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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新年梦想

[“燕”之由理 ]

祝您梦想成真

2014 年阳历年的钟声响起时，小孟收到了恩师江山先生回复的手机拜年短

信，在新年的祝福之后，是这样的一段文字 ：“用中华文化智慧破译习总到庆丰

包子铺花 21 元吃包子炒肝的真实用意 ：庆丰 ( 清风 ) 就是两袖清风，炒肝 ( 干 )

就是要炒一些干部，芥菜 ( 戒财 ) 就是告诫贪官们要戒财，猪肉大葱包子就是要

一清二白，21 元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反贪到底！可见用心良苦。大智

慧，内圣外王啊！支持习总！爱戴习总！”

虽然已是深更半夜，小孟看了这样振奋人心的短信，激动得难以入睡，上电

脑发到自己的农民互联网博客和新浪微博。让人想不到的是，博文立即成了网

民关注的热点，或被赞，或被转，直到这期报纸即将付印前的两小时还有网友转

发。

小孟就想，习总书记到普通的包子铺吃包子，体现出国家领导人的亲民思想

和群众路线，而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更能体现出人民对于中央反腐倡廉、老

虎苍蝇一起打的拥护，这也是人民群众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渴望。

看着农民互联网上一个个闪烁的博客人头像，小孟就有了想法，发个帖子，

看看大家在新年到来时都有什么梦想。从大家的回复中可以看出，有的是三言

两语，有的洋洋洒洒写成了千字文，有的希望老人健康长寿、儿女事业有成，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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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庄稼长得好、外出打工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有的盼着自家的民生问题早日得

到圆满解决……习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梦，咱们每个人的梦想都实

现了，每个人都幸福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也就实现了。

在这里，小孟祝每位朋友梦想成真。

[ 网友群聊 ]

圆　梦

□叶树林 ( 邯郸市大名县吴未城村 )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高考落榜，回家务农，可对读书写作的爱好丝毫不

减，劳动之余，依然读书不断，练笔不停，不时将自己写的小稿投往报社，满心期

望着自己的文字能够变成铅字。可残酷的现实没我想像得那么美好，一次次投

稿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加之窘迫的生活压力，充满激情的梦想终被现实生活撞得

体无完肤，曾经的理想追求在我疲惫的脑海里渐行渐远。

2008 年冬季，一个雪后的日子，偶然碰到了乡邮员，因为我知道养猪的妹夫

订着《河北农民报》，就向邮递员要了两期报纸。报上的一篇篇文章鲜活生动，

充满泥土气息，贴近农民生活，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看得如醉如痴。当时的感

觉真就像那冬日暖阳，我那冷冻的心渐渐被融化，感觉着生活又充满了新的希

望。

邮递员再一次送报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订了《河北农民报》。每逢邮递

员送报的日子，我的心里总是充满着期待。在与农民报接触的过程中，我的生活

越来越充实丰满，她不仅帮助我解决了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还渐渐激发了

我写作的欲望，让我沉寂心底将近 30 年的写作梦想复活，我又一次拿起了早已

生疏的纸和笔。2009 年 6 月 25 日，我的一篇小稿经刘英老师精心修改第一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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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咱报刊登，让我欣喜若狂，更是点燃了我的写作激情。从此我的“豆腐块”文

章时常见诸报端。

2012 年底，我在农民互联网成功注册博客，与农民互联网的亲密接触，更是

让我的写作之路如鱼得水。2013 年，我的一篇篇拙作承蒙编辑老师不弃，共有

六十余篇被采用。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有我的努力，但也同样蕴含着编辑老师

的心血。今后，我将会更加勤奋，竭心尽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写作水平，拿

出更好的作品，回报读者朋友的厚爱，回报编辑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河北农民报让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农民有了奔头，农民互联网让我的人生更

加精彩。

[ 三言两语 ]

△张淑玲 ( 涞水县 ) ：我的新年梦想就是，老公不要像去年那么累，钱多钱少

够花就好。儿子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全家平平安安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梦想，

如果我真的有钱了，就在村子里办一个养老院或洗浴中心。

△李向红 ( 柏乡县 ) ：新年，向我的 16 年党龄献礼。到 2014 年，我的党龄已

经 16 年，作为党的队伍的一成员，我很幸福，也很自豪，很感慨，也很激动。此时，

我心里涌现出一个温暖的梦想，我要从我的工资中拿出二三百元作为特别党费，

从我们当地学校寻找一名和我党龄同岁的贫困学生。我知道，16 岁的学生肯定

是中学生了，也许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那可是咱们党的后备军呀。我想

和他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经济上奉献点微薄的力量，思想上促进他早日成熟，

助他早日成为党旗下的一名新突击手。

△李建民 ( 深州市 ) ：昨天（2013 年 12 月 31 日——编者注）参加了河北电

台阳光热线节目，反映我村龙治河上的桥该修了，这事也刚刚在咱农民互联网和

咱农民报发表。还好，在省厅领导的关注下，今天，市水务局的领导到我们村去

调查了。尽管今天是元旦，人们都在休息，国家的公务人员还要帮我们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老百姓还是有希望的。希望我们村的桥能尽快重修好，这是我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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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梦想。

△王金良 ( 玉田县 ) ：新年第一天是个晴天。早晨，我把自家的朝天椒运到

了销售场地，收购商给了 6 元 / 斤的价格，我看了看收购记录，居然还是最高价。

新的一年新的一天，开局就有好兆头，我想新一年我将有个新气象。

△刘不平 ( 河南 ) ：农博的朋友为证，从今天开始，不再和邻村那个相好的女

人联系，一心一意跟老婆过日子。第一个梦想是出去打工，年底买一辆面包车，

明年过年时拉上老婆孩子去拜年走亲戚。另外希望中央能惩治一批贪官污吏，

开展全民反贪腐运动。

△刘兴旺 ( 山西 ) ：我的梦想是 ：全国人民不管城里的乡下的，都有最低生

活保障。60 岁以后，每个人每月都能有一千几百元钱，就能生存和生活了。希

望国家能考虑考虑 ：农民的土地，60 岁后可以再交给国家，国家负责养老。

△杨秋林 ( 卢龙县 ) ：希望女儿学业有成，儿子工作稳定，生活越来越好，与

妻携手到老。

△庄稼 ( 山东 ) ：希望孩子今年能考上重点高中。

△徐春花 ( 南宫市 ) ：我的第一梦想是让我的二儿子快结婚，这样就完成了

我一生的任务。我们多半生的心血都为儿子盖房结婚而献出了，经济上还得从

新的起点开始，为了美好的生活，再搏一搏。

△大漠孤烟 ( 赞皇县 ) ：我的新年第一梦想是找到新的工作，能多上农民互

联网，在报纸上发表 3 篇以上作品。

△雪之魂 ( 馆陶县 ) ：在今天这个欢快的日子里，迎着温暖的阳光，我心里信

心满满，我要为明年的新工作努力，做到坚持，做到创新。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

康茁壮地成长，父母的身体健健康康，老公的工作平安顺利，崭新的希望插上理

想的翅膀，让梦想飞得更高、更稳。

△盖元方 ( 平山县 ) ：2014 年我的梦想是 ：在土地确权时包括我爱人在内的

那群“黑人”不再黑。因为，如果在此时再无法得到应有的土地的话，恐怕今生

就成了“黑人”。“黑人”是指 1983 年分地在娘家，在二次承包时将户口迁移婆家。

结果娘家把地收了，婆家也没分上地，成了真正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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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情 ( 辛集市 ) ：新年的梦想是我有理想的工作，有时间和朋友聚会，有

时间写博客。

△董青军 ( 永年县 ) ：今年是马年，恰恰儿子属马，属马的儿子天生一副马的

性格，做事雷利风行，办事果断，有时在看待问题上少不了和我“干上一仗”，让

我生气。尽管这样，我还是希望他今年能够结婚成家，找到知音。

△王瑞国 ( 广宗县 ) ：我的梦想，建一个百果园。春暖地融的时候栽上果树，

在树的行间种上西瓜。3 年后可以圆梦，实现春观花、夏吃瓜、秋收果。

△邯郸人 ( 涉县 ) ：我的愿望是加强基层治安管理，把我国建设成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的习李盛世。

△多凤书 ( 平山县 ) ：我的梦想是身体健健康康、全家平平安安、事业顺顺利

利、经济快快增长。有项目、有发展、有收获！

△王金海 ( 大名县 ) ：我的第一梦想是成为百万富翁，然后，请农民互联网和

河北农民报的兄弟姊妹聚一聚。

△陈鑫 ( 泊头市 ) ：站在 2014 年的起跑线上，我许下了心愿 ：愿我们装满梦

想，迈开步伐，冲向我们的人生目标，让我们活得更加辉煌，我的家人、我爱的、爱

我的农博兄弟姐妹们一生平安健康。

△刘文英 ( 饶阳县 ) ：11 年的坚守，60 万元的投入，对于农民互联网这个公

益网站来说，坚持下来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坚强。2014 年的梦想，我将继

续和网友老师们一起为农博增砖添瓦，使我们的家园更加和谐、美好、壮大。

△史继锡 ( 肥乡县 ) ：我愿意做大地的使者，给大地母亲治疗创伤，给子孙后

代留下一个洁净的地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青山绿、天蔚蓝，空气不再有污染，让

天下农民共同增收富裕，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努力工作。

△杨宗瑞 ( 易县 ) ：在新的一年里，努力为社会做些好事、善事。

△程玉林 ( 顺平县 ) ：在农网大家园里，我通过几年笔耕，收获了累累硕果。

尤其是在这银蛇起舞的 2013 年里，在咱农民报发表大小文章 70 余篇，确实使我

感到无比的自豪。在新的一年里，我的第一梦想就是，乘着和煦的春风，借着温

柔的春雨，在农民互联网这个大花坛上，播撒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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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生海 ( 平山县 ) ：元旦天不亮我就起床了，一直趴在电脑桌上聚精会神

写农民互联网日志，谁知到了 8 点没有熄灯。我孙女为了不影响和分散我的注

意力，悄悄进屋给我拉灭了灯，随后给我拉开了窗帘，透进了阳光。我孙女今年

8 岁，从小爱劳动、爱学习、爱节俭，是个非常懂话的孩子。虽然关灯、拉开窗帘

是一件不值得提的小事，却能体现出她的美德，为国节约每一度电，连我这个老

人都感动了。踏上 2014 年春天的列车，践行的第一步 ：德行天下，良心做人，实

现中国梦想！

△春风秋水 ( 易县 ) ：我新年的第一个梦想 ：2010 年我为村集体硬化街道垫

付资金 40 余万元，至今无着落，希望今年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偿还我的血汗

钱，让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村官滚下台去。

△徐贵吉 ( 玉田县 ) ：新年第一个梦想 ：外灭倭寇，内肃贪腐。第二个梦想 ：

在新的一年里咱农博网络畅通，因为她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除去农博，我绝对

没注册其他网络。希望有爱心的企业资助一下咱们的公益网站。

△王君 ( 滦南县 ) ：农网伴随特色兴，遗石牵手诸友朋。僻乡续做东篱客，奉

献余热为文明！

△赵爱芹 ( 隆尧县 ) ：希望父母亲、婆婆以及所有的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常淑贞 ( 景县 ) ：我的梦想是，在新的一年里，把我的秧歌队组织得更好，

加入我们队伍的人员越来越多，健康第一，快乐第二。再就是我那步入大龄的儿

子该有他自己的小窝了，呵呵，毕竟 27 啦。

△田安生 ( 易县 ) ：在新的一年里，祝老妈妈健康长寿，我再得一个大胖孙

子，易县报友俱乐部更上一层楼。

△张占星 ( 丰宁县 ) ：2014 年的元旦，你不是清零后重新开局，你是在 2013

的基础上诞生，只是一次交接换岗、接力棒继续传承。我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

人中定有我 ；我心中又装着祖国，我心中也必有他人。我的梦，就在千千万万个

人民梦里面！从大处讲 ：是强国梦、民族振兴梦！具体讲 ：就是家庭、个人的幸

福、健康……万事如意梦！这也是我的新年第一梦想，我把它写在农博里，作为

我新的一年、新的一章的扉页。因为我相信有梦，人生才会更精彩 ；有梦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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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更豪迈 ；有梦的国家、有梦的民族，才大有希望开创未来！所以我们在 2014

年的起跑线上，就要只争朝夕，焕发龙马精神，继续奋斗，满怀豪情地迎接又一个

春天！

（原载 2014 年 2 月 25 日《河北农民报·说话》）

话题网址 http ：//www.nongmin.com.cn/space/ ？ 6/log/19188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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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说咱村儿的变化

[“燕”之由理 ]

过大年　说变化

小孟回村里过年，发现村貌变了、民风变了、生活习惯变了、出行方式变了、

居住条件变了……但还有一些是不变的，那就是浓浓的乡情和老孟家传统的美

德。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是好是歹要辩证地说。好多网

友提到，村里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小汽车多了，坐汽车出行不受风吹雨淋，舒服便

捷，好处人人知道。然而，从去年开始小孟就发现，大年初二串亲戚拜年，好多乡

间的交通要道出现堵塞现象，不得不绕道而行。这其中除了车辆忒多、乡间公路

和街道较窄的原因，还有一些村民公德意识较差的因素。每逢年节，走亲访友的

人总要购买一些礼品，而靠近公路的门店，生怕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争相把一箱

箱礼品摆到公路上，不影响交通才怪。

“你们村儿里哪些变化了，哪些没有变化？哪些该变化，哪些又不该变化？”

小孟在农民互联网发出讨论帖，网友们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咱们就一起瞧瞧大

家说些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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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群聊 ]

歌声代替鞭炮声

□董青军 ( 邯郸市永年县大北汪镇西邀漳村 )

今年村里从除夕到现在我明显感觉到，大街上唱歌的多了，鞭炮声少了。村

主任李明文自己掏钱组建了“女子太极表演队”，春节期间，每天早晨她们都在

村里的大街上进行太极表演，自己健身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张华女士

是一个村医，每到晚上，她就带领年轻的女士们在大街上架起麦克风，吸引了许

多妇女前来一展歌喉，被村里人称作“咱们的春晚”。据笔者调查，村里的鞭炮

销售点比去年少卖了三分之一的货，就拿我自己来说，去年买了 9 包鞭炮，今年

买了7包，只花了20元，大街上的纸屑污染明显少了很多。其他方面改变也不小，

房子新了，大街上停放的轿车也排起了长龙。唯一不变的，是乡亲们互相上门磕

头拜年的浓浓乡情。

乡村巨变　喜忧参半

□王君 ( 唐山市滦南县方各庄镇高各庄村 )

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活水平提高，衣食住行确实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衣服不论大人小孩每人四季都有多套，永远告别了 17.3

尺布票，就连月子中的婴儿也生活新潮。在吃上，过去人们为无粮下炊犯愁，现

在是鸡鱼肉蛋粮菜充裕，人们为做饭花样犯难。住的，现在最差的也是砖木结构

房子，早已消失了一院多户的鸽子窝。因为在农村年满 16 周岁就批房基地 3 间。

更为时髦的是，农村人口多向城市涌动，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村人进城住楼已成时

尚。行上，水泥路、柏油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机动车取代了原始的畜力和自行

车，人们到田间劳作不论远近，甚至几十米也用电动车代步。每家每户都有车辆，

少的一辆，多的三四辆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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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的是环境恶化、道德滑坡。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村里远眺几十

公里外的岩山、昌黎山清清楚楚，村旁的小河及坑塘四季水清，且多有鱼虾鸟蟹，

而如今环境污染到鱼虾鸟蟹绝迹。因为村里养殖狐貉鸡羊狗的不计其数，仅每

年生猪常规存栏都保持在近两万头，严重造成河流坑塘污水横流、病死畜禽到处

可见。1800 余口人的村庄人与畜禽同居，夏季味不可闻。过去讲民风淳朴，讲

尊老爱幼，亲友邻里和睦相处相互照应，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虽然贫

穷但基本路不拾遗，一人有难众人帮，中华是处有雷锋。而现在传统美德丢失，

人们一切向钱看。过去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现在是一做媳妇就是婆。过去的

传承是子敬父，现在颠倒为父孝子 ( 不论城乡实在是一个啃老的时代 )。过去未

婚同房是一大忌，现在交了朋友就上床、怀着孩子步婚堂已不新鲜。昨天就连我

10 岁的小孙子都汇报讲 ：一女同学托其做媒，说另一个男同学好，欲交朋友……

最可恨的是盗贼风起民心不安，甚至明抢的事件在农村也时有发生。

实话乡风掏心底，也做杞人寄世语。喜忧参半说变化，期盼华夏多华西！

过年五多

□张占星 (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总校朱首营学校 )

活多 ：过年活计最多，主要还都往年前赶。除了媳妇一天不闲地在家里扫

除、洗涮、采购、做吃的……丈夫也在春运大军迁徙中，不知疲惫地往回赶，直到

回家后杀猪、宰鸡、做豆腐……夫妇俩齐心协力才将家里年前的活儿干完。

客多 ：过年客人多本该是常理，利用过年这几天闲暇走亲戚串朋友，可是现

在自家的孩子也成了“客人”。小学、初高中甚至大学的孩子，放假了都闲在家，

不但不帮父母干活，吃饭还挑三拣四地不好好吃，整天不离电脑、手机上网游戏，

晚上熬夜，早上不起床。爹妈管不了，有的干脆就不管他们了，就像伺候“客人”

一样，直到再把他们打发开学算了。

桌多 ：酒桌多，牌桌多，钱就花得多。特别不能自制的人，酒喝过了，还要玩

牌，赌两把试试手气，谁知就这两天放松放松，可一不留神自己的钱袋子就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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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炮多 ：农村有钱了，买的鞭炮特多，而大部分家庭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大的礼花弹、双响炮等，崩到上面都容易使玻璃管爆裂。另外农村的柴草多，一

冬又没有雪，也极易引发火灾。

病多 ：除了头疼脑热通常的病不可避免，还出现了过年的病，多数是富贵

病，放纵和欢乐过度。好吃的不断、请客连连，大都是吃出来的胃胀胃痛、喝酒过

量 ( 酒精超标、醉驾 )、睡眠不足，还有昼夜打牌、游戏、看电视，逛庙会、花会……

这必然导致吃不好、睡不好、喝不好，从而引起上火、感冒、受风等。

因此，在农村变化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要克服掉随之而来的不良习

惯，这样我们的烦恼就会少一些，快乐就会多一些。

生活好了　人情淡了

□周士刚 ( 廊坊市固安县宫村镇万全种业 )

今年过年时我发现，虽然我们的村貌变了，生活条件好了，出行方便了，然而

村风变了，村民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亲热了，不像以前那样交往了，也不相互串

门拜年了。钱是越挣越多，礼是越来越重，不光乡亲们的感情越来越淡，有些家

庭兄弟情感也越来越薄，不赡养老人的人增多。年轻人相互攀比，不能脚踏实地

干事。民风不如从前淳朴了，原先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左邻右舍帮忙，现在帮忙

的人少了，无论办什么事都要花钱雇人。老乡亲谁也觉得用不着谁了，关系越来

越疏远。

现在看来，农村虽然在物质方面变化不少，但许多传统美德也丢了不少。首

先一家有难众人帮的理念越来越模糊，春节期间通过了解，大多数村民都抱着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处处为自己着想，只要自己合适，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

受。在我们村，看书、看报的人少，赌博和无所事事的人多。农村的发展应该还

是人的发展，物质生活再好，如果思想观念、行为意识落后，还是不能促进和谐稳

定。有关部门不应只注重农民的物质需求，还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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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要只看谁家的房子有多好，谁的生活有多奢华，只有农民素质提高了，我们

全民族的素质才能提高。

年年过年　年年变化

□赵旭东 ( 石家庄市深泽县马里办事处后马里村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年的气氛也悄然地改变着。年前，40 岁以上

的人们还是喜欢买许多年货，备下很多肉啊鱼呀等等食品，而年轻点的人只购买

很少年货，因为一个村里开着好几家超市，想吃什么随时都能去买。

前些年，到了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路上基本看不到车，一下子失去了往日

车水马龙的热闹，很是宁静。现在不行了，很多年轻人住在县城，父母在乡下，除

夕夜回到村里，吃了团圆饭再回城里，第二天早晨很早再开车回村里。我们这里

有年初一上午上坟的习俗，一大家子里所有男的都要去上坟。在村里随便走走，

看到很多人家的门前停着小车，这都是住在城里的年轻人回来了。

走亲戚拜年，过去人们都在家里招待客人，现在嫌麻烦都去饭店了。在饭店

订上一桌酒宴，三百元左右就能下来，吃得好，既省事，又实惠。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现在醉酒的人少了。以前走亲访友，那是不醉不归。现

在路上车多，主人不狠劲劝酒了，客人也不拼命喝了，往往是象征性地喝点儿，之

后以饮料为主。

今年拜年不磕头

□刘雅林 ( 衡水市饶阳县里满乡郭村 )

我曾经写过一篇批判拜年磕头的文章，还遭到了有些人的不解，认为封建老

礼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今年在村干部的倡议下，我村就取消了拜年磕头这一传

统礼节，受到了广大村民的一致响应。俗话说，众人的要求是一致的，这充分证

明过年磕头是封建陋习，是要不得的。封建社会讲究三拜九叩，但是也没有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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