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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北风呼啸地刮着，像
锋利的刀刃，穿过层层衣物，直
抵肌肤，带来刺骨寒意。春雨
沙沙地下个不停，如细密的针
脚，密密麻麻地织在大地上，滋
润着每一寸土地，给万物带来
了勃勃生机。

这是 1975 年春天的天气。
这种天气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和
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甚至让人
忍不住抱怨连连，巴不得它早
点过去。然而，对于林场工人
而言，这却是一个难得的植树
造林的“黄金季节”。

记得在少年读书时，每逢
这种恶劣天气，正好是放寒假，
我总会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不
愿起床，连早餐也省了，直到母
亲做好了午饭，三番五次地喊
叫，我才懒洋洋地从被窝里钻
出来。那时的我，从未料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在冷雨交织的环
境中辛勤劳作。

然而，过往的日子一去不

返。如今，我已走进社会来到
了林场工作，肩负着披绿群山
的使命，必须在这个凄风冷雨
的季节里与场友们一起，将寄
托着林场美好未来的希望之树
全部种下。

在光秃秃的山岗上，被锄
头翻过的泥土，在雨水的浇灌
下变得异常泥泞。我们与老工
人一起，挑着树苗，担着肥料，
手拿锄头，一步步地往山上移
动。每一脚踩下去，都会陷进
深深的泥土中，仿佛大地在拖
留着我们登山的脚步。

种树讲究效率，分工合作
很重要。我们依照老工人经
验，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人
在每个准备种树的泥穴上方抛
放树苗；有人在泥穴里用锄头
刨出个小坑，往小坑里投进磷
肥，用锄头将磷肥与泥土搅拌
均匀；有人在泥穴里的小坑内
栽树。

我们种的是杉树苗，约 40

至 50 公分高，树苗被放进坑里
后，要先用一只手扶正，另一只
手将小坑旁边的松泥回拨填
平，然后是整个人站上去用脚
踩实。

北风凛凛，冷雨绵绵，我们
被冻得直打颤，双手早已被泥
巴染得面目全非，被冻得发红
发紫，手指也被藏在泥土中的
残枝刺穿，流出了鲜血，鲜血混
着泥土被填埋在幼树苗根部。
手要种树，伤口无法处理，只能
听之任之，顺其自然。也不知
过了多久，流血伤口终于被厚
厚的泥巴裹住才止住血。

鞋子也沾满了泥巴，沉甸
甸的，有几斤重，让人举步维
艰。我们索性脱掉鞋子，赤着
脚行走在全是芒刺的山岗上。
尽管尖利的树枝刺破了脚底，
疼痛难忍，但我们没有退缩，继
续一步一步往前走，坚持种下
一棵又一棵树苗。

为了抢季节完成种树任

务，中午经常加班不休息，午饭
由炊事员老工人高伯送上山
头。沾满泥巴的双手没有水
洗，我们只好将手往草丛上用
力摩擦，去掉凝结在手上的泥
巴。如果是在以前，我绝不会
用这样不干净的手拿筷子吃
饭。如今摆在眼前的现实已无
可选择，“饭前洗手”的卫生知
识在这里已无用武之地，我只
能将就了，也许这就是在不知
不觉中改造世界观吧。

老工人高伯记性不好，有
时候送饭上山竟然忘记拿筷
子。正当我们为如何吃饭一筹
莫展时，只听见队长大声说道：

“用树枝作筷子吧！”话音刚落，
便身先士卒，随手折下野树枝，
去掉叶子，截断头尾，就当筷子
使用了。

我们面面相觑，心想：这野
树枝有毒吗？会分泌出有害液
体伤及身体吗？队长似乎并不
理会我们的忧虑，泰然自若地

不断用野树枝将饭送进嘴里，
还调侃道：“大菌吃细菌，没事
的！”转眼间，整盅饭被队长一
扫而光。

我们被队长的自信和豪
气所折服，我顿时领悟到：这
不正是年轻工人与老工人之
间的思想差距吗？此刻，城里
人的娇生惯养和清高矜持，已
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纷纷效
仿队长，折断身边树枝当筷
子，毫无顾虑地大口吃饭。说
来也怪，这顿揉进了寒风细雨
的午饭特别香美可口。这顿
不平常的午饭永远留在了我
记忆深处。

当最后一棵树苗栽种完
毕，夜幕已低垂，我们站在山岗
上，望着那片新绿的树苗在寒
风冷雨中摇曳，心中满是自豪
和满足，那是劳动的成果，是辛
勤付出的回报。虽然初春的寒
意依旧，但那片新绿，仿佛已经
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两难的退伍选择

1956 年底，老兵开始复员。
上边给的政策是原则上从哪里
来回哪里去，而且回原单位工作
的工资要从头开始，每月工资
22 元。与我一起从玉林入伍的
王某写信与玉林医院联系，医院
回信说欢迎我们回去工作，工资
按政策规定执行。王某的妻子
就在医院工作，经 1955 年地方
工资改革后，她每月已提高到
40 多元。他因此想不通：自己
去当兵，在部队也入了党，不流
血也流了不少汗水，为什么为国
家奉献了几年领的钱反而少
了。因为有情绪，他回到玉林医
院后经常到各有关部门去反映
问题。去得多了，人家把他当成
落后分子。到 1960 年，医院精
简机构，他和妻子一起被赶回农
村老家。

除了哪里来回哪里的政策，
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当
时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要留2万
复员兵组建两个军垦农场，就是
乌石农场和八一农场。考虑到
妻子还在农村，我退伍回玉林却

不能把她带进城里。加入军垦
到大山里开荒种橡胶会十分艰
苦，但能带妻子一起生活，同甘
共苦，凭自己的双手也许可以创
造幸福生活。就这样我下了决
心报名加入军垦队伍。

荒山野岭安家

1957 年 6 月，我们一批老兵
由部队集中送到乌石军垦农场，
受命去开辟录南作业区。录南
作业区位于乌石至那大公路五
公里处的山沟里，这里离黎母山
不远，四面群山围绕，树木参天，
茅草遍地，无比荒凉，在很远的
山沟里才能见到几间苗胞住的
小茅寮。

我们录南作业区的区部当
时只建了几间刚盖顶的茅房，
四围无墙，八面通风。场地也
是高低不平，中间横穿一道小
河沟，沟边有几株大榕树，遍地
长着 1 米多高的野茅草，人一
下地就有无数的山蚂蝗涌上
来，很快就爬到脚上身上咬出
血来。车上的人见到这种情
形，很多人不愿下车。特别是
那些老兵家属，都是年轻妇女，

不少人抱头大哭。
面对这样的情况，带队的

领导马上召集党团员作思想动
员，要各队各班包干做思想工
作，要大家以党性做保证，以身
作则，尽快做通自己家属的思
想工作。当时的退伍兵百分之
七十左右都是党团员，家属也
有部分党团员，很快就做通了
思想工作。大家都下了车，看
好各队班的住处，放下行李立
即拿起工具清理房前屋后的卫
生。为了照顾各地区人员的语
言 习 惯 ，当 时 是 按 籍 贯 来 编
队。我队由广西陆川、博白、平
南 的 人 编 成 ，我 班 全 是 陆 川
人。陈代耀任指导员，吕盛记
任队长，我是班长。当时全队
80 人只分得两大间茅房，每对
夫妻分 3 块床板，开大连铺，当
天就这样安顿下来。

第二天一部分人上山砍建
房用的木料，一部分人配合民工
继续盖茅房。几天后，就能每户
分到一间小茅草房了。工余时
间大家集体动手清理环境卫生，
不久就建成了一座整齐清洁的
营地。刚开始时连队都像部队

一样军事化生活，听军号作息。
每天早操，晚上点名，各班开讲
评会。供给也按部队标准，伙食
费 15元，全作业区 300人都在大
食堂集体开饭，各班一大盆菜，
派值班员分给每人一份菜，场面
十分热闹。那时的工资按军衔
定，上士 31元，中士 30，下士 29，
列兵28元，来队家属一律12元。

出大力流大汗

经过几天休整，作业区召开
誓师大会，人人表决心，誓要把
荒山变良田。还设立了队班流
动红旗，把工地变战场，队与队、
班与班、个人与个人展开垦荒竞
赛。大家情绪十分高涨，誓师会
后即吹响军号，高举红旗，喊着
口号、唱着战歌，整齐的队伍雄
赳赳气昂昂进发到指定地段，拉
开队列分成小组，展开垦荒歼灭
战。首战告捷，当天每人平均垦
地0.5亩，超指标50%。个个手掌
都磨出了血泡，但也无人叫苦。
后来为便于计算业绩和夫妻互
相照顾，又分成夫妻小组作业，
不到几个月就种出满山绿油油
的香茅。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开办一
个九千余人的大农场，才投资
200 多万元。为加快资金周转，
达到一年半自给、两年完全自给
的目标，农场决定的开垦方针是
先易后难，以短养长，先种经济
作物后种橡胶。乌石、岭门一带
是丘陵草地多，大部份种甘蔗，
小部分种香茅。录南一带山高
森林草地多，着重发展香茅咖
啡。当时是边开垦边种植的，开
出来的地年底基本种植完。为
便于管理，作业区化整为零，以
队班分片，进行除草施肥管理，
集中收割，超指标有奖，主要是
荣誉奖励，也有一点奖金。当时
连队涌了现不少大力士，如李全
生 、吴 玉 祥 等 ，每 担 都 有 200
斤。女的也有不少每担超 150
斤的，如黄月英、李瑞华。吴玉
祥不管开荒、管理、割挑香茅
草，都经常创全作业区最高个人
记录。为了夺得班和队的流动
红旗，天天工休时我们都开碰头
会，研究对策。星期六晚上队里
开会总结，班里每晚上都讲评，
工作有声有色。

（文稿整理：一平）

加入垦殖大军，建设乌石农场
尹锡华

元宵节是我国接踵春节而来的一个
重要节日，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作为新年
第一个月圆之夜，为庆祝一年复始、大地
春回，全国各地闹元宵的活动异彩纷
呈：出门赏月、燃放烟花，竞猜灯谜、共
吃元宵……尽显民众祈祷国泰民安的家
国情怀。

记忆中的元宵节，除了甜糯的汤圆
齿颊留香外，最令我难忘的是镌刻在脑
海深处的猜灯谜了。我刚上初中那年，
寒假一到，兼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便给
我们布置了一份特别的寒假作业——收
集元宵节猜灯谜的内容，回校进行一次
猜谜比赛。那时不像现在需要知道什
么，可直接上百度搜索，甚至寻求 Deep⁃
Seek 帮助，瞬间就可解决问题。也许是
担心同学们难以完成任务，走出教室门
口，班主任把我叫住，叮嘱我一定要做好
榜样，一因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二则因
为我家住在圩镇，容易观看、参加公社举
行的春节文艺活动。为了不辱使命，元
宵节晚上吃过汤圆，我便拿起纸笔，迅速
占据猜灯谜现场的有利位置，抄下所有
谜面，翘首等待谜底。猜灯谜的现场虽
然不及舞龙舞狮、演唱木偶戏等节目热
闹，可谜面涵盖面广，吸引了不少中小学
教师、机关干部等有识之士前来挑战，他
们对谜面兴致勃勃的分析令人脑洞大
开，受益匪浅——“一群小白鹅，扑通跳
下河。”（打一食物：汤圆）；“十女共耕半
边田”（打一字：妻）；“上不在上，下不在
下，人有它大，天没它大。（打一字：一）；
植树（打一字：亲）；河水迂回（音乐词一：
流行曲）……这些显浅点的谜面，很快就
被围观者揭去领赏，剩下的难度越大越
引人注目，争议声、认同声、赞许声汇成
一首动听的旋律，催人深思——“10 个
阿拉伯数字中，哪个数字最勤劳，哪个
最懒惰？谜底：1 最懒惰，2 最勤劳（一
不做二不休）”；“我花开后百花杀（猜毛
主席诗词一：独立寒秋）；“杨柳轻扬直
上重霄九（猜毛主席诗词一：欲与天公
试比高）”；“火烧赤壁（猜词牌名一：《满
江红》”；“节省开支（猜字一：卉）”；“泪
（猜成语一：颠三倒四）”……让人绞尽
脑汁的猜谜，谜底呼之而出时的成就感
妙不可言，作为旁观者的恍然大悟也是
收获满满的。

那个元宵节的灯谜，有的还是我后
来求学旅途中才弄明白的呢，例如“刘邦
笑，刘备哭（打一字：翠）；“对联字谜：上
联：香残日落，了却凡心一点（秃）下联：
炉熄火尽，须把意马拴劳（驴）”；“可怜天
下父母心（补出上一句：殚竭心力终为
子）”。这“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诗句，读
了与慈禧太后相关的历史才知道，慈禧
母亲七十大寿，因没时间给母亲祝寿，除
让侍卫送去许多礼物外，还附有一幅书
法，上书：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融入儿
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
心。谜语迷人，开发人的思维能力，元宵
节猜灯谜，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执着与
期待。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时下的元宵节从内容到形式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不变的
是这个节日传承中镌刻在灵魂深处的元
宵节情怀。

3 镌刻在记忆深处
的元宵灯谜

谢秀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