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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扇轻摇的夏天
天津 陈虹

难忘童年的双抢时节 ■ 咸宁 吴长海

变码记
■ 合肥 李云斌

暑假前和孙子约定去看海，进入七月中

旬，儿子做好攻略，选定福建某岛屿，合肥出

发，四个多小时动车直达。准备七月十五日出

发，网上预订车票，预订好临海的酒店，十八日

返回，一切均按计划进行，整装静候出发。十

四日下午登录目的地网站，当地发现新冠肺炎

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岛屿上几个小区变为风

控区域。为避免进入疫区给自己和居住地带

来风险，儿子果断取消预订的车票和酒店，终

止行程，庆幸发现及时，躲过一劫。

十九日上午，我们分别收到市防疫指挥

部发来的信息：“经大数据排查，你近14天内

有过疫情重点关注地区旅居史，请你不要外

出，不乘坐公交地铁，不到人员密集场所，并

立即向市防疫办或所在社区（村）和单位或所

住宾馆报备，按要求落实核酸检测等健康管

理措施。”我一头雾水，一直没有离开居住地，

十六日刚参加核酸普查，结果呈阴性，以为防

疫办发错信息。正在怀疑大数据排查的结

果，又接到街道防疫办电话核实个人信息，对

方客气地询问：“请问你最近外出了吗？”如实

回答已很长时间没有离开过居住地，防疫办

工作人员满意地回答：“好，谢谢你配合”。至

此终于明白是没能成行的旅游惹的祸，我以

为说明情况，没有给其他人带去风险，一切自

然平安无事。

二十日中午再次接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安康码提醒：“你好，你的安康码状态已从绿码

变为黄码，原因是你属于可能暴露的重点人

群，请你及时与所在社区联系，自觉配合执行

疫情防控政策，尽量不要外出，确需外出请规

范佩戴口罩。你可通过安康码亮码界面我要

申诉功能，上传3天内2次（间隔24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申请转码。经所属区域安康码

后台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即可转为绿码。”旋即

点开安康码，果然由绿变黄，顿感事情不像想

象的简单。三天两检并不可怕，没去过高风险

地区，查看16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关键三

天内背负黄码，只能宅家，所有公共场所都不

能涉足，将给全家人生活带来不便。

立即拨打市防疫指挥部电话申诉，工作

人员核对个人信息，听到我急促不安的话语，

安慰我不要急，三天两检为阴性即刻可转绿

码。我反复说明自己没有外出，大数据既然

能筛查出我去高风险地区旅游，也应能筛查

出我实际未能成行，工作人员再次耐心核对

信息，告诉会把情况转给居住地街道防疫办，

由他们进一步核实后处理，要求我保持电话

畅通，也可自己点开安康码按照提示申诉。

挂断电话，打开安康码，点击“我要申诉”栏

目，按照提示步骤，填写完信息，截屏十六日

做核酸检测的结果和行程码并上传。大约十

分钟左右接到街道防疫办电话，核实信息确

认后同样安慰我别急，后台会及时处理。又

过约二十分钟，打开安康码，欣慰的是已恢复

绿码，再次接到街道防疫办电话，询问是否看

到处理结果，我连连道谢。二十一日下午又

接到市防疫指挥部发来信息，询问对办理结

果是否满意。一场虚惊，让我感受到现代信

息的快捷，感受到各级防疫工作人员的认真

负责。

过了夏至，母亲就早早地把她那把旧蒲扇找出来，

蒲扇放在一个塑料袋中收纳，母亲用清水洗过蒲扇，放

在院子里的阴凉处风干。晒好后的蒲扇带着麦秸的芳

香，又有清凉的水意。母亲拿起蒲扇，一下一下地摇动

着，有凉凉的风轻轻袭来。我嗔怪母亲说：“您怎么还用

蒲扇呀？这家里有空调，有电风扇，哪个不比您扇扇子

轻快。”母亲笑了：“空调太冷，电扇风硬，这哪有用蒲扇

方便呀？”我还想开导母亲几句，母亲斜了我一眼：“你们

小时候的夏天，不就是摇着蒲扇过来的吗？”我竟一时语

塞,无法反驳。

蒲扇是用蒲葵叶制作的，有的地方叫芭蕉扇，取材

于自然，朴实、平凡，然而，它就像有魔法，就那么轻轻一

摇，摇来了妙趣横生的童年，摇来了恬淡悠然的生活，也

摇走了年华如水的光阴。蒲扇价格便宜经济实用，一把

只要三五毛钱，从前，每户人家都有好几把蒲扇。新蒲

扇买来后，母亲会用碎布条一针一线将扇边缝起来，这

样即美观，又让扇子结实耐用。

每个夏天,蒲扇都与母亲如影随形。做饭时,母亲

要用蒲扇去扇旺灶膛里的炉火；下田劳动时,母亲要用

蒲扇遮住耀眼的阳光；午后在葡萄藤下打盹,母亲就慢

悠悠地摇着蒲扇，在蝉鸣中浅浅睡着；遇到哪个孩子淘

气惹祸了，母亲一扬手，蒲扇啪地一声落在孩子的屁股

上，把孩子吓得一激灵，向母亲保证以后不再淘气。蒲

扇打人那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吓唬孩子而已。到了晚

上，父亲就在院子里搭上凉床，铺上凉席，我和姐姐躺在

上面，一边数星星，一边听母亲讲故事。母亲坐在竹椅

上，手里的蒲扇轻轻摇动，既赶走了蚊虫，又送来了清

凉。那时的夜晚，天空中繁星点点，明月皎洁，身边有虫

鸣悠扬，蛙声阵阵。

我们缠着母亲给我们讲故事，母亲没有多少文化，

可各种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却是信手拈来。月光下，母

亲讲夸父逐日的故事，讲嫦娥奔月的故事，也讲吴刚伐

桂的故事。年复一年，吴刚总是砍不断那棵月桂树，年

幼的我们，也期待着八月十六那天，那从月亮上掉落的

一片树叶，会落入谁家？会落入我家吗？那样，我家就

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了。

每个夏夜，在蝉鸣蛙鼓的伴奏下，在母亲讲的故事

中,我总是很快就酣然入梦，睡意蒙眬中还能感觉到母

亲一下一下节奏舒缓地摇着蒲扇，凉风习习，清爽惬

意。醒来时，已在屋里的木床上,我是怎么被母亲抱进

屋的,一点也不知道。

“扇子扇凉风,扇夏不扇冬。有人问我借,要过八月

中。”眼前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她手中轻摇着蒲扇，说

着蒲扇的俗语，话语中似乎都是对往日的怀念。现在回

想童年时的夏天,应该也很燥热,但留在我记忆深处的,

只有蒲扇摇来的清凉，和无数夏夜与母亲乘凉的画面。

从前的漫漫长夏，蒲扇轻摇，那悠然扇底风,在这个夏天

又缭绕在我心上，似乎我还是稚嫩懵懂的孩童，母亲也

容颜未老，青丝依旧。

每到农历六月底，就是农村最繁忙的“双抢”时节。

所谓“双抢”，就是抢割早稻和抢插晚稻。四五十年前的

农村，种田都是依靠人工早晚连作，早稻收割后接着插

晚稻。所有的男女劳力都在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没日没夜拼了命挣工分。那时工分就是命根子，一个农

村家庭，如果没有劳力，缺了工分，那过日子的艰难程度

是无法想象的。一般孩子多的家庭，劳动力少而吃口很

多，不但年底要超支，平时也会饱受白眼。由于没有工

分，只好忍气吞声。

到了后来，每逢到了“双抢”的时候，生产队怕早稻

抢收慢了耽误晚稻抢插，就采取割谷插田承包的方式。

这样每家每户都可以发挥在家里度暑假的中小学生的

作用，让他们帮助大人插田或者割谷，最大程度地为家

里多挣工分。这样既让学生们得到了锻炼，逐步养成爱

劳动的习惯，也能为家里增加一些收入。两全其美，何

乐而不为呢？

我家有八口人。我是家里的长子，手下有两个弟

弟两个妹妹。家里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属于

家大口阔的家庭，也是大超支户。每年年底，总是要求

爷爷告奶奶地找那些进钱户说好话，让他们给家里抵

一部分欠账，到第二年再慢慢还钱。不然，就不能将过

年时的口粮分回家。那时我们村里有个金爷，由于人

口少劳力多，每年都进钱，他总是很愿意帮忙，到现在

我还很感激他。

“双抢”最难的是抢割，也是农民最劳累的时候。早

晨四点钟天还没亮就起床，一丘田（两亩到三亩）的稻谷

割完后，一般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捆谷，中午由于

天太热温度太高都在家里休息。但那时正是经常“走

暴”的季节，本来明明是大太阳天气，一会儿就乌云突变

下起暴雨来，让人防不胜防。每逢这个时候，父亲一声

令下，我们就全家出动。我和两个弟弟光着上身往外

冲，父母拿起冲担和草要就往田里跑。有时正在吃饭的

人看到天气变了，也要立马丢掉饭碗。我们三兄弟跑到

田里就开始合谷，等父母来了就可以捆谷了，要争取在

大雨来临之前将割掉的稻谷捆完，捆完的稻谷放在田埂

上就不要紧了。不然，稻谷被大雨冲了，造成的损失是

难以挽回的。

“双抢”最辛苦的是晚稻抢插。我们一家人每天都

要插两亩多田，可以挣五六十个工分。这中间，也有我

们三兄弟的很大功劳。父母每天早晨三点多钟就起床，

悄悄搬起秧马就去田里扯秧了。等到早晨七八点时，两

亩多田的秧头就差不多准备好了。吃了奶奶做好的早

饭后，我们三兄弟就跟父母一起从家里出发，来到了早

就整理好的那个三斗丘里，不问青红皂白，下田就拼命

插起田来。我们三兄弟都是插田高手，插田速度很快。

特别是二弟最厉害，一会儿就到我们后面去了（插田是

向后移动，越在后面的人越厉害），我们怎么也赶不上

他。有一次，公社团委组织插田比赛，十二岁的二弟作

为选手参加了，居然在四十多个选手中得了第一名，这

让二弟名声大振。一时间，好多人都知道我们湾有一个

很会插田的小男孩。

插晚稻也是很辛苦的，一般来说，晚稻都要赶在

“八·一”前插完，当时叫做不插“八·一”秧，只有少数是

在立秋才插完的。因为这时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时

候，田里的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双脚泡在水里，滚烫滚烫

的，让人十分难受。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肉嫩，热水能

将我们的小腿泡得通红通红的呢！

“双抢”是农民一年中最最辛苦的时候，也是每个家

庭挣工分最多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这些放暑假的孩子

最开心的时候。我想，我们跟着父母一起，就是再苦再

累，只要是能够为家里挣工分，想想年终分口粮时也有

自己的一份功劳，心里也是甜滋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