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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斌先

大 别 山 在 绿 荫 的 簇 拥 下 逶 迤 而 来 ，回

旋 的 地 带 托 举 出 金 安 ；山 峦 叠 嶂 中 ，扯 出 一

片 斑 斓 沃 土 ；襟 江 揽 淮 ，连 接 四 通 八 达 处 ，

展 现 一 派 生 机 盎 然 的 画 卷 长 轴 。

若 把 大 别 山 比 作 江 淮 之 间 的 一 道 脊

梁 ，她 的 臂 膀 便 是 淠 河 和 田 畴 。 老 街 、钟

声 、烟 火 、松 涛 、竹 喧 ，以 及 声 声 不 息 的 鸟

鸣 、绚 丽 多 姿 的 花 朵 ，汇 聚 成 了 大 别 山“ 别

有 天 地 ”的 人 间 气 息 。

金 安 人 习 惯 把 辖 区 内 景 色 称 作 九 十 里

山 水 画 廊 ，其 中 含 着 些 许 自 豪 ，更 带 有 深 情

的 依 恋 。 九 十 里 ，强 调 的 是 空 间 上 的 长 度 ，

流 露 的 却 是 情 不 自 禁 的 喜 爱 。 想 呀 ，丘 壑

直 去 九 十 里 ，山 水 之 间 有 真 意 ，置 身 长 作 画

中 人 。

沿 着 东 石 笋 一 直 向 北 ，古 镇 老 街 、千 年

禅 院 、山 岩 和 洞 穴 ，还 有 数 不 清 的 花 草 植

物 ，汇 聚 成 小 桥 流 水 情 思 悠 悠 的 世 外 桃 源 。

春 天 ，人 们 习 惯 寻 找 竹 笋 的 足 迹 ，也 爱 煮 茶

推 盏 ，去 消 那 心 底 年 年 划 不 尽 的 一 抹 乡 愁 。

大自然许是为了馈赠人们的这一番情意，便

把 一 座 山 石 塑 成 竹 笋 的 形 状 ，携 山 夹 水 ，隽

然独立，千百年来仿佛手搭凉棚似地相思守

望着每一位游人。人们走进东石笋，都喜欢

坐 在 亭 阁 下 ，亦 或 山 脚 旁 ，仰 头 远 眺 那 石

笋，心底渐渐清澈宁静、消欲知足。

从 东 石 笋 归 来 ，便 到 了 毛 坦 厂 老 街 。

老 街 上 的 民 宿 夹 杂 着 明 清 时 代 的 印 记 ，走

入 院 落 ，品 一 壶 六 安 瓜 片 ，浑 圆 的 鹅 卵 石 、

古 拙 典 雅 的 店 铺 、朵 朵 花 儿 一 般 的 油 纸 伞 、

千 姿 百 态 的 针 线 和 剪 纸 ，林 林 总 总 ，汇 成 老

街 的 一 番 浑 厚 古 朴 的 滋 味 。

老 街 不 远 处 有 一 座 大 华 山 ，与 九 华 山

一 字 之 差 ，韵 致 却 相 合 ，也 似 每 一 处 都 蕴 含

尘 世 之 外 的 清 静 。 沿 大 华 山 的 云 峰 寺 向

北 ，分 布 了 一 线 穿 珠 似 的 大 小 景 点 ：嵩 寮 岩

缭 绕 丹 霞 之 气 ，大 裂 谷 、大 别 山 石 窟 展 现 奇

异 地 质 地 貌 ，风 情 谷 则 柔 情 似 水 。 从 太 平

桥 画 廊 人 家 走 出 ，沿 着 柏 油 马 路 ，很 快 到 了

一 片 田 园 ，每 到 开 春 ，桃 花 夭 夭 、菜 花 灼 灼 、

映 山 红 摇 曳 多 姿 ，一 路 陪 伴 你 ，直 到 皋 城

的 南 湖 。 走 到 平 坦 的 一 汪 水 面 前 ，你 才 真

实 感 受 到“ 一 步 一 景 ”的 魅 力 。

九 十 里 的 山 水 画 廊 ，魅 力 并 不 在 于 其

中 的 某 个 片 段 或 细 节 ，而 在 于 一 种 连 缀 不

断 和 互 为 衬 托 。 你 可 以 领 略 悠 然 南 溪 不

夜 城 的“ 闹 中 取 静 ”，也 可 以 见 到 龙 熙 庄 园

“ 静 中 求 闹 ”，到 了 梦 幻 海 洋 大 世 界 ，走 过 数

不 清 、道 不 尽 的 美 丽 镇 村 ，你 能 切 身 感 受 到

动 静 之 间 的“ 养 心 乐 道 ”，体 悟 世 间 行 走“ 无

执 无 著 、无 滞 无 留 ”的 要 义 。

游 完 九 十 里 山 水 画 廊 ，见 到 最 多 的 还

是 山 水 和 绿 植 。“ 屏 障 东 南 水 陆 通 ，六 安 不

与 别 州 同 ”，这 种 不 同 ，成 就 了 一 种 独 特 的

魅 力 。 暮 色 满 山 ，最 爱 苍 茫 。 漫 山 瘦 树 ，恰

容 独 处 。 有 个 声 音 一 直 在 呼 唤 ：来 吧 ，赴 一

场 金 安 之 约 ；来 吧 ，把 浓 浓 游 兴 置 入 这 满 眼

人 间 烟 云 的 古 朴 画 图 。

置身这九十里画图

大别山风光 刘正祥 摄

■ 伍凤麟

在单龙寺镇的双龙村，小溪河蜿蜒而过，

清澈的河水唱着欢歌，常有飞鸟在河中飞翔、

觅食，与河畔绿树掩映的村庄构成一幅流动的

乡村画卷。

小 溪 河 是 双 龙 村 的 母 亲 河 ，村 民 临 河 而

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悠然滋润。

双龙村的村民说，曾经的小溪河“晴天像

水沟，雨天像黄河”，两岸被山洪水冲刷得参差

不齐，河床几乎要高出路面，河边村民习惯将

垃圾倒进河中，河水污浊不堪。小溪河是随着

美丽乡村建设的脚步而变得清亮起来的，也见

证了两岸村庄的沧桑巨变。

希望的种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小溪河两岸的村庄大多

是土砖垒的老房子，一条泥泞的土路是进村的

唯一通道，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大山里的人

们，日子过得很清贫。

一个偶然的机会，村民蒋立云掌握了种植

黑木耳的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村子几乎家家

户户都种起了黑木耳。由于质量好无污染，来

这里买黑木耳的人络绎不绝，一时之间，小溪

河热闹起来，中央电视台专门来拍摄了新闻专

题片《小溪河之路》，让这个深山小村落走进全

国人民的视野。如今，小溪河人回忆起那段岁

月，依然充满了自豪和怀念。

“靠着种植黑木耳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

人人有使不完的劲。小溪河里流淌不息的河

水，就是我们当年辛苦干活时的样子！”70 岁的

石灰冲村民组村民张友根感慨万千，他当年也

是村里种植黑木耳的领军人物。

传统的黑木耳种植需要大量砍伐椴木，毁

坏植被破坏生态，随着封山育林的推进，黑木

耳种植走进尘封的历史，有人选择了外出务

工，有人重又陷入贫困。2015 年，双龙村被确

定为贫困村。

何时才能彻底拔掉“穷根子”、过上“好日

子”？穷则思变、敢闯敢干的种子根植在小溪

河人的心田，只待春风一吹，又会生根发芽、枝

繁叶茂。

致富新路径

“这茶颜色好！”

“ 除 了 摇 青 、炒 青 ，发 酵 的 时 间 也 要 把

握 好 …… ”

在 双 龙 村 贫 困 户 储 著 权 家 ，一 场 关 于 如

何将山野茶制作成乌龙茶的讨论热火朝天地

进行。

“听说你自制摇青机，制成了乌龙茶，我今

天特意给你请来了茶叶专家，给你的乌龙茶

‘把把脉’！”老储的乌龙茶试制成功，霍山县主

要领导带着茶艺专家再次登门。

储著权本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能人，上世纪

八十年代曾自费到安徽农学院学习菌种养殖

种植，回来后发展黑木耳。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后来小儿子患重病，先后到上海合肥等地

各大医院救治，不久爱人又患上了糖尿病，雪

上加霜。一家两个常年吃药的病人，老储债台

高筑，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县委领导得知情况后，专门结对帮扶。不

安于现状的老储盯上了漫山遍野的山野茶，如

果能够制作成乌龙茶，打造特色品牌，一定能

在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镇村和有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老储争取

到发展资金，流转 50 亩土地建成茶叶基地，申

请注册了“林中音”商标，霍山县蒲公英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免费为其线上销售。如今，老储的

茶叶成为“零距离”电商平台的主要销售产品

之一，今年还走进了快手直播间，成功搭上网

络销售的快车道。老储自己脱了贫，还带动群

众一起发展茶产业。漫山的茶园变成源源不

断的绿色银行。

同时，村“两委”引进鼎萃山乡康养农业有

限 公 司 ，成 立 了 生 态 养 猪 合 作 社 ，专 养 黑 毛

猪。公司提供仔猪，贫困户采用传统生态方式

喂养，公司不低于同期市场价回收猪肉，然后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及供应链运营管理，将猪肉

销往市场。

夕阳西下，家家户户飘起了炊烟，村民吴

海 浚 还 在 猪 栏 里 忙 活 ，为 100 多 头 黑 毛 猪 喂

食。他患有严重哮喘，经常住院，2014 年被列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大部分药费得以报销，才

大大缓解了家庭压力。2017 年，他申请 2 万元

小 额 信 贷 ，扩 大 养 殖 规 模 ，又 种 了 5 亩 中 药

材。“这些猪都是黑寿淮猪，肉质鲜美，不愁销

路，农业公司提供猪苗、养殖技术，统一回收，

价格比市场高出不少！”如今，吴海浚家光母

猪就养了 11 头 ，肥猪存栏也保持在 100 头左

右，年销售近 200 头。像吴海浚这样的养殖贫

困户，双龙村生态养猪合作社有近 30 户，每户

年均增收万元以上。

一群追梦人

王 磊 是 双 龙 村 扶 贫 第 一 书 记 ，临 近 退 休

年龄的他，2018 年来到村里，一头扎进扶贫事

业，“就图让大家都能脱贫过上好日子”。他

带着扶贫工作队，用脚步丈量这里的每一寸

土地，细细摸排村情和贫困户情况，和村“两

委”一道因地制宜地研究制定脱贫方案，发展

脱贫产业。

一场疫情，让当地农产品生产销售受到极

大影响。为减少损失，王磊发动扶贫工作队和

村“两委”成员，通过网络和亲朋好友帮助村民

销售农产品。他的汽车后备厢，装满了帮朋友

订购的蜂蜜、葛根粉、茶叶、干豆角等。他到农

户家把产品收上来，再给买家邮寄或亲自送

去。一次，甚至连夜送到 50 公里以外的市区，

费时费力不说，自己倒贴的汽油费、邮费算不

清。“不能算个人的经济账，而要算群众产业脱

贫致富的大帐。”王磊说。

60 多岁的彭光东是五保户，无儿无女无亲

人，身患严重肺结核。扶贫队和村干部常到他

家里送米送油。后来，老彭病情加重生活不能

自理，王磊多方协调，将他送往县医院治疗，并

请护工精心护理，直至病愈。双龙村有 19 户贫

困户缺技术缺资金，无法发展产业，村里就开

发护林员、养路工等公益岗位，想方设法为他

们增加稳定收入。如今，村里的 163 户 439 名

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

2017 年 以 来 ，双 龙 村 新 建 了 美 丽 乡 村 中

心 村 ，实 施 了 小 溪 河 治 理 项 目 ，新 修 了 文 化

广 场 ，安 装 了 健 身 器 材 ，自 来 水 通 到 家 家 户

户，宽阔的公路四通八达。小溪河一改昔日

长 满 荒 草 、河 坝 破 旧 不 堪 的 场 景 ，如 今 整 洁

亮 丽 ，河 水 清 澈 ，鱼 虾 成 群 ，夹 岸 绿 树 成 荫 。

山 外 的 游 人 慕 名 而 来 ，溯 溪 而 上 ，陶 醉 于 这

里的美景，小溪村的乡村旅游日益兴旺。

脱 贫 攻 坚 战 胜 利 了 ，但 那 不 是 奋 斗 的 终

点，扶贫工作队员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

的事迹化作老百姓的口碑，化作小溪河接续发

展的新标杆、幸福生活的新起点。

新的一群追梦人，带着乡村振兴的使命，

来到这片热土。党支部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戴文俊，从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带

着工作队和村“两委”一班人，谋项目、促发展、

强志气。养羊基地、黄精种植基地、茭白基地、

蔬菜基地相继建起，脱贫户成了产业带头人。

生态经济、农旅融合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发展之

路，党建引领、大户带动、群众参与，小溪河畔

的 山 林 、田 园 变 成 了 百 姓 脱 贫 致 富 的“ 聚 宝

盆”，小溪河的河水和着人们的幸福欢歌，一路

向前！

小溪河的欢歌
■ 王太贵

遇见这片红色热土，放缓脚步

用写意手法诠释坡上农人、青青茶谷

杜鹃红了，漫山遍野的炭火在哔剥炸响

立夏起义的枪声，清脆地穿透颤动的心房

八月村口桂花的清香

洒入当年战斗的月光

今天，阳光催熟的江淮果岭

空气中能挤出糖分

猕猴桃、桑葚、火龙果和葡萄

彩色小灯笼在枝头密密照耀

赛道追着果园跑，

各地骑手们从鼻子眼睛一直甜到心扉嘴角

喝一盏石斛美酒，

与星星交换一个喧哗的夜晚

落叶摇金是湛蓝晴空的回信

在仙人冲绘画，去月亮湾采风

用红纸剪出欢喜的脸庞，

用泥巴捏出快乐的形状

听竹海流出夜籁的清响，

听山风述说绿色的近况

淮河大堤上，一只只蝴蝶左顾右盼

满眼的浓绿植被拉长了焦距

老屋变身工作室，返乡年轻人筑巢于此

轻轻推开故乡的门扉

乡愁是田园草叶上滴落的新鲜露水

爱与被爱萌生间的皖西真叫人沉醉

遇见

■ 赵延文

（一）

秋收时候回到家乡

大哥在铁道旁等我

一列动车风驰电掣驶过

大哥说这车快得像一颗子弹

那颗子弹

他在战场险些遭遇过

嘭，一声清脆划破南方的山林

（二）

铁路一侧

是松柏掩映的公墓

石碑林立，庄严，肃穆

大哥说像他列队的战友

说他们的魂魄会回到家乡

大哥开车带我经过公墓

像出征前的最后一次检阅

我看到，风在帮他系上风纪扣

（三）

嫂子准备了许多酒菜

把秋天所有的色彩都盛入盘中

嫂子问，你还记得赵大塘么

我说我就是赵大塘的一片柳絮

春天来柳絮在飘

秋天来游子归巢

我们老了

赵大塘越来越年轻了

（四）

我想去看看赵大塘

大哥说你怕是认不出了

乡村就像城市

到处是高楼和厂房

大塘已成为垂钓中心

那颗老榆树枝叶繁茂

树干上贴的二维码告诉人们

这里是，赵大塘

（五）

我的家乡叫赵大塘

那里曾住着许多男女老少

长着许多椿树和柳树

春天飞扬起一串串柳絮

落在无风的大地

像长大了的我们

飞向无悔的前方

永远的赵大塘

■ 丁迎新

走上街时，路面清爽干净，早点摊已

热气腾腾。我步行到公司班车停靠点，坐

上 车 ，向 着 东 方 刚 露 出 的 红 盈 盈 笑 脸 出

发，暖意渐生。

没错，这是到乡下上班！

目的地是距离县城十来公里的一个

叫千人桥的乡镇。我上班的地方叫鹏翔

小镇，就位于有“鱼米之乡”美称的千人桥

近郊农村。一路是快速通道，毫不亚于高

速公路，两侧还多了如画的风光。

一路阳光灿烂，侧首车窗外，城市的高

楼悄然遁去，葱郁的树木跃入眼帘。远处，

是辽阔无边的田野，是一座座农家别墅。

以 收 获 著 称 的 秋 季 ，只 能 在 乡 村 兑

现。春之花红、夏之绚烂、冬之雪寒，都可

以在城里找到，唯独秋天的收获必须与泥

土相关联，那是筋与血的牵连，不能分割。

田 野 里 一 望 无 际 的 金 黄 ，是 令 世 间

生 命 崇 拜 的 辉 煌 ，把 浑 厚 朴 实 的 大 地 母

性 展 现 无 遗 。 点 缀 其 间 的 农 家 最 幸 福 ，

常 年 浸 泡 在 稻 花 香 里 ，他 们 永 远 是 精 神

饱满的状态。

道 路 两 边 ，尽 显 秋 天 色 彩 斑 斓 的 魅

力。早上七八点钟，阳光斜射，晨雾仍在

屋舍和阡陌间流连，道边树、堤上林、陌间

草、屋前荫、沟沿枝、渠侧植，一一洗尽慵

懒灰暗，清新明亮，妩媚至极。许是哪一

位画家随意扔出的颜料笔落地生了根，见

风长，毫无约束地长，尽显真性情。

时光倒推，向城市进发曾是几乎所有

农村人的梦想。考学、当兵、外嫁、务工，

方式方法不同，却都围绕着脱离农村、过

城市生活的心声。

小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在城里上班

的人，不沾一点泥土味，坐在窗明几净的

屋里，定时拿工资，吃穿不用愁。乡下人

把那叫作铁饭碗，那生活里的每一样都让

我们羡慕。

改革开放打开闸门，数以亿计的乡村

人 来 到 城 市 ，实 现 了 曾 经 梦 寐 以 求 的 种

种，城里工作、买房和生活，已是寻常。时

代变迁，已无所谓铁饭碗，只要努力，人人

都有回报。

城市没有忘记乡村，发展的洪流聚焦

于乡村。从新农村到乡村振兴，都是为了

共享富足和幸福。越来越多和我一样的

城里人，改变了上班的方向，在农村扎下

了根，越来越享受这乡间的生活。

合安高铁，穿越舒城而过，舒城东站

又 落 在 了 千 人 桥 ，高 铁 小 镇 的 名 号 已 经

叫 响 。 固 有 的 天 然 优 势 ，加 上 四 通 八 达

的 交 通 ，把 这 片 乡 野 之 地 托 举 为 江 淮 土

地的亮点。

又何止此地？放眼全国，城市与乡村

界线不再明晰已是大势所趋，相互融合，

共同发展，同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到乡下上班，将成为再正常不过的现

象，我，只不过赶了个早，提前尝了鲜而已。

到乡下上班

投稿邮箱：ahrbhsf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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