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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到“我与农高会30年”的征
稿启事后，一下打开了我参加农高会时
的记忆大门，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说。

我是来自于三湘大地的湖南人，主
要从事农业机械推广工作。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来到杨凌，参加了农高会。一
到展馆，琳琅满目的农业新产品、新技术
让人目不暇接，令人震撼。一天下来，我
看到了先进的农业科技和产品，增长了
知识，开阔了眼界，深深感受到，现在的
科技真是太发达了，以前的老一套农业
生产观念跟不上形势了。回到湖南老家
后，我把在农高会上看到的、听到的，讲
给乡亲们听，这让乡亲们大开眼界。

随后，我又参加了几届农高会。拿
着手机就可以“种田”，了解农作物生长
情况；在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大棚内，通过
传感器可以采集棚内湿度、温度等环境
数据……一系列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让

我看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切身感
受到科技给现代农业带来的深刻变革。
我感到，传统的体力劳动正在被机械化
取代。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减轻
了农民的体力劳动负担。除此之外，我
还参加了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论坛，
聆听了国内外专家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
建议。这让我意识到，科技不仅改变了
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和金
融体系。

回到家乡后，我组织了
一次小范围的农技培训班，
向大家介绍了最新农业科技
成果，并分享了在农高会上
学到的经验。我还从农高会
上引进了几台小型农业设
备，向乡亲们推广新型农业
技术和管理理念。大家积极
性很高，纷纷将这些新产品、

新技术应用到生产中，乡亲们的腰包也
一天天鼓起来。

今年是农高会创办30周年。作为农
高会的亲历者，我觉得农高会既“高大
上”，又接地气，是深受政府、农业科技工
作者、企业、农民喜爱的展会。在此，我
衷心地祝愿农高会越办越好，让更多的
人从中受益。

（湖南读者杨云龙口述，杨剑城
整理）

“湘”约农高会 打开致富门

在我眼里，父母一直寡言，但丝毫不

影响他们的浪漫情怀。

老家每逢七夕，村民总要到河边对

歌。河水缓缓流淌，男女各一边，对歌声

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父母就是在对歌中

对上的，渐渐地相互爱慕。我们那里的

许多年轻人，都是通过对歌相知相恋最

后结为夫妻的。

后来，父母在那年的七夕举行婚

礼。母亲出嫁那天非常排场，父亲领着

十几个帅小伙儿，骑着自行车排成长排

把母亲迎娶回家，一度成为十里八乡的

美谈。于是，七夕成了父母结婚纪念

日。那时的农村，绝大多数人为填饱肚

子发愁，父母却总能找到属于他们的浪

漫和快乐。每年的七夕，父母都要穿戴

整齐，在炎热的夏天，骑着自行车上

街，我和妹妹出生后依然如此。他

们上街都要为彼此买些礼物，母亲

总是买些书给父亲，父亲则买些润

肤膏或者花露水之类

的给母亲……

有一年暑假，我正

光着膀子爬树捉知了，

头上背上

都长满了

痱子。父亲满头大汗地站在树下叫我赶

快下来，说，有礼物给我们。听完后，我

“刺溜”一声就下了地，叫上正在做饭的母

亲，还有玩泥巴的妹妹，跟着父亲绕到屋

后，只见有一个山洞。原来父亲背着我们

在屋后的小山上悄悄挖了个山洞，洞口不

大，里面却很宽敞，也特别凉爽。“这个礼

物满意吧！”父亲嘿嘿地笑着问我们。“满

意满意，这礼物怕是给妈妈的吧！”我们俏

皮地回答着，母亲莞尔一笑，拿来碗筷全

家人就在山洞里吃饭了，后来父亲还发动

我们动手挖了些小洞好放东西。那年的

七夕，我们陪父母一起在山洞里过。我也

常把伙伴们带进去玩，一玩就是一整天，

他们都羡慕我有个会做“空调房”的父亲。

还有年七夕，正值三伏天，母亲突发

高烧想吃冰棍。父亲二话没说骑上自行

车就上街买，等他买回时已经化得差不

多了。父亲做了一个简易的保温箱，里

面缀满了一层层棉花，居然再次骑车上

街去买冰棒。看着保温箱里完好的冰

棒，母亲微笑着嗔怪父亲。从那以后，我

家常有冰棒吃，好长一段时间都感觉是

都沾了母亲的光呢。

从小到大，我都没听到父母说过情

话，但在他们的七夕里，却藏着最浪漫的

爱情。

缑山仙子，高清云渺，

不学痴牛騃女。

凤箫声断月明中，

举手谢、时人欲去。

客槎曾犯，银河微浪，

尚带天风海雨。

相逢一醉是前缘，

风雨散、飘然何处？

藏在“七夕”里的爱
■湖北红安 赵自力

《《鹊桥仙鹊桥仙··七夕七夕》》
■宋·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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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妻子买回来几

个红薯，炸了一大盘子红

薯丸。看着盘子里金黄

色的红薯丸子，散发着丝

丝香甜的气息，不由想起

小时候那些一天三顿吃

红薯的日子。

那时候母亲在开出的

小片荒地里种了许多红

薯，到了收获的季节，这边

挖一篮子，那边收一箩筐，

堆在一起，小山一样，很是

壮观。这么多红薯快够吃

一年了。我挑一个模样最

好看的红薯，洗干净，咬一

口，又甜又脆，嘎巴嘎巴吃

得津津有味。中午母亲蒸

了一大地锅红薯，一天三

顿当馍吃。早饭和晚饭熬

红薯稀饭。整天这样吃，

还感觉不过瘾，半晌的时

候，我和哥哥捡来柴火，点

燃，把两个红薯用泥巴裹严实，埋在

火里烤，没多久时间，红薯的香味就

飘了出来，我几次忍不住要扒拉出

来，哥哥有经验，说现在还没有熟透，

还得再等一会。

红薯烤好了，裹在红薯上的泥

轻轻一敲，便碎掉了，整个红薯裸露

出来，红薯的香甜味道特别浓郁，扑

鼻而来，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

等不到红薯凉却，就急着捧在

手里，撕掉一块红薯皮，软软的红

薯肉黄灿灿的，吹几口气，试着咬

一小口，又香又甜，太美味了。为

了避免烫到手，滚烫的红薯在两只

小手里轮流倒腾，嘴不停地对着红

薯吹，然后再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小

口，如果心贪，哪一口咬的多了，不

仅烫了嘴巴，还会烫得牙根疼，嘴

里的红薯也是舍不得吐掉的，吐着

气摇晃着头，兼用舌头帮助，让嘴

里滚烫的红薯来回滚动，以不至于

烫烂嘴巴。一番操作下来，手上和

小脸上也是沾满了黑灰，那副滑稽

相现在想起都会不由地笑出声来。

每天晚上临睡前，把两个红薯

放在煤火台上烧，由于晚上睡觉，母

亲把煤火封住了，火力不够，红薯需

要烧一晚上，半夜起夜的时候，顺带

给红薯翻个身，这样才不至于一边

烧干了，一边还夹生。第二天睁开

眼，就可以吃到又香又甜的烧红薯。

烧红薯和烤红薯完全是两种味

道，在煤火上烧的红薯，由于时间

长，水分都被炙干了，果肉会比较

干、散，吃到嘴里相对爽口；用泥巴

裹住烤的红薯，因为外面有厚厚的

一层泥衣的保护，水分得以充分保

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红薯的原汁

原味，吃起来软糯可口，味道十足。

天气冷了，母亲把个头大的，完

好无损的红薯挑出来放进红薯窖里

储藏。红薯窖里铺上厚厚一层干

草，避免返潮，这一窖的红薯能吃到

第二年的四五月份。

那些有吃不完的红薯的日子，

不仅填饱了饥肠辘辘的肚子，还是

儿时一道绝对美味的零食。如今忆

起，依然心存感激，感激那些有红薯

陪伴的日子，感谢红薯带给我无尽

的甜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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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引路，一叶梧桐

轻轻地

叩响秋天的门扉

花朵要对季节说的话

都结成了果实

像甜蜜的往事，挂满枝头

汗水与雨露养大的稻子

学会低头走路

时刻准备交出一穗穗黄金

南瓜浑圆，躺在草窝

辣椒举起灯笼

照亮小路上奔忙的箩筐

被风摇响的豆荚

撒下一地星星

惊起草间几粒虫鸣

雏菊温婉，矜持地等待

迎亲的蝴蝶

正骑着阳光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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