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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个叽叽喳喳的漂亮姑娘

这天，刘大娘正坐在院坝边听铜鼓山的
风呼呼地吹，时不时打个盹，恍惚之间，村主
任走进院子，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孩。
刘大娘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近些年家里来来
往往都是些老头老太婆，连村主任也是，难
得出现一个年轻人。

“刘大娘，我给你说，这是新来的村干
部，大学生，才来第一天，叫啥呢，你看我
这记性。”村主任突然忘了女孩的名字，六
十多岁的人了，居然害羞起来，脸色一阵
泛红。

“熊贵英，喊我小熊、小英都行。”女孩赶
紧接上村主任的话。“对，熊贵英，她就是我
们村新的领头人。”村主任恍然记起，哈哈笑
起来，刘大娘也跟着嘿嘿一阵笑。

村主任带女孩沿着小院参观，房前屋
后，看得十分仔细。女孩边看边说：“真是
好，最适合。坝子宽，风景好，干干净净。
哎呀，还有花椒树呢，这个季节还不落叶
呢？噫，这里还有一只天牛，好大哟。竹林
真好，里面怕有竹节虫吧，烤起来吃，香得
很哟。”村主任和刘大娘把熊贵英当干部，
只是紧跟着，这看那看，不说话。熊贵英却
把自己当小孩，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像只闹
山的麻雀。

看来看去，熊贵英说，准备给刘大娘这
个院子挂个牌，叫“小院讲堂”，到时把全村
的人集中起来讲课。刘大娘一时半会弄不
明白，熊贵英就说：“现在大家都过上了好日
子，物质上富足了，可精神要跟上去，要把国
家大事讲给村里的人听一听，要把文明和新
风吹进千家万户。”熊贵英这么一说，村主任
就含笑点头，刘大娘睁大眼睛听得入了神。

想了一下，刘大娘说：“是不是电视上说
的春风跑巴渝，还有那个啥文明走棠城哟。”
村主任赶忙帮刘大娘纠正：“是春风满巴渝，
文明润棠城。”刘大娘眼睛睁得更大了：“对
对对，村主任说得严格些，觉悟比我高。嘿
嘿，村主任就是文化程度比我高。”熊贵英听
两个老人有说有笑，心里面乐呵呵的。

寂寞小院热气腾腾

很快，村里不仅给刘大娘家院坝挂了一张
牌子，还买来很多凳子。第一堂课，区里面来了
不少领导，拉了又长又宽的横幅，上面写的字刘
大娘认不完，红底黄字，气派。左邻右舍来了一
坝子，满满当当的，靠院坝边都坐满了人。

今天是首场，轮番的领导讲话，轮番的
照相机劈里啪啦照个不停，轮番的掌声把屋
顶的麻雀一次次惊起。

大学生村干部熊贵英也在，在刘大娘家
里烧开水，装满一壶又一壶，满院子去加水，
满院子谢谢不断。刘大娘也跟着帮忙，东一
趟西一趟，弄得手忙脚乱。

领导们讲话都拉家常，入耳入心，大家听
得有盐有味，很受启发。比如讲起航天飞船，就
拿《封神演义》里面的雷震子打比方；比如讲起
盾构机，就拿《西游记》里面的九头虫打比方；说
到生态农业总是离不开丝瓜、土豆……不管讲
啥子都很接地气，让人听了觉得安逸、巴适。

课讲完了，领导和乡亲们合影，让刘大
娘坐在领导中间，推又推不脱，刘大娘紧张
得不成样子，手脚都不自在。

然后大家就开始散了，左邻右舍也陆陆
续续离开，刘大娘多想留下大家不走啊，因
为热闹。

人走完了，刘大娘把一张张凳子擦了又
擦，摆放得整整齐齐，口中念念有词，仿佛在
说：“来吧，哪天又来吧，我和这些凳子等着
你们呢。”

果然，有如春风一股股吹进院子，接二
连三地开起课来了。内容繁多，有讲家风
的，有讲诚实守信的，有讲勤俭节约的，有讲
勤劳致富的，有讲新能源的，有讲电信诈骗
的，有讲毒品危害的，有讲防火防盗的……
形式多样，有演讲，有评书，有小品，有金钱
板，还有唱歌、朗诵、舞蹈……讲课的人来头
也不小，有各级领导，有大学教授，有诗人作
家，有青年学生，还有演员歌手……刘大娘
真是大开了眼界。

这个年轻人说的都在理

熊贵英是大学生，又是村支书，她讲课
总是奔着村里面的现在和未来。

“三八”节到了，她专门给村里的女村民
上了一课，讲的是乡村新女性。而今是互联
网时代，成天微信、抖音什么的，随时随地拼
多多，出门就打嘀嘀车，真是方便得很。可
还是有很多村民脑海里装的全是老一套，生
儿育女也好、成家立业也好，总离不开祖辈
传下来的那些老想法。经过熊贵英苦口婆
心一讲，上至七老八十、下至学生娃儿，大家
都弄明白了什么是新女性，什么是新时代，
什么是乡村女性的未来。

面对村里的年轻人，熊贵英利用小院讲
堂帮他们建立农产品电商平台，把村上的花
椒、竹笋、核桃、蜂蜜、土鸡蛋卖到了全国各
地；而和小朋友在一起，熊贵英结合孩子们
的喜好，在小院讲堂开了一堂音乐品鉴课，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贝多芬的《致爱丽
丝》、刀郎的《罗刹海市》等等，在熊贵英的课
堂里，显得万般精彩，让小朋友们不仅得到

了艺术熏陶，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享受。
此外，熊贵英还教刘大娘学微信支付，

上门为老人讲电商供货……真是把小院讲
堂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小院挂的牌牌越来越多

一天，区里作家协会的领导讲完课，突
然觉得这里不仅有清溪修竹、农田小院，还
有稼穑耕耘、生态农业，既是绿水青山之境，
又有扎根基层之实，何不把这里做成一个文
学创作基地呢！

于是几经商议，就把牌子挂上了。刘大
娘琢磨着，来的人会更多了，她的心里又亮
堂了一大片。

看着门口锃亮的牌子，刘大娘如沐春
风，原来空空如也万般寂寥的院子愈加生机
勃勃起来，连给儿女们打电话的声音都响亮
多了，幸福满满地说：“你们干好工作就行
了，莫要焦虑我，我们院子课堂越讲越大，高
兴着呢，充实着呢，精神着呢，好得很！”

刘大娘说得真对，这不，来挂牌牌的多
起来了：评论家协会挂了，诗词楹联学会挂
了，摄影家协会挂了……刘大娘一有空，就
挨个把这些牌牌擦一遍，越擦心头越亮堂。

从刘大娘的小院子出发，诗人作家们、
评论家们、摄影爱好者们走进了田间地头，
和高粱玉米土豆红薯打起交道来，笔下有了
更多的乡土味道，镜头里有了更多的绿水青
山，心目中也装下了更多的百姓生活。

刘大娘喜欢上了这些肚子里装满了墨
水的人，从他们那里，她看到了新农村的未
来，看到了农家小院的春天。

桂花老酒飘香小院

今年夏天，是不一般的夏天，直到九月底
桂花还不开，人们纷纷说，今年的桂花怕是不
得开了。正当刘大娘对院坝边的桂花树有些
绝望的时候，桂花却一夜之间绽放。

桂花一开，满院飘香。刘大娘小院的桂
花开了，满城的桂花也都开了，大街上人头
攒动，赏花的人络绎不绝，笑脸如花。

但刘大娘的桂花却有特别之处，一来这桂
花树是从千里之外引种来的，是她当年的嫁妆；
二来这桂花树虽说也叫丹桂，却丹中不仅有金
而且有黄，显得特别高贵；三来这桂花树是刘大
娘家庭和睦的见证者，直到老伴上前年去世，每
一年老两口都要在桂花树下合影留念。

于是采风的人不期而至，闻了不少的桂
花香，写了不少的诗词歌赋，拍了不少的桂
花照，获得了不少的点赞。

往年，虽然桂花树花开花落，刘大娘总
是有很多回忆，很多感慨，甚至还要泡桂花
酒来喝，以寄托内心的想法，但却从来没有
今年这么多人陪着自己一起赏花。

采风的人离开了，刘大娘还沉浸在对桂花
的神思遐想之中，感慨之余，她拿出旧年的桂花
老酒来，面对院子边的桂花树，喝了一杯。顿时
清风袭来，充满了春意，朦胧中仿佛看到小院讲
堂里的人又聚在一起，聆听着新的一课……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 图
片由作者提供）

农家小院来了一个
想吃竹节虫的姑娘 □阿普

“竹林真好，里面怕有
竹节虫吧，烤起来吃，香得
很哟。”漂亮姑娘一句话吓
了刘伯英大娘一跳。

荣昌区铜鼓镇刘骥村
的刘伯英今年已75岁，能
活到这个年龄，是她以前
不敢想的事。想当年，拖
儿带女，生活贫苦，整天面
朝黄土背朝天，落下了一
身的病，药罐子从来没有
离过身，她甚至担心自己
挨不过一个甲子。

哪晓得，拨开乌云见
日出，改革开放彻底改变
了她的命运。儿女成家立
业，虽远在大城市，却也不
忘老屋基，几经翻修，如今
这个院子如同乡村别墅：
房前屋后被花椒树、核桃
树的翠绿掩映，院子里月
季、三角梅竞相绽放，引来
成群结队的麻雀和斑鸠，
把崭新的农家小院映衬得
温馨又宁静。

然而，这么大一个院子，
刘大娘一个人住着，显出几
多寂寥。刘大娘常常对着一
群白鹅发呆，有时又嘀嘀咕
咕跟圈里的猪儿说说话，或
和嘎嘎嘎叫的白鹅絮絮语。
眼睛一花，她仿佛看见满院
子都是人，老老少少男男女
女，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可
定睛再一看，却还是一个空
坝子，老人的孤寂只能随着
山上的鸟儿飞走又飞来。

不过，一个27岁年轻
人的出现，让刘大娘的生
活出现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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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贵英熊贵英（（右右））上门给村民讲如何做电商供货上门给村民讲如何做电商供货 院坝里院坝里，，刘大娘刘大娘（（右三右三））在听熊贵英在听熊贵英（（右四右四））讲健身课讲健身课。。

在小院讲堂建电商平台在小院讲堂建电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