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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红时苦变甜

——对一个县科技工作者的幸福访谈

十四团（陕西安塞）4组  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陈华荣

谈幸福，呵，说不太好。要不我就谈一谈这几年

来在这里做的事儿，不晓得算不算。

我们站的这块儿，以前叫高石寺村，后来几个

自然村合并，改名方塔村，宝塔的“塔”，早先是塌

下去的“塌”。前些年，开始种苹果，日子好过了，

才改成宝塔的“塔”，要往上走的意思，不要再塌下

去。咱这儿是个拐沟村，不通川道大路，翻过对门儿

这座山，才是先前老的正儿八经的方塔村，离这儿水

平距离也就三百米，可翻过去要半个钟头。

你们进村在山头看过了，地里都是苹果树，去

年光景好，苹果价好，利高，可是光种苹果一样能

行吗？碰到价贱咋办？地里都改种了苹果，连口粮

地都没了。不行，光指望苹果不行，四年前，我牵

头引进樱桃种植的试点，就选在对面的那个湾儿。

樱桃树，知道不？咱陕北有句谚语，“樱桃好

吃树难栽，朋友好交口难开”。提到要种樱桃，村

子里的人就不理解了。

“这黄土疙瘩地，咋养活那样娇贵树？”老百

姓拿不准，要是栽下十棵，成不了一棵，反把现成

的苹果耽误了。

“树种成了，谁花大价钱吃那玩意？”本地没

樱桃，村子里见过樱桃的人不多，吃过的更少，更

别提知道多少钱一斤。

一句话，“种那玩意儿干啥，不顶逑！”（陕

北话，不顶事，不起作用的意思）

总之，不理解，不支持。没办法，地方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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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穷，不瞒你们，一半儿人不识字，很少出村，老

观念，不上进；人太穷，底子薄，不敢冒风险，只

图现成儿。

不理解，不支持。县里科技局牵头，送来苗

苗，没人愿接；罢了，县里又出钱平了地，十五

亩，请人好赖把树种下去。当地的婆姨就开骂了，

骂你们这些缺德的没事干，把已经开始挂果的梨树

苗苗铲掉干甚？要说法，要赔偿。挂果的梨苗苗学

名叫黄金梨，面子上金灿灿挺招人爱，别的县有种

植，引种过来，没想到土质不一样，水土不服，结

出来的果子咋就不对劲。味儿不对，没销路，这几

年树都被铲光了，这是后话。回到被婆姨骂那回，

被骂的那次我不在地里，刚好是单位派下来的技术

员替了我，你说他冤不

冤，呵呵。

光种下去还不行，

这个地块儿缺水。整个

村，没个正经水源，咱

的这个湾还好，好歹有

孔山泉水，勉强够人畜

用，但夏天引水浇菜园

子吃水就紧张了。对面

儿，老的方塔村，人吃

水都成问题，缺水，整

个陕北都缺水，缺得厉

害，掏树坑掏上来的黄

土，还是干成土末末，

新种的树得浇水。

请人挑水，人家不

干；出钱请，还是不干，人家排斥。不理解，不支

持。没办法，局里出钱雇车从远处运水，三蹦子运

一车水四十块钱。水送到地头，没人愿意卸下浇

水，我那个急呀！没办法，自己挑起扁担水桶就下

地了。每根新苗两桶，一整担水，十五亩地，得给

它浇踏实喽。

樱桃好吃树难栽，真不假。树种下去了。第

一年，活了一半儿。春上，一些苗苗没发青，没动

静，不明不白。怎么办？补种！缺一棵我就补种一

棵，缺十棵我就补种十棵。补了一轮又一轮，已经

记不得补到几轮。到来年，树长齐了，一满片儿，

绿油油的，高兴，真高兴。为啥？以前没人信拐沟

村能种樱桃，这树苗苗说明咱陕北是可以种活樱桃

的，对吧？这儿的产业又多了条路子，对吧？

第二年，树长到杯口粗，不容易，真不容易。

没过几天，出问题了，已经长到杯口粗的树苗苗，

呼啦啦死了一大片。好好的，长着长着叶儿就黄

了，落了，把我给急的呀。后来下地里看，整清楚

了，当地老鼠干的（老鼠学名叫“中华鼢鼠”）。

咱西北老鼠本来就多，鼠害重，鼢鼠这玩意儿，夹

子也放了，药也撒了，弄不干净。这些鬼东西，一

天到晚猫在土里头，不露面，怕风。一年到头地底

下打着洞呢，还挺讲究，人家专门有进食的餐厅，

有仓库，有厕所，一年到头猫在地底下，逮不住，

打不着。遇上樱桃

苗苗，呼啦啦把

土里的树皮啃掉一

圈，整棵树就完

了。也治过，挖

过防鼠壕（掏条

沟），这些家伙寻

路专靠鼻子胡须，

眼睛不顶事，退化

了，打洞打到防鼠

壕，洞打穿了，遇

到风，鼢鼠不灵

了，露天里乱窜，

就赶跑了；还有在

洞上挖个坑，坑里

放上块石头，上

面装上机关，鼢鼠发现洞里透风了，肯定着急过来

掀石头堵洞，碰到机关，机关连着的石头砸下来，

砸死它；法子都试过了，效果还是不明显。这些畜

生到处乱窜，总不能安排个人时时防着它们吧。这

可咋办，前前后后找了一堆资料，没办法，着急

呀。正挠头呢，刚好部里下来个挂职王干部，过来

看了一圈，当时就给你们北京的的专家打电话，专

家就下来了。专家啊？人家可是专门研究樱桃的专

家，副所长，电话我这还存着呢。人家研究樱桃多

少年，里里外外都研究透了。经过专家点拨，明白

了，鼹鼠这畜生打洞的通道就集中在距地面二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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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四十公分的土层里，深了浅了都不去。遭祸害

的树苗苗就是这么深浅的一圈树皮被啃掉了。怎么

防？就在树根周围垒上一圈红砖，40—50公分深

浅，上下垒上两层就够了。按照专家出的招垒上

砖，果然就没再被咬过。这都是乡亲们亲眼所见，

我当时就开了现场会，不信科学行吗？

第三年，有几棵树开始挂果，红扑扑的。没想

到碰上晚霜冻，又给把树冻坏了一批。这中间还碰

上局里领导下来视察，正好赶上出问题的时候，现

场就被批评了一顿。这段儿咱就不说了，呵呵。想

想不容易，真不容易。

眼巴巴盼到今年，第四年，终于有结果了，大

丰收，最大的一棵树能产上五十来斤，高兴，真高

兴。看着这些樱桃，真舍不得尝。

周末市里有人开车过来，上树采摘，三十块

一斤。为啥能卖到这个价？树上现摘，新鲜。再说

了，市场上卖的，都是八成熟就摘下了，太熟摘

下放不住。现摘的味儿完全不一样。为了卖得时间

长，当初引进了六个品种，成熟期都不同，口味也

不一样。你问问老白，昨天一上午他们家卖了多少

钱？九百多。

说白了，农民不来虚的，得见着利。刚才他

们在我面前算过，最大的樱桃66个就能凑足一斤，

一斤现卖30块，算下来一个樱桃四五毛钱。好的一

棵树能产三五十斤，就算批发降到十来块一斤吧，

一亩地四十多棵树，平均创收一万多。刚才几个大

叔说了，今年准备扩大种植规模，只要局里有树苗

苗，有多少要多少，花钱买也行。

说打算？再往后，这里樱桃怎么弄，我还真琢

磨过。要想再扩大种植面积，不想好后路可不行。

不比苹果，樱桃的成熟期集中，也放不了太久，面

积增加了，产量大了，销路就是个大问题。再说

了，别看现在卖三十多一斤，还是便宜了，因为别

省种的樱桃都赶在这时候成熟，家家户户都在卖。

怎么办，专家讲了，其实有一种恒温存储技术，建

个冷库，保存到春节，能卖上一百多块一斤。对

吧？我在你们北京的机场就见人卖过。

据说光冷库投资就得三百多万，又是个大问

题，呵呵。

说白了，在咱基层工作，不容易，真不容易。

图个啥？干了这几年，你去问问，乡亲们知道我叫

啥的有几个，呵呵，都管叫胖子——这里人实在，

不生分，信得过你才跟你熟，这算不算幸福？

可是吧，日子一天到晚浑浑噩噩是过，踏踏实

实做点事儿也是过。这几年，咱在这地儿总算把事

情做成了，值了。

群众访谈

老艾叔：“为种成这些树，胖子受屈着呢。起

初县上说梨树品种不行，要拔掉梨树种樱桃，没人

信，种树的当口还有几家婆姨跳出来骂人呢。我当

时啥态度？呵，我就说了，骂人不对，可心里呀，

对种樱桃还是没底，这娇贵树咱种得了不？现在

看，樱桃是种对了，今年也见着利了。原来剩下的

梨树啊？早没了，果子面上黄灿灿的，不中吃，没

销路，全拔掉了。还是得要樱桃。”

老白叔：“要说这个樱桃园子，胖子是最有功

的。最早大家伙儿没种过樱桃，不理解，不支持，

连浇水都是胖子自己担的，后来还挨过领导批评。

现在好了，见利了，昨天一上午就卖了九百多块。

打算下半年把年岁长的苹果树也改了，都种上樱

桃。胖子辛苦了。”

作者观点

基层工作难，基层农村科技工作更难。基层农

村科技工作难就难在既缺乏科技资源，又缺乏科技

土壤。缺乏科技资源，就好比缺少优良的种子，无

种可播本身就是个难题，遑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农业生产投入高，风险大，抗风险能力弱，农民尝

试新技术，开拓新产业的意愿本来就不强烈，要在

农村推广新产品新技术，不经历一番风雨，很难取

得实效。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为在农村这片广阔天

地中浇灌出科技之花，农村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大量

心血，经历了农民的误解、抵制和排斥、承受了压

力，最终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在此过程中，一个

年轻的农村科技工作者实现了人生价值，感受到了

成功的喜悦，收获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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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房门，眼前是一片很近的山。

清晨的时候，天空湛蓝，印在山的背后，望过

去干净透彻。这天，是陕北人的胸怀。

正午时分，烈阳下的山脚，高速路上汽车川流

不息地往来。这路，是陕北人的血脉。

傍晚临近，红色的落日挂在山边，仿佛厚实的

山挑起了担。这山，是陕北人的肩膀。

夜深了，月色下朦胧的青影连绵。北斗挂在头

顶上，这星星，是陕北人的眼。

一天接着一天，我推开房门，眼前都是这片山。

我有些恍惚，我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什么

时候开始习惯的，早晨起来先看山；

我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的，对着院前的菜地

漱口；

我还是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的，走过鸡舍猪舍上

厕所；

我仍是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的，一顿饭只有一个菜。

我越来越恍惚。天黑了，我爬上高高的炕，用

被子把自己裹个严实。

睡得踏实得就是个陕北的农民。

……

好似在梦里，我家的门口，就是有这样一座很

近的山。

后记

我在到杨园村住的第一天，最大的感慨就是，

我住的地方，离山好近。它建在半山腰上，门前是

平地，做成了菜园。出门便与对面的山遥相呼应，

造就了此处绝佳的风景。这家的孩子，喜欢在家门

前的木桩上插一面旗，有风的时候，旗就飘扬起

来，让这并排的三间窑洞，颇有点江湖萧瑟的味

道。而虽然如此，我却一直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甚至有点忍的念头。直到有一天，当我回来的时

候，这家的小狗跑到外面摇着尾巴迎接我，我才恍

惚发现，原来我已经对这里的一切，这么熟悉和依

恋。我想如果我不来到这里生活，我是不会熟悉这

里的。而当我熟悉了这里，我就自然地开始融入这

里，和这里的大人聊天，和这里的孩子玩。我想人

的一生这么短暂，应该用时间去多走走多看看那些

你看不到的人和事。或者最起码也应该有时间去完

整地欣赏欣赏山边的落日。很多人要追求内心的平

静与安宁，靠不断积累财富和不断提高地位，那是

很遥远缥缈的。而在离你很近的地方，兴许就会有

这么一座山，山的那一边，有你想要的那份属于内

心深处的质朴与宁静。

近  山
十四团（陕西安塞）1组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  徐侠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