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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州文联领导就说要下派我到大姚县当今年的新

农村指导员，今年春节收假后，参加了州委组织部召开的第八

批新农村指导员动员和培训大会，来自省级各单位各部门和楚

雄州各单位各部门的九百多名新农村指导员，就奔赴全州各县

市乡镇的村委会。州上规定，我们必须于 2月 28 号以前到位，

到达各自指导的村委会。

我于前天 2月 27 号到楚雄州大姚县金碧镇龙林村委会,

当新农村指导员。早上八点，州文联副主席送我到村委会。之

前几天，我就已经准备好床上用品、洗漱用品、小塑料桶、拖

鞋、换洗衣服、常用药等等，十一点钟，到大姚县庞业大酒店

报到，下午和 28 号上午，参加了大姚县农村工作会议、大姚县

第七批新农村指导员表彰大会、第八批新农村指导员动员大会



和培训。28 号下午，又参加了大姚县金碧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动员会和第八批新农村指导员动员会议。会上，金碧镇主

持会议的领导把我介绍给了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李艳明同志，会

后，李书记用他的电瓶车带着我去小馆子吃了点便饭，因为他

们晚上还要参加一个会议，就打电话给一位村民小组长，请他

来带我回村委会。

昨天晚上，坐那个村民小组长的货车到达龙林村委会。

一幢三层小洋楼，倒是很好，可惜楼梯上的路灯都坏了。一个

女村干部，帮助我搬行李。我很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搬即可，

她却说楼梯间的灯坏了，我看不见，她抹黑上下楼习惯了，坚

持帮我搬。她确实摸黑习惯了，看得见，我初来乍到，看不清

楼梯楼道，却不习惯摸索着上下楼梯。摸着墙，慢慢上下跑了

几趟，终于把我的床上用品等等搬到了三楼的一间小屋。小屋

里灯倒是很亮，是两盏日光灯。女村干部帮着我扫地，铺好了

床，又给我提了一桶水，她就回家去了。院子里黑漆漆的，我

一个人初来乍到，不熟悉村委会大院，找不到厕所，几乎是用



手摸遍了院子四周，终于找到一个简易狭小的旧厕所，我连门

都看不见，把鼻子几乎伸到了墙上，终于看清了一个模模糊糊、

斑驳陆离的女字，再把鼻子几乎伸到了左边的墙上，终于看清

了一个同样模模糊糊、斑驳陆离的男字。

今天是星期六，村委会干部不上班，也不来村委会吃

饭。只有星期一至星期五他们都才在村委会吃工作餐午饭，下

午不吃，都回家吃，村委会也没人做饭。周末如果没急事，正

常情况下他们也不上班，只是轮流上班，他们都不在村委会吃

饭。李书记说对不起我了，周末肯平时的下午，都只好委屈我

自己做饭吃。

七点多起床，李书记、值班的另一位村干部和我，接

待了两位来诉求事情的村民，李书记就回家去了。于是，我一

个人准备煮饭吃,一个人，就懒得分两餐了，干脆早餐午餐一起

吃。小厨房里，有烧柴的大灶，大锅两口，灶膛前堆了一堆干

柴，可见平时召开村社干部会议，他们是用大锅大灶烧柴做饭

吃，碗筷都很多，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叠放了两盆，电饭煲、电

磁炉也有，李书记让我用电饭煲电磁炉做饭菜，不必用大灶大



锅。水笼头放不出水,还好热水壶里有,舀了半小碗多米，淘洗

了一下，勉强煮熟了饭。院里有村干部种的豌豆尖、蒜苗、青

菜、薄荷、洋花菜、元荽等等，长得很肥嫩,在朝阳下显得翠绿

美丽。我掐了一把豌豆尖,烧了一大碗豌豆尖汤，就开始吃早餐

午饭了。可惜没带牟定乳腐下来。

昨天下午，参加金碧镇党委政府组织的会议，坐在下

边，看见主席台上就坐的一个文静漂亮的女的很眼熟亲切，据

介绍是倪副书记。会间休息，伙走到金碧镇胡院子里看一树正

在盛开的桃花，她却走过来，叫我余老师，与我说话，说她是

州民族中学高中 45 班的倪荣。怪不得这样眼熟！我 1994 年刚

刚参加工作就到了州民族中学教书，一直教到 2013 年 8月，共

19 年。她是 1995 年考入州民族中学的，我没教过她。但是那

时候我校每个年级只有四个班，二百人左右，全校学生总共也

只有六七百人，教职工也只有四十多人，全校师生之间基本都

相互熟悉。我记得她，她的眼睛、鼻子嘴巴都很好看，很有个

性，所以我对她印象深刻。我校的学生有了进步，担任了很大

一个乡镇、县城所在副处级乡镇的副镇长，我真为她高兴。



很有意思的是，二十来年前她是我校的学生，现在我来她

担任副镇长的金碧镇龙林村委会担任新农村指导员，成了她的

下级，在她所辖的一个村委会工作，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得按照她的安排和指示做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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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楚雄州下派的第八批新农村指导员，2月 27 日中

午一点多，我第一次到了大姚县金碧镇龙林村委会。

一条蜿蜒曲折的窄窄水泥路，通往群山脚下躺卧着的

一个小村庄，村路两边尽是碧绿的庄稼地，地里油菜花蚕豆花

小麦花正在盛开，浓烈的泥土味道、庄稼味道透过车窗钻进来，

扑入我的鼻孔、我的怀中服中、衣服中，进了村委会大院，一

下车，我们就被庄稼泥土味道、春风和花香包围住了，浸透了。

爬上三楼看，远远近近的连绵起伏的群山下，静静卧

着很多宁静美丽的小村庄，象一只只乖露露的花山羊，躺在小



春作物的海洋中，躺在花海中，或者就是埋头在田坝里庄稼地

里田埂上啃草，一排排鳞次栉比的砖木结构瓦房，或者是一幢

幢小洋房，很簇新美丽，很引人注目，是美丽的春天花海和庄

稼把小村庄衬托得如此美丽如此生机勃勃，也是这些如此美丽

如此生机勃勃的小村庄把春天花海衬托得如此美丽。

可惜，上一批下派到龙林村委会的新农村指导员联系不

上，没有把龙林村委会安排给新农村指导员住宿的专用房间钥

匙转交给我，我的用品搬不进来，村委会的赵主任等等干部热

情地帮我把行李搬进了一楼的一间房里存放。

几位村委会干部正在七脚八手忙着做午饭，他们还没

吃饭，下辖的一个村民小组山上发生火灾，他们赶去灭火，忙

了一个早上，又累又饿。据说村民们思想觉悟很低，值此高温

干燥风大的初春，竟然都说火不大火势不会蔓延，不仅没人及

时来报告火灾发生的消息，而且也没人扑救，没人及时组织扑

救。据说这次山火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如果不及时扑救，可能

已经蔓延成更大范围的山林大火，火灾是村里的一个七十多岁

的老大妈放火烧山地李的干包谷秆引发的人。



刚到龙林村的第一天，我就感到了做农村工作的艰难。

今天早晨，还没吃早餐，饿着肚子，我就旁听李书记处

理了一起由离婚引发的小孩的归属权户口问题事件，来诉求事

情的是一个村汉。

之后，听李书记他们讲，村里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既不盘田，他家里有田，都荒芜着，也不出去打工，到处偷窃，

经常跑到村委会老诉苦，也经常进城上访，叫给他吃的用的，

如果给他点钱，他马上就去赌博，一个晚上就输光了。

今天下午，我一个人在村委会，忽然就有一个满身酒

味的人，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一边抽着烟，一边含含糊糊

絮絮叨叨着闯进屋里来，说他没吃的，来跟村委会说，说了一

次又一次，就是不给他，来拔了一把蒜苗，还骂他，叫赶紧给

他一口袋大米，如果没有大米，要买一口袋大米给他，那还不

容易吗，为什么要推三阻四……我不熟悉情况，就说，我是刚

刚才来到这里的，是来玩的，不是村委会的人，村委会干部都

进城开会去了，叫他下星期一来。他就反复叫我“打电话给他

们”，说“开会，他们晚上肯定要回来的”“我就在这里等



着”“我把这里值钱的东西都抱走”……我联系不上村委会领

导，就下了楼，想把他引出去。他却一直坐着，一边不断抽烟，

一边骂骂咧咧，就是不走。他说再不给他一口袋大米，他就爬

上楼，从三楼跳下来。我给他说，跟我出去找人，他终于跟着

出来了，我赶紧关上了门。

我赶紧走到大门旁的村卫生所躲他，没想到他又跟到

村卫生所，缠着李医生，说他没吃的了，得给他一口袋米，李

医生说他不是村委会的，没有大米，他是医生，只有药品等等，

病人来看病都还得交钱购买药品，他好脚好手的，又年纪轻轻，

应该自己去盘田种植粮食蔬菜，应该自己去挣钱。那人说，他

是残疾人，政府必须救助他，给他吃的。李医生说，他不是政

府的人，叫那人星期一来找村干部。那人说，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一边问，一边掏出一个不错的手机，

一边絮絮叨叨，一边一下子挥动着，一下子又低头拨号码。

我和李医生被纠缠得很烦很无奈，又打发不走他。这

时候，恰巧在村委会做饭和种菜的彭姐进来浇菜地，那人就过

去纠缠彭姐，缠着彭姐给他一口袋大米，同意让他拔村委会大



院菜地里的一抱蔬菜。过了一会儿，我出门一看楼下，那人已

经不见了。

多亏了在村委会做饭和种菜的彭姐，一席话就把这个

村汉打发走了。

我回到屋里一看，地上丢着一个纸烟壳，是红梅烟。

我很奇怪，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好脚好手的，

怎么偏偏要游手好闲的，还又抽烟，又用着手机，他是哪里来

的钱，有钱抽烟、用手机，又为何没有米、没有吃的？

我更加感到了村委会领导的难当、工作的艰辛，随时

都可能要应付这样难缠的各种各样的村民。

今天下午将近六点钟，治安员段大哥来村委会，说我一个

人，没地方吃饭，也不好自己做饭，请我去他们家吃晚饭，盛

情难却，我只好跟了他过去。原来他就是村委会做饭和种菜的

彭姐的丈夫，他们家就在隔壁，一幢三层的小洋楼，装修得很

简单却很清爽美丽，另外还有两幢瓦房。晚饭准备得在乡间算

是很丰盛，一盘炸牛干巴，一碗粉蒸排骨，时鲜蔬菜几样，自



己烤的小麦酒一壶。没想到，彭姐是我原来教书的学校的老同

事、与我处得极好的葛老师的熟人，她父亲与葛老师是童年一

起长大一起读书的小伙伴、发小。

新农村指导员日记 3

我媳妇是永仁县人，原来是在永仁县工作，我们恋爱

结婚后，她一直又在永仁县工作了五六年，我每一次去永仁县，

来来回回，都要经过大姚县，早已知道大姚县的核桃、核桃蜂

蜜汁、野坝子蜂蜜、板栗和小把粉丝很好很有名气，但是那时

候来去匆匆，都只是路过，对大姚县缺乏感性认识。

大姚县是山区县，森林覆盖率将近百分之七十，连绵

不尽的山上密布着云南松、麻栗树和核桃树、花椒等等经济林，

放眼一望，满目青翠。

大姚县的核桃、核桃蜂蜜汁、野坝子蜂蜜和小把粉丝，

早已经名扬全云南省甚至外省。



据大姚县县长唐聆燕介绍，大姚县多为山区，发展经济，

主要在“山”字上做文章，目前，重点发展栽种“三树”——

核桃、花椒和板栗，栽种好“三叶”——桑叶、烟叶和蔬菜，

大姚县的核桃种植面积已达一百五十万亩，花椒种植面积已达

四十万亩，桑树种植面积已达十万亩，一棵核桃树，年收入可

达一万多元，每公斤花椒最低可卖三四十元，栽桑养蚕，每亩

收入可达平均五千元，大姚县人还在林间栽种魔芋，每亩收入

也可达万元，还因地制宜在林中栽种适合栽种的中药材，大姚

县要重视发展高原山区生态蔬菜种植，保证人民“舌尖上的安

全”。

新农村指导员日记 4

今早还没起床，就听见院子里充满鸟鸣声，快乐，喧

闹得很。打开门，太阳还没起床，原来是一双活泼可爱的乡村

燕子，不睡懒觉，早已起床了，在屋檐下的晾衣服铁线上蹲踞，



双双对对，恩恩爱爱，摇尾扇翅，摇头晃脑，交头接耳，忽而

轻盈飞去，忽而又款款飞回。

羁绊于城里，许多年了，偶尔回乡间老家一趟，也是

匆匆忙忙，来去匆匆，很久没见到春燕了。

来到大姚县金碧镇龙林村委会当新农村指导员，又恰

逢周末，一个人静静地在美丽的乡间定居了几天，终于又见到

了多年不见的春燕，真的如亲人久别重逢，感到很高兴。等到

我洗完脸，太阳也起床了，爬上楼来，爬上村里的山脉树梢屋

顶，小燕子忽而多起来，大概有十几只，一忽儿落到我门外的

铁线上，一忽儿又急剧飞去，翻进村里其他人家的院里，落在

另外的人家屋顶，一忽儿又飞回来，在我们村委会的院里翻飞，

一忽儿又落在我门外的铁线上，双双对对，交颈叠股，恩恩爱

爱，院子里、村里的快乐和热闹，被这些春燕喧闹、广播、传

递到了高潮。

大姚县是文明古镇，文献名邦，自古以来，文化教

育就很发达，石羊镇，明清就盛产盐巴，盐巴顺着康藏茶马古

道，远销滇西北、川西和西藏，远销省会昆明，银钱像清泠河



的水一样流进大姚县来，富庶的大姚，教育和文化就很快发达

起来。

大姚人就在石羊镇的晒盐棚外开辟了很大一块地，修

建了石羊孔庙，铸造了到目前中国最大最古老的孔子铜像。每

年寒暑节假日、周末，都会有大量来自全省全国各地的游客或

坐火车或坐班车或者自驾游，来到大姚县石羊古镇，祭拜孔子，

瞻仰孔子铜像。

大姚人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礼仪恩爱互敬，就连

大姚县的春燕，都是如此的恩爱缠绵、相敬如宾。

今天午后，太阳依然很辣，阳光依然很灿烂，因为是

周末，村委会偌大的院子里，除了满地的阳光，菜地里的蔬菜，

空中、屋檐、电线上活跃的春燕麻雀，就只有我，虽然鸟鸣声

欢快热闹，却仍然很宁静。

这一个周末的午后，我离家一百多公里，一个人在村

委会，村干部都不在，只有满院子的鸟鸣声，屋檐边、房顶上、

空中有翻飞的鸟儿，双双对对，这倒叫我感到孤寂无聊清静得



很，像和尚一样过日子，却忽然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小蚂蚁，这

只小蚂蚁虽然很卑微，默默无闻，我却感到很亲切，一下子就

喜欢上她了。

已经将近傍晚六点了，看来余指导今天的晚饭没吃处了，

又没有村委会厨房门的钥匙。但是，我还要等等看，这么美丽

淳朴的小村庄里，应该有有情人的，应该有善良的姑娘的，如

果村里有位不管是叫小芳还是小梅的姑娘来叫我，我就跟她去

她们家吃，如果不来叫我，我就想法弄开厨房门，自己做饭吃，

反正院子里的菜地里有豌豆尖何蒜苗，或者吃方便面。

新农村指导员日记 5

今天和明天，龙林村委会协助大姚县农技中心发放

1000 亩水稻稳产高产示范补助物资，这是大姚县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之一，是惠农措施。大姚县财政局农开办农业开发项目资

金两千多万，划拨给龙林村委会六百万元，在龙林村委会下辖



的 9个自然村修建水渠，余额十八点六万元，用于购买 1000 亩

水稻稳产高产示范补助物资，发放给 500 户村民，每户补助 2

亩，发放给每户复合肥 2袋，每袋 40 公斤，每袋价值 120 元，

发放给水稻种子楚粳 29 号一袋，每袋 8公斤，硫酸钾 7公斤，

发放价值 28 元的农药，发放的补助物资总价值三百九十二点二

元。

今早还不到八点，村委会大院里就来了很多领取补助

物资的农民，他们赶着马车、毛驴车，或者推着手推车，骑着

三轮车、摩托车、助力车，或者开着农用车，高高兴兴而来，

满载着补助物资，高高兴兴而去。大姚县农技中心职工 16 人，

除了请假和被派出去当新农村指导员的两位之外，另外 14 人都

来了，忙碌辛苦了一整天，发放出去了一大半。

整个龙林村委会大院里今天很热闹，屋顶上春燕麻雀

争鸣，楼下高兴的农民排着队等着领取物资。

大姚县金碧镇龙林行政村，是金碧镇的西大门，大姚县

城到古镇石羊镇的公路穿过龙林村委会，龙林村海拔 1800 多米，

气候温暖，主产粮桑，主要经济作物蚕桑。龙林村委会下辖 14



个自然村，39 个村民小组，1558 户，农业人口 6219 人，总耕

地面积 3724 亩，水田 2714 亩，旱地 1010 亩，人均耕地面积不

足 0、59 亩。龙林村委会确定了稳粮固桑扩蔬方向，后续产业

发展经济作物“三棵树”，即栽种核桃、板栗、花椒，发展畜

牧养殖业。龙林行政村党总支下设 34 个党支部，党员 219 名。

下午发放物资的时候，进来了几位教师模样的人，后

来我才知道是大姚县民族中学的 4位老师，三男一女，来找他

们学校的一位无缘无故辍学的龙林村学生，动员说服他回学校

读书，完成义务教育。大姚县民族中学是初中学校，义务教育

阶段的学校，因为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社会上产生了新

的读书无用论，中小学经常有学生无缘无故辍学，大姚县民族

中学也一样。这几位风尘仆仆的初级民族中学老师这种工作认

真负责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我也深深感到了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工作的艰辛。与村干部们和我吃晚饭的时候，带队的教务

主任毕老师告诉我，他们经常这样外出到村子里找学生，说到

乡村中小学教师工作的艰辛，他告诉我，有时候，他到山区很

遥远的村里学生家家访、找学生，半夜三更爬山涉水回来，走



几十公里的山路，有时候夜深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差点摔

下悬崖。

我也曾在州民族中学教语文 19 年，多年担任班主任，

但是我却很少到村子里家访，到村子里来找回辍学的学生的情

况更是很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是高中学校，一方面是因为我

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于离楚雄城很遥远的高寒山区，要经常去

家访、去找回辍学的学生也确实不现实、难以做到，另一方面

高中教育目前还不属于义务教育，接受高中教育还不属于公民

的法律责任。有学生辍学，我们一般是尽快与家长、学生本人

取得联系，劝学生回校继续上学，多次劝说之后，尊重家长和

学生本人的决定。

在这几位风尘仆仆的初级民族中学的教师同行面前，我深

感惭愧，深深敬佩他们。

新农村指导员日记 6——龙林村的大老板陆学伟



龙林村委会所在的村子里，出了大姚县最大的、楚雄

州很有名的大老板陆学伟，他建成了楚雄有名的集商住旅游娱

乐于一体的彝人古镇，其后又在广西百色修建了一个古镇。我

住在村委会三楼，卧室的南窗外就是陆学伟家老院子，一院子

青灰簇新的仿古瓦房，被蚕豆小麦油菜花簇拥着，与周围的连

绵起伏的青山很融洽和谐。

陆学伟出资，修通了通往村里的水泥土，把一条条

村巷铺成了水泥路面，为村里修建了篮球场，修建了文化娱乐

中心，陆学伟为村里捐献了奖学金，村里的学生，考取重点大

学的，陆学伟奖励每人 2000 元，考取一般大学的，陆学伟奖励

1500 元，村里老人年满 70 岁，陆学伟发放给他们养老金。这

个为富而能仁义的龙林人，虽然我从来没见过，深深感动了我。

我原来教书的楚雄州民族中学，有一位语文教师同行，施大姚

县人，与陆学伟是好朋友、好兄弟，多次听他讲过陆学伟，说

楚雄彝人古镇就是陆学伟修建的，陆学伟又修建了广西百色古

镇，不无对陆学伟的敬佩，和以有陆学伟这样的好朋友、好兄

弟为荣的意思，那时候，我不认识陆学伟，至今从来没见过他，

但是也对他肃然起敬。



陆学伟在大姚县城有豪宅，在州府楚雄城里也有豪

宅，在省城昆明也有豪宅，又花钱拆除了他们老家龙林村里的

旧瓦房，修建了这一院子雄伟的仿古瓦房。我沿着细细长长的

村巷，从龙林村委会所在的矮山头上走下去，一直走到了陆学

伟家高门大院建筑健美的新瓦房外，门紧闭着，门外一道颓败

坍塌的矮墙，围着一院子古老苍劲的石榴树，我就想，童年的

陆学伟，家里那么贫穷，他饥饿嘴馋的时候，是否曾有很多次

爬上这一道矮墙，翻墙进入邻居家去偷摘石榴等等果子。

邻居家瓦房后边还有一溜蚕豆地，蚕豆已经胖了，儿时的

陆学伟会不会来偷摘蚕豆豌豆吃，那一个孤寂无聊的晚上，陆

学伟会不会与村里的小伙伴在房前屋后深巷里躲猫猫捉迷藏玩

呢？

新农村指导员日记 7——缅怀楚雄女作家朱晓云



昨天，3月 3日下午，我在龙林村委会，村委会协助

大姚县农技中心发放惠农物资，粮种化肥农药等等，我用手机

挂着 QQ，忽然就有楚雄文友在州作家协会群里说，女作家朱晓

云去世了，大家有的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有的一下子被这个消

息震惊懵了，都不相信，纷纷在群里询问求证，希望这不是事

实。

我与朱晓云认识多年，但是见面不多。虽然如此，我

却深深记得她，因为她是楚雄市原文联主席朱有凯老师的女儿，

朱有凯老师曾经在我的母校楚雄二中担任过语文老师，教过我

的一位好友。我是一九八六年考取楚雄二中高中部的，那时候，

朱有凯老师早已调离了楚雄二中，我从来不认识他。

楚雄文艺界有一个说法，说楚雄二中是“魁星阁”，

据说是由于从楚雄二中调出来的几位语文老师，纷纷成了楚雄

文艺界的“精英”“人物”，楚雄二中虽然偏居西山半山坡，

却是出文人的地方，周品生，楚雄师院中文系原主任、学者，

芮增瑞，楚雄州文联原主席、《金沙江文艺》原主编、作家，



朱有凯，楚雄市文联原主席、作家，陈超廷，楚雄市文化局原

局长、作家……这些人，都曾经在楚雄二中担任过老师。

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发表文章极其不容

易，她为了帮我发表文章，曾经带着我去市文联找过她的老师

朱有凯，并把我的一些稚拙散文推荐给了朱老师，请朱老师关

照我。之后，我自己大概又去找过朱老师一两次。但是那时候

我的文笔大概确实很稚拙，直到朱有凯老师退休，朱有凯老师

主编的《楚雄文艺》从来没有发表过我的文章。

我牢记着朱晓云，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我读高中一二年

级时候，楚雄二中除了高三年级，其它教室里的灯关得很早，

临近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我们要加强复习应考，就有些同

学喜欢在我们班教室的灯被统一关了之后，去高三年级的教室

后边找空位子看书复习。我爱去的那个班，大概是高 25 或者

26 班，有一个大概是叫做朱晓琳或者什么晓琳的女生，对我非

常好，我每次去，她都像姐姐一样笑着欢迎我，给我指点空位

子，我不懂的知识点，我也喜欢去问她，她都耐心地给我讲解。

后来，她也曾多次教过我打羽毛球。她虽然是城市学生，不知



什么原因，也是住校。她们高三学习很忙碌，我又胆小，对她

没有较多了解，她后来考取什么大学，我至今不知道。若干年

之后，我记忆模糊，一直就觉得她叫做朱晓芸。但是朱有凯老

师告诉我，他女儿确实像我的好友说的一样，叫做朱晓云，不

过比我年龄小得多，也没有在楚雄二中读过，读的是楚雄一中，

当时一直在某个乡镇的什么所工作。作家朱晓云，肯定不是我

读楚雄二中时候高三年级的姐姐朱晓琳或者什么晓琳，我却因

此很关注朱晓云的创作和消息，觉得这也是错出来、记忆混乱

造成的一种缘。

我把朱晓云因车祸去世的消息发短信给她，她是我和朱

晓云共同的好友。她把朱晓云当小妹妹看。她与朱晓云一样，

是楚雄城里出生人，年龄略微比朱晓云大，是看着朱晓云长大

的。今天早上，她给我回短信说“可惜 ！ 云是追随她父亲走

了，父女情深！可怜的是她那宝贝女儿，她那么小，那么崇拜

她的母亲。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她妈妈真是最美的。帮我献一

束鲜花给小芸。我出差在外。”



我把朱晓云去世的消息发了微信到手机微信好友圈里，

我大学的一个女同学，楚雄老乡，现在在昆明工作，她发微信

跟我说“我儿时的一个邻居加朋友的信息和你发的那个噩耗中

的信息相符合，多年未见她了，但愿不是她，千万不要是她啊,

千万不要是她啊”。后来我又发了朱晓云的其它相关信息给她，

她告诉我，很不幸，确实是她的好朋友，她深深为朱晓云悲伤。

这位同学 1972 年生，朱晓云是 1974 年生，年龄差距不大，是

童年的好朋友不奇怪。

《遇上你》《心祭》《秋落》《空灵》，是朱晓云

交给我、我编辑发表于《华夏散文》2011 年第 4期的诗散文。

“遇到你，是我一生的美丽。行走累了，好想躺在你的体温中

呼吸，哪怕爱情的馨香和恬淡在短短的一刻过后便悄然无息 ”，

再次读到这样深情的句子，我几乎要落泪。

朱晓云说，要感谢我，什么时候请我吃一餐饭，三年

过去了，各忙各的，一两年还见不到她一次，这一餐饭她一直

没兑现，现在她也不可能请我吃饭了。



一直没见过她的前夫和小孩，听说他的婚姻家庭很不幸。

唉，自古才子佳人多薄命，没想到这句话应在了朱晓云身上。

朱晓云车祸去世的消息，震惊了我，我内心也感到

很痛。但愿她在天国能够拥有唯美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和温暖

的家庭，但愿她能够与她的父亲父女亲爱，祝愿她那五岁的可

怜小女儿能够健康成长。

新农村指导员日记 9

每天还没起床，就有春燕、麻雀和戴胜鸟，在村里的

屋檐边、树上欢快婉转啼唱，春燕说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

喳喳喳喳，春天美，春天美，春天真美，春天好，春天好，春

天真好，起床了，起床了……美丽的戴胜鸟说，快乐快乐，唱

歌唱歌，快乐快乐，唱歌唱歌，快点唱歌……春鸟们的鸣声，

都很欢快悦耳。



早晨，我顺着几个村庄间的水泥路跑步。村路两边都是

蚕豆田油菜田麦田，油菜花逐渐凋谢了，蚕豆也很胖了，麦苗

正在攒苞。遇到骑着摩托车或者开着微型农用车进城的陌生农

民，他们都亲切灿烂地笑着跟我打招呼，问我要不要进城赶街，

他们顺路捎上我。村庄对我很热情友好。乡间村里，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如此融洽美好，因此一整天我心情都很好。在楚雄城

里，遇到陌生人，是没有人会跟我问好打招呼的。遇到一两条

早起溜达的村狗，它们对我说，你早你早你早，晨跑晨跑晨

跑？

村路边，这儿一树，那儿一树，盛开着桃花，灿烂得

如同少女的脸蛋。一户户人家的院里院外，这儿一树，那儿一

树，盛开着洁白轻盈的梨花。春风一过，梨花翩翩轻盈飞落飘

落，似小小的一枚枚白蝴蝶在飞舞。

傍晚，我在夕阳里顺着村路散布，去看村外的蚕豆油

菜小麦，村路上有一条条村狗，站在或者卧在一户户人家门口

门外，我走过去，它们就扑上来，或者瞪着我，愤怒凶狠地说，



止步止步，退回去退回去，你是陌生人，止步止步，退回去退

回去……

我离开村路，避开这些陌生的村狗，它们也就不再追

着我骂。顺着庄稼地间的土路或者田埂，我走在蚕豆油菜小麦

中间。蚕豆都很胖了，蚕豆的香味、油菜花的香味，麦苗的香

味，溢满乡间。我顺手摘了几个蚕豆，一边走，一边吃。

徐徐风来，一只小蚂蚁，乡间野花美女一朵，问我，村

庄怎么样，对你热情吗？我告诉她，像你一样，村庄对我很热

情。我喜欢村庄胜于城市。我昨天下午自己做饭,村委会院里有

几块菜地，厨房里有一台大土灶，有两口大铁锅，灶台前有一

堆干柴，也有电饭煲电磁炉。有时村姑小芳或者小梅让她们的

兄弟或者父亲来喊我去她们家吃饭。

我读了小蚂蚁写的一首儿歌《鼓励》“小蚂蚁夸小蜈蚣，像

龙一样矫健，像龙一样矫健；小蜈蚣夸小蚂蚁，像大象一样有

力量，像大象一样有力量”，我很喜欢，给她评论鼓励，之后

又读了她的很多儿童诗歌，也给予真诚评论鼓励。我跟她开玩

笑说，我认识的这只小蚂蚁，我都鼓励你好多回了，你也鼓励



我一下。你也鼓励我一下嘛！她说，你已经成龙了，不是小蜈

蚣了。与有永远葆有一颗童心的小蚂蚁交朋友，真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