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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区刘振屯镇夏楼村是个美丽的村庄， 巷陌纵
横、路面整洁，房舍俨然、青砖黛瓦，处处鸟语花香、安
静祥和。

像许多村庄一样，夏楼村的道路没有名字，唯有村
小学西边的一条路，被冠名“六尺胡同”。

“六尺胡同”，这个名字是不是似曾相识？ 没错，在
安徽省桐城市，有一条大名鼎鼎的“六尺巷”，它的来
历人皆称颂。 史料记载，清朝时期，大学士张英老家旁
边有条巷子，后来被邻居吴家占用了。 两家争执不下，
打起官司，张家人便写信寄往京城，找张英撑腰。 张英
写诗回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
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家遂退让三尺，吴
家感其义，也退让三尺，于是便有了这条“六尺巷”。 如
今，“六尺巷”两端石牌坊上刻着“礼让”二字，昭示着
中华民族仁义、谦让的美德。

夏楼村的“六尺胡同”是蹭“六尺巷”的热度吗？ 这
里面也有一个美好的故事。

夏楼村小学有学生 300多人，每到上学、放学时分，
学校门前便堵得水泄不通。 学校西边的那条胡同太窄
了，最窄处只有 3米宽，错不开两辆车，偏又接送孩子的
车辆多，这段路十天有九天堵，学生、家长苦不堪言。

只有 3 米宽的路面， 让胡同北侧的住户也深感不
便，他们开着机动车出门，要多打两把方向，才不至于
撞到对面墙上。

2021 年年底， 村小学门前的道路要改造升级，拓
宽到 5 米多，胡同北侧的 12 户居民必须退院。 都是依
规盖的房子，让他们退院子、拆门头，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儿。

村民的眼睛盯住了夏长印。夏长印家紧挨学校，有
两个院子，他不同意退院，道路改造就无从说起。 村党
支部书记夏铭找夏长印商量，让他作表率，带头退院，
并核算了一下，他家需要后退 2.75 米。 夏长印深明大
义，爽快答应道：“拆！ 但要把我媳妇说服了！ ”

夏长印召开家庭会。 夏家有 8 口人，四世同堂，年
轻人对退院均表示支持，唯独他的妻子不高兴：“咱家
两个院子东西长 35 米， 这一退就是将近 100 平方米，
恁多农具往哪放？ 凭啥让咱做出牺牲？ ”

夏长印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咱家院子大， 退一
点，里面将就着也能用。 你不也嫌咱家门口路窄、出门
不顺畅吗？扩路对咱们也有好处啊！ 何况村子要发展，

修路是必然，上级部门又拨了很多钱，要是因为咱家
修不了路，四邻八舍谁不对咱指指点点？ 与其将来被
动让路，不如现在爽快退院。 ”

连开了 3 次家庭会，夏长印才说服妻子，后退 2.75
米。

看到夏长印退院了， 其他 11 户村民紧随其后，纷
纷让出自家宅基地。

退了院子，12 户村民又自费重建院墙和门头。 不
久，一条 5 米多宽的道路横穿村庄东西，堵车现象再
也没有发生过。

夏楼小学教师夏长彦有感于村民的深明大义，作
《夏楼村“六尺胡同”记》，赞曰：乡贤者夏长印慕古人
张英之仁德，效之以行，振臂首倡，深明大义，为拓街

道，让住宅六尺有余，遗福桑梓，尤令人敬仰。 一时应
者云集 ，村民夏长迎 、夏松荣 、夏华粮 、夏守怀 、夏长
豹、夏云、夏长光、夏长连、夏长龙、夏长明、夏坤等皆
退舍六尺，不计得失，品正德馨。

这篇辞赋被刻在夏长印家的南墙上， 一走进胡同
就可以看到。 夏长印今年 64 岁，一生务农，识大体、顾
大局，通情达理、谦逊有礼，向来受村民敬重，连续多
年被评为“好乡贤”，其家庭被授予“文明家庭”称号，
实至名归！

如今的 “六尺胡同” 泥难牵足、 车不扬尘， 一路
绿树红花， 是一条非常美丽的巷子。 朋友， 如果你有
机会来夏楼， 一定要到这里看一看， 真的不比安徽桐
城 “六尺巷” 差！ ②18

“六尺胡同”美名传
□记者 徐启峰 刘俊涛 文/图

������像一朵玫瑰绽放在口腔里！
8 月 16 日， 淮阳区曹河乡宛丘生态农场，“农场

主”张丽（市、区人大代表）请我们品尝刚刚采摘下来的
葡萄“阳光玫瑰”。 一颗颗饱满的果实，青翠如玉，咬一
口，汁液淋漓，甘甜鲜美，还有丝丝玫瑰花般的香味萦
绕唇齿之间，沁人心脾。

难怪叫它“阳光玫瑰”！
宛丘生态农场占地 2000 多亩，种植有葡萄、冬枣、

玉米等，散养着鸡、鹅、猪、羊等畜禽。这里的产出、生长
都显得缓慢一些。 7月底，别地的“阳光玫瑰”已经抢先
上市，卖上好价钱，张丽还在等着农场里的葡萄自然成
熟。 “我们的水果、蔬菜都被认证为绿色产品 A 级，频
繁接受检查，不会也不敢用甜蜜素、催熟剂、膨大剂等，
全都以农家肥为主，让它慢慢成熟，味道才好。”张丽对
自家水果、蔬菜的品质很是自信。

张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2010
年，她与丈夫来淮阳投资办学，2017 年到曹河乡，看中
了这片坦荡如砥的淤土地， 租了下来。 有好心人提醒
他们：这块地是曹河乡最低洼的地方，容易涝，碱性大，
以前都是在这里挖土制盐，淮阳土盐名动八方，但这样
的地种庄稼不行。

张丽也看到了，脚下的土地泛碱，许多地方碱白花
花地连成一片，但她自有主张。“一说起盐碱地，很多人
都认为不好，但是利用得当，它就是一块宝地。 ”张丽
说，她身边有一个专家团队，对这块地的土壤进行了精

细化验，认为即便种不好庄稼，种蔬菜、果树也大有可
为，这是她敢于租下这块盐碱地的底气所在。

张丽尝试着种了一茬小麦、一茬玉米，果不其然，
产量都不高，第一年下来赔了 100 多万元。 这一年，她
一直在考察市场，思考着农场的发展方向。

2018 年，张丽大刀阔斧地改造农场，调整种植结
构，1000 亩地固定种果树，1000 亩地轮种玉米、 蔬菜，
其它地块做研学基地、搞养殖。

2019 年， 张丽注册成立 “宛丘生态农场”。 农场
里种植的葡萄、 冬枣， 经过严苛的检验， 均获得 “国
家绿色产品 A 级产品” 称号， 销往各大城市， 价格
不菲。 蔬菜主要供应粤港澳大湾区， 利润更是可观。
宛丘生态农场被广州市农业农村局、 周口市农业农村
局联合确定为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还
被评为 “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 许多研学团
队纷至沓来。

农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2021 年，张丽从俄罗
斯引进名优车厘子品种，开始种植。 初夏时节，车厘子
挂果，状如小灯笼，红艳艳的十分喜人，产量可观。眼看
又是一个丰年，但是，7 月下旬未及采摘，贾鲁河上游
洪水来了，周口多地泄洪，农田受灾严重，宛丘生态农
场也未能幸免，地里积水至腰，十数天方退。 车厘子不
耐水，无一幸免，绝收退场，而葡萄、冬枣则经受住了考
验，尚有一定收获，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场洪灾，宛丘生态农场损失达 400多万元。 从那

次事故中张丽学到了很多：要有定力，适合自己农场的
品种才是最好的，不能盲目跟风；要顺天时，冬、春雨水
少，蔬菜又卖得贵，那就抢抓时间种蔬菜。 至于轮种的
玉米，那就“尽人事、听天命”，能收多少是多少。 今夏雨
水多，宛丘生态农场里的葡萄、玉米又淹死一些，张丽
虽然心疼，但也接受上天的安排，她更看重的是秋收过
后的蔬菜种植。 “雨水在一年中总是相对固定的，夏天
雨水多，秋冬季节或许雨水会少些。 ”张丽这样自我安
慰。

眼下正是葡萄的丰收时节，“夏黑”“金手指”“醉金
香”等品种已过季，张丽从登封调来十几车羊粪，给剪
过枝的葡萄上“月子肥”，为明年丰产打底。 “阳光玫瑰”
正当季，场里招了 70多名采摘工，及时采摘卖到外地。
采摘客也是络绎不绝， 当天下午在淮阳区做生意的王
先生携家人来到农场，品尝“阳光玫瑰”后赞不绝口：“它
不是单纯的甜，还有一股花香，回味悠长，与以前吃过的
大不一样。 ”他采摘了 10箱，满载而归。冬枣已经挂果，
果子饱满，还要再接受一个月的阳光沐浴，晕染果色、
增加甜度，才能采摘。 “我们的冬枣脆而甜，落到地上，
能摔成几瓣。 ”负责管理农场的黄增祥骄傲地说。

“阳光玫瑰”的果期很长，能挂果到 11 月初。在此
期间，冬枣于 9 月中旬成熟，随后第一茬蔬菜广东菜
心、龙芽菜也将长出，直接通过冷链运到粤港澳大湾
区。 天公作美的话，这块盐碱地上，收获的喜悦将接
踵而至。

盐盐碱碱地地里里果果蔬蔬美美
□记者 刘彦章 徐启峰

《夏楼村“六尺胡同”记》作者夏长彦讲述“六尺胡同”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