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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春天总来得晚，去得迟。四月底，
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泉子村，依然微凉，桃花
正开。

一进村子，便是一大间宽敞明亮的大屋，
村党支部书记吴圣霞在门口迎接。这位51岁的
女支书，身材瘦小，短发显得干练而文静。

“这里将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电商平台，作
为游客接待中心，介绍村里的旅游资源和特
色，还能作为便民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一个
买卖的场所。”吴圣霞介绍道。“旅游”和
“为民”也成了吴圣霞这几年工作的两大主
题，相互牵引着泉子村迈向美好生活……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在电商平台大屋后面，是村委会办公室，
办公室再往后便是吴圣霞结婚时的婚房。这座
传了好几代人的石头房，如今修葺一新，成为
农家乐小院。

1988年，吴圣霞嫁到泉子村，与兵哥哥周
和忠喜结连理。“那时候图老周人好，当时他
在北京当兵。我从小心就野，没大见过世面，
想先嫁到北京。本来领导给他承诺能留在部
队，可正赶上裁军，他之后回到这个小山
村。”结婚多年，吴圣霞一直按鲁中习俗，喊
自己丈夫时，在他的姓氏前加一个“老”字。

山沟沟里的日子不好过。“守着薄田，烧
柴草，住石头房，有女不嫁泉子庄”，曾是当
时泉子村的写照。靠天吃饭的几片薄地与山坡
上几亩杏林，并未让新婚的小夫妻过得富裕一
些。结婚头一年，夫妻俩曾为拿不出2块钱电费
而愁眉不展。

艰辛一直在锻造着吴圣霞。“现在我给俺
儿说：‘你要想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看
我就知道了。’我儿就说：‘你脸皮也太厚
了，一点也不谦虚。’”看似玩笑话，却实实
在在地映照着吴圣霞的人生轨迹。

过苦日子，在吴圣霞看来，似乎是家常便
饭。“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一点也不假。苦难
造就了坚强。我十岁时父亲去世了，他才三十
七岁，我都不大记得他长啥样，模模糊糊记得
他身体很单薄。我作为家里老大，要帮着母亲
照顾两个弟弟。从小就知道啥是责任，啥叫担
当。”

那时，因家里缺粮，眼看着三个孩子饿得
骨瘦如柴，母亲带着吴圣霞姐弟三人跑到小麦
地里，把尚未成熟的小麦粒割下来回家煮着
吃。“母亲舍不得吃，看着我们吃。她又高
兴，又难过。”吴圣霞动情地说。

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母亲硬是咬牙坚持
供吴圣霞上完高中。“那时候太苦了，早晨要
推碾、推磨，下午拾柴火。上学要走山路，拿
着冷煎饼，冬天中午吃的时候就上冻了。连书
包都没买上，用一毛二的网兜提着书。”吴圣
霞用博山话讲道。

初中时期的吴圣霞学习成绩优异，还有自
己的爱好——— 画画。那时家里的家具、墙壁上
贴满了她画的竹子、人物。尤其是古装人物
像，她画得惟妙惟肖。因家庭条件有限，高中
毕业后，17岁的她到乡里灯具厂上班。

在灯具厂上班时，吴圣霞在休息时间，雇
人回家拉土、石灰，翻盖自家房子。“直到现
在，我看电视剧里有感人场面，那泪呼呼流。
可一遇到困难，想让我掉泪，一滴也掉不下
来。我说是从小受苦太多，磨练出来了。”

嫁到泉子村后，日子苦中有乐，小两口齐
心过日子。“有孩子之后，我没法出去打工，
就在家养蚕，老周在建筑队干活。每天早起，
他炸油条、做早点，骑着自行车，围着附近的
村子叫卖。老周很会疼人，人很好，心眼也很
好。之前在部队食堂干了五年，会做一手好
饭，博山菜、水饺、馒头、蛋糕都行。家务活
也全包了。”

与绿色有缘分

亲情，一直是吴圣霞前进的动力。“结婚
后第二年，我大弟弟去蓬莱当兵。我和老周把
家里所有的积蓄凑给他，全是零钱，一共49块
钱。怕我弟弟不要，就买了个日记本，封皮上
写着鼓励他的话，悄悄把钱夹在里面。在火车
站送他，那是他第一次离家外出，好不容易在
清一色军装的新兵队伍里找到他。”想起旧时
场景，吴圣霞历历在目。

在外当兵的大弟弟，劝姐姐一家走出山
村。“那时候，我就和老周到蓬莱打工。我现
在还清楚地记得，老周在石棉瓦搭起的敞篷里
炸油条的场景：夜里两点多起来和面，冬天的
雪花，刮到油锅里，噼里啪啦响。”

1995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付不起
高额的借读费，这个小家又回到泉子村。“1998
年，老周开始当村支书。我一直在外面跑，作过销
售、卖过保险。”多年的摸爬滚打，让吴圣霞对世
事人情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丈夫在泉子村的工作，吴圣霞也十分挂
念。“有时候帮他争取些项目。那个年代，个人的
日子不好过，村集体的日子更不好过。村里没有
一点经济收入。村里一旦有项目需要投资，一分
钱都拿不出。老周愁得不行，修路、铺桥、通自来
水都得出去化缘，有时候自己垫钱。”

直到2004年，吴圣霞迎来命运的转机。在
博山南部，群山的褶皱里，孕育着大量的山珍
产品，如核桃、杏仁、板栗、野蘑菇、山鸡
蛋，以及黑木耳、黑玉米、黑土豆、黑小米等
绿色食品，数不胜数。

“2004年有一次我去赶集，我们村一个大
爷背着核桃、杏仁、杂粮去集上卖，没卖掉就
再背回家。”吴圣霞说，“这么好的山货卖不
出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路途遥远，而且山路
不好走，货源和市场间连接不起来。如果在这
方面做文章，肯定能赚钱。”

有超前意识的吴圣霞寻思，为何不把这些
产品组织起来卖到城里？这样既满足了城里人
对有机食品的需求，又能帮助老百姓增加收
入。她决心做个牵线搭桥人。说干就干，很快
她就在镇上租下一个小门头。

吴圣霞说，自己的创业路，像蜗牛一样一
步步爬。“我小弟弟那年刚就业，一个月工资
1100多元。他用工资抵押，每月扣一千，给我
贷出来三万块钱，这是我的起步资金。那时他
才结婚，我弟媳妇也是很付出的那种人，家里
钱花在哪，从来不问。他一月扣一千工资，连
着三年，每个月只能往家拿回一百块钱。”

“当时我给门头起名字费了很长时间，本
身生长在这个地方，山好、水好，感觉和这个
绿 色 比 较 有缘分 ， 就 起 了 名 字 叫 ‘ 绿之
缘’。”吴圣霞说。于是，“绿之缘”山珍应
运而生，2004年登记注册，成了池上山珍的代
言人。

从三万块钱起步，能吃苦的吴圣霞，坐着
公共汽车，提着样品，到各个单位推销，年营
业额从几十万元攀升至数百万元。

让父老乡亲过得好一点

自己的小家富裕了，吴圣霞仍想着村里的
乡亲们。自从“绿之缘”有了收入，吴圣霞毫
不犹豫地把钱交给丈夫打理。

就在“绿之缘”越做越红火的时候，老周
被查出来患有尿毒症。“我们都不知道他得病
了，只是看他脸黑，人瘦了。他忙着出去跑资
金，弄水泥，盯着修路。2012年，他跟我说，
明年春上修庙后的路。2 0 1 3年，来了扶贫项
目，包村的工作组还没跟他接上头，他就走
了。这一晃就是四年。”与周和忠一起搭班子
工作的村委成员法夏美，一想起周书记的坚
持，眼泪滴滴答答直掉。

“尿毒症是慢性病，谁也没想到这么快，
他自己也没任何心理准备。”吴圣霞眼圈也湿
润了。2013年初，在北京治疗后，周和忠回到
淄博透析。“那天早晨起来，他早饭吃得不

少。坐在那正常聊天，他和我说，夜里梦见他
老母亲，抱住他说杠想他。不知道他想站起来
做啥，就溜在地上了。”

从发现症状，到急救担架赶来，不到五分
钟时间，周和忠昏迷不醒，临走也未给家人留
一句嘱咐的话。吴圣霞的天塌了，那个春天是
灰暗的。丈夫出殡那天，花圈摆满了窄窄的巷
道，村里父老乡亲，不论年纪还是性别，有的
抹眼泪，有的呜呜跪地痛哭。

想不到的是，一位老人当天就对吴圣霞
说：“闺女，村子不可一日无主啊。你出钱出
力，那么支持咱村建设，还是你来接周书记的
班吧！”又过了几天，一位老大爷颤巍巍到池
上镇，找到她说：“闺女啊，咱泉子村刚刚有
点盼头，你可不能扔下老少爷们不管啊。”

吴圣霞心里五味杂陈。丈夫离世，让她一
度跌入人生低谷。看到吴圣霞迟迟不表态，村
民又自发组织起来，联名上镇政府推荐她。老
百姓看到沉浸在伤痛中的吴圣霞，不忍心让她
回村，可泉子村也塌了天。

“老周不在了，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可
一到村里，老少爷们很亲，就觉得这就是那
家。他们对我好，有感情。”触景生情，吴圣
霞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老少爷们在堰上
呜呜哭老周的场景。

“原来时候，一包干劲想挣钱。从老周没
了，对生命看明白了，大彻大悟。钱、房子，
一点都不重要，人最重要。老周在的时候，老
是念叨村里没干完的事。我觉得如果我替他继
续干好，生命就有意义，也是对老周的一个交
代。”吴圣霞说，“只要我有一百分的能力，
也要尽二百分的力气，让父老乡亲过得好一
点，我就没白干。”

当家就有一种责任

吴圣霞说，自己那一代人的婚姻，不像现
在的年轻人那么张扬，跟着谁，不论穷富，同
甘共苦，就是一辈子。2013年6月4日，泉子村
全体村民投票选举，吴圣霞以全票补选为泉子
村村委会主任。从此，村前广场上的大喇叭
里，换成了老周媳妇的声音。

“他们很多人都和我开玩笑说，看你这么
文静，农村工作能行吗？我说，可能方法不一
样，我觉得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这样老
少爷们也没有人好意思给我出难题。”吴圣霞
说农村工作要将心比心。

上任伊始，吴圣霞发现村委办公室需重
修。她立刻筹备资金，将办公室修缮一新。丈
夫在世时硬化的道路年久失修，她又筹措资
金，硬化、拓宽路面。接着，她又带领村民们
夯实了进村小桥，修建了村内广场，安装健
身、休闲设施。

“现在我才体会到，当家就有一种责任。
村里工作不好干，有时候村民会跟你生气、打
仗。我现在才知道当年修水泥路时，一位家庭
妇女，为了抢水泥袋，把水泥扬在老周脸上。
老周受了委屈，回家从来不说。啥叫男人，有
苦咽在肚子里头。”吴圣霞说。

泉子村的五千亩地，其中耕地仅四百亩。
吴圣霞说，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走在山上，或坐
在杏林的石头上，会想想这个地方怎么规划，

心里会轻松、快乐。这时，会情不自禁地拿出
手机，拍一块石头、一株小草，或一片云彩、
一方晴空。

因为对泉子村的土地咂摸得透彻，所以吴
圣霞有很多思路需要展开。面对村前油篓寨、
村后雁门寨，以及上千亩杏林、16眼甘泉的大
好旅游资源，她心动了。

为搭上生态旅游的班车，吴圣霞召开党支
部会议和村民大会，号召大家集思广益，开发
农家乐。可村民们想，泉子村这么偏僻，上了
农家乐，谁来？

看到大家对农家乐前途担忧，吴圣霞耐心
劝说：“你们自己不想干不要紧，我能理解。
可你们能不能拿出自家闲置的房子，让集体来
干呢？赔了是我自己的，挣了是我们大家的，
大家人人可以分红。”

泉子村有270口人，年轻人大都进博山城居
住。因此，闲置的房子不少。大家听到不用自
己干，赔了是村里的事，挣了可以分红，都乐
意把闲置房子拿出来。

2014年4月，吴圣霞筹措资金和材料，热火
朝天地张罗起农家乐。鉴于资金受限，她自己
垫付近30万元资金，先期开发10家农家小院。
她首先拿自己的婚房做样板，在院子西南角，
新修厨房和卫生间，院子其他空地种植芸豆、
韭菜、豆角、西红柿等蔬菜。在北屋正房内刮
腻子、铺地板，买上新床、新家具。

记者参观了数处农家乐新房，宾馆式的管
理，让人耳目一新。十多处农家院，七十张床
位，两个半月时间便正式营业了。当年10月结
算，农家乐收入3万多元，实现了泉子村历年来
零收入的突破。村民们竖起了大拇指，啧啧称
赞吴圣霞的眼光。

真是跑步走，一停没停

摸着石头过河，总需要慢慢试探。为解决
农家乐洗澡问题，重新修建自来水管道，迫在
眉睫。为节省资金，有关领导曾建议吴圣霞，
在农家乐小院里垒个小池子蓄水。可眼光超强
的吴圣霞却不这么想，她一边争取资金，一边
发动群众改造老周当年修筑的自来水管网。

仅历时27天，造价30万元的自来水管网便
铺到泉子村家家户户的院落里。为了饮用水的
纯净，吴圣霞又从相关部门争取到价值36万元
的安全饮水项目，安装了一套净水设备。从
此，村民们吃上了纯净放心的清泉水。

村里用水解决了，吴圣霞又思虑农田用
水。她积极与区直各部门联系，争取资金20多
万元，解决旱田灌溉问题。经过勘测，在村北
打了一眼机井，在村后小山顶砌了水池。安装
管道2000多米，田间地头接上水管，100多亩菜
地也旱涝保收。

农家乐最初的模式是院子里自带厨房，自
开小灶，入住游客自己做饭。为方便游客，吴
圣霞又在村子里开起了食堂。食堂位居半山
腰，是一家农家院子改建而成，游客坐在院子
里吃饭聊天就可欣赏油篓寨风光。2015年5月1
日，食堂正式投入使用。

为方便入住农家乐游客出行，也为打造原
生态旅游特色村，吴圣霞又筹措资金20多万
元，将村里的小土路铺上石板。几个月的时
间，两条主干道，九条交叉小深巷，弯弯曲曲
的青石板小路伸向农家乐小院。

“每一块石头，都凝聚着泉子精神；每一
点精神，都凝聚着泉子希望。”在石板路上，
吴圣霞指着形状各异的石块说道，村民修路的
热情与真诚感动着她：有的村民把自家闲置房
屋的屋檐石板拆下来，自愿运到修路的地方，
还说不要钱，要义务捐献；石板不够要去山上
采，村民推车上山，要么背拉小车上山，要么
肩扛小车上山，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却毫无
怨言。

吴圣霞一个个点子落地生根，让泉子村在
一片盎然中迈进。“泉子村也有福气，得到来
自各方的支持。从2013年6月到现在，粗略算一
下，我们干了大大小小工程有20多项，真是跑
步走，一停没停。老百姓之前指望种些玉米为
生，现在不出村接工程的活儿，少的也能挣一
两万块钱。他们富裕了，是我最大的收获。”

在村中开了十多年小卖部的张维书，与其
他村民一样，向记者竖着大拇指夸赞吴圣霞：
“看看现在，这可是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有的大
变化。我们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感激她。”

2014年12月2日，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她又
以全票当选为泉子村党支部书记。

城里人到农家乐，多是为了体验田园生
活。吴圣霞也为此颇费心思。

一天，她望着南沟的垃圾山沉思。这是一

座已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垃圾堆，南沟沟深林
密，进出只有一条不足一米宽的人行道。要清
除这座垃圾山，需要付出垃圾外运的极大代
价。吴圣霞考察地形，选择用垃圾填平沟壑，
在此基础上，拓宽南沟的道路。一箭双雕，垃
圾清空了，南沟也有了一道五米宽的通途。

待把垃圾清扫干净，吴圣霞满心欢喜，谷
深、林密、树老、泉多。循着南沟来回折返数
次，她眼前出现一幅山景图——— 山谷林幽静，
清泉石上流，颇有行到水穷处之趣味。打造一
条美丽的山谷，已势在必行。

留得青松在！泉子春天来！

在山谷夹缝中点缀的小村落，休闲面积有
限，吴圣霞的眼光又投到了趣味横生的千亩杏
林中。为何不修建一条盘山路，把游客引到杏
林里去？“我把所有乡亲们招呼起来，他们一
致支持。盘山路一期占了四十二户村民的耕地
和果林。我挨家挨户商量怎么补偿，可老百姓
没一个要一分钱补偿的。”

为节省20余万元的规划费用，吴圣霞带着
村民，用在树上系红绳的笨办法测绘，自己上
山找路线。近八公里的山路，她来来回回走了
不下二十趟。2016年，盘山路一期通车，二期
尚未硬化。“过去走一天路，用十来分钟就歇
过来了。从去年年底，老是疲劳，血压低。”
繁重的工作使吴圣霞难得喘息。

盘山路修好后，一下子盘活了整个泉子村
的景点。记者随吴圣霞在盘山路上行走，俯瞰
整个泉子村的规划，恰逢春雨时节，时雨时
晴，乱峰云散，甚为壮美。

“风景是一方面，人文也是一方面。旅游
没有文化内涵，就像人没有生命一样。”吴圣
霞对旅游有着自己的见解。

盘山路先是路过博士峪。博士峪里有两眼
清泉，泉下一片白杨林。这里山高、泉多、水
旺。后来，在这里居住的人家出了一个博士，
人们都说这泉水充满灵气。这是一处吉祥的山
峪，吴书记在这里安上石桌、绑上吊床，开辟
了一片休闲乐园。

在博士峪北侧，有一条520阶的情人云梯。
云梯中间，有一棵天然生长的粗壮杏树。“我
给这棵树取名‘杏运当头’，让年轻人在这树
上拴红布条，祈福他们爱情美好。”

在盘山路升至半山腰的位置，有一处满植
杏树的平地。枝头青杏弱小，树下卧石如牛。
吴圣霞计划的特色石板房和小木屋民宿正在施
工中，“石头墙和红瓦房搭起来，才是咱这地
方特色。我喜欢很透明，很阳光的房子。”

在盘山路一期与二期相接的地方，是荒废
的古村落。这些被荒废的院落，大部分是四合
院结构，仍完整保持着原有的建筑格局。房子
砌石接缝紧密，线条层次分明。在碗口粗的白
杨树下，院落时露时显，更添几分沧桑。院落
南侧，有三眼高低错落的泉眼，雨后青苔含微
绿，捧而饮之，甚为清冽。

沿途指引各种规划，吴圣霞发现，盘山路
所劈开的不同岩石中，有着沧海桑田的信息，
在层层叠叠的岩石中，有诸多化石。数亿年
前，鲁中山区还沉浸在汪洋大海之中。这也成
了一处科普的好景点。

“泉子村有五条山岭，山岭之间形成了大
大小小的几条山峪。我计划采用土地入股的方
式，集中种植，做大做好采摘园。一条山峪栽
海棠，一条山峪种山桃，一条山峪种甜山楂。
那时，一条山峪一个园，一个园子一个天。”
谈及未来规划，吴圣霞说道。

“农村留不住人才，是个制约发展的瓶
颈。而我们周边几个村，需要把资源整合一
下，协调发展，甚至把思路放大，规划成一个
旅游景区，也不是不可能。”吴圣霞也认识到
泉子村发展的问题。

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吴圣霞荣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对于荣誉，吴圣
霞说，“这些称号是给俺们泉子村的，不是给
我个人的。”

心随花开，对着村前广场上丈夫栽下的怒
放樱花，吴圣霞拍下照片，传到朋友圈。她写
道：“花开正娇艳！不见栽花人！留得青松
在！泉子春天来！”

“老周在的时候，老是念叨村里没干完的事。我觉得如果我替他干好的话，生命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也是对老周的一一
个交代。”吴圣霞说，“如果我有一百分的能力，也要尽二百分的力气，让父老乡亲的生活能好一点点，我就没白干。。”

吴圣霞：嫁给山村的女支书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魏其宁 苏兵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韩国总统候选人
“跪谢”支持者

韩国釜山，韩国总统
候选人洪准杓在釜山龟浦
市场附近举行竞选活动。
为大选造势，并跪地向市
民行大礼。

女子屡次被男友抛弃
只因太爱睡觉

来自英国的女孩Annabelle
Hutt总是被同一个问题困扰，
交往没多久她就会被男友甩
了，原因只有一：她连吃饭时
都会睡着。22岁的她患有罕见
的嗜睡症，每天会入睡15次。
有时候在训练时也会忽然进入
睡眠状态。

印度101岁老人参加百米
赛跑用时1分41秒

101岁的印度女运动员曼·
考尔用1分14秒的速度跑完百
米。比赛开始前，医生对她的
健康状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
她是从93岁时开始从事体育运
动的。

泰国男子
把猪当宠物

一名泰国男子养
了一头母猪将近1年，
彼此培养出了深厚的
感情，天天都抱着它
睡觉。

吴圣霞向记者介绍“杏运当头”树的设计。 摄影/卢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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