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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携带着曾子故里的风雨沧桑，从普普
通通的人生隧道走来。历经人间蹉跎，他知
难不畏；面对山重水复，他独辟蹊径；最终，
硬是凭借着自己亮丽的人生智慧，先后在困
顿徘徊的农药化工与精细化工之旅，筑起了
护卫五州粮仓，造福天下苍生的壁垒与屏
障；又在开拓体育产业，打造健康中国的创
业实践中，立起了一根高高的灯座。

他投身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劈
涛斩浪，砥柱中流，杀出一条血路，成功逆
袭。他在创新、创造、创业、创优的行列里，
亮出一面迎风招展的大旗：永丰科技。

众望所归而又顺理成章，在聚力创办
的永丰科技营垒“君临天下”，他荣任董事
长。时下，以其人生年轮第六十道光环特
有的亮度，一如既往，展示着他那种勇于征
讨的韧性与铁肩负重的品格，增添了盛世
嘉祥这块风水宝地的一缕艳丽。

以播撒社会正能量为职业操守的作
家，总是喜欢为平凡唱，乐于为贤者歌。也
许，这就是请他走进笔者报告文学天地的
动因。

说来奇怪：我似乎觉得有种骨子里的
灵性，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进行无缝对接。
大约三十多年前，在他还没有今天这样显
赫的“霸主”地位时，我们就相识了。当其
时，他还是国家二级企业的一个中层干部，
是德高望重的优秀企业家李祥鹤麾下一个
得力的五虎上将。

由此看来，世间能否完美对接，似乎岁

月并非第一要素；而促其沟通的，却地地道
道是灵魂的响应。于是，就有了多年后的
他，带着他创办的企业、他的甘苦、他的韧
性、他的辉煌，以及他背依的风清气爽的嘉
祥大地和济宁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的参天大
树，精准而必然地走进了我报告文学的领
地，展一片创业的风采，留一道奋斗的轨
迹。这也正是我无法推脱“应该为他和他
的群体写点什么”的原因。

于是，就有了“三更灯火五更鸡”“乐遣
激情上笔端”。

于是，历时三年笔耕不辍，《天下永丰》
应运而生。

而今，作家和许许多多和他一道走来
的朋友，听了关于在济宁化学工业破浪前
行中推出的他的创业故事，无不为之欣
喜。三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噼噼啪啪，击
打着他的心魂。创业路上的甜酸苦辣，集
纳了他近乎一万个日日夜夜的餐风饮露与
夜宿晓行。反反复复品尝过后，他方知“创
业艰难百战多”“谁人奋斗不艰辛”!

此后，他又带领他的团队，分出一哨人
马，乘打造健康中国的强劲东风，开拓出一
片新的绿色事业，创建体育小镇，进军体育
产业，实施永丰科技多元化经营的战略升
级。一个心系家国、慷慨奉献、苦战奋斗、
乐此不疲的奋斗者，飒爽英姿，金戈铁马，
征讨在民族振兴的崭新时代。

多少年来，他，王淑平——山东济宁永
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无数次地仰望星

空，努力进取。他和一位优秀的战略合作
伙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高材生，迄今已从
事化工科研与管理近三十年，资深的化工
专家卢建利博士志同道合，并肩携手，一门
心思办好永丰科技，心无旁骛。

他和卢博士都是真正的强者，从来没
有因为周遭环境的善恶与生存际遇的顺
逆，而放缓前行的步履或改变内在的质
量。他们都坦言无所渴求，只为让满怀关
不住的情愫，在沸腾的事业中倾吐。这种
倾吐，日复一日，也日甚一日。在各自生命
的演进与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享受着
惊喜和奥秘。于是，丰富多彩的人生与永
丰事业的辉煌一并为之降临。

又一次和武成文兄一起翻阅一年前已
经完稿，并短暂存封的这部书稿，百感交集，
五味杂陈；时而动容，时而哂笑，时而嗟叹，
时而遗憾。这些由岁月的年轮碾压成的，或
长或短的辞章，一章章颇似写生，勾勒出王
淑平和他麾下丰富多彩的人生水墨画。这
支优秀的团队，面对跨越世纪的生活与创
造，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而是质朴质感，直
抵心灵。作家也常常被文字中表达的喜怒
哀乐所吸引，渐入佳境，感同身受。

报告文学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它
几乎可以包罗万象，有些人事沧桑，看似斑
驳陆离，其实多为往事回眸，情思记略。所
涉人与事，更是非常宽泛，真实而饱满。认
识王淑平的人，会发现他身上的确有一种
神奇的力量，尘烦俗虑似乎从来不在他的
考量中。他几乎永远都在不同寻常地凝
视、观察、倾听、想象和思考。

这部报告文学，就是通过写他和他的
群体的平凡生活与人文思考，通过写他对
国情与世风，特别是网络触及的热点社会
话题的聚焦与评话，来展现他们活跃的生
命状态，仗义执言的锐气，以及精纯的生活
视野与普善的人文境界。

报告文学的土壤是生活，是生活中日
常的人、琐细的事、微妙的情，以及那些循
环往复的冷暖人生，其中的活动与事件都
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当然，正如不是每
一块土地都可以耕作，进入报告文学中的
生活，必须经过作家选择、过滤和重新组
织，体现文学精神。

什么是文学精神？就是真善美。深入生
活，去伪存真，挖掘、拓展精神的深度、广度，
展现人心深处的亮光，获得一种能在困苦中
站立起来的精神。无视这一点，或遮盖这一
点，即便字字珠玑、活灵活现，终归是不真实、

不善良、不美的。这是文学的尊严，也是作家
的责任。作家永远在讲好人的故事。无论时
代如何喧哗，我们都要劝人在“平凡的世界”
里有一颗“勇敢的心”，做一个“良善的人”。
文学要探索悲哀中的仁慈、乱象中的坚定，以
及冷漠人群中隐藏的那颗慈爱的心、那只温
暖的手，从而让我们活得更洒脱。

作者习惯于循着时代的发展，人生阅历
的增进和深拓，听从生命内在的召唤，去寻
觅主人公存生的本真与生命的意义，将新的
思索与视野，抵达主人公群体无垠的天地。
让文学契进其血肉生命，与主人公的脉动、
心跳、精气与神息，几近合一。如此，兴许会
给读者朋友带来诸多惊喜；就像网络既然可
以与素不相识的铁杆粉丝们共同创造“文坛
佳话”一样，作家将生命的觉悟，成功地化为
新时代情势下的诗文，当有可能。

天下永丰，永丰天下。祈愿锦绣大地，
永远五谷丰登；祈愿天下粮仓，永远富藏丰
盈；祈愿天下苍生，永远丰衣足食。科技永
丰，鲲鹏展翅，在创业、创新、创优的天空，
进行着“梦的飞翔”。而主人公群体中王淑
平、卢建利、张建平的心魄，在诗情画意中
怡然、静好；永丰伟业的生命力，神奇而饱
满。王淑平们以其低至尘埃的人生姿态，
奋力开拓，辛勤耕耘，这恰是所有梦想者成
功的秘诀。

感谢永丰人“心系天下仓廪实”，给天
下苍生更多的丰收梦、丰硕梦，梦梦灿烂。

■心飞扬 摄影

《天下永丰》：心系天下仓廪实
孙继才

为了多积肥多打粮，完成国家下达的
生猪征购任务，旧时生产队一直鼓励社员
私家多养猪。但粮食不足，想多养也不可
能。一般家庭春节前宰头小肥猪相当不错
了，家用一点，出售一些，皆大欢喜。少数
人家养头母猪，育些猪崽到集市卖；极少数
人家养头种猪，给南北二屯的母猪配种，赚
些零花钱。

社员们没有专业饲养自家猪的，养猪
离不开生产队。随着季节、猪龄的变化，饲
养方式差不多是放养、散养和圈养。

克朗猪由生产队安排专人集中放养，
主食当然是在外边吃到的青草野菜。放养
归来，往槽里添些泔水，让它们解解渴，或
给弱小的撒点儿糠皮，就蛮不错了。这样
的饲养，猪长得也不快。刚买来的仔猪5公
斤左右，经过成长期、育肥期，将近二年能
长到50公斤，成了主人春节前的一刀肉。

社员午前、午后上工的时间，就是各家
各户松猪的时间，把猪赶到生产队的大圈里
就不用管了。按照队长的吩咐，放猪员尽可
能晚些出发，让那泡宝贵的肥料留在圈里。

集体出发时，大猪、小猪，先来的、后到
的，鱼贯而出，不瞎跑，也不斗架。道边若

有可口的青草野菜，顺便叼上几口，也不耽
搁走路。两个放猪员都必须腿脚麻利的，
一前一后，百八十头轻松管理。

平原地带没有专用的牧场，小河边、湿
地滩有吃有喝，还能洗澡，自然是最好的去
处。

春天到了，地里有草芽就可以放猪了，
但猪们肯定是吃不饱的。夏日里荒草野菜
旺盛，猪们半天嘴不闲着，都能吃饱。秋天
最好了，猪们偶尔捡到一口干粮，还会寻觅
几粒落地粮。花生、地瓜田里收拾完，猪们
会拱得大片土地翻江倒海。场院收场后，
看不到一粒粮食的地方，猪们也要拱上十
天半月。

社员午前、午后下工的时间，同样是猪
群回家的时候。跟出发时的情景截然不
同，每头猪都像有什么打紧事儿似的，急匆
匆地往家里赶，放猪员腿脚稍慢一点儿，就

被甩在后面。不过，每头猪都认得家，没有
进错门的时候。

入冬以后，大地光秃秃的，集体放猪停
了，生长期的克朗们开始散养了。不用主
人看护，只要打开猪圈门，它们自由进出主
人家门，大街小巷、田园乡野走个遍。在犄
角旮旯、田头地脑寻一些人看不见的食物。

到了中午、晚上，猪们都知道各回各的
家，主人再给些犒劳，也无非夏秋备好的越
冬粗饲料——干草面、秧蔓糠、秸秆粉。次
日早晨，又开始了它们的自由活动，直至开
春，生产队集中放养，农村男人不论老中
青，出门都习惯操起粪叉、背起粪筐。他们
拾到的“宝贝”，主要是这些猪们提供的，再
回到自留地。

入冬以后，为让育肥猪尽快增重长膘，
主人会给它们一生中最优厚的待遇。在原
有的干草面、秧蔓糠、秸秆粉里加些粮食、

豆饼、薯渣之类的精饲料。开始圈养，让它
们吃饱了睡，睡醒了吃，直至寿终正寝，主
人还能随着攒些上好的肥料。

生产队不仅口头上鼓励，而且实实在
在支持社员们养猪。垫猪圈用的土，是生
产队大马车运来的，养猪户家家有份，用多
用少都行。猪圈里的土肥归生产队，到时
候派人起出来，堆成方形，按质按量给社员
记工分，秋后算分值，得报酬。国家下达的
生猪征购任务，无异于集市价格，有时还会
得到些优待，养猪户都愿意应征，没有完不
成任务的时候。 ■成岳 摄影

养猪旧事
揣忠

“夜来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从字
面来说，那菜是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
饭是新煮的掺有黄米的香喷喷的二米
饭。可是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不是
关于吃，而是让人感到巨大愉悦的两
句诗。

有人日夜归故里，有人日夜赶考
场，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一度做过澎湖
县令。但不久他就打道回府，回家种
地——劳动去了。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
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
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
愿无违”。家里的田地长时间没有打
理，已荒芜了。读到这里，已让人觉
得陶渊明是一位热爱劳动，热爱农业
生产的人了，但只猜对了一半。

陶渊明劳动的另一半是什么
呢？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富贵
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
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
临清流而赋诗”。听一首美妙的歌曲
是享受，创作出一幅动人的画来，也
是一种享受。

回归故里的陶渊明，在劳动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蜂蜜是甜的，是蜜蜂飞万里路采万朵花，用辛勤酿制而成
的。没有耕耘的劳苦，就没有收获的甘美。

不要说和平时期劳动获得了收获和享受，就是在革命
战争年代，那些革命战士在打仗的间隙，也在劳动中获得
了精神愉悦。

当代作家吴伯箫的《菜园小记》，叙述了极端困苦的条
件下，种菜、种花和种烟草等来补充给养。没有肥料，就去
路边拾粪；没水灌溉，就到很远的地方挑水，甚至挖坑从地
下取水。从种到收，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和汗水，可他们
没有一个叫苦叫累，一个个都是乐呵呵的，感到无比快乐。

吴伯箫在文章里写到，种菜是极有乐趣的事情。种菜
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像苏东坡在《菜羹赋》里所说
的：“汲幽泉以揉濯，抟露叶与琼枝”。或者像他在《后妃菊
赋》里所说的：“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
西河南阳之”。

有人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那些因为太忙而注意
不到快乐的人”。陶渊明写诗会友，还要田间劳作，可以算
作太忙的人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士和人民，他们一边打
仗，一边还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可以算作最忙的人
了，他们累吗？他们苦吗？不，他们把辛勤的劳动，当做人
生的享受。

现在我们进入了21世纪，条件好多了，有人却把安逸
当做幸福的花朵。等到收获时，这样的人注定只能望着空
枝而叹息。欢乐与享受已是虚无缥缈，如海市蜃楼一般。

一年一度的五一，它的初衷应该不是让人们在这一天
休息，而是让人们深知劳动者的伟大。当你感到劳动是一
种累赘的时候，生活就是一种奴役；而当劳动使你感到愉
悦的时候，生活就成为一种享受。我们应该像陶渊明，特
别是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把劳动作为一种乐
趣、一种享受坚持下去。

感
悟
劳
动

陆
琴
华

五一，风暖了，雨柔了，阳光格外明媚；五一，枝繁了，
叶茂了，花儿朵朵生机盎然。仰望天空，我看见了飞翔的
大雁，看见了朵朵卷舒的云彩。

当学生时，因为正是农忙时节，每到五一都要放农忙
假。农村的同学回家帮父母干活，我们城镇的学生，由学
校组织去农村支农，好多农活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最难忘读初二那年的五一，我学会了割麦子、栽秧
子。特别是栽秧子记忆犹新，我和几个同学高挽裤脚，下
田栽秧。队长给我们示范，用三个指头夹着两三棵秧苗插
下去，不能用五个指头插，那叫五指秧，不肯长。三个指头
和五个指头栽秧，居然有这样大的区别，真是收获不小。
学了几天，越来越熟练，后来的农忙假，我都是栽秧主力。

等我下乡时，生产队里没人知道我会栽秧。那年五
一，正是栽秧紧张的时候，小镇电影院却要放《刘三姐》。
那时电影稀缺，大家都想去看，我们几个知青就跟队长据
理力争，说五一法定节日该休息。

队长眼睛一瞪，劳动节就是要劳动，还放假去看电影，
割麦栽秧分秒必争，你们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不放！队
长的话就是圣旨，看来看电影无望了。

中午收工时，队里几个男青年不甘心，想了个坏主意，
跟我们几个女知青说，我们来栽秧比赛，如果你们赢了，我
们就帮你们干下午的活，你们去看电影。如果我们赢了，
你们就帮我们干活，我们去看电影。

开始我们不答应，怕比不赢，就跟他们讨价还价。我
们两个女知青对他们一个男青年，我们其中有一个赢了，
都算我们赢，而且要我们点名谁来比赛。

骄傲轻敌的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我们选
了队里憨厚的大牛来比赛，他是我们队栽秧最笨的年轻
人，个子大不灵巧，但他们以为我们不会栽秧，再笨的人都
会栽赢我们，大牛也信心满满地要赢我们。

于是找了一块不大的田，我和好友权权在左右，大牛
在中间一字排开。田埂上的裁判一声令下，我们“刷刷刷”
地栽起来。刚开始还不分胜负，栽了一会儿，大牛就落后
了。他没有我们灵巧，我们直立弯腰都灵巧自如。

田埂上给我们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越栽越有
劲，直往前冲。大牛着急得满头大汗，越着急越慢，田埂上
骂他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小伙子们骂他丢了他们的脸，下
午我们的活要他一个人干。

最后，我们两个把他的一部分栽了，把他关在了田中
间。我们赢得干净彻底，把他们看得瞠目结舌。我们骄傲
地爬上田埂，看着小伙子们失望的眼神宣布，下午我们去
看电影了，我们的活你们看着办，就趾高气扬地走了。

下午，我们理所当然去看了《刘三姐》。等我们回来，
大牛他们还在垂头丧气地帮我们干活。我们几个恶作剧
似的坐在田埂边奚落他们，五一劳动节嘛，就是要好好劳
动，谁叫你们看不起我们女知青。气得他们牙根发痒，却
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谁叫他们输了呢！直到繁星点
点，他们才干完我们的活回家。

事后他们说，压根就不知道我们会栽秧，就这样自食
其果了。每到五一，我们都要用这件事调侃他们。岁月如
歌，这些往事，是那么亲切地留在了记忆里。

那年正农忙
邓训晶

乡间的五月都是劳动的日子，农人忙
于薅秧、割麦、种玉米、除杂草，天亮到天
黑，劳动就是一天的生活。

乡间的劳动，总是有山歌。薅秧唱《薅
秧歌》，收菜唱《打菜苔》，上山唱《撵野猫》，
下河唱《船工号子》。劳动产生了山歌，山
歌美丽了劳动。

乡下老家唱山歌的高手，要数隔壁的
李二爷，张口就来，村里人都叫他“歌王”。

“妹在后院打菜苔，一把沙沙甩过来。要吃
菜苔你拿把去，要想对歌走进来”。

突然好久听不到李二爷唱歌了，一打
听，李二爷外出打工时，他老婆在后山砍竹
子，被一个卖副食的下乡货郎对歌给对起
跑了。李二爷回到家，气了三天三夜，从此
黯淡无声。不过，有唱歌的热闹场子，他还
是爱往人堆里窜，乐得口水直往下掉。

歌王不唱歌了，大家依然对山歌情有
独钟，劳动时总要哥呀姐地吼上几句。歌

词大都情呀爱的，与男女之情有关，能激发
劳动热情，能美化对生活的想象。

乡下人是苦了些，一年四季肩挑背磨，
脸朝黄土，背对日月，晨露夜雨，风霜寒
雪。山歌就是劳动的催化剂，也是向往美
好生活的扬声器。

“高山点荞荞碰荞，幺姑娘梳头摇几
摇。娘问女儿摇啥子，三月杨柳正抽条”

“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了好妹子捡柴烧。
你没得柴来我给你捡，你没得水来我给你
挑，莫把我的好妹子压弯了腰……”

刘大毛刚对着河滩把山歌唱完，他老
婆从河边上洗完衣裳，一抬头迎面就走上
来了，引得大家一阵大笑。老婆笑骂了一
声，你个死鬼。刘大毛一个五大山粗的石
匠汉子，也整得满脸通红。大家笑着，手里
的活儿可没落下，挑砖的挑砖，打石头的还
是打石头。这种两口子唱歌碰上头搭上火
的事常有，更是无限的乐趣。

乡里人唱山歌，就是图一个“乐”字。
给枯燥的劳动解烦，给孤寂的乡村解闷，给
单调的生活添彩。乡下人苦中找乐，勇于

生活，善于生活。
城市不只是五月，天天都生活在劳动

的忙碌中，为了生活。城市里没有山歌，有
的只是一大把一大把的流行歌曲。也有情
呀爱呀的内容，听起来很空洞、很抽象、很
无味，因为它不能和劳动相生相伴。

机关里上班肯定不能唱歌，除非你皮
子痒了想找领导批评。白领工作快节奏，
压力大得吓人，上班劳动怕是没心情吼
歌。企业生产流水线，一条龙到底，工人老
大哥整天埋起老脑壳，手脚并用地整产品，
工资记件拿，一唱歌钱就流起跑了，敢吗？

城里呆久了，下班时也偶尔街头巷尾地走
走，松松筋骨。那天还真找到了几处边劳动边
唱歌的场景，让我给乐得。一个卖耗儿药的大
哥一边走着一边喊着耗儿药，背上的小喇叭里
大声唱着：“祝你平安，祝你平安，让那快乐永
远在你身边……”再走几步，一个大花圈店的
老板和老板娘正忙着手里的活，店里还唱着
歌：“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
天是个好日子……”我差点把肚皮笑爆了。

乡间的山歌，总是贴着劳动的背脊骨
走，让人温暖。城里的歌谣还有多少劳动
的气息，我不得而知，却知道自己在劳动时
不敢唱或者不喜欢而已。

一切源于真实的生活，才是最美丽的，
最能让人心动的。

五月，让我们一起唱着山歌去劳动吧。
■毛毛 摄影

唱着山歌
周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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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荷北佛

大运之河推开五月的门扉
劳动节，就站在那里
闪烁着汗水的光芒

布谷清脆的旋律
喊醒一个梦
劳动的永恒
诗意和富裕一起丰盈

赞美劳动

用夏阳的火辣
歌颂劳动的如火如荼
一滴滴汗水
变成枝头的果实

劳动，永远的主题
用勤劳
书写幸福的诗行
让岁月吟哦

劳动者

一个永不过时的时尚
被一代代传承
将梦想的种子，播进心灵

催开梦想的花
燃烧了内心的渴望
酿出生活里最甜的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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