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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色 回 忆

务 农
□张立人

□瞿金龙 书

夕 阳 书 画

一九六二年春，我响应党和政府的
号召，从苏州地区农村基层干校回到家
中务农。根据领导意见，先到当地人民
公社报到，然后回到生产队和社员们一
起参加劳动，做一个普通的社员。

我到公社报到时，只有值班的同志
接待了我，他们对于我回乡务农表示了
欢迎和支持，还把公社的情况和当前工
作向我作了简单的介绍。

当时农村很落后，缺资金、缺化肥、
缺农药，全靠人们利用落后的生产工具
来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我回家的当天晚上，生产队长就来
我家中，对我回家务农表示欢迎，并介
绍了生产队情况和当前工作。我当时
就提出，明天跟大家一起下地劳动。队
长当即安排我去棉花田整地。母亲对
我突然回家务农有一点想法，经过我耐
心解释，她还是支持我的。她听到我明
天就要下地和大家一起劳动，马上告诉
我整地要用板齿铁耙，可家中的铁耙好
长时间没有用，得先把它放在水里浸一
浸，让其牢固点，这样才不影响干农活。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也做过一些小
农活，不过在生产队劳动，要拿工分的，
因此不仅要干得像模像样，而且要有质
有量。第二天清早起来，我把铁耙浸在
水里，防止在使用时脱落。母亲早已把
草帽和旧衣服准备好，吃过早饭，我就带
着生产工具出工了。

当我赶到棉花田，队长早已在那里
给大家分配农活。大家都热情地和我
打招呼，特别是几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同
龄人，见到我很高兴。这块棉花田前栽
的是小麦，已经长得很高，麦秆粗壮，麦
叶墨绿。麦垄间种的是绿肥（草头），已

经铺满了地面，有的开始爬到麦秆上。
今天就要用镰刀把绿肥连根拔掉，割成
一把把，然后用铁耙深翻，把这些绿肥
埋压在地下，再把泥块敲碎、拍细、削
平。明确要求后，我们就撸起袖子，拼
命地干起来。我第一天劳动，劲头十
足。起初还能跟上大家的节奏，可到吃
中饭时，我就落后大家近两米。我想

“干活慢，工夫凑”，吃过中饭，马上赶到
地里干起来，把落后的部分补上来。

下午三点，队长找我，告诉我生产
队里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评工
记分，对每个人每天的劳动依照打分的
办法进行计算，到年底按照各人得分多
少，参加年终分配。目前生产队里按每
个人的劳动强弱和掌握生产技术高低
评分，如男劳动力每天出勤为一等甲级
得10分，乙级得9分；女劳动力一等甲
级得9分，乙级得8分。男劳动力二等
甲级得8分，乙级得7分；女劳动力二等
甲级得7分，乙级得6分。男劳动力三
等得6分，女劳动力三等得5分。其余
年老体弱和小孩子出勤算辅助劳动力
得3~5分。

我请他把我一天的劳动评估一下，
他很客气，还表扬了我，临走时对我讲，
泥土里的硬枝梗要取出来，整地时留下
的脚印和泥块要敲碎拍细削平，做到上
细下实。过了会儿，生产队记分员来记
分，他告诉我：“你今天就得男劳动力一
等乙级，记9分。”

种田无肥料，赛过弄白相，庄稼一
枝花，全靠肥当家。积肥造肥是当时发
展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因此队长在收
工时要求大家明天出工带粪桶和粪勺，
打算把每家每户粪坑里的大粪集中到

生产队的大粪池里，通过加盖密封、发
酵，提高肥效备用。俗话说，没有粪臭，
哪有饭香。大家对此十分重视，回到家
中早作准备。

我回到家中，经过一天的劳动，确
实感到有些疲劳，母亲劝我早点休息。
当我躺在床上时，一天的劳动情景立马
浮现在眼前，同时也想到了明天挑粪一
事，感到挑粪比较简单，只要用力气。
从农户家到生产队的大粪池只有四五
百米，我估计自己能胜任，便很快睡着
了。

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就肩挑已经备
好的一对粪桶，手握一把粪勺，赶到指
定地点。大多数人的粪桶里都已经装
上了粪，我赶紧把自己两只粪桶里的粪
装得满满的。其他人出发时都很顺利，
可是我刚起步，就发现粪桶里的大粪开
始泼到地上。我跑得快一点，粪桶就开
始摆动，大粪就会泼出来，甚至泼到自
己身上；跑得慢，肩上感到压力重，举步
困难，我艰难地把这担粪挑到生产队的
大粪池边，满头大汗，满身臭粪水，大粪
桶的大粪已经所剩无几。大家看了我
这狼狈相，又气又好笑，几个年纪大一
点的大哥大伯还有不满之色。我知道
当时人们把大粪当成宝，俗话说“种田
种到老，不要忘记把粪浇”。我也感到
问题严重，但是只好硬着头皮，站在一
旁朝大家苦笑，表示欠意，“听候发落”。

大家看了我这副可怜相，还是关心
我的。当时一位大伯就对我讲：“你这
根扁担长了一点，换一根短一点、软一
点、弯弯的扁担就会好多了。挑起来
时，跑的步子要与肩上的扁担一致。”又
有一位对我讲：“做农活不能过急，装粪

不能装得太满，过满了走起来就会溢出
来。”还有的告诉我：“大粪装满后，找一
些柴草撒在上面就不会泼出来。”你一
言我一语，我频频点头。队长没有批评
我，并希望我继续和大家一起干下去。
我也不灰心，经过一天的磨炼，终于好
多了。下午记分员来记分，告诉我：“你
今天定男劳动力二等乙级，记7分。”我
表示没有意见，比其他人少2分是小事
情，但是我对于一等劳动力降为二等劳
动力感到有点压力。后来队长找我谈
话，表示评工记分主要看劳动表现，不
是处分，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挑大粪虽然是件小事情，但对我的
教训是深刻的。从此我认为做任何事
情都要认真对待，仅靠学校里从书本上
学到的一点理论知识是不够用的，还必
须通过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更丰富的知
识，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发挥作用。有个
老农民告诉我，别看种田很简单，要做
好不容易，因为每门农活都有它的窍
门。我从中吸取了教训，在务农期和大
家一起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时间早已过去了一个甲子，我们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
道路。经过人们艰苦奋斗、努力拼搏，
已经实现了当年人们“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烧饭不用柴”“点灯不用油”的梦
想，农业也实现了机械化，一些落后的
生产工具和贫苦的生活成为历史，农民
过上了现代化生活。我们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水平更
高、科学技术更加发达，我们生活更加
幸福美满。

宝塔糖，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是何物，可在当
时是家喻户晓的。宝塔糖，形似圆锥体宝塔，上小下
大，表面有细螺纹，凹凸有致，颜色呈黄色、白色或粉
色，味道甜甜的，松脆可口。上世纪60年代，我还是
孩童的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吃宝塔糖。宝塔
糖的味道真是不错，它既不像水果硬糖那样坚硬，也
不似大白兔奶糖那样粘牙，吃进嘴里脆脆的沙沙
的。细嚼慢品，淡甜微苦略酸，还带有一丝悠悠的薄
荷味道。

宝塔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糖，而是一种药物，专
门用来驱除肠道寄生虫。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那
时候为什么得蛔虫病的孩童特别多。蛔虫在人体的
肠道内寄生，和人体抢夺营养。大量的蛔虫聚集在
一块，会堵塞肠道，造成肠梗阻。有的蛔虫可以钻进
胆囊，引起右上腹剧烈疼痛和黄疸。有的蛔虫可以
钻到胰腺，引起胰腺炎。有的蛔虫可以钻入阑尾，引
起阑尾炎。因此感染蛔虫的小孩面黄肌瘦，营养不
良。患儿还常常会出现烦躁、磨牙、腹泻等症状。得
了蛔虫病，即使吃再多的饭也是不长个的，这样势必
会影响孩子发育，因此家长都会定期给孩子吃打虫
药 ，有虫打虫，无虫预防。宝塔糖就这样应时而生
了，因价格低廉，效果不错，又适合小孩子食用，成为
驱虫的首选良药 。大概是孩子们个个肚子里都有
虫，当时，有的幼儿园、学校会定期给学生们发宝塔
糖吃。

在那个缺糖的年代，甜津津的宝塔糖也是糖。
那时，物资比较匮乏，买东西都要凭票定量，孩子们
的零食更是少得可怜，难得有钱买糖果。小时候我明
知道这是打虫的药，但就是非常喜欢吃。每年都会定
期吃宝塔糖，那时的我是把宝塔糖当糖果来吃的。

我很佩服宝塔糖的研发者，佩服他们居然可以
把宝塔糖研发得如此完美。这种完美体现在外形、
味道、颜色诸多方面，完全颠覆了孩子脑袋里“药”的
概念。可以说，这以后，几乎再没有一种药能做得像
宝塔糖一样，让孩子们如此心甘情愿去吃它。

我读初中的时候，因为一年一次打虫已成为习
惯，就去药店买宝塔糖。药店里的药剂师告诉我，我
已不适合吃宝塔糖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打虫
药，也没有再和宝塔糖接触过。

随着新的驱虫药的出现，宝塔糖渐渐被淘汰
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医药科技的不断进步，
成功研制出许多品质优良、效果更好的驱虫药，新药
效果要比宝塔糖更好。同时，随着卫生条件不断改
善，蛔虫病的感染率大幅度下降，得蛔虫病的人越来
越少，甚至基本上没有人得蛔虫病，所以无需定期吃
打虫药。

宝塔糖，虽然被科技洪流淹没了，但它的时代印
记永存。它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孩童不可或缺的健康
守护神，它给了我们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虽然宝
塔糖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它独特的形状、独特的味
道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春
困是人体生理机能随季节变化而
发生相应调节的一种生理现象。
那么，如何应对春困?

■为什么会春困
1.肾阳不足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
生，万物以荣。”

发陈就是生发冬天里储藏在
体内的肾阳之气，如果冬天储蓄不
足，春天就没有足够的阳气来生
发，特别是人体上部头面等处的阳
气不足，就会出现哈欠连天、昏昏
沉沉的现象。

2.湿浊内滞
春属木，肝气舒发，木克土，属

土的脾气就相应被压抑，脾阳虚则
无力运化湿浊之气，湿浊内滞，加
重困乏。

有些人喜欢吃酸的食物，但酸
味会入肝，收敛肝气，让本来应该
舒畅理气的肝不能良好运作。所
以春天饮食应该“少酸多甘”。

■穴位按摩赶走困乏
冬日养藏不足的，自我按摩保

健建议用掌根多肉温热处，从胸骨
上窝中央的天突穴轻轻推抚，直线
下行，直到上脘穴停止，只下行不
回推，30次为一组，每天可早中晚
各一组，以镇敛浮阳。

肝郁或者脾虚者，如果有肝阳
上浮之象，比如头面上部皮肤多油
长痘、面红、耳鸣眩晕者，可适当按
摩舒肝。双手掌根从身体两侧，沿
肋骨走向斜向下轻柔推动，50次一
组，每天早中晚可行1~2组，疏肝

解郁。若症状严重者须及时至医
院就诊。

■保证良好睡眠 做到“六不”
1.不过饱
中医讲“胃不和则寝不安”，因

为晚上人要休息，脾胃也需要休
息，晚餐过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扰动脾胃的阳气，从而影响睡眠。
因此，晚餐宜吃七八分饱，并且尽
量清淡。

2.不过量
有饮酒习惯的人，晚餐可以少

量饮酒。但绝不可过量，引起阳气
过度行散，导致睡眠困难。

3.不过时
晚上11点后胆经开始阳气动，

如过了子时，人就容易精神而睡不
着，且极易耗散肝胆之气，引动外
邪侵入体内。因此建议提前半小
时准备睡觉，保证子时睡着。

4.不过动
睡前不宜剧烈运动而扰动阳

气，包括睡前看电视、说话聊天等扰
动心阳的活动。因此，睡前半小时
不宜做剧烈运动、看电视、聊天等。

5.不过思
脾主思，多思伤脾，且多思易扰

动心神。思、动为阳，静、眠为阴。
因此，睡前宜静养心神，做到“先睡
心，后睡眼”助阳入阴以利于睡眠。

6.不当风
风为百病之始，无孔不入。不

要当风而眠，以保护体表的阳气。
否则风邪伤及卫护体表的阳气，一
夜过去就会使得阳气受损，第二天
反而更加疲惫。 （据北晚在线）

“春困”来袭，
请收好这份应对指南

春回大地，阳气升发，自然界生机勃发，欣欣向
荣，春季养生也应顺应春天阳气升发的特点，注意扶
助阳气。具体从饮食、起居、运动、防病4个方面入
手。

一、饮食
顺应春季升发的特点，适当食用一些辛温发散

的食物，有助于扶助机体内的阳气升发，如芫荽、香
椿、豆豉、大葱、韭菜等。中医有“辛甘合化为阳”的说
法，即辛味与甘味搭配食用，有利于阳气的升发，因此
可增加甜味食物摄入。此外，甜味食物有健脾益气的
作用，多吃有补益功效，如莲藕、土豆、大米、小麦、黄
豆、薏苡仁、大枣等。

另一方面，中医认为酸味入肝，具有收敛、收涩
的作用，不利于阳气的疏泄，这个时节应尽量少吃酸
味的食物，如山楂、梅子、石榴、杏、醋等。

春天虽然开始转暖，但有时仍夹有寒凉之意，尤
其是早春时节，大家应慎食生冷之物，如冷饮、冰棍、
冰淇淋、清凉饮料等，以免损伤脾胃功能。此外，还
应少吃性寒凉食品，如苦瓜、黄瓜、冬瓜等，以免遏制
阳气的升发。

二、起居
《黄帝内经》指出，“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

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意思是说春天人们应
当晚睡早起，起床后宜披散着头发，松开衣扣，做些舒
展形体的活动，如信步漫行，打太极拳、八段锦等，这
样可使思维、机体逐渐活跃，以保体内阳气的升发。

要注意的是，春季气候变化较大，乍暖还寒，俗
话有云“春冷透骨寒”“春寒冻死牛”，且人体腠理开
始变得疏松，对寒邪的抵抗能力有所减弱。

所以，春天穿着宜捂不宜冻，不宜过早地骤减衣
物，宜逐渐减衣。特别是年老体弱者，减脱冬装尤需
谨慎。《千金要方》主张春时衣着宜“下厚上薄”，既养
阳又收阴。

另外，不建议大家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久坐，此风
流速快，最易伤人。

三、运动
经过一个寒冷冬季，人体藏精多于化气，各脏腑

的阳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而入春后，应加强锻
炼。大家可以到空气清新、聚集人群较少的地方，玩
球、跑步、打拳、做操、放风筝等，尽量多活动，使春气
升发有序，阳气增长有路。

但在运动中应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疲劳。另外，在
休息时也要当心防寒保暖，避免出汗后受凉，最好用柔
软的干毛巾擦干身上的汗水，并及时穿上御寒衣服。

四、防病
春季由寒转暖，温热毒邪开始活动，致病的细

菌、病毒等随之生长繁殖。因此春瘟、瘟毒、瘟疫及
现代的流感、肺炎、麻疹、猩红热等传染病多有发生
及流行。

《伤寒论》云“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冬时应
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不少人体质具有

“阳气不足、上热下寒、湿气偏盛”的特性，因此在这
个特殊的春季，人们应该提升阳气、护养正气。

平时除了每日适当运动、增强体质外，还要采取
一些预防措施。 （据新浪网）

童年的宝塔糖
□龚志明

春季养生
顺应阳气升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