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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一

在处处青山绿水的贵州大地上，有

一个地方特别神奇，那就是位于其西南

部，地处安顺市、黔南州、黔西南州三地

交界处的紫云县。它也是全国唯一的

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

人口的三分之二。

紫云，本因县城西的“紫云洞”而得

名 ，史 书 记 载 有 1400 多 年 的 建 制 史 。

在这片面积 228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喀斯特地貌造就了绿意盎然的千万峰

林，清秀的格凸河冲刷出一条条幽深的

峡谷，恢宏的溶洞和纵横交错的地下河

流巧夺天工，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散发

无穷的魅力。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紫云

大地更是风光无限，呼应了其“紫气东

来、云蒸霞蔚”的诗情画意。

离开紫云县城北上 37 公里，有一

个村子美得令人心醉。这里的一座座

山峰层峦叠翠，一条条河流碧波荡漾，

一片片农田五彩缤纷，一座座小楼别致

温馨。你分不清这里是农村的田园风

光，还是都市的公园胜景。站在村头极

目远眺，盛开的万寿菊沿着弯弯曲曲的

小河金灿灿地铺向天边。它的村名也

是金灿灿的颜色，叫黄鹤营，寓意黄鹤

在此筑巢安家的风水宝地。

令人称奇的是，这个村如今的 837

户人家 3875 个村民，也大多姓黄，属于

布依族。相传在明初，一个黄姓远征

兵士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留了下来

以石活为生。踏实能干、正直善良的

他，被当地一位姑娘看上，就此落户生

根，成为这个村寨黄姓的祖先。他带

领族人在猫营河上打桩造桥，连通了

两岸。布依人染的布和酿的酒，卖得

越来越广。1935 年 4 月 14 日，红一军

团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就经过这座石

桥，并在桥板上画了一个五角星。从

此，这座古老的石桥又留下红色的记

忆。

黄姓人家在这里世代繁衍，形成了

一个庞大的家族。新中国成立后，苗族

布依族人民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改革开放的春风，又使这片原野焕发了

新的生机。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战斗中，

黄鹤营村更是迎来发展的新机遇。

村子要发展，离不开党员干部的引

领。就在黄鹤营村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仿佛远方飞来一只黄鹤，村里来了

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巧了！他也姓黄，

名叫黄恒礼。

他总是身穿一套迷彩服，脚蹬一双

解放鞋，身板像石头一样敦实，在田间

地头忙忙碌碌，风风火火中透着稳健，

质朴的脸上洋溢着刚毅，而眉心之间的

一颗“美人痣”又折射出他的善良。

黄恒礼是黄鹤营村现任党支部书

记和村委会主任，但他的履历可不一

般。几年前，他还是部队的一名正团职

军官，上校军衔，硕士学历。

二

黄恒礼是在黄鹤营村长大的布依

族后代，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情。他的

性格中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英雄因子，

不因循守旧，勇于创新求变。中学时

期，他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前列。

1994 年高考前夕，他因符合择优保送

的条件，被推荐免考进入本省一所师范

大学就读，但他坚信凭自己的实力还能

考上更好的大学。于是，他放弃保送机

会，最终凭着优秀的成绩考取中央民族

大学。

而从军报国，一直是他儿时就有的

梦想。1998 年 6 月，已经入了党的黄恒

礼大学毕业后，作为特招生入伍，如愿

以偿圆了从军梦。入伍来到原广州军

区后，黄恒礼历任工程师、站长、党支部

书记、党委书记、信息化办公室主任等，

两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原集团军“优

秀共产党员”、原广州军区“优秀大学生

干部”，一项发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

等奖，连续 5 次获得全军优秀人才奖，

被原集团军推荐上报为“全军联合作战

专家”。2017 年，在军改大潮中，从军

19 年的黄恒礼退出现役。

当时，年仅 43 岁的他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大城市等待安置工作，按政策可

以被安排副处级职位享受正处级待遇；

二是自主择业。黄恒礼毅然选择了后

者。他说：自己前半生保家卫国，后半

生想创业经商，为家乡做些实事。

退役后能干些什么呢？他想起在

部队时，每次休假归队带回的家乡土特

产，总是被战友们“抢劫”一空，觉得可

以把家乡的绿色食品推向大山之外，同

时带动父老乡亲一块致富，以报答生养

自己的土地，并以此实现新的人生价

值。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准备，他于

2019 年 1 月创办贵州百居关农旅开发

有限公司。由于他诚实守信，注重推销

产品的质量，重视后续服务，很快赢得

了顾客，打开了市场，订单日增。在不

到半年的时间里，他的公司就已推出一

系列紫云特产，不仅自己有了一笔不菲

的收入，家乡 500多种植户也因此受益。

当他准备在农贸领域红红火火大

干一场的时候，家乡来人找到他，说经

过组织反复考察酝酿和群众举荐，要请

他回黄鹤营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更

多乡亲脱贫致富奔小康。

黄恒礼虽然在外多年，对家乡的情

况大体还是了解的，对那片故土的感情

依然浓烈，但退役后已与妻子孩子在省

会贵阳落户，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又要回

去，他心里不是没有过顾虑。

家乡人之所以惦记他，不仅因为他

聪明、善良、能干，在部队成长为团职干

部，退役后又为乡亲们脱贫致富作出了

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

的父亲曾在这个村担任了 30 多年的党

支部书记，在村民心中具有很高的威

望。改革开放之初，老支书想方设法带

领村民摆脱贫困，找到了加工米粉的脱

贫之路。据说那时的贵阳城里有一半

的米粉都是这个村做的，村里的特产还

销售到昆明、重庆与遵义、铜仁等地。

但老支书积劳成疾，2015 年因患肝癌

不幸去世。家乡人盼着黄恒礼回来“子

承父业”，但又不敢确定，毕竟他在部队

已是正团职军官，还能回来与土坷垃打

交道吗？

三

经过一番思考，黄恒礼说服家人，

接受了家乡的真诚邀请，决心回老家担

任“兵支书”。2020 年 3 月春暖花开之

时，黄恒礼走马上任。此时，正是紫云

这个国家深度贫困县处在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担子一上肩，黄恒

礼便感到责任的重大。他知道黄鹤营

村有一定的致富基础，如想更上一层

楼，肯定要付出更多心血。

为尽快熟悉村情民情，他在不到

10 天时间里跑遍全村所有小组，走完

了全部 26 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上

级党委领导和下派干部有力的帮助下，

他带领党支部一班人有序展开脱贫攻

坚工作。在入户宣传政策、摸底排查情

况、搞清数据资料的基础上，他制作了

一份“作战图”，在村里吹起了脱贫攻坚

的冲锋号。

退役后经商的一段经历使他明白，

仅靠过去那种传统的种田方法，是难以

改变村民收入低下现状的。当务之急，

是立足本村的实际，种植具有高附加值

的农作物。于是，他请来贵州省农科院

的专家来考察，对村里的土地进行科学

的调查分析，找准适合种植的经济作

物。

过去，一些村民图省事，喜欢在自

家地里种玉米，这样的种植收入自然不

会高。黄恒礼想改变这种传统，让家家

户户种植高效经济作物。于是，他一家

一户做工作，讲清由政府兜底措施，打

消了大家的顾虑，终于拿出 160 多亩地

做试验，让村民们初次尝到了种植经济

作物的甜头。

2020 年，他带领村合作社发展了

120 亩辣椒种植、200 群蜜蜂养殖，种了

80 多亩莲花白、23 亩红米，建了 34 个

食用菌大棚，共发放村民务工费用约

50 多万元，还拿出 2.8 万元给贫困户分

红，基本解决了留守在家妇女的就业

问题。

由此，黄鹤营村的村民收入上了一

个大台阶。村里由过去每人年均收入

7000 多元，一下子上升到 1.5 万元。所

有村民不仅彻底摆脱贫困，收入也在紫

云县名列前茅。

今年，村里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共有 1200 多

亩蓝莓采摘基地、600 多亩精品水果采

摘 园 、1200 多 亩 油 茶 、1400 多 亩 金 银

花、350 亩红心薯、250 亩辣椒、200 亩万

寿菊、100 多个食用菌大棚、200 多箱林

下蜂，还有 1300 多亩自然林。

黄恒礼决没有止步于村民收入的

提高。他以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精

神，努力改变乡村的面貌。

黄鹤营村风景秀丽，且交通区位优

势明显、红色历史文化厚重、河湖瀑布

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大有可为。这

里还可以结合农作物生长，把农田山川

变成一个大花园。黄恒礼琢磨着让村

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每一道

河水、每一块石头，都变成旅游的风景

元素，并让这些元素变成老百姓腰包里

的收入。在党支部和村委会统一意见

后，2020 年 5 月，他申请了村微信公众

号，在网上大力宣传家乡风景，吸引了

大批自驾游客。

要把黄鹤营村建成风景名胜区，首

要根治村里和一些村民家里的脏乱差

现象。他想让村里的家家户户变得像

城里一样整洁美观。村民们的一些老

旧房子要拆除，这个工作做起来难度很

大。黄恒礼首先带头拆除了自家的老

屋旧房。不久，74 户老旧危房的主人

全部签订了旧屋拆除协议。接下来，村

里共拆除乱搭乱建的棚子 54 处，清除

280 余家房屋周围乱堆乱放的物品，整

治 3 个臭水塘和 5 条脏水沟，清理 28 处

垃圾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有付出就有收获，有奋斗就有成

果。2020 年 9 月 23 日，黄鹤营村入选

“贵州省乡村旅游重点村”；9 月 28 日，

黄鹤营村被评为“国家级 3A 风景区”。

前来黄鹤营村的自驾游客不断增多，为

村里的农家乐、宾馆、蓝莓和万寿菊采

摘基地带来了客源。村里一下子建起

11 家农家乐、5 家宾馆，还有 1 家民宿。

由此，增强了村民在家门口务工的积极

性，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推动了乡村的

振兴。

四

富裕起来的农民，在精神文明建设

方面也要有个大的飞跃。这是黄恒礼

带领村“两委”定下的又一个目标。为

此，他充分激发群众投身宜居乡村创建

的积极性、主动性，将党员、退役军人、

小组长、联户长、公益性岗位人员、老年

协会成员、歌舞爱好者等组织起来，成

立文明评议队、志愿突击队、文化宣传

队、清洁服务队、调解小分队等志愿组

织，共同创建宜居乡村。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农村家庭的矛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

有理，如何消除家人之间、邻里之间的

矛盾？黄恒礼把在部队掌握的一套政

治思想工作的方法，运用到村里的工作

中。他在调解邻里矛盾时，先是微笑

着听完他们的诉求，然后通过走访详

细了解情况，掌握他们矛盾的纠结点，

再背靠背地做工作，想办法打开他们

的心结，最后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握手

言和。

黄鹤营村共有 41 名退役军人，其

中党员 10 人。黄恒礼充分发挥这些老

兵在乡村治理中的骨干作用。村里先

后成立了老兵议事会、老兵志愿突击小

分队，协助村委会处理调解各类邻里纠

纷，参与各类突发情况处置。

村里大力倡导新时代文明新风，婚

丧嫁娶要求文明节俭。对好人好事进

行热情宣传，对不良风气勇于制止，对

不孝敬老人的村民敢于批评教育，引导

大家向善向美。

一年下来，黄鹤营村从里到外，面

貌焕然一新，被评为安顺市“四在农家·

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市文明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示范村、平安乡村建设示

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民主法制示范

村、兵支书示范村等。村党支部被评为

安顺市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示范党

支部。黄恒礼也收获了很多荣誉：贵州

省道德模范提名奖候选人、贵州省“最

美退役军人”、“紫云好人”……

谈起未来黄鹤营村的发展蓝图，黄

恒礼信心满满。他要让村里的农特产

品能够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在村里创

建“百居关农产品加工基地”，建立菜籽

油、纯麦面条、酸辣椒、高山辣子鸡和红

薯干等原生态绿色农特产品加工厂，3

年时间内建成万亩油茶园，不断推出本

地特色农副产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开设农耕文化体验场所，把旅游与产品

推广结合起来，带动农产品销售；利用

县内村村通物流，降低农村电商成本，

让老百姓自己做直播、自己在网络平台

上销售特产，公司负责物流、快递，让老

百姓增加更多的收入，日子过得更加美

好。

作为村民“领头鹤”的黄恒礼，正以

更广阔的视野，带领黄鹤营的村民们，

在紫云绚丽的天空上、在乡村振兴的伟

大航程中，展翅高飞。

紫云飞黄鹤
■朱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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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组织委派，我到杨家坪村担任第

一书记。

镇武装部长老杨驾车送我去报到，

不料半路上车抛锚了。我步行 3 公里，

10 时许，终于到了杨家坪村部。

村部在居民点最东头的那排房子

里。杨家坪村居民点是全县新农村建设

的样板，是经过统一规划、按照统一要求

修建，由几个自然村搬迁合并而成。

“欢迎第一书记！”一位女士笑吟吟

地走过来说道。原来，过了约定时间我

还没到，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去抗旱了，交

代村妇女主任周主任等我。

周主任热情地帮我拿行李、带我去

宿舍。进门我就看到桌上放着一壶油和

一袋米，门口还有一辆半新的自行车。

“这是村委会为你准备的。你可以自己

做饭，也可以到居民家搭伙。我们村面

积大，工作时骑自行车会方便很多。”周

主任爽声说道。

“村民都搬迁到居民点了吗？”我随

口问道。

“都搬迁了。哦，还有一家，不对，她

女儿一家已搬迁了，应该是还有一人。”

周主任的脸色沉了下来，欲言又止。

“哪一个人不愿意搬迁啊？”

“东头山腰的李大妈。”周主任边说

边指了指窗外，“呃，就是那家。”

安顿好后，我看到窗外不远处李大

妈家正飘出炊烟，忽然心里一动：何不去

李大妈家看看？拉拉家常，做做思想工

作，动员她搬迁，这也是我到杨家坪村做

的第一件事。

我把桌上的油和米绑在自行车后

座，沿着山路逶迤而上，不一会儿，就到

了李大妈家门外。听到小狗汪汪叫，一

位大妈走了出来，容颜有些苍老，两眼却

特别明亮有神：“同志，你找谁？”

“您好！您是李大妈吧？我是村里

新来的第一书记。”

“听说村里会来一个第一书记，就是

你啊！快请屋里坐。”

李大妈家的房屋保留着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风貌，3 间土砖瓦房，杉木门

窗。一间堂屋，一间卧房，另一间是半间

灶房、半间放着农具杂物，3 间房都收拾

得井井有条。忽然，我看到堂屋的墙上

挂着一个镜框，看上去有些年头，却被擦

拭得一尘不染。镜框里火红旗帜和庄严

国徽下面的一行字让我心头一震：革命

烈士证明书！接下来的几行字像跳动的

火焰灼痛我的眼睛：“李正文同志在边境

自卫还击作战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

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颁发单位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他婚假还没休完，就接到火速归队

的电报。走时，他对我说：‘好好在家，等

我回来。’第二年，我生下了我们的女儿，

他没有回来。我等啊盼啊，盼来的是这

张革命烈士证明书。他不会骗我，一定

会 回 来 的 。 这 3 间 房 是 我 们 结 婚 的 新

房，我不能离开这房屋，万一他回来找不

到我、找不到我们的家咋办？”李大妈在

我身后哽咽道。

我的眼眶瞬间盈满泪水，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

我冲出屋外，卸下自行车后座的油

和米，擦了一把眼泪，回到屋内，拉着李

大妈的手说：“大妈，这是镇政府慰问军

烈属的油和米，请您收下。”李大妈擦了

擦眼睛说：“政府年年‘八一’和新年都来

慰问，我也没什么困难，不用政府操心。

他要是回来了，知道政府为我操心，会怪

我的。”

“我回来啦。”忽然，屋外传来声音。

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走进屋来，朗

声说道：“外婆，学校放假，我回来啦。”看

到李大妈眼圈红红，少年搂住李大妈：

“外婆，你又想外公了吧！刚在回来的路

上，我遇到了杨伯伯，听说下半年征兵快

开始了。我和同学们都想报名参军，说

不定还能分到外公的老部队呢。”

晚饭后，村委会班子成员开会。大

家讨论了近期抗旱保收的各项措施后，

提到了李大妈搬迁的事。我说：“李大妈

不愿搬迁，那就先不搬迁，后面的工作，

由我来做吧。如有什么责任，由我这个

第一书记承担。”

时至 9 月下旬，山里寒意已浓。欢

送适龄青年入伍的热烈气氛将杨家坪村

渲染得暖意融融。人们敲锣打鼓，燃放

鞭炮，向投身军营的年轻人致敬。在村

部门口，我看到李大妈正在和一身绿军

装、胸佩大红花的外孙道别：“到了部队

好好干，练好本领，像你外公一样保家卫

国。”

“外婆，我都记住了，您放心吧。我

参军的部队正好是外公的老部队，我会

把关于外公的信息带回来的。您别挂念

了，就放心地搬迁到居民点和我爸爸妈

妈住一起吧。”李大妈满脸泪水，不停地

点头：“好，好……”

保 家 卫 国 终 不 悔 ，驰 骋 疆 场 献 青

春！高挂在村部门口的征兵宣传横幅在

风中猎猎作响，像是在为一代又一代的

军人歌唱。

搬

迁

■
刘

凌

曾经对军装充满仰慕的我，如今

已是一名“资深军嫂”。在很多朋友眼

里 ，辛苦、不容易就是军嫂的代名词。

但在我看来，更不容易的是最可爱的那

群人——军人。

他们扛起钢枪，守卫在祖国需要的

地方。他们没有时间和喜欢的人花前

月下，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甚至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因为他们肩负更重

要的使命——守护祖国，保卫人民。

嫁给他的这十几年，他把更多的时

间给了部队、给了国家。他总是在忙

碌，但每天还是会挤出有限的时间坚持

做一件事情：与孩子们视频或在电话中

讲故事。他柔和的话语尽显体贴，让我

感觉到他就在我们身边。他的循循善

诱，帮助孩子们解决生活中的困惑、学

习中的问题；他的谆谆教诲，教会孩子

们如何做一个口中有德、目中有人、心

中有爱、行中有善的人。

还记得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阻断了很多人回家的路。他和战友们

都默默坚守在岗位上，扛起责任与担

当。直到半年后，他们被批准轮流回家

探亲。当看到疲惫的他拖着行李、站在

门口的那一刻，心疼与爱充斥我的内

心。孩子们跑过去，拥抱着他笔直的双

腿，喊道：“爸爸、爸爸，你回来了……”

那时那刻，他眼角闪亮的泪花中，有团

聚的喜悦，更有对家人的抱歉。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个女孩，

她的男朋友也是一名军人。女孩说，他

们很相爱。她问我：“嫂子，你当初为什

么会选择军人？”

我略加思索，对她说：“最初是因为

自己对军人的仰慕和尊敬。后来认识

他，就变成了对他的执着和爱恋。我是

他的‘铁粉’。”

她又问：“你不后悔吗？”

我很坚定地说：“不后悔。”

女孩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告诉

我，她选择了分手，因为距离太远，因为

没有伤心时的守护……我不知道该怎

么安慰她，只能伸出自己的双手，轻轻

地抱了抱她。

我理解女孩的选择，也深深地懂得

军人的选择。军人，亦有万般柔情，也想

守护爱情、守护家庭，可是肩上的责任让

他们必须舍小家、顾大家。他们把柔情

深藏心底，只因为祖国更需要他们。

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守护边疆

的军人，我都会被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

染。粗糙脱皮的脸、布满裂痕的手、朴

实坚毅的笑……风华正茂的他们扛起

了如山重任，青春的胸膛里印刻着“宁

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决心。

我喜欢苏轼的一首词：“万里归来

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

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身为军

嫂，除了为家庭操心，我也把充沛的精

力放在自己的岗位上。虽然身在异乡，

心也不会有漂泊感。对待工作，我的内

心似乎时时刻刻都充满能量。而这种

能量，正是身为军人的他带给我的。

君之所在，即是吾心归处。愿山河

无恙，人间皆安。

君之所在，即是吾心归处
■王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