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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宁可自己吃点苦，也要把全村的公益事

业做起来”质朴的话语，永恒的承诺。 这就是赵

建康，一个在平凡的岗位上，尘世不起眼的角

落，苦苦耕耘，默默奉献的人。 他平凡如沧海一

粟，却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守护整个村庄

的责任。 苦涩但从不抱怨，艰难却微笑前行。

对于我们的到来， 赵建康略显羞涩的笑

了，他眼神矍烁，温和的笑纹爬了上来，岁月在

他脸上温柔地雕刻着时光的碎影，像素描的画

感，深浅有致，明暗相衬。 再一望去,由上而下,

裤腿边和一双锤头皮鞋上沾满黄白色的泥土,

在我们聊天的同时此呼不时的散发着泥土的

芳香。 他说“我虽老矣，但还有力气把全村的事

业好好干下去，因为我的人生就是和整个村子

捆绑在一起的，建康，建设安康幸福的生活，我

不能辜负了父辈们的夙愿”。 时间为证，赵建康

为村民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 6 年，仍然不愿

放下, 还抱负着对石塘村新农村规划与建设的

宏伟目标。

贫寒的家境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性

格，给了他用以谋生的技能，他却用一根

弓弦弹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音律。

赵建康，男，中共党员，出生于湘乡市龙洞

乡石塘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 家境贫寒，生

活清苦。 母亲务农，父亲有着“弹匠师傅”的手

艺,靠“弹棉花”吃着百家饭,维持全家的生计。

和别人不同的是赵建康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

有着崇高的思想道德素养。 赵建康从小受到父

母的熏陶和严格教养， 造就了赵建康不畏苦

难，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宽厚仁爱的性格，即

使生活再苦再累，在赵建康心里始终有一方纯

洁的净土， 他日复一日地播撒阳光和养料，植

种生活的希望。

因家境困难，15岁的赵建康初中毕业,就没

能再继续升学了。 赵建康是个懂事的孩子，他明

白父母的不容易， 对于他们的决定， 他默然接

受， 没有半句怨言。 15岁是青少年成长期的年

龄，是懵懵懂懂的年纪。 赵建康别无选择，“子承

父业”跟着父亲做起了“弹匠”,弹棉花的手工活，

“弹棉花”是一件笨重繁杂而毫无兴致可言的活

计，一张长 2米,宽 1.5米的案台，用来堆放未进

行加工过的棉花或重新加工旧时的棉被， 一个

长 1.5米，重 8斤的弹弓用来在案台上的棉花上

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游移、弹奏，像钢琴迸出

的低沉的调子，空气里回旋着“嘣”“嘣”“嘣”的

响声。 然而这不是钢琴的表演，也不是高雅的艺

术享受，这里唯有磨破的手指，结着厚厚茧子的

双手，藏在口罩后面干燥的嘴唇。 只要一开弓，

棉花里的杂质往下沉， 稀薄而短小细微的棉絮

棉茸和灰尘向上漂浮，弥漫到整个屋子，就像春

秋季节里大雾的天气,迷乱着人的眼睛，往鼻子

口里钻。 赵建康由于个子小，体型瘦弱，只能踮

起脚尖，费力的举着弹弓，戴着口罩来来回回的

挪动着步子，他回忆说：“那时，我和父亲每天要

劳作十几个小时， 昼夜不停的赶着给别人弹被

子。 每天晚上一躺下，手臂又酸又痛，没有力气，

只能软软的搁在床上。 第二天， 还要咬着牙继

续，没有办法，再苦再累，也要坚持着，因为这就

是生活。 ”我们看了看对面的他，那么平静安然，

好像述说着一个无关于自己的故事， 而这就是

他人生成长真实经历的疼痛， 这是一个多么坚

韧的铮铮男子啊。 后来，他的棉被越弹越好，越

弹越娴熟,在上村下组是远近闻名。 而且一干就

是 36 年，或许弹棉花对于他，就像拥有一个稳

定的工作和事业一样， 是一种对家庭的坚守和

呵护吧。

2006年，湖南省郴州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

洪水，一方百姓饱受洪水猛兽的折磨，赵建康

看到新闻频道的播报，不禁热泪盈眶，一颗揪

着的心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那些时日，他又开

始拉弓，和妻子日日夜夜弹起棉被来。 这次不

为生计，只为心灵的寄托，给受灾的民众带去

丝丝温暖，哪怕杯水车薪，他也要试试。 终于，

赵建康将自己昼夜赶制出来的 200 床棉被，全

部发往了灾区。 此刻，他悬着的心才稍微松懈

下来。 那段时候关注着湖南经视的新闻播放，

郴州众志成城， 渡过难关, 他才露出会心的微

笑。 后来，国家对捐资献物的个体和企业予以

表彰， 赵建康亦在其列，“就价值来说， 这 200

张棉被也许才 2 万多块钱，但棉被传递的是人

间的温暖和真情， 它是黄金不换的无价之宝。

他们夫妇二人弹奏的奉献者之歌，弹出的是人

世间最美妙的音律”他和妻子被评为“2006 年

度感动湘潭十大新闻人物”。 对于这份荣耀，赵

建康认为“获奖、表彰都是其次的，我思考更多

的是， 我是否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帮到了他

们。 ”

结婚生子，含辛茹苦培养两个孩子长

大；诚实守信，他成为全湘潭诚信的典范。

七十年代， 赵建康和所有适婚的男子一

样，娶妻、生子。 两口子勤俭持家，夫妻恩爱，儿

子赵俊、赵波相继出生，给这个贫寒的家庭带

来了新的生气，像极了寒冬里的暖阳，照进了

小两口的心里，融化在了初为人父人母的柔情

和喜悦里。 赵建康和妻子用心培养着自己的两

个孩子，教他们做人做事。 为了积极响应党和

国家的号召,参军保家卫国,1997 年大儿子赵俊

被送到了云南部队，一呆就是 12 年。 1998 年，

第二个儿子赵波也被送到四川部队 5年。 这都

是赵建康的良苦用心，他不顾骨肉分离，志在

把他们培养成社会的栋梁之材，磨砺他们吃苦

耐劳，艰苦奋斗的韧性。 现在，皇天不负苦心

人，兄弟两个终究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而立

之年，都成了家，立了业，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

出类拔萃,成为了单位的主力干将。

1984年，赵家的家庭经济状况，日臻好转。

赵建康不仅干着“弹匠师傅”弹棉花的活，而且

也开始经营饲养生猪的业务，一跃成为了村里

的养猪专业户。 因饲养了七八十头猪，国家奖

励他稻谷指标 1200 斤， 作为发展养殖业对带

动经济发展的回馈。 但赶巧的是，当时湘乡市

外贸局的工作人员， 将奖励他的粮食 1200 斤

误写成了 12000 斤。 赵建康回到家，打开纸条

一看，发现了这个纰漏，想都没想，孑然一身来

到的湘乡市外贸局向他们说明了情况，退还了

那多出的粮食数。 那可不是一点半点的粮食

啊，那要用多少头生猪的产量才能兑换的数字

呢。 可是赵建康却坚定的说，“不是自己的坚决

不能要，哪怕一丝半点儿”。 此后，赵建康得到

了湘潭市委、湘潭市人民政府的表扬，市委宣

传部通过广播里播放了赵建康大公无私的光

荣事迹，把他当做湘潭人遵守信义的典范。

“想致富，先修路”是他的心愿，也是

全村人希冀的翅膀；路没有修好，他一日

一夜也不能停歇。

石塘村是一个经济闭塞的村子，是地处边

缘山区,东北边与韶山市有着山坳之隔,在韶峰

山的东南面,与韶山冲相邻,但相比之下是天壤

之别,地少人多，山多地少，几乎与外界隔绝。而

乡村道路的不通畅问题是制约石塘村经济发

展的一个主要问题， 全村没有一条水泥路，十

几条泥巴路沿着山体崎岖蜿蜒， 每逢刮风下

雨，雨水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地冲刷着路面，结

果路面被洗成了灰白，越洗越窄，松松软软露

出了他丑陋的嘴脸， 吞吐着过往的村民的腿

脚，真可谓举步维艰，苦不堪言。 不仅给附近的

村民造成了不便，而且给上学的孩子也造成了

莫大的困扰。 他们拉长了的叹息一声声撞击着

赵建康的心墙，撕扯着他的内心，赵建康已经

日思夜想，苦脸对着墙很久了。终于，2004年湘

乡市石塘村举行村委会选举，赵建康当选为村

主任，在会上他阐述了“要致富，先修路”的想

法，提出了修整公路的意见，这个方案的提出

得到了广大村民的大力拥护， 他们欢呼雀跃，

燃起了莫大的希望， 这也正是赵建康苦思冥

想，一心想要完成的心愿。

2006 年，赵建康通过民主选举，被评选为

当地的村委主任和村委书记。 而作为村子的村

委书记，它所赋予的并不是什么光环，而是肩

上沉甸甸的负担和全村 1300 多人的生计问

题。 无数个日子，赵建康夜不能寐，心里一直担

忧着修公路的问题。 自己答应村民的一定要兑

现啊，不然怎么配当这个一村之长呢。 说干就

干，赵建康，拿出了自己攒了一辈子和东拼西

凑 10 万块钱，开始招募临工，进购水泥砾石，

公路的修建工作就这样紧锣密鼓的施展开了。

从 2006 年下半年到 2007 年间，200 多个

日日夜夜，他都义务的坚守在修筑公路的施工

现场，和那些临工们一起拌水泥，挑土，引水，

打路基，铺盖稻草。 从来不道一声疲惫，不说一

句怨言。 2007年 7月一条长 2公里宽 3.5 米的

水泥路竣工了，人们终于踏上了自己的第一条

水泥路。

这仅仅只是开局之举，赵建康还想募资修

建更多的公路， 让全村每一条路都铺盖水泥，

四通八达，畅行无阻,同时要让在他乡异地闯荡

的游子回乡探亲感受家乡的变化, 再不是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了。 2007年下半年，时间隔

得并不久远，在赵建康的努力下，韶峰山下，文

家龙路段， 一条长达 4.7 公里的文家龙路气宇

轩昂以全新的面貌匍匐在山脚下，倾听着人们

欢快的步伐。

（文转 A6版）

平凡中的大爱

中国特产报记者 周韦华 周小群

———记湘乡市龙洞乡石塘村村委主任赵建康

为民办实事的好干部———赵建康。 周书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