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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惠生活缴费金融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4月17日，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成立了惠生活缴费金融服务中心。兴业银行呼和浩
特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马德权，党委委员、行长助理俞裕捷，自治区金融办、人民银行呼和
浩特中心支行和呼和浩特市燃气热力有限公司、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供排水有限公司等合作单位的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启动仪式。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
照“专业致胜”的服务理念，积极建设统一缴费金融服务平台，努力为合作伙伴提供专业、
高效的结算金融服务。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以生活缴费金融服务为突破口，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早在2012
年，该行就与内蒙古电力集团合作，通过POS代收农网电费方式服务农村牧区居民生活缴
费，经过6年多的不懈努力，该项目已经覆盖全区7个盟市43个旗县，惠及农牧区人口超过
1000万人次，有效缓解了农牧区缴电费难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该行以全区43家机构网点
为依托，积极打造“百姓生活中的银行”，免费提供一站式线上+线下便民缴费服务，目前
已建设并开通代扣代缴业务平台7个，缴费业务涵盖取暖费、燃气费、水费、电费、手机话
费、固话费、宽带网费和交通罚没款等生活缴费项目，去年我行生活缴费超过一百万笔，
交易量突破十五个亿，服务个人客户超过三十万户，预计今年还有大幅增加。

谷雨种大田，芒种五月
天。季节一进入四月，田地和
旷野便沐浴在一阵接一阵
的和谐细雨里。偶尔，从杨柳
烟外、青山的那边，传来几声
隐隐约约布谷鸟的清啼，这
世界便沉浸在诗意里了。

布谷鸟，又叫杜鹃、杜
宇、子规、鸠、鸤鸠、获谷。
芒种前后，几乎昼夜都能
听到它那宏亮而多少有点
凄凉的叫声，叫声特点是
四声一度———“布谷布谷，
布谷布谷”，或者“快快播
谷！快快播谷”。这是勤劳
的庄稼人听出来的调子。
那么，在文人骚客的耳朵
里听着却是“不如归去！”
所以，在古代文人的作品

里，多数靠了鹃声来寄托
自己的思乡之情，尤其是
那些宦海浮沉的人，一旦
前景黯淡，人生无望便往
往拿着“不如归去”的幻觉
来自我安慰。

布谷鸟的啼叫声不如
水塘翠鸟那样清脆嘹亮，
它往往缠绕在黄昏悠悠的
晚风里，伴着村庄袅袅的
炊烟弥散开去；当然，它也
绝不如百灵那样悠扬婉
转，它常常编织在清晨疏
疏的细雨里，追着田野淡
淡的花香飘逸开去。芒种
时节，一犁膏雨过后，布谷
鸟开始吟诵它们关于播种
与收获的诗章。这是庄子
所说的天籁之音，是人们

对大自然的深刻理解。
细雨声中听布谷，那

声音不见得比百灵鸟的歌
唱悦耳动听，但我还是喜
欢听布谷的声声催耕，无
拘无束，天人合一。百灵再
怎么婉转曼妙，那也是樊笼
之音，掺杂着莫名的悲哀，
就如整了容、化了妆的“美
女”。与其看那些在绚丽辉
煌的舞台上假模假势的表
演，听那些嗲声嗲气的歌
唱，远不如到田野乡间聆听
农夫们的絮语；与其像苏东
坡那样浮沉宦海，颠沛流
离，还真的不如像陶渊明那
样飘然归去，听着声声布谷
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了。 文/孙宝海

雨落在窗上，细细密
密，心里知道，时节已进入
谷雨。

谷雨是农历二十四节
气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
最后一个节气，大约为每年
4月19日～21日。谷雨，取自
“雨生百谷”之意。此时，降
雨及时而且雨量充足，谷类
作物能够茁壮生长。谷雨节
气就有这样的涵义。俗语
云：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古
诗有“杨花落尽子规啼”的
句字。谷雨时节，时至暮春，
柳絮飞落，杜鹃夜啼，牡丹
吐蕊，樱桃红熟。春天是说
走就要走了。

春雨贵如油。谷雨时
节，正是田间秧苗初插，农
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滋润
的时候。此时，农村田间地
头，忙着春播春种春管的场
面随处可见。

春雨滋润禾苗壮。记得
年少时有一首儿哥：滴答、
滴答，下雨啦。小草说：我要
发芽，豌豆说：我要结荚。果
树说：我要开花……春雨滋
润天地万物，是春天的美丽
使者。那些沉睡了一冬的麦
苗，那些金黄色的油菜花，
那些随风柔摆的细柳，哪一
样不是春雨孕育的精灵。满
山遍野的桃花、杏花、梨花，
或许，此时已是“花褪残红
青杏了”，春雨的及时来到，
就是病怏怏的老树也有了
重生的希望。

曾几何时，春天那些柔
密如丝的雨，在文人墨客笔
下，那是愁人的。连绵不绝
的阴雨，拂不去，赶不走，使
人愁肠百结，身心皆沉。“少
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
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
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

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
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
到天明。”天呀，一辈子都给
这雨纠缠不休了。连那个曾
经豪气冲天爱民如子的苏
轼也说：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
北人、不惯起来听! 然而，
俗语却说：清明要明，谷雨
要淋。谷雨就得下雨，若有
雨，对于庄稼人，该是多大
的喜事！酥酥的春雨，连连
绵绵，如丝，如芒，如线，悄
无声息滋润着大地，滋润着
简单的人生和厚重的理想。
这种感觉，那些只会在书本
上的字里行间行走或挑灯
夜战，一生只会读几本圣贤
书的老朽，没有亲手下地种
过庄稼的人，没有苦苦盼望
过耕作和收获的人，那是永
远也无法真正体会到的。

古书云：谷雨，三月中，
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
雨其谷于水也。春雨是春姑
娘手执金樽泼洒的玉液琼
浆，是每一粒生命的甘露。
没有春雨霏霏，哪有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棵籽？那些在谷
雨的雨里萌发的希望，直接
生长于生活的底纹，质朴殷
实。小雨在下，微风在飘。田
野里，有老农戴着斗笠，披着
塑料布，在田埂上走，一步一
滑的，这边看看，那边望望，
脸上堆满了收成和生活的
美好。乡下人的日子，总是沿
着二十四节气在田间地头
轮回。清明早，小满迟，谷雨
立夏正相宜。于是，很多种
子，在谷雨的雨后萌发，大步
地走向田野、山冈；很多的秧
苗，在谷雨的雨里，洗出逼眼
的绿色；也有很多的心，在谷
雨的雨里，生发出葱葱笼笼
的希望和生机。

同往年一样，今年的春
天，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快要
从身边溜走了。过完春节
后，开始是几场春雪飘然而
至，接着又是长时间的阴雨
连绵，桃李争相怒放，杜鹃
漫山竞妍的景象实在来得
太迟。这就是川南丘陵山区
的气候特点，季节在雨中总
会慢半拍地到来。蓓蕾需要
阳光雨露才能绽开花朵，可
今年早春的阳光总是那样
吝啬，大部分时间被寒冷包
围着，像过着冬天一般。谷
雨时节，回到老家乡下，在
后山上寻找了大半天，始终
没有寻找到一枝盛开的杜
鹃花。在这个春天里，花儿
似乎离我们是那样遥远，想
摘上甚至看见一朵花儿真
不是那么容易。我不知道，
这季节，是不是被那些故弄
风骚肆意撒播离愁别绪的
文人墨客给写坏了，写得这
春天好像如同自己的心情
被雨水漂白了一样，淡而无
味。流水、落花，在哪儿呢？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罢了，一切都
罢了。

传说，上古洪荒时代，
黄帝的史官仓颉，初创文
字，结束了结绳记事，开创
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天帝
感念仓颉造字之功，下了一
场黄澄澄的谷子雨。后人便
将此吉日确定为谷雨节。能
感天动地，难道还感动不了
那些小小的情绪吗？

此时谷雨，只是季节轮
回里的一个节或结。就让一
切都结了吧，收拾好心情，
顺着微风细雨，出发，收获
明天、梦想和未来，多好啊。

谷雨，只是一场顺着时
令到来的雨。 文/周天红

谷雨已至，气温回升，
又到了春耕春播，埯瓜点豆
的关键时期。“谷雨前后，种
瓜点豆”家乡人一直遵循这
样的农谚，以此来安排农
事。

记忆中，每年春回大
地，万物复苏之时，家乡那
广袤的原野上，随处便可见
农人扶犁扬鞭，吆牛耕地的
场景，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
景象！

春耕的前几天，收拾犁
铧，买种子化肥，农人把样
样事情打理的井井有条，准
备这一场春的劳作！

谷雨一过，气温猛的升
高了许多。农人最善于把握
时机，春耕的日子终于到
了！一头头勤劳忠厚的老黄
牛，在男人们的吆喝声中，
奋起四蹄，迈着轻快的步
伐，行走在田间地头，拉着
锃亮的犁铧，划开一道道优

美的弧线，露出道道潮湿的
泥土。女人们紧跟其后，虔
诚地将一粒粒种子点在犁
沟里，等待着夏的孕育，秋
的收获。农人趁着这播种的
季节，甩开臂膀，种玉米，点
豆子，将一粒粒种子埋进潮
湿的泥土中，也将一个个希
望埋在这温暖的谷雨天!

过去的乡下老家，几乎
家家户户都养牛，农人的生
活与牛息息相关，密不可
分。

父亲干了一辈子农活，
样样在行，尤其父亲扶犁扬
鞭的动作潇洒大方，再犟的
牛到了父亲手里，都听话得
像个小孩子。父亲吆牛的声
音，粗犷响亮，又婉转动听，
犹如一首动听的歌谣，连同
春牛田间地头“哞———哞”
的浑厚声音，共同交织成一
首田间交响曲，响彻在我的
记忆深处。小时候，每次跟

着父亲上山犁地，最惬意的
事情就是学父 亲 吆 喝
牛———“上犁沟，下犁沟
……”

春雨贵如油。一场及时
雨随风潜入夜，田里湿漉漉
的。刚下地的一粒粒种子，
贪婪地喝着雨水萌发着
……不几天终于鼓足劲儿
破土而出，乘着大好春光疯
狂地长起来。田野里，布谷
鸟声声啼叫着，好似为这明
媚春光唱着赞歌。

又是一年谷雨到，谷雨
时节种谷天，春耕又开始
了。田间地头老黄牛那浑厚
的“哞———哞———”声，早已
淹没在拖拉机的咆哮声中，
那淡淡的土黄色只成为了
广袤土地上的点缀。但那温
馨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记
忆深处，那粗犷的吆喝牛的
声音一直荡漾在我的耳际。

文/曹雪柏

谷雨至，夏不远……
谷雨听雨

春耕忙

声声布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