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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镇安县西口回族镇岭沟村出产一种独特的大
米，做出饭来清香袭人，入口品嚼甘馨喷荃，当地人流传着

“一家煮饭，百家都荃”的赞语，尤其是杨家沟口的十亩水田
里种出来的稻子品质特优。

史载，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
陕西布政司选岭沟米进献,慈禧食后赞不绝口，当即定为

“贡米”。
岭沟到北京 2000 多公里，自岭沟米被定为“贡品”后，

县上年年要组织进贡。负责运送贡米的脚夫翻山越岭，长
途跋涉，苦不堪言。县令也深知其难，但又不敢抗贡。直到
有一年，他想出了一个妙计，特意选了几个粗脖子(即长有
瘿瓜瓜的人)进京纳贡，并交代差役到了皇宫如何回答问

话。进贡的队伍还没走到皇城，便遇见皇上出游，看见这些
粗脖子，皇上便问:“为何脖生粗瘤？”聪明的差役指着米袋
答曰:“就是吃这米长出来的。”皇上一听，好不惊慌，即令

“废贡”岭沟米。县令这一计策堪称两全其美，既避免了岭
沟百姓长途跋涉之苦，又不会落下抗贡之罪。

此后，岭沟米就自产自销。2018 年，我去岭沟时，只有
少数几块水田保留着，大部分都起旱改种玉米、小麦了。问
其原因，说是水稻产量低。2021 年，我从朋友的照片中看
到，岭沟又恢复传统水稻种植，成熟的田野一片金黄。

5月 28日，我和县摄协的几位影友专程来到岭沟村，拍
下了一组村民插秧的照片。我想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看他
们如何进行田间管理，秋天再去分享丰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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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镇安县人民法
院成功调解了一起返还原物案
件。遗失一年的宠物猫“胖虎”
通过托运方式返还原告，和主
人团聚，原告也对法官和法院
高效为民司法的行动表示了诚
挚的感谢和高度赞扬。

原 告 张 某 饲 养 了 一 只 英
国短尾猫，名为“胖虎”。2021
年 5 月 12 日张某出差期间，因
无人照料，“胖虎”走失，张某
出差回来后，多方寻找未果。
2022 年 5 月 7 日，张某发现被
告刘某在其微信朋友圈晒出
的 3 张宠物猫照片中，一只非
常像其所遗失的“胖虎”，便通
过网络手段联系到刘某要求
归还小猫，但刘某拒绝返还。
张某遂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
被告刘某返还小猫。

受 理 此 案 后 ，承 办 法 官
认为该案首先应确定刘某现
饲养的小猫是否就是原告张
某 的“ 胖 虎 ”，遂 及 时 电 话 联
系 被 告 ，知 悉 被 告 现 在 东 北
生活后，通过电话、微信等手
段 从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司 法 鉴
定以及在诉讼期间做虚假陈
述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等方
面进行释明。刘某终于承认
该小猫是其回镇安县城娘家
时 在 一 公 园 内 拾 得 ，但 称 其
已经将猫带至东北，饲养了一年多，对该小猫也产生了深
厚的感情。希望原告能够出让小猫，本人愿意支付相应
的价款。承办法官将被告的意见告知原告后，原告明确
表 示 ，该 小 猫“ 胖 虎 ”已 经 陪 伴 其 多 年 ，家 人 都 非 常 喜 欢
它，自遗失一年来，家人都很伤心，现在知道下落了，一定
要找回来。看到原告的坚决态度，承办法官便从原、被告
双 方 都 是 爱 猫 人 士 入 手 ，通 过 电 话 、微 信 给 双 方 反 复 调
解 ，最 终 ，被 告 认 识 到 自 己 拾 得 小 猫 拒 不 返 还 行 为 的 错
误，表示愿意返还，原告也对被告对小猫“胖虎”一年多的
悉心照料表示感谢。最终，双方在法官的斡旋下，达成一
致意见：原告张某补偿被告刘某养猫费用 500 元，支付托
运 费 用 500 元 ，并 承 诺 在 被 告 刘 某 返 回 镇 安 时 可 以 探 视
小猫，被告立即通过托运方式将小猫返还给原告。至此，
因为宠物丢失引发的返还原物案件得以圆满化解，宠物
猫也和主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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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商州城西 4 公里的陈塬街道上
河村，门前塄坎上有一棵两个人都搂不拢的大核
桃树，占地半亩有余，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犹如
一把巨大的雨伞，笼罩着我家的院落。其丰产稳
产，果大美观，皮薄仁饱，味道鲜美，正常年份可
收核桃干果 150多斤。听祖父讲，这棵核桃树是
他的祖父所植，已有 150多年的树龄了。

这株核桃树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带来了
无尽的欢乐，我经常与小伙伴们在树下嬉戏，逮
蛐蛐，捉迷藏。大人们劳作之余，也聚集在树下
歇息、乘凉，说古道今，谝闲传。不知什么时候树
上筑起了一个鸟巢，一群喜鹊不时飞出飞进，喳
喳鸣叫，为人们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这棵树对我们的家贡献可大啦，为我家渡过
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
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各家开销都很拮据，特别
是食用油十分紧缺，祖母和母亲做饭时常用几瓣
核桃仁在锅里一烙，代替食用油炒菜。大人们将
收获的核桃藏起来，舍不得吃，拿到城里出售后，
换取日用品。只有到了过年时，大人才给每个小
孩发三五个核桃，用于玩“滚窝窝”等游戏，玩够
了再慢慢享用。村里有孩子婚娶时，从我家讨几
个核桃，给新房“压床”，意味着来年早生贵子。
谁家有人感冒咳嗽了，来我家要几个核桃，取其
核桃仁，用蜂蜜炙热服用，一觉醒来，病就痊愈。
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学到中学的学费及学习用品，
几乎都是来源于这棵核桃树。

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以优异成绩考
入商洛农校就读，学的是林果专业。由于我对老
家这棵大核桃树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感情，所以对
核桃专业课的学习就更加勤奋。1980 年毕业
后，我被分配到商洛市核桃研究所工作，专职从
事核桃科研工作，更使我有了用武之地。自参加
工作第一天起，我就暗下决心，立志在核桃事业
上有所作为。从事核桃科技工作的 40 多年里，
我把全部精力和心思都用到了核桃科研上，既有
事业成功后的高兴和喜悦，也遇到过许多艰难和

险阻，甚至有过痛心和失落，但我数十年如一日，
为了核桃事业竭尽全力，不改初心。

我们村在原党支部书记李彩凤及历届班子
的带领下，发动乡亲们大力种植良种核桃，经过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全村 95%的土地都种
上了良种核桃，面积达 2600多亩，经济效益十分
可观，被誉为“商州核桃第一村”。多年来，我经
常回村上进行技术培训、指导，送些技术资料或
种苗。每当回到老家，看到漫山遍野枝繁叶茂的
核桃园，看到果实压弯枝头的核桃树，看到乡亲
们核桃丰收后喜悦的神情时，我就感到由衷的高
兴。虽然现在全村到处都是核桃树，但老家门前
那棵大核桃树仍挺立在那里，我对它情有独钟，
肃然起敬。

回忆我的人生历程，从孩提时代、学生时期到
参加工作后，都与核桃树结下了不解之缘。核桃
树不仅树体高大、挺拔俊秀，具有遮风挡雨和良好
的绿化美化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人们带来丰
厚的经济效益。我的事业是核桃，我的进步来源
于核桃，我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核桃。我为核桃事
业付出了许多艰辛和汗水，核桃也为我赢得了成
绩和荣誉，更为我带来了无尽的幸福和欢乐。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转眼间 60 多年过去，
我也进入花甲之年。每年清明、春节或村里谁家
有婚丧嫁娶的事情，我都会回老家走走、看看，再
到与我一生有缘的老核桃树下转转、坐坐。因时
间久远，村子里的许多往事或忘却或模糊不清，
唯独门前这棵老核桃树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永远难以忘怀。

村 里 有 棵 老 核 桃 树
王根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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