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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祖荣

四点钟的光景，太阳开始西沉，白天

变得短了。清水河的河水流向无定，这

时节不向青山河，而是西入青弋江。浪

拍打着裸露的岸，像是水在低语呢喃。

小鸟叽叽唧唧，远处布谷低一声高一声，

大自然的声音总是美妙的。

河边钓鱼人，目标不一定是鱼，是

寻求一个不扰的空间。一只大驳船空

船 西 行 ，带 着 水 连 泥 而 起 ，若 是 重 载 ，

水 不 堪 负 荷 。 今 年 的 水 位 降 得 太 低 ，

连长江只有三米多了。风，柔柔地吹，

临水而立的人，有些陶醉。突然，鱼跳

出水面弄出很大的声音。鱼想听听悄

悄 话 吧 ，一 见 人 影 ，吓 得 沉 入 水 底 ，冒

着泡溜走。

芦苇，在岸边起伏，由不得人不起乡

愁，一起无已。这乡愁，起落在清水河。

我曾在青弋江畔一个叫清水河的

古镇读书。整个少年是在眺望河流万

千姿态中度过。那嗡嗡的蜂舞，那青草

泛滥的气息，都永驻心间。哪怕是到了

盛 年 ，也 愿 意 翻 动 一 下 藏 于 心 底 的 密

码 ，让 记 忆 如 青 弋 江 水 迤 逦 而 来 。 有

时，恨不能回到从前，把心里的清澈和

呢喃燕语，对着江河抒发。临河而立，

尽享人生之美好。

明日立冬，今天是深秋最后一天，

天 光 纯 净 。 苏 轼 仿 佛 千 年 前 有 知 ，有

诗《赠 刘 景 文》：“荷 尽 已 无 擎 雨 盖 ，菊

残 犹 有 傲 霜 枝 。 一 年 好 景 君 须 记 ，最

是 橙 黄 橘 绿 时 。”状 写 荷 尽 、菊 残 ，橙

黄、橘绿，这些秋天的物候，枯荣有致，

都是美的意象。

冬天没那么严肃，深秋依然深情，春

天值得期待。深秋的大地是调色板，最

绰约的风物依然是芦苇。东坡曾想“纵

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从一苇轻

巧之身悟出天地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

惟有放下心中的羁绊，方能享受自由自

在的人生。

太阳落入地平线,天空中闪耀橙和

红色的光,勾勒着临水而立的人轮廓。

一簇簇一丛丛芦苇在光中起舞。水合着

节拍,一河晚霞,缓缓流动。人的思绪，

随风远扬。

临水而立，沐风浴阳，散布河滩的

芦 苇 轻 摇 ，一 年 美 景 掠 过 心 头 ，四 季

轮 转 ，温 暖 和 快 乐 的 日 子 ，那 么 多 那

么好。

水边的怀想

■ 杨兆宏

虽然她早已隐入水底，沉寂多

年。但是，江湖上依然有她的传

说。当持续的干旱使响洪甸水库

水位下降，她便露出尊容，向世人

展示烟波上的风华。

在安徽金寨县流波石童镇会议

室里，见到“流波古渡”四个字的碑

拓时，不禁惊叹于她的古朴大气；

站在《流波 石童 再现图》前，顿生感

叹：在遥远的古代，在大别山的千

山万岭之中，竟然曾隐藏着如此繁

茂之地！

我期待着此次古渡之行。而

此时，我甚至还不知道所在地流波

石童这个“石童”字的读法。

汽 车 盘 旋 于 崇 山 峻 岭 之 间 ，

弯 急 坡 陡 ，路 面 却 是 宽 阔 平 整 。

到了流波村。我们跟随着向导，

沿着荒草掩映的小径向着库湾前

行。这里是大面积的河床，虽已

深秋，依然芳草萋萋。因为长久

干旱，水库的水位下降严重，大片

的淤泥成为肥沃的滩涂，地面开

裂，形成一道道横七竖八的裂纹，

放眼望去，仿佛一张巨大的网平

铺在滩涂之上。

立 于 河 滩 中 ，眼 前 并 不 宽 阔

的水域，向南北方向延伸，在北边

不远处，遇到大山的阻挡，拐了一

个近乎九十度的弯，向东方铺展

过去。这里是响洪甸水库的一个

分支，正常年月，这里是广阔的水

面。在响洪甸水库未修建之前，

此处是一条河，人们称之为西淠

河。此时水位下降，水域缩小，算

是恢复了河的原貌。河对面是一

座山，从我们站立的地方放眼望

去，西淠河环山而过。山脚周围

是广阔的滩涂，虽然因干旱而裂

纹纵横，但是依然掩盖不住她的

丰腴。向导指着远处大片裸露的

河床介绍说，那里就是过去人口

聚居的地方，曾经人来人往，热闹

繁华。

置身这广阔的天地间，背山面

水，远处是肃穆的青山。我的脑海

中忽然蹦出了在镇政府会议室看

到的《流波石童再现图》，眼前似乎出

现了大片青砖黛瓦白墙，河岸两畔

人声鼎沸，商铺林立。恍惚间，数

艘舟船载着竹木、茶叶、行人缓缓

远去。

给我们带路的向导是镇文化

站的汪站长，瘦高个儿，黑脸庞，声

如洪钟，精神十足。他说，你们运

气好，恰逢水位严重下降，可以看

到流波古渡摩崖石刻，这可是古镇

唯一留存的印记。

一听就非同一般，让人想一睹

芳 颜 。 我 们 迫 不 及 待 地 坐 船 前

往。船在水面上缓缓而行，荡开一

圈圈的涟漪，层层地向周围漫延；

几只水鸟凫在水面上，偶尔一头扎

进水里，再冒出头，嘴里便叼着一

条小鱼；岸边远处，一队花枝招展

的姑娘正摆着各式造型拍抖音；山

色如黛，保持着亘古以来的静默；

瓦蓝的天幕下，白云悠悠。阳光不

燥，微风轻拂。此时，我的心情忽

如这水一般沉静，不再急切地想去

看石刻，也忘记了过去、现在，将

来，只愿这水没有尽头。

终于见到了摩崖石刻。

在一处巨崖的中下部，开凿出

一方平坦的地方，“流波古渡”四个

大字镌刻其上。单字一尺见方，取

法魏碑，楷中寓行，遒劲古朴，力透

石背。虽年代久远且长时间在水

中浸泡，但是依然清晰如新。石刻

四周，留下了当年用钢钎钻孔劈石

的凿痕。

身 下 便 是 西 淠 河 故 道 。 过

去，这里流水湍急，落差较大，冲

刷 堆 砌 成 一 个 激 心 滩 ，水 走 偏

锋，激心滩对面便自然形成了一

个 弧 形 回 水 湾 ，湾 阔 水 深 ，造 就

出一个天然渡口。积善施德的众

商 慷 慨 募 捐 ，修 筑 了 船 舶 码 头 ，

购 置 了 货 运 、民 运 船 舶 ，成 立 了

一支水运队伍，免费运送往来行

人商旅。据记载，历史上的渡口

周边，古树参天，商贩云集，运工

的号子声、商贩的叫卖声不绝于

耳 ，东 西 两 岸 行 人 如 织 ，热 闹 非

凡，是流波古渡靓丽的风景线之

一。民国时期，当地地方官员汪

廷霖手书“流波古渡”四个大字，

后由地方工匠铭刻在渡口上方的

石 崖 上 ，如 今 成 为 流 波 石童人 永 远

的乡愁和回忆。

经过汪站长的讲解，我们了解

到，流波石童镇坐落在燕子河青龙湾

下游冲积小平原上，始建于明清时

期，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是当地颇

具盛名的三大古镇之一，也是当时

经济文化重镇，更是鄂豫皖竹木茶

叶等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一九五

七年，修建响洪甸水库后，此处变

为库区沉入水底。

恋恋不舍地离开流波古渡摩

崖石刻，回到岸上，已是正午。阳

光静静地洒在水面上、滩涂上，洒

在我们的身上，给一切铺上一层金

光。告别的汽车再一次奔驰在盘

山公路上。在不同的山窝处，一个

个规划科学、设施齐全的现代村落

从眼前划过，它们仿佛是一串串闪

亮的明珠，被宽阔的公路连缀着，

点缀在重峦叠嶂间，延续着流波古

渡的繁华。

深山明珠流波古渡

■ 焦水奇

唐 代 大 诗 人 王 维 画 了 一 张《卧 雪

图》，雪原茫茫的整幅画中竟出现了一株

绿意盎然的芭蕉，令世人都觉得不可思

议。徽州 2022 年入冬的第一场雪比以往

的这个时候来得更早一些。雪便纷纷扬

扬从天空飘落下来。飘飘何所似，天地

一沙鸥，“雪里芭蕉”还真不是文人的想

象，是写实的图景。

11 月 天 气 反 常 回 暖 ，一 场 雪 来 临 ，

顿 时 有 了 料 峭 的 寒 意 。 苍 翠 的 山 上 堆

满 了 厚 雪 。 山 沟 里 的 溪 流 声 也 早 已 停

止了歌唱，大大小小的石块上覆盖着一

层 层 白 雪 ，山 林 里 一 片 寂 静 ，欢 快 的 小

鸟 们 不 知 躲 藏 到 哪 儿 去 了 。 黛 青 色 的

山峦与洁白耀眼的积雪，在灰蒙蒙的天

空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一幅清淡

素雅的水墨画。雪野里播种的油菜，一

时错乱了时节旺长，似当头给泼了冷水，

惊魂未定地瑟瑟地在风中颤抖。青绿的

叶儿，亭亭的茎干，头顶一簇“白花”；菊

枝还残留着馨香的花瓣，雪白与菊黄，共

缀枝间，无声中涌动音乐，犹如一首安宁

的天籁之曲 。

在 徽 州 ，最 先 下 雪 的 一 定 是 黄

山 。 1800 米 高 海 拔 ，朔 风 劲 刮 ，千 山 万

壑间 ，山间全白了 ，莲花峰、天都峰、光

明 顶 、飞 来 石 ，像 一 个 个 坚 强 的 武 士 穿

着 铠 甲 在 雪 野 里 静 默 着 。 黄 山 松 像 一

位 位 头 顶 白 帽 的 护 士 ，对 抗 着 西 北

风 。 九 万 里 长 空 漫 天 飞 雪 ，天 地 那 样

的 宽 广 ，山 峦 别 样 的 冷 峻 ，石 阶 路 异 常

的 艰 险 ，雪 花 似 乎 更 丰 盈 饱 满 。 平 日

里 热 闹 非 凡 的 山 ，此 刻 空 空 荡 荡 ，在 山

谷 中 穿 行 ，山 的 峻 冷 ，石 的 沉 静 ，谷 的

深 邃 ，风 的 野 性 ，松 的 勇 敢 ，尽 在 苍 茫

的 诗 意 里 生 长 。“ 千 山 鸟 飞 绝 ，万 径 人

踪 灭 。”一 幅 清 美 辽 阔 的 雪 意 天 都 图 瞬

间跃然眼前，

“ 天 下 无 双 胜 境 ，江 南 第 一 名

山”。一场雪后，齐云山雪野天街，烟云

缭 绕 ，远 山 层 叠 ，宛 若 仙 境 。 蓬 舟 三 山

去 ，丹 霞 共 玉 宇 ，红 中 透 着 白 。 绯 红 的

道观映着雪色，胭脂红的梅朵云锦一样

灿 烂 ，像 神 秀 天 地 顶 着 雪 意 打 开 了 ，透

出盛大的云霞。

古村落宏村，下过雪后，高高的马头

墙，斑驳的白石灰墙面，瓦是青瓦，雪是

灼灼的白，极妙的色彩搭配，构成一幅经

典的水墨丹青。承志堂、树人堂、月沼、

南湖，映着皑皑白雪，枫杨树长长的枝条

儿在黝黑中透着一点晶亮；入夜，斑驳的

古宅小窗里透出灯光来，给雪夜带来温

馨和暖意。在这样的村落里赏雪，黑瓦

白墙雪意阑珊，是水墨徽州的极致，契合

了中国山水画境，像徽州酒酿一样醇美

醉人。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雪落徽

州 ，也 是 无 需 担 心 美 食 的 。 热 气 腾 腾 、

温 软 光 滑 、薄 如 蝉 翼 的 馄 饨 ，在 稠 而 不

浊 的 汤 里 舒 展 ；炭 火 在 炉 子 里 烧 得 通

红 ，砂 锅 踞 于 其 上 。 倒 入 腊 肉 火 腿 、小

排骨；慢炖半小时，依次倒入板鸭、肉皮

肚；3 小时后用冬笋、黑木耳、肉圆入锅，

豆 腐 角 煨 之 。 掀 开 锅 盖 来 ，热 气 腾 腾 ，

腌笃鲜精彩纷呈，这是雪日徽州的地道

美 食 。 深 渡 包 袱 饺 ，绩 溪 一 品 锅 ，祁 门

中 和 汤 ，蓝 田 方 鑫 玉 毛 豆 腐 ，歙 县 石 头

粿 ，黟县“五黑”食品系列 ，休宁五城茶

干 、米 酒 ，都 是 上 了 央 视《舌 尖 上 的 中

国》的 名 牌 产 品 。 雪 日 徽 州 ，角 角 落 落

都能寻到饕餮盛宴。

山幽水静中有养眼之美，美食天堂

中 有 养 胃 之 乐 ，诗 意 田 园 中 有 养 心 之

旅 。 湖 山 好 处 便 为 家 ，吾 心 安 处 是 徽

州。雪落徽州，追寻“雪意江南”，你能领

略世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雪落徽州

■ 吴学安

“马老师，我来得晚。可是我

太喜欢你们吹唢呐了，想让你们再

吹一曲，又怕你们太累！”在河南商

丘柘城县洪恩乡马庄村村民马春

风的直播间里，两小时的直播临近

结束，观众的热情依然高涨。尽管

已有些疲惫，看到这名观众的留

言，马春风和妻子杜晓艳又打起精

神，吹了首《百鸟朝凤》。许多原本

准备退出直播间的观众纷纷点赞，

一场直播下来，视频号的粉丝数又

上涨了 2000 多。

兴起于明宣德年间的掐丝珐

琅，被缩小成手机壳上的时尚纹

样；苗族姑娘的刺绣，绣在了年轻

人的 T 恤、背包上；秦腔、昆曲、侗

族大歌之妙音响彻南北……宝贵

的文化遗产时下正通过短视频走

到民众身边。

近两年，快手、抖音等短视频

平台纷纷启动“非遗带头人”“非遗

合伙人”等项目，积极探索“短视

频+非遗”的传播模式，通过加强

流量扶持、提高变现能力、促进技

艺研培、打造非遗文化开放平台及

开展城市合作等方式，全方位助力

非遗传播。

据快手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平台每 3 秒就诞生 1 条与非遗文

化相关的视频。2018 年，有 252 万

用户发布非遗内容，超过六成生产

者是“90 后”。非遗文化通过网络

媒介碎片化传播，不但契合了当下

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也还原了非

遗技艺中的精华和本真。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传统

工艺技能操作实践中，小可维持一

家生计，勾勒地方风土，大可记录

一个民族的文明印记，成为守护着

民族文明的真实延续。当一项传

承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跨越时空，对话当下，在传

播渠道日趋多元化的网络时代延

续自身的生命力，能够焕发出新时

代的魅力。近年来，越来越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内容通过短视频、直播

等新型内容承载和传播形式焕发

新春，受到广大受众的喜爱和追

捧，获得了更多展示机会。

在信息传播日趋网络化、即时

化、多元化的今天，与时俱进，搭乘

新媒体传播快车，为非遗传承、传

播提供新的可能性，短平快的传播

和深度传播相结合，既让更多人了

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让人更了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互联网与

媒体搭建的宽广平台，传承与传播

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成为相融共生

的“一体两面”。强大的互联网平

台和融媒体矩阵，承载着非物质文

化遗产跨越巨大空间和时间，实现

更广泛更持久的大众传播，并带来

新的传承人群，产生新的传承方

式，激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薪

火相传的新活力。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优秀的传

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

根本。非遗传播，需要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需要形成良好的文化生

态系统 ，培 育 消 费 者 对 不 同 文 化

产品美的认同和接纳。只有社会

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实践，形

成人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动局面，非遗才能保持旺盛的

生命力。

让传承和传播“比翼双飞”

■ 汪红兴

清晨，常常还在睡梦中，窗外学习强

国乡村大喇叭，像只永不疲倦的大公鸡，

按时啼鸣，引吭高歌，催我起床，催我奋

进，我立即一跃而起。

那嘹亮的播音声，回荡在袅袅炊烟

间，传到千家万户，让宁静的小山村，猛然

变得鲜活，气氛雀跃，把小小的山村和祖

国、世界连为一体。

这是近年来，乡村重新回归的一道靓

丽风景。它常常把我带回到那美好的童

年时光。

我们这些“六零后”，似乎是伴随着

乡 村 大 喇 叭 而 长 大 的 。 外 婆 的 村 子 霞

瀛 ，是 公 社 所 在 地 ，在 率 水 河 畔 。 清 晰

地 记 得 ，村 背 后 的 霞 山 ，不 甚 高 ，在 山

巅 的 一 片 平 坦 开 阔 地 ，高 高 的 电 线 杆

上 ，安 着 两 只 银 灰 色 的 大 喇 叭 ，相 背 而

立 ，像 是 两 个 患 难 与 共 的 兄 弟 ，肩 并 肩

地 站 在 那 里 。 不 知 寒 暑 ，不 惧 风 雨 ，素

面 朝 天 ，每 天 准 时 响 起 ，一 天 三 次 ，从

不落下。特别是冬日凌晨，当外面的世

界还是黑黢黢一片，大喇叭就按时起床

了 ，常 常 搅 了 我 的 一 帘 幽 梦 ，有 时 我 还

颇为不快。

那时，尚不知电磁波传递原理，我常

常纳闷，难道这喇叭里还有人躲在里面

不吃不喝光说话吗？问村里人，村人只

对我呵呵直笑，我很不爽。为此，曾经有

次一个人偷偷地爬到那霞山顶，想一探

究竟。终于站在那两只大喇叭前，是左

顾右盼，却发现人迹杳无，颇为失望。不

过，我发现那地方地理位置极佳，视野开

阔，山光水色，屋舍俨然，粉墙黛瓦，一村

美景尽揽眼中。

那时，乡村人家连钟表都不是家家

都 有 ，遑 论 收 音 机 、电 视 机 了 。 一 日 三

餐 ，就 跟 着 喇 叭 转 。 清 晨 喇 叭 响 ，起 床

烧早饭，饭后上工去；中午喇叭响，回家

吃中饭，喇叭停，又赶去上工；沉沉暮霭

中传来了喇叭声，村民扛着犁赶着牛走

在那乡间的小路上。晚上广播结束，就

准 备 与 周 公 相 拥 。 倘 若 某 一 天 大 喇 叭

因 为 故 障“ 哑 ”了 ，村 里 人 的 生 活 节 奏 ，

似乎一下子就乱了套，吃饭干活都不知

何时了。这大喇叭，成了村民形影相随

的好伙伴。

“东方红，太阳升……”是那固定不

变的开播曲，然后播音员开始播音：“休

宁 县 人 民 广 播 站 ，现 在 开 始 第 × 次 播

音 ，今 天 是 × 月 × 号 ，星 期 × 。 这 次 播

音 的 主 要 内 容 是 ：……”之 后 转 播 全 国

各 地 新 闻 联 播 节 目 ，再 是 省 里 新 闻 、县

里 新 闻 ，穿 插 点 歌 曲 。 有 时 ，县 里 广 播

一 结 束 ，会 有 区 公 所 或 者 公 社 自 办 节

目，广播员时用普通话，时用方言，播送

各类通知及消息，雅俗共赏。大队或公

社 的 消 息 一 播 ，附 近 情 况 立 即 家 喻 户

晓。特别是每逢双抢季节或国庆节、春

节等重大节日，那大喇叭就整天响个不

停，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气氛。在冬修水

利 大 会 战 时 ，也 要 搞 个 大 喇 叭 来 助 兴 ，

给万马奔腾的劳动场景添一把火。

乡 村 大 喇 叭 ，连 着 你 我 他 ，作 用 可

不 小 。 国 际 国 内 大 事 、各 地 新 闻 ，都 是

从这大喇叭里传出来的，是乡村人了解

外面世界的最主要窗口，是世间万花筒

的浓缩。那些外国人的名字，比如西哈

努 克 亲 王 、高 尔 基 等 人 ，我 就 是 第 一 次

从那大喇叭中听到的。当然，对社员们

来 说 ，最 关 心 的 莫 过 于 天 气 预 报 ，每 当

播 天 气 预 报 时 ，村 民 们 都 会 走 到 家 门

口 ，屏 息 敛 声 竖 起 耳 朵 手 搭 凉 棚 收 听 ，

便于安排农活。当然，如果遇到一些突

发 情 况 ，如 失 火 、洪 水 等 ，那 大 喇 叭 一

喊 ，就 像 战 场 上 吹 响 了 冲 锋 号 ，全 村 人

立即行动，拿着脸盆、水桶等，第一时间

到位，那可谓神速。

后 来 ，回 到 小 镇 上 读 小 学 ，镇 上 是

区 公 所 所 在 地 ，背 后 的 豸 山 山 顶 上 ，也

立着两只大喇叭，占尽小镇最好的风水

宝地。我家在区公所隔壁，记得区公所

里有个广播站，大喇叭声音的源头就来

自这里。大概有三四个工作人员，其中

有个女播音员，三十来岁，细皮白嫩，扎

着两根辫子，颜值超高。大喇叭甜美的

声 音 ，就 是 从 她 那 张 嘴 里 发 出 的 ，很 是

羡慕了一阵。

改革开放后，政府实施小喇叭入户

工程，家家户户开始安装小喇叭。这时

已用上了高压电，小喇叭声音也非常清

晰了，大家就可以在家里收听。而且当

地自办节目很少，这样大喇叭就逐渐被

人们冷落。大约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不

知 何 时 ，家 乡 山 顶 上 的 那 两 个 大 喇 叭 ，

就 成 了“ 聋 子 的 耳 朵 ”。 因 为 时 代 的 潮

流已滚滚向前，彩电已日渐飞入了寻常

百姓家。村民了解天气预报和新闻，不

再靠广播了。

这样村里每日三餐，似乎变得安静了

许多，总给人空落落的感觉，乡村变得不

再热闹。

这对于那些乡村干部来说，更是少了

一个好助手。虽说后来电话、手机是日益

普及，可有些老人的手机常常是关机的，

或者是有些地方没信号，一旦需要通知的

事，或者遇到突发情况，乡村干部就“两头

捉蟹”，一筹莫展，还得一家一家地跑，效

率低且容易贻误时机。

或许是重新意识到大喇叭的作用，

十 年 前 ，各 地 应 急 大 喇 叭 又 应 运 而 生 ，

在 村 镇 田 野 间 响 起 。 在 突 发 情 况 如 山

洪 、火 灾 中 ，发 挥 了 不 少 积 极 的 作 用 。

但喇叭是需要维护的，如果每年只用一

会 ，平 时 疏 于 管 理 ，就 会 该 响 不 响 ，闯

大祸。

正 是 如 此 ，四 年 前 ，各 地 结 合 学 习

强国大平台建设的契机，让乡村大喇叭

串 联 成 网 ，建 立 起 大 宣 传 的 格 局 。 这

样 ，在 每 天 早 中 晚 固 定 时 间 ，乡 村 又 响

起 了 那 熟 悉 的 大 喇 叭 声 。 只 是 如 今 的

喇叭不再笨拙，造型别致，小巧玲珑，但

音质更好，声音更亮。党的富民好政策

就随着这电波，在第一时间源源不断地

传 到 千 家 万 户 ，伴 着 欢 快 的 旋 律 ，乡 村

欢 乐 的 气 氛 又 被 点 燃 了,为 乡 村 振 兴 增

添了浓浓的文化味。

尤其是这三年来，因为新冠疫情的原

因 ，乡 村 大 喇 叭 更 是 大 显 身 手 ，大 立 其

功。特别是封控期间，因为各地常常要下

发做核酸检测之类的各种通知，随时有突

发情况，乡村居住分散，地域广泛，许多老

人又没有智能手机，电话常常处于关机状

态，微信起不到作用。

而乡村大喇叭，声音洪亮，随意一吼，

就越过山头，跨过溪流，立即一传十，十传

百，很快就把消息以最快速度，传到村民

耳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效率

是大大地提升了！村民由衷地感谢这只

“大公鸡”。

熟悉的“大公鸡”，重归江湖，我心快

哉！在新的时代里，在寻常的烟火中，和

着最美的旋律，唱出最美的歌，这是我万

万没想到的！

“乡村大公鸡”归来

雪后黄山 水从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