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二月，英国政府宣布“与
新冠病毒共存”，解除所有疫情防
控措施。那些封控的日子如今已
逐渐被大部分英国人所淡忘。

我的丈夫是土生土长的英国
人。我在英国生活、工作的这段日
子里，对英国人显现出的巨大心理
复原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

疫情之下
无人能逃过心理冲击

英国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间实
施过三次全国范围的封控。不难
想象，禁足对酷爱户外活动的英国
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会有多大——那
些崇尚自由的英国人，宁可染疾也
不愿被禁锢。

病毒不会打垮所有人的身体，
但无人能从疫情造成的心理冲击
中遁逃。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疫
情期心理健康监测”数据显示，疫
情期间，英国人总体心理健康水平
明显低于疫情前，而且心理健康水
平在每次封控期间的下降幅度都
较大，每次解封便会上升。封控
期，各种不良情绪以及严重心理问
题在当地的成人和青少年群体都
显著上升。英国政府对此十分重
视，除了加强医疗系统中的心理治
疗服务，还拨出1000多万英镑资助
社会上的心理援助机构。

然而，人类的心灵与身体一
样，具有强大的反弹力和自愈能
力。一个社会渡过难关和从困境
中复原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
决于社会成员的心理反弹力和心
理韧性的强弱。大多数人在受到
心理冲击或创伤后，经过一段时间
的心理调适，均能逐步恢复心理平
衡及正常社会功能。部分无法恢

复正常功能的人就需要接受外界
心理干预，例如心理咨询和治疗。
专业心理治疗和援助在这样一个
艰难时期尤显重要。通过宣传和
引导来帮助社会成员进行自我心
理调适是最有效和简捷的方法。

我发现，在封控期间，不少英
国人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心理疗
法，不仅平稳度过了心理危机，还
较快地进入了迎接新挑战的心理
状态。他们调适心理的方式多样，
而自耕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

禁足期间
42%的英国人在“花园农耕”

英国人在封控期间英国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显示，42%的英国人在
禁足期间会进行花园农耕。

自耕曾是英国人的一大骄傲。
二战时期，英国农业部发起了一场
称为“Dig For Victory（为战争胜利
而耕作）”的运动。从 1939 年起短
短三年间，英国民众就开辟了 170
万片自留地，而家庭自耕园就达到
500 万个。这场运动不仅帮助英国
人解决战时的粮食短缺，也使花园
农耕成了英国人的“民族嗜好”。

相对于其他方式的心理调适，
自耕在疫情期间还有一种更为特
殊的意义。在这场疫情中，不仅是
病毒给人类带来威胁，疫情初期的
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短缺，也使原本
过着安稳、富足生活的英国人产生
了忧虑。生存和繁衍是生物的本
能，包括对死亡的恐惧也是人类进
化的结果，是出于对生存的需要。
这种焦虑属于正常的心理机制。
这场疫情使很多英国人开始反思：
过度紧张繁忙的生活让人们丧失
了许多生存的技能；健康的家庭菜

肴被各种快餐和外卖食品所代替；
不少中青代对烹饪一无所知；五花
八门的零嘴儿败坏了人们的胃口
并引致各种健康问题；当一个国家
过分依赖进口粮食，就会备受掣
肘，难于掌控自身命运……

当生存威胁持续存在，心理咨
询师的“花言巧语”是不可能打发
掉人对生存的忧虑和对死亡的焦
虑的。显然，增强对生存的希望和
信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疗愈
焦虑症的效果。正是这些焦虑和
反思让自耕再度在英国成为热潮。

我家的“自耕”经验：
自信心倍增

我们家也是英国自耕大军中的
一员。我的丈夫跟众多英国人一
样醉心于园艺和自耕。

我们当年购房时选择了带有
700多平方米花园的物业，就是想以
此通向他的田园梦。我们一迁入新
居，他就迫不及待地栽种下十多种
果树，买来鸡、鸭、鹅和珍珠鸡饲
养。各色花草和蔬菜更不在话下。
他把园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可与小
型农场媲美。

可是这种农耕生活并不长久，
丈夫的生意拓展使其工作越来越
繁忙。他分身乏术，最后把园子交
托给我打理。可是，我也是个经常
忙得找不到北的人，后果可想而知
——不多时，我就把家禽送走了；
至于园子，我在夏季和秋季会三日
打鱼两日晒网地打理一下；到了又
湿又冷的冬春二季，畏寒的我便完
全失去了户外活动的动力。待和
风暖阳再度造访时，原本井然有序
的花园已变成了一个原始丛林。

“封控令”颁布后，我们首先想

到就是要光复这个“小农场”。我
们带上两个娃儿，开始“开荒”。

丈夫是个业余摩托赛车手，每
年夏季都频繁参加赛事。但疫情
恶化，英国政府停办了所有体育赛
事。丈夫无法参赛，一身的能量无
处使，便在园中大动干戈。身为一
个完美主义的种地者，他不满意园
土带有大量石子，誓要把菜地的表
层土全部挖出 60 多公分来，用筛子
筛一遍。他似乎十分享受这种体
力上的折腾。以至于我调侃道：

“你不能去比赛，这么做是不想辜
负那一身的肌肉吧？”也被他白了
我一眼，说：“要不就不做，要做就
尽力做好！”

我只好任他挖个够。估计他这
样挖下去会耽误了播种季节，我还
准备了大大小小各种容器育种。

结果，筛了十几大桶土的丈夫
终于感到了工作量的巨大，最后还
是花费近400英镑买来电动筛土机，
改走了“农业自动化”之路。而我虽
然没有那种与生俱来对农耕的兴
趣，却在这特殊时期，也对耕种产生
了无比的热情。当身体上的疲劳与
酸痛换来了心灵上的无比强大以及
精神的解脱，我感到自己已不是一
个只会舞文弄墨的书生，我也能凭
借着一双手为生存而战。这种掌控
命运的感觉，让我自信心倍增，恐惧
与焦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我发现，在疫情肆虐的世界里，
作为个体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加强
生存技能而建构起强大的自信。

不能粮食自足
却带来“新生希望”

当然，绝大多数英国人的自耕
都不能带来粮食自给自足，却能成

为他们的心灵安慰剂。其实很多
英国人都认识到，强大的免疫力是
抵御病毒的根本，饮食健康是提高
人体免疫力的重要途径。可是繁
忙的工作使他们无法选择健康的
生活方式。疫情期间的自耕却一
方面令他们感受到自给部分食物
的能力，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无
公害无污染的蔬果也让家庭烹饪
大大减少了各种不健康食品；另一
方面，种植是在培育新生命，也不
知不觉带来“新生希望”的心理暗
示，从而达到改善情绪的目的；再
者，禁足的日子令人们感觉到孤独
和压抑，很多人不知如何在有限的
空间里处理过剩的时间，耕种可占
据我们大量的时间，转移或发泄各
种负面情绪，同时还能锻炼身体。

那段时间，天气好的时候，我每
天至少在园中劳作四小时，其余时
间用于陪伴孩子、做家务和工作，根
本没有留给忧思和焦虑任何时间去
侵蚀我的灵魂。禁足的几个月，我
们的生活中减少了许多为完成各种
工作任务而产生的焦躁，多了料理
饮食、调养身体的时间。几个月下
来，除了暑期无法远游度假留下了
一些小遗憾，生活上并没有多少缺
失。反而经过休养生息，咱一家四
口的精神状态甚佳。

虽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拥有大
花园，但不少英国人都会尝试在小
院子或室内培育蔬果。何况，在英
国还可以租自留地。疫情期间，
BBC 还呼吁重启开放荒废土地给民
众自耕自足的政策。

放缓的脚步其实可以在我们的
头脑中拓展出更多思考的空间。
在这种身心双向得到调整的操作
下，我们在病毒面前似乎也不会再
感到弱小无助了。

E-mail:hdjs@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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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里，北风呼啸，蛰
于室内，虽不至于冷得哆
嗦，但仍是缩手缩脚的。这
时，如有一锅热气腾腾的木
薯，抚慰一下严冬里不得舒
展的肠胃，该多好啊。

关于木薯的许多回忆，
便在脑海里鲜活起来。

那时候，我们县里最大
的葡萄糖厂，就建在河对
面，高大烟囱上长年白烟不
断。每到木薯丰收时节，一
辆辆拖拉机、大货车装载着
满车的木薯，接连不断地在
码头等待渡船。放学路过
的男孩子们有时会从车子
后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扯下
一些木薯，然后带回家去，
丢在家里的猪圈里。

放寒假后，早上的阳光
照在人身上都是冷冷的，只
待太阳升高一点，雾气逐渐
散去，父母就会戴上白白的
线手套，扛上锄头，挑起箩
筐，带我上山去收木薯。那
块自种地是父母利用工余
时间开掘出来的，一年到头
都种满各种经济作物。木
薯是其中之一。

这片种满希望的山坡，
自从春天种下木薯开始，就
牵引着我们的目光。先是
一点绿冒出来，从灰暗的家
属瓦房门前抬眼望去，远远
就能看见那黄黄的一片山
地上生起一层鲜绿的景象；
再后来，木薯的杆越长越
高，叶片开始有点绿浪滔天
的架势，整个山地便都被木
薯遮盖了。饭后闲暇，我们
眺望着这满目的绿，一种期
望的快意便会涌上心头。

秋天来了，木薯的叶子
颜色由绿入黄，大片大片的
金色在深秋阳光下或月光
下闪着波浪，能令每一个播
种者都感到温暖。木薯终
于可以采挖了。那些从松
软变得干硬的山地，经受
了一年的风雨吹打，又变
得发白、干渴，狠狠一楸下
去，就能将一条条长长的
肥胖如婴儿般的木薯挖起
来。被翻开的泥土这才还
原出土地的新鲜和朴实。
被风吹黄的叶子倒下了，
但木薯那红红的叶柄，被有
心的小孩收集起来，经过一
番巧手编织，或变成垫子，
或变身为红彤彤、轻而巧的
各种小玩意。

我们把木薯从山坡一

筐筐地挑到晒地，金灿灿的
阳光落在一条条已经趁新
鲜刮掉粗糙表皮并变得雪
白的木薯上，我们平淡了一
年的日子就酿出了节日的
酒意。去皮、摊场、翻晒，一
遍又一遍地。香气一点点
地弥散开来，那是一种甜中
带酸的味道。走在晒地上，
我们憧憬着，今年能卖个好
价钱吗？家里今年想置办
的东西，大概是可以办成的
吧……我确信，那是辛劳过
后，满心期待将得以实现的
欢喜。

最终，木薯片在北风吹
拂下变得越来越轻，气味变
得越来越醇厚。我们将木
薯片装进大麻袋里，雇个拖
拉机，经渡船过河，卖给葡
萄糖厂。夜里，对岸厂里阵
阵的酸臭气，就会随着工人
下工时吹响的鸣笛声飘散
在小镇上空。第二天一早，
母亲又和镇上很多妇女一
样，挑着糟桶，去糖厂边上
的排污口一勺一勺地将酒
糟盛满两桶挑回家，那是我
家两只大白猪最爱的食物，
它们常常吃完便大腹便便
地躺倒，睡个死沉。

新鲜的木薯，刮去最外
层的糙皮后，被切成一段段
扔到锅里，加满水猛火熬
煮。外面寒意袭人，灶间却
是热气蒸腾，香气弥漫。小
孩子不住地问，木薯熟了没
有，可以吃了吗？柴火一遍
遍地添加，锅里的水咕嘟咕
嘟地响着。人们围着炉灶，
取着暖，聊着天，那是一年
中人们最悠闲、放松的时
刻。满怀期待中，一口糯软
的木薯，能填满人们饥肠辘
辘的肠胃，和着丰收的喜悦
之情，带给每个人心中足够
的满足，并足以支撑着又一
年的忙碌辛劳。

如今那葡萄糖厂据说
还在，但已没了当年渡船运
送木薯片的繁忙景象。父
母工作的企业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的经济大潮中没
落了，我们一家也在那时离
开了沿江小镇。父母经历
过一番困顿和挣扎，终于有
了安稳的晚年。

关于木薯的回忆，却在
每次忆及时重新刷亮，并不
时提醒我，那个年代里的不
屈与坚持，是一个人最不该
丢弃的记忆……

儿时木薯香
□杨芳

中国大大美美

“英式自耕”带来的心灵疗愈 □陈雁茵

你永远是我的超人
□肖曙光

在我所游历过的众多名山
中，心里唯有达古冰川、达古雪
山是一座英雄的山。

“乘风驾雾上玉峰，六月飞
雪漫寒宫。冰川俏容霜纱后，始
见天宫是雪宫。”一位诗人在初
夏时节登临达古冰川时曾如此
感怀。而我前去登顶达古冰川
时，也恰好在六月，所以，人还未
曾来到达古冰川所在地四川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心里
就已在描绘和想象达古冰川那
雄伟壮观、一派冰雪洁白世界的
景象了。

车出黑水县城，遥遥的达古
冰川那巨大云团似的冰帽，便耸
出挺拔且翠绿的松树之上。蓝
天、雪山、绿树立刻变成一幅简
洁明快并色泽朗美、层次分明的
油画，扑入眼帘。

我坐着缆车上冰川，手脚被
解放出来，再加上缆车的缓慢上
升，让我多了相对仔细的端详。
缆 车 越 过 松 树 林 ，绿 色 渐 渐 消
失，达古冰川山腰间很快便裸露
出褐色岩石。这似乎与随之而

来的姣好雪景并不协调。它是
因了这些年气温升高、冰雪融化
加速所致。据说，我国科研工作
者已研制出一种既透气又隔热
的塑性薄膜，覆盖其上能成功地
阻隔住热辐射，遏制住冰雪的过
快消融。这方始得我们今天仍
能远远就看到达古冰川那傲然
耸立天地间的伟岸和雄奇。

冰雪越来越厚，温度越来越
低，空气越来越稀薄，冰川雪顶
越来越近。缆车倏地减速，我们
终于登顶海拔 4860 米的达古冰
川之巅。走出机房，果然如同走
进了广寒宫。脚下，是一条弯曲
狭窄通向冰川深处的雪路。穿
过雪墙双峙而形成的冰雪隧道，
极目远眺，依然是无边无尽的冰
雪世界。那些白，耀眼、炫目，似
与云霄相衔连，惟余莽莽，让人
难以辨清天和地、雪和云。

雪路两边是块相对宽敞的山
顶雪坪，接踵而至的游人男女在
缺氧感尚未到来之前，有的面对
绵延无涯的冰天雪地，禁不住舞
拳呼喊；有的脱去御寒的羽绒服

露出肌肉隆起的肩背，以显示对
于寒冷的蔑视，挑战着自我；更
有拍摄婚纱照的俊男倩女，提起
拖雪的长裙，奋力奔跑，留下人
生最为难忘的一瞬。

我 在 激 动 过 后 ，不 禁 回 想
到 1935 年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万 里
长 征 时 的 艰 辛 岁 月 。 这 年 7
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 9 万余
人 ，翻 越 过 达 古 冰 川 的 母 山 达
古雪山 、支脉昌德雪山，8 月 20
日 在 达 古 雪 山 下 的 毛 尔 盖 ，召
开长征途中颇为著名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毛尔盖会议”。它对
明 确 红 军 主 力 发 展 方 向 ，起 到
了 极 为 重 要 的 历 史 性 作 用 ，提
高广大红军战士对北上路线和
意 义 的 认 识 。 此 时 ，面 对 如 此
风 景 ，我 仿 佛 又 看 到 一 幅 壮 美
而 令 人 激 情 澎 湃 的 画 卷 ：雪 山
巍 峨 ，雪 花 恣 肆 ；寒 风 呼 号 ，云
卷云舒，一队队红军战士，在一
面 面 鲜 艳 、迎 风 招 展 的 红 旗 的
前导引领下，你推我拉，躬背蹬
腿 ，艰 难 地 跋 涉 在 天 地 之 间 的
雪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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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可物。投稿请发至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急着拍照留影的年轻人

达古冰川景区服务区

4860 米海拔“挑战自我”

远眺难辨云与雪、天与地

我坐公交车外出，排在
前面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士，
上车微信扫码支付后，接到
了一个电话。他对后面刚
想上车的一位中学生说：

“我付款了，但有事不坐了，
你不用付款了，当我请你坐
车了。”说完，小伙子急匆匆
下车走了。

中学生不好意思白坐
公交，他打开手机也扫码付
了钱，扭头对我说：“阿姨，
您可以不用付钱。”我更不
好意思白坐了，刷卡后又告
诉身后的大姐，让她不要付
款了。大姐笑了笑，拿出手
机便扫了码。但大姐也是
热心肠，她见后面上来位大
妈，便告诉大妈别刷卡了，
前面有人付钱了。大姐还
没说完自己便笑了起来：

“ 大妈有老年卡 ，乘车免
费。”大姐便站在车门处，等
着有人“领座”。

一连上来了好几位免
费乘车的老年人。最后好
不容易上来一位女孩，大姐
赶紧告诉她，别扫码了，刚
有人扫码支付了车费，临时
有事下车了。这个女孩比
较听话，没有扫码支付。大
姐终于完成了任务，找了座
位坐下。

一会儿，女孩走过来告
诉大姐，她可以微信支付给
大姐两元钱。大姐连连摆
手说：“不用，不是我请你坐
车，是前面下车的那个人，
我也不认识。”

女孩听明白大姐的意
思了，开始问旁边的大爷大
妈谁有零钱，问了好几位，
终于问到一位大妈有。女
孩说，微信转给大妈两元
钱，换两元现金。大妈说她
只有五元纸币，女孩说，五
元也行，说着微信转给大妈
五元钱。

我搞不懂女孩换现金
有何用。

等公交车到站后，女孩
等乘客都下得差不多了，才
起身走到司机身边，把五元
钱放在了方向盘上，对司机
说：“这五元钱算是没坐车
的那位乘客留下的吧，以后
若乘客坐车忘记带钱，或手
机没电、没网络，您就替乘
客扫码支付。”

还没等司机说话呢，女
孩已经跑下了车。我笑着
对司机说：“转了一圈儿，
这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您
身上了。”司机看着女孩远
去的背影，说：“好吧，钱我
收下，再写个纸条，把今天
这事写明白了，哪天有人
乘车需要帮助时，我就替
他扫了，然后把纸条递给
他，让他自己看去。我和
他解释就得解释半天，别
耽误后面乘客上车。”司机
师傅说完又加了一句：“得
帮扫三次，我多付一元没
事，可不能赚这女孩一元
钱的便宜。”

两元钱不多，故事却会
很长。

两元钱的接力
□马海霞

《乡音》栏目欢迎投稿。稿件
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
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
箱：hdjs@ycwb.com，以“乡音”
征文为邮件主题，并请提供详细
个人信息。

那天，年幼的女儿问徐娟：
“爸爸说猴年马月就回来，怎么还
不回？”

泪水在徐娟眼眶里打转，她稳
了稳情绪，搂着女儿轻声说：“快
了，快了。”

女儿并不知道，2021 年 6 月
19 日，身为广垦柬埔寨春丰橡胶
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爸爸甘学德，已
在工作岗位上因劳累过度不幸去
世，年仅37岁。

2010 年，甘学德从海南大学
硕士毕业，没留在科研单位工作，
而是选择了到海外去种胶。“天然
橡胶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我国
80%的天然橡胶靠进口，如果不
向海外发展橡胶产业，我们还会
继续受制于人。”他当年对徐娟说
起这些时，是愤慨和焦虑的，那年
他被派往马来西亚的婆联橡胶基
地工作，他说：“这次出去先干个
10年。”

2013 年，当甘学德得知刚筹
建的柬埔寨春丰公司急需专业种
苗培育人才时，又毅然前往春丰
公司。这时，徐娟也从海南大学
毕业了。甘学德说：“来吧，公司
需要你，我也需要你。”经不住他
的软磨硬泡，徐娟放弃了留校做
科研的机会，也来到了春丰公司
工作。但初到春丰，徐娟便傻了
眼：公司处于一片莽莽原始森林
之中。当地天气炎热，这里又远
离城市，人烟稀少，交通闭塞，泥
土路坑坑洼洼。最头疼的是没有
通信信号、语言不通、缺乏新鲜的
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这一切超
出徐娟的承受能力，她流泪了。
甘学德却开导她：“我们学农的，
早就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袁隆
平院士一生都在田间地头工作
呢，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

当时的春丰公司“苗圃草比苗
高，增殖苗积水多病，芽接苗矮小
瘦弱，工人素质低下，管理混乱”，
这些难题一个个摆在甘学德面前，
但他没有退缩。他向国内的同行
请教，与公司同事没日没夜地摸
索、琢磨，解决了生产上的一道道
难题：采用塑胶涵管快捷安装的涵
桥建设模式，省时省力又省钱；推
行砧木苗“移栽+补苗”模式，大大
提高芽接成活率；尝试增殖苗种植
模式和截杆改进方法，成功解决高
水位泡水死苗的问题。为了提高
当地工人素质，他还办起了各种培
训班，不厌其烦地为大家讲解技术
要领……

2015年 1月，甘学德和徐娟结
婚了。这年10月，徐娟怀着6个月
的身孕回国休产假。2016 年 10
月，徐娟带着8个月大的孩子和婆
婆一起又回到了春丰公司。一家
人在一起是快乐的。虽然生活很
清苦，工作很辛苦，但他们过得很
开心。

2016 年，柬埔寨遭遇 90 年不
遇的大旱。春丰公司附近河道断
流，极度高温烧坏了不少橡胶苗。

心急如焚的甘学德，带着几名同事
顶着 40 多摄氏度的高温，深入人
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找水源。原始
森林山高林密，时常有野兽、毒蛇
出没，当地人都不敢贸然进山。当
甘学德历尽千辛万苦找到新水源
回来，徐娟看着他衣衫褴褛、狼狈
不堪的样子，也忍不住埋怨他“不
要命了”。他却擦把汗，笑道：“哪
里顾得那么多，保住胶苗最重要。”

就这样，在甘学德的带领下，
春丰公司的年种苗出圃规模从最
初的 10 万株提升到 100 万株，成
活率提高到 95%以上，成为柬埔
寨 120 多家农业特许经营地中的
示范项目。2021 年，在疫情严重
冲击下，春丰公司杯胶产量不降
反升，增产 48.5 吨，经营效益逆势
上扬。

2019年 6月时，徐娟被调回国
内，女儿在国内上幼儿园了。他们
夫妻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甘
学德把对妻女的思念埋在心底。
有一年“五·一”劳动节，他写道：

“遥望妻儿，一声轻叹……”“六·
一”儿童节，他在朋友圈播放女儿
的视频时，写道：“愿能常伴左右，
陪你到底。”2020 年因为疫情，公
司所在地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原
本人烟稀少的地方，更加冷清。有
一次，他不经意间对徐娟说了句：

“好久没同外面的人说话了。”在遥
远的异国他乡，他忍受着什么样的
孤独和寂寞啊。徐娟含泪问他：

“那你怎么打发时间？”他说：“看你
和孩子的视频、照片。”

在海外 11 年，甘学德没有吃
过一次像样的饭菜。有几回，徐娟
把做好的饭菜，通过视频发给他
看，他把脸贴到屏幕前，深深吸几
口气，好像在认真品尝，然后笑道：

“老婆的厨艺真好，我好久没吃到
这样的饭菜了。”一顿寻常的饭菜，
也能让他表现出垂涎欲滴的样子，
这不是逗妻子开心，他是真的想家
啊，很久没享受家的温暖了。

2021 年 6 月 20 日是父亲节，
女儿早早就给爸爸做了一枚勋章，
要作为父亲节的礼物送给爸爸，她
用稚嫩的声音给爸爸发去一条微
信语音：“爸爸，你永远是我的超
人。”徐娟特意把勋章拍了照片发
给他。可是，甘学德却再也听不到
女儿的声音，看不到送给他的礼物
了。听到甘学德因公殉职的消息，
徐娟感觉天都要塌了。老天作弄
人呀，原本他就要回国轮休，一家
团圆了，却突然离她们而去。女儿
曾问爸爸为什么总不回来，爸爸告
诉她“猴年马月”时会回来，不想竟
一语成谶了。

这些年来，甘学德曾被评为
“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是“广东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连续五年
获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他曾说：“不挑重担，
不带头啃下海外种植的硬骨头，就
不配国家和集团授予的荣誉。”他
用短暂的人生践行了这个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