条从周望山麓的
罗坝场由南向北蜿蜒流来的螺江溪流至这
里，突然向西一折，汇入波宽浪急的长
江，所以这段螺江溪又叫大河口。就是这
条长江支流大河口，将龙门乡分隔成东西
两半。

当时，龙门乡有 11 个村 80 个队 17000
多人。大河口西有双溪等 7 个村，东有半
山等 4 个村。隔河千里，两岸百姓深受无
桥之累，深受无桥之苦。每年有 230 万斤的
公粮以及其它大量农副产品经过大河口运
到龙门场上交国家。此外双石、麻柳等乡
场居民要乘火车上成都或下重庆等，都得
在此过大河口后再过长江，才能到油溪火
车站候车。这里成为一个水陆隘口。到了
长江汛期或洪水季节，江水倒灌大河口，
百姓无法过河，只得望河兴叹。清朝以
来，大河口就设有义渡。民国 《江津县
志》 载：大河口义渡，乡人募捐置有产
业，年收租一百贯作经费，枯水时用木材
搭桥。但常因灾害等，“年租”多是无法收
齐，这里还时常发生溺水事件。当地有民
谣唱道：

大河口宽水流急，一早等船到天黑。
隔河千里人相望，两岸百姓悲戚戚。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每年 3000 元以

上的大河口义渡经费由县交通局全额保证
支付。但若遇长江洪水季节或螺江溪涨
水，水流湍急而封渡，两岸百姓过河仍然
困难，雨天两岸坡陡路滑，行人十分不
便。当地百姓都有一个建桥之梦。

夏义勋是土生土长的龙门乡人，对大
河口两岸群众因无桥所受的苦累深有感
受。1952 年，16 岁青春少年的他参加工
作，在龙门区公所任通讯员，后调到龙门
公社任团干，再后又任武装部长和副书
记。1980 年任龙门公社党委书记。

其实，早前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就曾多
次倡议在大河口修桥。1980 年上级同意采
用“民办公助”办法在此修桥，同时下拨
15000 元的补助经费。1984 年县交通局又派

来了修桥技术员。此时公社改乡，乡里立
即组建了建桥领导班子和民工队伍。因早
前此地设有义渡，故此桥取名为义渡桥。
夏义勋是书记，任建桥指挥部总指挥，乡
长刁治华任指挥长。龙门乡百姓做了多年
的大桥梦，终于要实现了。

为解决施工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乡里
设立了政工、安保、生产组、后勤等组。
各村各队成立相应小组，由村主任任组
长，各队长为成员。乡里的机关干部天天
守在工地上。

建桥最大的困难是经费和劳力。乡里
采取了多方集资办法。在劳力上主要靠社
员投劳解决，议定每个队出桉树两根，解
决工棚和支架用材。沙石和挖基按总人数
分摊，其中双溪村、大河村负责挖基，双
溪村完成 2175 立方米，大河村完成 2000 立
方米。在挖基到 13 米深处时，挖出鹿角一
对和阴沉木，说明这里在很早很早以前，
这螺溪江与长江交界的大河口一带，是茂
密的森林和群兽出没之地。

为赶在汛期前完成主要工程，大家抓
紧备料。龙门乡境内的所有各单位、学校
负责沙石总计 2243 吨。选雇了石工 30 人、
木工 17 人，组成专业技术队伍进驻现场。
架桥的所有条石和支模板全部备齐。

1984 年 2 月 11 日，龙门乡群众盼望已
久的大河口义渡桥架拱工作终于开始。县
交通局主要领导亲临现场指导施工。从当
天凌晨 5 点 30 分上班，突击至晚上 7 点，
全部合拢封拱。这为整个工程的完成奠定
了基础。当地群众赶到两岸，举旗鼓劲，
欢呼雀跃。

接下来施工队进行浇铸和引桥等清扫
工作。1984 年国庆节快到了，应群众要
求，又加班对桥体进行相应整治，硬化桥
面，修建石栏。国庆节这天，义渡桥终于
通行，板车、拖拉机等小型机动车也能通
过。这天龙门场的百姓，载歌载舞，欢度
国庆，庆贺义渡桥通行。

这年年底，夏义勋从龙门乡调到同在
一场的龙门区公所工作。和任何人一样，
工作调离时都有些失落，不过他的失落感
觉要多些，但上级的调令必须服从。令他
欣慰的是义渡桥已修成，他算尽力了，两
岸百姓不再受江塞河阻之苦。虽离去，但
他不遗憾。

三十八个春秋，弹指一挥间。如今大
河口两岸所有村组社区都修通了标准的公
路。但是义渡桥仍是当地最为便捷的人行
桥和摩托车桥。随着龙门场扩容，市民增
多，通行此桥的人流不减反增。

……
2022 年 11 月 9 日这天，虽属冬季，但

天空晴朗。龙华镇的领导陪着夏义勋——
38 年前这里的乡党委书记一同走在这座石
桥上。老人很豁达，也很健谈。他看到桥
下大河口河岸被整治得非常漂亮时，十分
高兴和激动。他们在人来人往的义渡桥上
行走，居然有群众认出当年的夏书记。有
两名当年的架桥石工，专门赶来看望他们
的总指挥。

义渡桥，一个崭新的故事即将开始……

□ 施迎合

访吴滩石院子

我不是去朝拜。
我的脚步云朵般轻盈，飘飞的心

绪灿如朝霞，向北掠过几字形的长
江，向着巴渝江津吴滩一个被称之为
石院子的地方，传递我燃烧已久的浓
浓乡情。

知道那座院子是由一册册红色党
史、教课书籍、音像视听重叠的画面
构成，压地的阴霾中，开国元勋聂荣
臻元帅从那里走出来。

呵，一条坎坷蜿蜒的泥泞小路开
始变红，行走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不
知道，我的脚印与他的脚印是否吻合？

其实石院子就是一座普通民居，
它不因诞生了一位元帅而改变属于它
的坐标、它的地理。我想这里的主人
同样没有想到，在风雨飘散的很多年
后，还有无数后来者，来寻当年那位
青年走向山外的足迹。

石 院 子 的 石 头 很 厚 、 很 硬 、 很
亮。风不愿意风化它们，雨不愿意
侵蚀它们，谁都不想抹去院墙上的
一片红霞，或者，取走石头上的那
一声鸟鸣。

到 石 院 子 看 望 一 位 老 乡 ， 看 望
一个被毛主席尊称为“厚道人”的
老乡。

我期待我一声老乡的深情呼喊，

会让端座于院子正中的老帅醒过来，
微笑着，慈祥而亲切地与我握手、拉
家常……

生长楹联的青草碚

说起青草碚，我的眼里便会生长
出一棵棵翠色的青草，青草指尖遥
指的方向，走动的全是泥土、草叶
的清香。

青草碚不仅仅生长青草，还生长
楹联、诗歌，那里的青草为一个名叫
钟云舫的文人苍翠，绵延至今。

到青草碚寻觅，我想从青草青青
的身子中触摸骨头的硬度和血脉的温
度，一个晚清秀才当年发出的不满呼
号静静挺立在青草的身上，不低头、
不折腰，从不打翻头脑中圆润透彻晶
莹的露珠。

呵！1612 字呀，吟成天下第一长
联，每一个汉字都经过青草碚泥土的
包裹、浸润、发酵，自铮铮居士心里
长出，葱茏了一方乡土……

我仿佛看见了青草睫毛上的雪，
青草眼神中的闪电，青草反抗时形成
的刀刃，以及青草反复说的一句话：
我永远属于绿！

但我相信，先生肯定没想到，百
年之后一顶联圣的桂冠会在他的头顶
闪闪发光，那光里凝聚着后来人的景
仰，还有青草碚青青土地上，一位豪
侠歌者积蓄一生的绝唱……

几江浪花呈献的笑容

花朵，不仅仅开放在陆地，当它
投身江河从碧水中探出头来，有谁，
还会心若止水？

我曾经无数次想象的水中花哟，
该有说不出的美丽，它定是昆仑、唐
古拉山脉雪莲中的一朵，端庄、圣
洁，长江沱沱河源头的清流虔诚地捧
着它、护佑着它，香透一江水，笑立
浪尖上，千里之外，芬芳便重叠起一
路奔腾向东的云彩。

云 彩 舒 展 长 袖 ， 在 江 津 大 地
轻 轻 扭 了 一 下 ， 一 湾 江 水 灵 动 的
线 条 便 让 一 座 城 漾 开 了 所 有 的 美
色 ……

1500 年了，似乎太长、太久——
长河落日层层光焰绵延起伏的景

致，让江水烂漫的红，像一条铺开的
红地毯拒绝走秀。

它举着一位聂家男儿光辉的人生。
它托着一位陈姓老人最后的岁月。
辅相江渊、联圣云舫走过之后，

诗歌就凝为水中不凋的莲花，即使
常年沉入江底，风韵依然俏丽在故
乡怀里。

呵！长江要津，几江半岛，美名
全源于一条江转身启程的走势。

几江，我只想成为你翻卷浪花中
的一朵，与你结伴走天涯。

我的爱在波涛之上，始终呈献云
水的笑容……

□ 易冬梅

2022年11月22日，农历小雪。
这些天，离休干部韩志平都

要坐在自家书房里，一字一句阅
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单行本，一边
频频点头，一边连连称赞：“我们
的党了不起、不简单，今后一定
能创造出更大的辉煌。”

时 年 92 岁 的 韩 志 平 是 一 位
有 着 74 年 党 龄 的 老 党 员 。 坚 定
的 红 色 信 仰 已 经 深 深 融 入 他 的
血 液 之 中 。 党 的 革 命 传 统 和 优
良 作 风 在 他 身 上 更 是 体 现 得 淋
漓尽致。

上世纪 30 年代初，韩志平出
生在原重庆市江津县李市镇龙吟
乡龙泉村的一户佃农家庭。他在
家里 8 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
父母格外心痛身体羸弱的他。为
了让他长大后能挣口饭吃，家里
节衣缩食也送他去读书求学。

韩志平家地处偏僻，附近并
没 有 学 堂 。 只 有 八 九 岁 的 他 每
天 都 要 走 两 三 公 里 山 路 到 乡 里
私 塾 上 学 。 由 于 战 乱 、 灾 荒 等
原 因 ， 他 在 私 塾 的 学 习 时 间 也
是 断 断 续 续 。 直 到 1947 年 ， 他
好 不 容 易 才 考 入 了 距 家 20 多 公
里 的 蔡 家 笋 溪 中 学 （现 江 津 第
六中学校） 读初中。

也正是在笋溪中学求学的经
历 成 为 了 改 变 韩 志 平 一 生 的 转
折点。

当时笋溪中学校长苏灿瑶比
较开明，暗地里赞许并支持共产

党的革命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些地下

党员就借用学校教师的身份作掩
护 在 笋 溪 中 学 秘 密 从 事 革 命 活
动。就这样，笋溪中学的地下党
组织及地下党员们不但得以生存
下来，并且活动很富有成效，还
影响到整个江津南部地区、重庆
綦江乃至贵州习水相关区域的地
下活动，成立了津綦边区特支。

执教历史、地理和音乐的向
云涛老师真实姓名叫向天培，也
是津綦边区特支书记。他特别关
心 像 韩 志 平 这 类 家 庭 贫 困 的 学
生 ， 经 常 邀 请 他 们 来 家 里 ， 给
他 们 讲 革 命 故 事 ， 传 看 一 些 进
步书籍。

向书记的家与教室仅一墙之
隔，只有一张床、一张条桌和一
个书架。在这儿，韩志平如饥似
渴地阅读着 《为民周刊》 等进步
书籍。他每一本书反复看了好几
遍也舍不得放下，其中他最感兴
趣的是邹韬奋所写的 《经历》。韩
志平花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读
完了这本 10 多万字的书，更被书
中“爱国七君子”在艰苦条件下
顽 强 斗 争 的 精 神 深 深 吸 引 和 感
动。从那时起，伟大的革命斗争
精神在韩志平心中生根、萌芽。

信 仰 的 力 量 是 无 穷 的 。 自
此，韩志平更加积极地与同学们
一起办墙报，组织读书会，参加
时事座谈会。当时，各班都有每
周墙报的专属名称，尤其以 《芙
蕾》《拓 荒》《新 笋》 等 最 为 出

名。而文字功夫见长的韩志平就
是 《拓荒》 周刊的主编。这些墙
报用小品等形式宣传了人民解放
战争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揭露
了反动统治下水深火热的民众惨
状，批判了反动政府蒙蔽群众的
虚假宣传，字字句句读起来大快
人心，自然也颇受学生们欢迎。

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韩志
平同其他思想进步的同学一样，
更 加 坚 定 了 跟 着 共 产 党 走 的 信
念，立志为让穷苦人民过上好日
子，迎接全国解放而奋斗。

1948 年 10 月，在蔡家区委书
记刘藜的介绍下，韩志平和同班
另两名同学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他担任笋溪中学地下
党学生支部的副书记。

入党后，韩志平和同志们利
用同乡、同宗等方式发展进步群
众，不断壮大组织力量，同时，
他们非常注意身份保密，尽量避
免暴露造成无谓牺牲，为革命积
蓄力量。

韩志平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
设法保护进步老师。1949 年渡江
战役结束，革命胜利的曙光更加
耀眼。一天，思想进步的石大周
老师给学生们出了一道关于讨伐
蒋介石的作文题。在石老师的教
育和引导下，大多数学生都对国
民党反动派同仇敌忾，写出了好
多正气凛然的好文章。几个素来
固执己见的学生却大放厥词，胡
诌乱扯。义愤填膺的石老师为此
和他们据理力争。不料，这几个

学生事后向反动当局告了密。
当天深夜，学校地下党组织

得 知 了 反 动 当 局 要 来 抓 人 的 消
息。事不宜迟，韩志平和支委们
紧 急 商 量 后 ， 决 定 连 夜 用 “ 滑
竿”将石大周老师送走，以暂避
风头，同时还秘密销毁了班上所
有学生的作文本。

果不其然，第二天，校园里
就来了敌人的便衣，贼头贼脑地
向 师 生 调 查 打 听 情 况 。 万 幸 的
是，敌人查无实证，无功而返。

当时，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活
动经费很是紧缺，基本上全靠教
师 中 地 下 党 员 的 微 薄 收 入 来 支
撑。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多来自
贫苦家庭，但凡手中有点钱也首
先保证上交党费。

有一次，韩志平在家里东拼
西凑，好不容易借到了三块银元
准备缴纳学费。刚到学校，他一
听说地下党组织急需经费，二话
不说，把怀里还没捂热的三块银
元全数上交给了党组织。

1949 年 11 月 28 日，江津解放
了。韩志平在内的江津各地地下
党员们积极配合西南服务团，做
好接管政权和征粮剿匪工作。他
们私下摸清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
和反动人物的罪恶行径，并整理
成文，为镇反运动提供了第一手
详实资料。

1950 年以来，韩志平按照党
组 织 安 排 ， 参 加 了 西 南 团 校 培
训 ， 先 后 在 县 委 工 作 队 、 李 市
区 、 团 县 委 、 团 地 委 等 单 位 从

事 土 改 和 青 年 工 作 等 ， 一 干 就
是 26 年。

在那些年月里，韩志平浑身
上下都充满了激情和干劲，一心
将理想信念融入到平凡的基层工
作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
最大的力量。

由于自小体弱多病，在李市
区工作期间，韩志平曾经感染了
疟疾，用过奎宁得以暂时缓解。
此后再次被感染，整个人就循环
往复地“打摆子”，身体免疫力极
度下降。有一次，他独自一人下
乡到李市区大桥乡途中，他因体
力不支，晕倒在胡豆土里，幸好
被路过的群众发现，送到白沙医
院治疗。

在医院养病期间，韩志平心
里放不下统购统销工作，心里越
想越急：“区里工作这么紧张，我
这么躺下去怎么能行！”于是，他
顾不上虚弱的身体，匆匆忙忙出
了院。为了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他硬是徒步从白沙走回了李市。
40 多里路程，一般人要走 4 个小
时，而他这个病人边走边歇，足
足 走 了 一 天 才 到 。 回 到 办 公 室
时，他已经精疲力竭。

1976 年，韩志平调任重庆市
盐业 （集团） 有限公司江津分公
司任经理。他常说，宁肯自己辛
苦点儿，也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1991 年，韩志平离休了。他
觉得趁着身体还行，应该继续干
点有意义的事。

于 是 ， 他 愉 快 接 受 组 织 安

排，来到原江津市关工委报到，
亲手撰写了 《播在川黔边山区的
火种》《蔡家痛歼顽匪记》 等亲身
经历的革命往事讲稿，并奔赴江
津各中小学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数十场次。

韩志平还发挥多年来从事共
青 团 工 作 的 优 势 ， 联 合 20 多 名

“五老”对口帮扶菜市街小学留守
儿童。他们自诩为“知心爷爷奶
奶”，或与孩子们结对交友，或深
入 班 级 对 话 交 流 、 参 加 主 题 班
会，或设立信箱互通书信，或家
访、电话解答问题，把对青少年
下一代革命传统教育、品德教育
和心灵疏导等工作一步步做深做
细，受到老师、家长和社会的广
泛赞誉。

最让韩志平引以为傲的是，
他和他的老伴、子女、孙辈等家
庭成员有 7 人都是共产党员，是
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之家”。他
总是叮嘱后辈们：“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不但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而不懈努力，更要把名和利看得
淡一点。”后辈们也把这种朴实家
风看作“传家宝”，一代接着一代
往下传。

当下，党的二十大擘画的蓝
图已徐徐展开。韩志平激动不已
地表示：“今后要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指引下，继续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坚信在党的领导
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够
实现！”

走进恒和村乡情展览馆 老人对桥的回忆

江津，诗意的歌吟（散文诗组章）

红色信仰筑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