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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哥的幸福三句话
十团（山西大宁县）2组

6月13日清晨，刚走到村口，我们就看到一位

大哥爽朗地笑着，一边挥着手迎上来，一边大声招

呼着：“欢迎你们，欢迎来到我家！”

大哥名叫曹文产，43岁，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

曲峨镇曲风村村民。家中5口人：老父亲、妻子、

女儿、儿子。家庭经济条件处全村中上水平。

入户前，当地干部就告诉我们，曹大哥是村

里闻名的烹饪好手，乡亲们每逢请客都愿意请他掌

勺。果然，一进门，他就张罗着揉面切菜，要为我

们做上一碗地道的山西刀削面。一边笑意盈盈地揉

着面，一边和我们拉家常。看到他眉梢的笑意，我

们也很快融入其中，与他谈起了他的幸福生活。

 “致富，不但要勤劳，关键还是要会动脑筋”

“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日子咋能难过哩？关键

还是自己不能懒，而且会动脑筋。”站在地头，望着

长势喜人的庄稼，蓸大哥唠起了自己的“致富经”。

信科学，不跟风，凡事乐于摸索。苹果、李

子、核桃、甜瓜是当地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曹大

哥在选择作物种类、购入幼苗以及销售果实等方

面，都不是简单的跟风种植，而是积极搜集信息、

仔细对比思考之后作出理智选择。曹大哥曾读过一

年农林技校，对果林种植比较熟悉，而且每年都订

阅《山西果林》杂志，根据上面的文章了解果林知

识和市场信息，确定要种植的果木以及联系购入幼

苗。“多看杂志，挑选果木就有底，碰到难处就让

我娃上网去看看，也就都解决了。不都说‘知识就

是力量’嘛。”

视行情而动，提前做好市场功课。对知识和信曹大哥在为我们和面做饭



2

息的重视，不仅体现在选择作物种类上，而且还贯

穿于销售水果的整个过程中。“这个卖果子啊，也

讲究个门道。不是光靠东西好就能卖出好价钱，还

得找得到肯出价钱的人才行。所以每年我都提早和

熟悉的‘经纪人’联系，打听行情。这个打听啊，

一定要多找些人，还让我侯马的姐姐到农贸市场去

问问。心里有数了，就得赶紧谈价钱，敲定了才放

心哩。”

走访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村民热衷于种植柏

树苗，每亩地年收入约1万元，有着较高的回报价

值。曹大哥也种了2亩柏树苗，但并不打算扩大种

植面积——“种地也和做生意一样，都有风险。前

几年，村里有人种柏树苗挣了钱，大家就跟着种，

好多人地里就全部种这个。这就不成，谁知道过几

年有没有人来收？所以我还是多种几种，都有挣钱

的可能，虽然可能挣得不算最多，但是风险也分散

了。所以啊，种地也得动脑筋，不能人家种什么挣

钱，咱们就跟风种什么。”

 “一生两个朋友：一个是老婆，一个知己”

“娃儿读书的年龄，能读，一定要让读。”谈

到高考完就到县城打工挣学费的女儿，曹大哥满脸

洋溢着幸福。谈到读大学的开销，曹大哥收住了笑

容，但当我们介绍了大学助学贷款的政策后，欢乐

很快又在曹大哥的脸上洋溢开来。

“娃儿读不了书就学一门手艺，总要让娃儿

能靠劳动吃饭。”谈到现在读职高的儿子，曹大哥

的脸上没有谈女儿那样喜于言表。儿子读到高二，

不想继续读了，曹大哥就把儿子转到县里的职业高

中，让他学厨师。他寻思着，读不了大学，能有一

手好厨艺，堂堂正正靠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立足也

不错。

“人一生需要交两个真心朋友，一个是同床共

枕的老婆，一个是交心互助的知己。”曹大哥高兴

地谈着曹大嫂的各种好，大嫂却有点羞涩了。大嫂

告诉我们，她有冠心病，医生说不能生气、不能劳

累。这些年来，曹大哥一个人担当了家里所有的粗

活、重活，更关键的是曹大哥从来没有对大嫂发过

脾气，还口口声声说大嫂脾气是出了名的好。3年

前，曹大哥的父亲一次脑出血后，变得神志不清，

几乎不能行动，全靠大嫂的细心伺候。现在，老爷

子已经基本能自理。说到大嫂对父亲的周到照顾，

曹大哥低沉地说了句：“亲闺女也不见得做到这样

啊。”大嫂只是默默在旁边略带羞涩地微笑。

曹大哥告诉我们，他去年开始给大嫂交了养

老保险。听说交的多拿的多，他说，明年准备多交

些。据了解这个村只有5%的人参加了养老保险。

调研团在曹大哥的田里劳动

 “大家都幸福了，社会就和谐了”

每逢村里的红白喜事，曹大哥是一定要出现

的，不是座上宾，而是后方最忙活的大厨。在曹大

哥看来，宾客们一句由衷的称赞和感谢，几杯小酒

“礼敬”下肚，比什么都惬意。

入村的第三天早晨，我们到曹大哥果园和甜

瓜地里帮忙，当问起成熟季节是否要看守时，他轻

描淡写的说：“水果，水果，谁吃了都是成果，无

所谓的。”其实从入村驻户开始，我们就明显感受

到此地淳朴的民风，善良而性情率直的村民，不计

较，不攀比，互帮互助，和谐相处。曲风村一直都

是县里的文明村，正是有很多像曹大哥这样的村

曹大哥和曹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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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互相感染，传递友爱。

幸福的人自有可爱之处。我们走访的每一户

人家，一谈起曹大哥，都竖起大拇指。“肯干，有

头脑，为人实在，喜欢帮助人”，是邻居们评价

曹大哥时用的最多的几个词。曹大哥告诉我们： 

“现在国家在讲和谐社会，你们也来这里访谈幸

老兵老陈
一团（湖南平江县）3组  财政部农业司  李  强

退伍老兵老陈今年54岁，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的职业是“修地球”。我们赶到他家时，老陈

正急匆匆地从田里往回赶，上身穿一件浅蓝色衬

衣，敞开着怀，露出突出的胸骨和肋骨，下身是

一条类似牛仔布料的裤子，布满了斑斑的泥水

点，偏分的头发蓬松扬起，显得面部愈发瘦削，

未说话先见笑，露出一口白牙——看得出，老陈

是个十分乐观的人。以前老陈得过一场血管方面

的大病，好多人都说那个好麻烦，乐观的老陈不

信邪，说那有什么麻烦，生就生，死就死，有什

么大不了的，病人心理坚强些，病也许就能好，

心里脆弱，也许就会坏事，很简单的人生道理

嘛。乐观的老陈大胆实践并验证了这个并不简单

的人生道理，奇迹般地痊愈了。

乐观的老陈也十分健谈，坐在他家的堂屋里，

老陈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历史：1978年去广东当兵，

先在迫击炮连，后来搞电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时候被调去做后勤，还被部队派到中山大学会计

系学过会计，退伍后在县

里一家企业做过会计，后

来企业倒闭，分田到户的

时候就回到了村里。老陈

的部队是参加过战斗的，

但老陈在后勤部门工作，

个人不曾到过前线。退伍

时老陈带着档案去了刚刚

开发的深圳，但家人希望

老陈回到平江，于是他的

兄长奉母命写家信召老陈

回家，孝顺的老陈就离开

了当时遍地机会的深圳，回到了老家平江。不过老

陈还是想回深圳的，从深圳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走

个人档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去。不幸的是老母

久病，老陈迟迟无法离开。无奈之下，老陈给原部

队首长写信索要档案，不久部队寄来了档案，但并

不是原来的档案，而是一份新档案，无奈老陈只好

据新档案在老家落了户，原档案就留在了深圳。到

1987年老陈去深圳探寻时，却被告知因几年无人认

领，原档案已被自动销毁。所以尽管老陈在参战部

队工作过，回乡后也担任过妇女主任以外的所有村

干部职务，但因为原档案的丢失，老陈现在无法享

受到应有的优抚待遇，每年只能拿到120元钱。

“我平江的几个战友，其中一个是县农业局的

局长，都是一个营的战友，他们都可以证明的。不

过我们村有个72岁的老退伍军人，什么都没有，我

好歹还有120元，这东西没得比较。”一边说，老

陈一边无奈地笑。

老陈儿女都在广东务工，他和老伴种了家里3

亩多地，去年还承包了

别人13亩地，16亩地的

纯收入有1万元。前年

老陈买了一台价值2200

元的小型拖拉机，中央

财政的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让老陈少花了500元

钱，拖拉机除了自家使

用，还可以给别的人家

租用，去年老陈为别人

家耕地20多亩，收入

2000多元。除此之外，

福，我看帮乡亲们做点事，大家说我人还不错，都

乐乐呵呵的，比什么都好，大家都幸福了，社会就

和谐了！” 

（执笔：裴凌罡、张祚、马剑

  统稿：马剑

  配图：梁颖健）

老陈在展示他的房屋翻建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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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还可以到村里其他人家打打零工，也有一些

收入，儿女务工一年可以寄回1万多元，算上以上

各种收入，老陈全家一年收入大约3万元左右。此

外，老陈还养了鸡，房前屋后，见缝插针地种满了

各种蔬菜，想来这即使换不成收入，至少减少了此

类的支出。

除了村里的婚丧嫁娶，人情来往外，老陈家

花费较多的是食用油支出，“每人每年要吃掉2大

桶”，老陈用手比划着，形容出两个大桶的形状。

老陈自己几乎不买衣服，“衣服都是儿女买，今年

女儿寄钱来要我买衣服，她给买衣服的钱，那是她

的心意，不好做别的，那就买。”说着这些话，老

陈欣慰地笑了，瘦削的笑脸似乎舒展了许多。

老陈的父亲95岁了，除了看不见、听不清

外，身体倒也硬朗，老陈也不担心老父亲会生病

啥的，因为兄弟多，共同担当的多，而且老父也

加入了新农合。说到新农合，老陈顺带回忆了一

下新农合的发展变化，前几年老陈外甥女户口还

在老陈家时，外甥女看病只能报销40%，现在到

县里看病可以报50%，乡镇里看病可以报60%。不

过问题也存在，就是只有住院才能有报销，再就

是有些医院给开不能报销的药，用老陈的话说就

是“医院也要赚钱啊”。

老陈当过村党支部的副书记、书记，也当

过村长，除了妇女主任外，其他的都干过。1989

年-1990年的一场大病，让老陈从村支书的位置上

离开了。“我干就要干出个样，身体不好，干不成

了，我还占着这个位置干啥。”好多人参不破、悟

不透的道理，老陈说来轻松，实践起来也像扔掉一

顶破草帽一样容易。如今老陈是村里的文书，主要

负责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有时也被安排做水文

普查等专项工作，房间里破旧的书桌上，是老陈正

在誊写的村民选举方案，字迹秀气工整，一丝不

苟。墙上有几个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奖状和一面

锦旗，是村里对老陈近几年辛勤工作的肯定。

作为村里的文化人，老陈没事的时候喜欢看

书，在我们的要求下，老陈带我们参观了他的藏

书，其中的四书五经让我等颇感意外，啧啧称奇。

老陈的儿子正在谈恋爱，女友是外地打工时认

识的江西姑娘，去年春节的时候还曾来过。老陈对

儿子的婚事挺期待，但对带小孩的恐惧让人意外，

“哇，麻烦，带小孩好累，还不如耕田，累了丢下

就走，自由，小孩不行的……”

老陈家的房子是以前生产队里的保管库房，紧

邻老陈家的老宅，分田到户的时候被老陈买下，房

子位置不错，门前平坦宽阔，视野极好，坐在堂屋

里便可以清晰地看见对面苍翠的山峦。但是房屋状

况已有些不佳，有的墙上露出很长的裂缝。老陈早

就做好了翻建计划，在一张八开白纸上，布满了整

整齐齐的线条和数字，两个楼层和各个房间都标注

的清清楚楚，好像一个建筑设计专业的设计师画出

的设计图纸。他兴奋地向我们介绍着图纸的内容，

一边指指点点，一边用极快的语速说话，看神情，

俨然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排兵布阵，既得意，

又满怀憧憬。说到造价时，老陈伸出三个手指，意

味深长的晃了晃：三十万！我们问他有没有困难，

他一边笑一边说：“管他呢，反正路已经修好了，

计划明年盖，但成不成不一定……”

临别时与老陈在老屋前合影，他对身上的泥污

有些不好意思，反复问我们是否合适，得到我们几

次肯定的答复后，才整了整衣服，表情严肃地与我

们完成合影。与老陈接触的不长时间里，他给我们

展示了一个历经坎坷却仍然乐观、豁达、对美好生

活充满向往的老兵形象，挥手告别时，我在心里默

默祝愿老陈的新房子早一天盖起来，也希望自己哪

一天可以有机会再来看看老陈的新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