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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弯的故事
曾小燕

十二弯在蟠龙镇银河村七组的山

巅，头可顶日，手可触云。这里人迹罕

至，除了树林，就是飞鸟。正因为如此，

知道十二弯的人多，真正去过十二弯的

人却极少。

一

其实十二弯并不是特别高，海拔只

有 700 多米，但在银河村境内算是高山

了。站在山顶俯瞰，四周青山，绵延起

伏。撑天灌木，挺拔葳蕤。十二弯以前

没有路，也没有十二弯这个名字，而是叫

“垭口”。附近村民上山劳作，只能顺着

山形往上爬。爬得多了，心细的村民便

记下了翻过的山，上上下下竟然有 12

座，于是就有了“十二弯”这个地名。

两年前，十二弯终于通路了。一条

白色的玉带弯弯曲曲环绕在绿树掩映的

群山之间，蜿蜒盘旋直至山顶，那是 318

国道通往十二弯的水泥路，从山脚到山

顶一共有20多公里。

银河村峡沟纵横，山多地少，可利用

资源十分贫乏，经济作物栽种和管理成

本较高，传统农业很难实现村民致富的

愿望。这些年，银河村的壮劳力都陆续

外出务工，村里 2000 多名村民只剩下

400 多人留在家里。留在家里的人除去

婴幼儿，70岁以下的都算是“年轻人”了，

所以劳动力极为欠缺。

一年前，外出务工多年的村民老潘

回到了银河村，他是听说十二弯修通了

公路，并且还连通到了家门口，于是急

急忙忙赶回来，寻思留在村里干点什

么。凑巧的是，年前村里进行耕地流出

补足，在十二弯的垭口上，开垦出 50 多

亩撂荒地。看着这一片规整、肥沃的土

地，村干部们犯了难。地是开出来了，但

是路途遥远，谁去种，种什么，怎么种？

思来想去，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刚刚回

村的老潘。

二

老潘是土生土长的银河村人，骨子

里秉承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品质。老

潘外出务工多年，见多识广，思想上有干

劲、有冲劲。大家都说如果让老潘来承

包这一片撂荒地是最合适不过，他一定

不会辜负十二弯这片纯净的土地。

村党总支唐书记找到老潘，跟他谈

起了十二弯的撂荒地。这位 58 岁身材

魁梧的“年轻人”拍着胸脯说：“唐书记放

心，我已经有了打算，就在十二弯种高山

西瓜！”唐书记听后欣喜地说道：“那行，

你就甩开膀子大胆干，在银河村干出一

个榜样来。”

因土壤、气候适宜，上个世纪七十年

代初，银河村民就开始栽种西瓜，尤其是

居住在 318 国道旁的村民，有效利用了

“国道”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春天，他

们在自家土里栽上几丈地的西瓜苗，夏

天结出西瓜，少部分留给自家馋嘴的孩

子们吃，多数摆在国道旁边卖，挣点盐巴

和学费钱。过路的司机都知道银河村的

西瓜好吃，但这仅仅是家庭式小规模栽

种，产量好的也就两三百个，摆在路边几

天时间就卖完了，大家吃得意犹未尽。

老潘家就住在 318 国道旁。没有外

出务工前，老潘也栽了多年的西瓜，有一

定的栽种技术和经验。如今，老潘打算

在十二弯垭口撂荒地里栽种 50 多亩地

的高山露天西瓜，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老潘的决心下得大，难度也可想而知。

有村民说，路是通了，但又弯又陡，

既远还险，技术不好的司机根本不敢开，

走路上去又不现实；还有银河村从来没

有人在高山上栽过西瓜，自古以来这是

头一回，万一失败了，岂不是要亏本？还

有，翻地、栽苗、施肥、除草、采摘、运送都

需要人工。等西瓜成熟了，怎么运出去，

又卖给谁？算算成本不是一块二块钱的

事情呀，这老潘怕是脑壳有病吧。

三

老潘不信邪，既然有了承诺，那说干

就干。签了承包合同的老潘，一夜之间

从普通村民变成了银河村的西瓜大户。

为了上山方便，老潘买了一辆红色

的小三轮车，每天天不亮就带着老伴儿

到十二弯的地里翻土、施肥，路上来回两

趟都接近三个小时。实在忙不过来时，

就请几个村民帮忙。老潘除了自己钻研

栽种技术，还将镇农服中心的技术员请

到地里指导高山西瓜的栽种，功夫下得

很深。

5月初，老潘在十二弯栽下了十多个

品种的西瓜苗。瓜苗在老潘的精心呵护

下慢慢长大长高，再慢慢牵出了瓜藤，开

出了黄色的小花。那些天，老潘每天都

很兴奋，上午下午都不辞辛劳，开着他的

小三轮车去瓜地，看那些藤，那些花，还

有慢慢结出来的小西瓜，再跟十二弯的

蓝天白云和参天大树讲讲话，憧憬着西

瓜的收成，累并快乐着。

熬过漫长的季节，经过焦灼的等待，

终于到了西瓜成熟的八月。因为日照

充足，十二弯的西瓜长得特别好。站在

瓜田一眼望过去，圆滚滚胖乎乎的绿皮

大西瓜一个挨着一个躺在草丛中，在阳

光下泛着亮闪闪、青幽幽的光，令人垂涎

不已。

可老潘却发了愁。

第一年种高山西瓜，老潘心里没有

底，不知道产量有多少。没想到今年风

调雨顺，老潘估算了一下产量，居然高达

4 万多公斤。这 4 万多公斤西瓜，仅凭一

个没有人脉和销售渠道的瓜农，如何卖

出去？老潘急得眉毛皱成了一团。

焦虑之余，他想到了银河村的村干

部们。

其实村干部们一直在关注老潘种

在十二弯的西瓜地。每次到十二弯巡

山，他们都会到瓜地里看看瓜苗长势，

问问瓜地的栽种情况。平时的工作例

会，也时常将老潘的西瓜地作为重要议

题，大家商量着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伸

出援手。

眼看着西瓜就成熟了。这天老潘抱

了一个漂亮的大西瓜到村办公室。尝到

鲜的村干部们惊喜地说道：“这十二弯的

西瓜汁多味甜，入口即化，口感相较 318

国道旁种的西瓜胜出了许多！”听着村干

部的夸赞，老潘脸上挂起了笑脸。他说

瓜确实好，但是啷个卖出去？

四

老潘不知道，就在他抱西瓜来的前

一周，村干部们已经召开了村两委会，商

议如何帮助老潘销售高山西瓜。

村里没有电商平台，那就靠大伙儿

人脉，靠朋友圈，靠微信群。银河村驻村

第一书记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牵头帮扶单

位带头购买，再到十二弯的西瓜地拍摄

了实景照片，把编撰好的宣传文字一并

发到了朋友圈，题为“银河助农行动”。

广告一出，订单就如雪片般飞来。村党

总支唐书记召集村干部们齐聚到了十二

弯，村副书记小方开着自家的皮卡车到

了十二弯，银河村有劳动力的村民也赶

到了十二弯。

十二弯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烈日下，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摘瓜、背

瓜，再按照订单要求分拣、贴签、装袋、上

车，再由小方开着皮卡将西瓜分送到每

一个顾客手中。瓜地里，大家晒着太阳

流着汗，说着笑着吆喝着，欢快地劳动

着，那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格外令人动

容。老潘心怀感激，时不时抱一个西瓜

用刀切了，招呼着大家到阴凉处歇一歇，

吃一块西瓜以解暑热。大家也不推辞，

蹲的蹲、站的站，嘻嘻哈哈地品着瓜，大

声笑着说今年吃的瓜比哪年吃的瓜都多

都甜，这都得益于老潘的辛苦付出！

有 心 疼 果 农 的 城 里 人 ，不 愁 路 途

遥远，从城里开一个多小时车程，到十

二弯的瓜地里亲自采摘。他们说尝到

了十二弯的西瓜，真的是甜到了心坎

里，吃了还想吃。还有很多人在朋友

圈转发“银河助农行动”的广告，希望

大 家 都 能 关 注 银 河 村 老 潘 的 高 山 西

瓜，助力乡村振兴。

在 银 河 村 干 部、群 众 的 大 力 帮 扶

下，老潘的西瓜一个星期卖出 1 万多

公 斤 ，订 单 还 在 不 断 增 加 。 318 国 道

旁，老潘也摆出了瓜摊，在瓜摊前买西

瓜的司机们，都说今年的西瓜比往年

要好吃很多。老潘自豪地说：“因为今

年的西瓜种在十二弯！”

看着老潘的西瓜如此受欢迎，大家

都松了一口气。

在回村的路上，晒得一脸黢黑的唐

书记说起她的打算。她说明年计划将十

二弯的撂荒地再开一片出来，争取把上

山的近道拓宽，节省老潘路途上的时间，

并尝试在西瓜地间种紫苏和大豆，增加

经济作物品种，让老潘一年四季都有收

入，支持他将这份“甜蜜的事业”一直干

下去。

大家更希望通过老潘的成功例子，

吸引更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相信只要找到合适的项目，再有敢闯敢

干的精神，在梁平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一

定可以实现致富的愿望。

掬月亭

玉盘嵌湖底，野菊映涟漪。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栖霞亭

夕照铺湿地，落霞入亭栖。

但恋桂湖美，久久不肯离。

极目亭

极目都梁境，放眼全梁平。

村村皆锦绣，处处乃美景。

一粒远来的黄豆

与龙溪河畔的小镇相遇

携手并肩的缘分

相濡以沫的经历

铸就礼让豆筋的美名

每天五点的炭火

点燃雾蒙蒙的清晨

也点燃勤劳致富的热情

每一粒饱满的黄豆

融进礼让人的烟火人生

精心做一锅锅豆浆

认真裹一根根豆筋

小豆子讲述着产业的传说

赶三六九的老营场里

听乡村振兴的新歌

让心寄居在川西渔村

品一碗礼让豆筋

轻抚蓝印花布

在草把龙的祈雨舞里

撩动乡风淳朴的

礼让风情

双桂湖亭趣
曾定富

恩师张邦国退休抒怀
祝中华

青春时尚俊儿男，

志向杏坛三尺鞭。

缕缕清风滋肺腑，

浓浓暖意入心田。

初挑重担惊学界，

再启新程开锦篇。

桃李芬芳丝染雪，

师生把酒话当年。

礼让豆筋
易云祥

路诗 花 语

雨，是冬天的精灵，它从云层中蹦跳

着、打闹着，一路敲敲打打地来到世间。

如果非要说哪个地方的雨最美，我

猜想，它或许不是垂垂柳条的江南，也不

是稀若珍宝的戈壁，更不是细若游丝的

草原，而是像雾像风又像雨的山城。

是的，就是山城，也只有在山城重

庆，方能把雨的各种姿态展露无遗。

山城的雨，来的时候如杜甫诗中描

写的那般静谧，那随风潜入夜的轻微，那

润物细无声的温柔，那野径云俱黑的朦

胧，那江船火独明的孤独，一下子就把诗

意融进了山城，融进了每一个山城人的

美梦中。

当然，在山城，雨也是有性格的。春

天，它如同暖阳的一件薄纱，带着丝丝寒

意，直弄得农人蓑笠上结出晶莹的水珠，

随着春天轻柔的微风摇摇晃晃坠进希望

的土壤里，然后，一片，一大片，山坡上，

树林中，田野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绿茵

茵的曼妙景色，远处，近处，处处都透露

着春意。

然而，到了夏天，它如同换了一个模

样，脾气大了不少，只要脸色稍微不悦，

你就会看到山上的树，地上的草，田间的

稻，都一个劲儿地安慰它，生怕它那不

高兴后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可是它

不高兴便就是不高兴，无论是谁都无法

平息，乌云甚至为它呐喊，疾风也变得

狂躁，不一会儿，豆大的泪珠哗哗地朝

地面砸来，惹得荷叶东倒西歪，竹叶啪

啪下垂，灰尘凑着热闹也和着它的脚步

四处张牙舞爪，这个时候只需要静静地

看着它，无需表态，让它发泄一通后一

切又能恢复如初。

可到了秋天，它就像一个黏人的小

妖精，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在何

方，只要有你的身影，它就如影随形，不

信，你看看秋天的萧瑟在哪里？你以为

在泛黄的银杏叶上，或是在大雁南飞的

路途中，又或是在堆砌的草垛里，不，它

在山城的任何一个角落，在青砖溅起的

水珠里，在荷塘枯萎的莲叶上，在熙熙攘

攘街道漂浮的花伞中，它把整个山城都

拢起来，营造出一种十足的诗意。

不出意外的话，冬天则是雨最美的

时候，它会拥有春天的温柔、夏天的火

辣、秋天的多情，自然更多了一份冬天的

成熟。是的，冬天里，在山城这样独特

的地理结构中阳光是不会多见的，它则

幻化成雾的模样，把太阳变得朦胧，把

大地变成一张调色板，无论红的、绿的，

无论远的、近的，在它的作用下，你必须

具 备 足 够 的 想 象 力 ，当 然 ，也 可 以 尽

情地天马行空，不拘泥于时间空间，不

受限于城市内外，大胆一些，必然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于我而言，我其实很喜欢雨，是那种

不分季节且打心底的喜欢，我想这大抵

和人的性格有关。

记忆中，山城的雨就如同我儿时的

回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物质

匮乏的年代，雨对孩童来说，是欢喜的，

因为可以尽情地撒欢，就算擎着一片荷

叶，也能玩出属于我们那个年纪的快乐，

无关世事，只管把单纯的快乐的笑容送

给雨，送给现在找不到且已失去的童年。

到如今这样一个年纪，我仍保持着

喜欢雨的初心，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

多了一份恬静，这大概就是当下的心

情。我也会在冬日时候慢悠悠地推开窗

子，任冰冷的雨丝静静地滑过皮肤，仿佛

那些曾经遗失的都能在雨的作用下一股

脑儿地翻开记忆的匣子。

山城的雨，随时间不断变换着形态，

不断变换着样子，尽管日月轮换，星辰转

移，但它从未消失，它就静静地守在这座

城里，守在每个人的心里。

山城的雨
牟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