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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顺彬

乡 村 振 兴

近日，记者来到桂黔乌英苗寨时，已
是夜晚的寨子除了虫鸣水流声，还有一
阵阵娴熟的读书声回荡在大山之中。走
进一间乌英教学点，只见一个个“苗妈”
在认真地学着普通话，流利，且发音准
确。这是“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双语夜校
培训班开班以来的第四个年头，一个个

“苗妈”从无法与外界沟通交流，到如今
逐渐说起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桂黔乌英苗寨是广西和贵州两省
（区）共一屯的寨子，分辖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和贵
州省从江县翠里乡南岑村。过去受自然
环境、经济条件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寨
子里的女性没有条件读书，只能在家干
农活。她们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无法
与外界沟通交流。

2020年 3月，秉承着“扶贫先扶智，
扶智先通语”的理念，由柳州市民宗委主
办，融水县委统战部、县文明办、县妇联
等部门以及结对帮扶的广东省廉江市共
同支持的“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双语夜校
培训班走进了乌英苗寨，开启了“苗妈”
们独特的普通话人生新探索。

双语夜校培训班开班以来，为“苗
妈”们累计授课近1000节课。其中的授
课老师有大学教授、小学老师、电视台主
持人，也有大学生、交警、消防官兵。他
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都耐心地教“苗
妈”讲普通话、念诗词、唱红歌，“苗妈”们
收获了新的语言技能，同时，授课的老师
们也收获了与“苗妈”们一样的快乐，感

受到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今年 50岁的梁足英是夜校学员中

的一员。她告诉记者，6年前，她的女儿
嫁到河池，女儿生孩子的时候需要她去
护理，由于不识字且只会说苗语，日常对
外交流全靠女儿翻译，很不方便。从那
时起，学会说普通话就列入她的愿望清
单。夜校开班，满足了梁足英长久以来
的念想。从此，她白天做农活、制作苗
衣，晚上，她拉上同样不会说普通话的老
母亲一起赶到夜校听老师上课。在夜校
班上，和梁足英这样年过七十岁的超大
龄学生，并不在少数。

4年多的夜校培训，梁足英从不会
说普通话，到能进行日常交流，再到会用
诗歌表达生活，她发出了自己的“新
声”。和梁足英一样在学普通话的姐妹
们，如今已然可以在短视频上用普通话
向外界介绍家乡的美丽风景、特色风
物。乌英野菜，在社交媒体上一路走红，
源源不断走进城市的餐桌，梁足英和她
的姐妹们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普通
话，成为了像梁足英这样的“苗妈”致富
的“金嗓子”。

2020年底，乌英苗寨已实现脱贫。
乌英特产，乘着互联网的翅膀，随着一个
个乌英女性娴熟的普通话介绍，走进了
直播间，走出了大苗山。

普通话，链接了乌英苗寨与奔腾澎
湃的精彩世界，链接了大龄“苗妈”的致
富梦想，也链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和谐篇章。

“‘呗农’，这是刚捕的江鱼，你尽管拿去！”
“嫂子，我们来帮你，有什么困难我们一

起扛过去！”
“阿艳，我想号召大家一起改变村里的卫

生环境，你会支持我吗？”
……
一声声“呗农”，一声声嫂子，一次次相

助，让农小艳在最困难的时候咬牙坚持了下
来。昔日她和她的丈夫不忘家乡发展，做公益
行善举，村里左邻右舍都看在眼里；今朝，她
遇到了困难，乡亲们纷纷伸出了援手。这份人
与人之间的善意让她更加坚定留在村里，和大
家一起建设美丽家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小康生活不“单飞”公益事业惠四邻

1998年农小艳和马仕结相识时，马仕结
在饭店当厨师，农小艳则是一位礼仪小姐。

“他的勤快和耐心，让我对他渐渐有了好
感。”随着相互了解，1999 年，农小艳这位
来自崇左市龙州县金龙镇的壮家妹，与来自
钦州市钦北区大寺镇的壮家郎马仕结，喜结
连理。

结婚后，夫妻俩在南宁开起了大排档，生
活也慢慢好了起来。

“我们多存点积蓄，争取回家乡开饭店。”
回家乡创业的梦想，夫妻俩在 2004年就开始
描绘。

2019年，夫妻俩回村看望母亲时，发现
那曹村环境脏乱差，村容村貌难以入目。于
是，决心把城市爱卫生、讲文明的风气带回村
里。

怎么改呢？农小艳性格外向，善于与四邻
沟通，于是马仕结便支持她成立“那曹村公益
工作组”。他们还捐出了 3万元作为公益事业
基本金，助力那曹村的公益事业。

“做公益算我一个，全村三分之二的人都
姓马，这份力不出，说不过去。”村民马振尤
在听说公益工作组成立后，毫不犹豫地加入进
来。他说，以前没有人牵头，村貌差、环境卫
生不好，村里人也想改变这个情况，如今有人
牵头，做了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他们对马仕
结夫妇很是敬佩。

看到马仕结夫妇心系家乡，村里同样期盼
家乡美起来、富起来的村民也积极加入了公益
工作组，并推选农小艳为牵头人。

很快，公益工作组的核心成员增至 6人，
42名村民也成了积极参与者。从此，在村干
部和公益工作组的努力下，名不见经传的那曹
村有了村牌，村中还建起了 2间公厕和 2间文
化室，小舞台、小花园也开始出现在了这个小
山村里。

看到那曹村群众整治村容村貌的决心不断
加大，大寺镇党委、政府还下拨了5万元经费
予以支持。

“阿艳，谢谢你！我们的家乡如今已是这
样美了。”马仕结很是高兴，这么多年来，他
一直想为家乡做点什么，现在农小艳和他在建
设家乡这条路上终于作出了努力。

“我从龙州嫁来那曹的时候，就已经把那
曹当成了自己的家乡，为家乡建设作贡献，我
也很骄傲。”农小艳紧握着马仕结的手，未来
的生活图景在她心里越发清晰。

天有不测风云，马仕结 2021年查出胰腺
癌，虽多方求医问药，最终还是离开了农小艳
母子三人。

丈夫的离去让农小艳悲伤不已，但生活还
要继续。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农小艳一时间没
有信心。

“嫂子，我们来帮你，没有什么坎是过不
去的！”

“嫂子，仕结生前有什么心愿吗？我们帮

你一起实现。”
乡亲们一句句鼓励的话让农小艳重振了信

心，她决定要开一家饭店，完成丈夫的心愿。

“接棒”开店续遗志 四邻乡亲伸援手

“嫂子，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有什么需
要帮助的尽管开口。”那曹村村委会主任马仕
卫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丈夫去世，妻子改嫁，
是女性的自由，但大家都舍不得这位热心公
益、工作能力强的壮家媳妇。

“主任，我想实现仕结的心愿，开一家能
带着村里人一起致富的饭店。”农小艳说出了
自己的想法。

开饭店并不容易，资金、规划等都是眼前
的难题。乡亲们听到农小艳想在村里开饭店
后，纷纷为她出谋划策，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

“嫂子，我再借你 1万元，不够以后我再
想办法。”作为公益工作组的成员之一，村民
吴江玲前前后后借给了农小艳3万多元。

有着丰富水电安装经验的村民马仕跃说：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水电材料和安装就交给
我们吧，你放心好了。”

看到那曹村人如此相亲相爱，连相邻的南
宁市良庆区南晓镇的一家建材供货商也说：

“钢筋建材你急用就先拿去，至于钱你先欠着
吧，我信得过你！”

……
从选址计划到饭店主体完工，农小艳得到

了村里左邻右舍的大力帮助。“我们村是自治
区文明村，服务群众是村委会的职责所在。”
南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秀旅说，
让遇到困难的乡贤家属获得帮助是应该的，村
子想要吸引更多力量回来建设家乡，助力乡村
振兴离不开创业榜样。

同时，在农小艳的争取下，她还得到了中
国农业银行、广西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先后
给予的共计40多万元的信贷支持。

终于，在今年年初，在那曹村数百名乡亲
的见证下，钦州往南宁一级公路旁，农小艳的
饭店正式迎来了开业。

“呗农”情意深 小店“反哺”乡亲

“‘呗农’，这是我们农场的土鸡，你需
要多少我们送货上门！”农小艳经常能接到乡
亲们的电话，她饭店开业以来，从来不用担心
缺少食材。

“呗农”在壮语里，原指“兄弟姐妹”之
意，在她听来，这是一股支撑她创业的力量，
也越发坚定了她创业开饭店的信心。

“过年过节，村子谁家办酒席，大多数都
会选择在她这消费，除了因为菜味道好之外，
更多的还是支持她的饭店。”在那曹村公益工
作组里，担当农小艳“左右手”的马振尤说
道。

正式营业后，饭店的厨师是村子里的大
厨，就连服务员也是那曹村的村民。农小艳
说，饭店想要惠及四邻，为村民们提供一些就
业岗位就是其中一个办法。

同时，在食材的选择上，那曹村的鸡、
鸭、鱼和蔬菜，也在她的首选名单之上。

看到乡亲们种植七彩椒时，农小艳就以高
于市场收购价的价格就近收购，最多一次达
500 多公斤，让村子的农产品在村里就能换
钱。

让村民有种有收，一直是农小艳的心头所
想。未来，农小艳打算把那曹村公益工作组的

“那曹益农种养合作社”盘活，在公益和带动
产业发展之路上继续走下去，为家乡做更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 本报记者 黄 云 通讯员 黄 诚

“ 我 教 妈 妈 讲 普 通 话 ”
开启“苗妈”人生新探索

昔日做公益惠邻里 今朝邻里相助再创业
——农小艳的创业暖心故事

▲乌英教学点的老师潘先锋（右一）在教“苗妈”们讲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