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在婺源农村小住几天。徽式民居总

是窄窄的巷子，高高的墙，房与房的距离

又近，一出门，迎面就是一堵墙，一走路，

人就夹行在两墙中间。每天出出进进，

这墙就是一页读不完的书。

当地传统的砌墙方法是薄砖立砌、

横搭、中空、填土，再外涂白灰。这样既

节省材料又可保温，而且土在墙中，寓田

于墙。新墙在刚落成之时洁白如纸，就

是我们常看到的白墙黛瓦的徽式格调。

当初，一位泥瓦匠完成一座新房或一堵

新墙时，断没有想到他却为大自然提供

了一张作画的温床。

岁月之笔是这样作画的。先用细雨

在墙上一遍一遍地刷洗，再用湿雾一层

一层地洇染，白墙上就显出纵横交错的

线条和大大小小的斑点。论层次，这里

有美术课上讲的黑、白、灰的过渡；论形

状，则云海波涛、春风杨柳、山石嶙峋，胜

过一本《芥子园画谱》。我儿子是学画

的，他说国画里所讲的线条、皴法、留白，

西画里讲的光影、色调、透视，在这墙上

都可以找到，就是课堂上没有讲过的这

里也有。人工艺术在自然面前是这样渺

小，他自从住到这里就再也没敢画过一

笔画。正是“眼前有景画不得，神来之笔

在上头”。

但大自然并不满足于平面的艺术。

风雨如刀，岁月如锥。白墙这里被铲去

一块皮，那里被刻出一道沟，有时还被随

意抽去一块砖，甚至推倒半堵墙。然后，

再借来四面八方的种子，乘着风和雨，漫

天摇落在墙头。那些绿色的生命便悄无

声息地栖身到砖缝里、墙皮间、红土中，

甚至就借着一丝湿气黏附在光洁的墙面

上。它们才是真正的“蜘蛛侠”，缘墙而

走，无处不在，无缝不生。村里古祠堂有

一面大院墙，上面就爬满了积年生的薜

荔果，果可生吃亦可做成凉粉。这是一

面既能看又能吃的墙。植物学家考察物

种的多样性，有一个方法叫“打方”，即在

地上划定一个正方形，细数其中植物的

种类和数量。我就试着任选了一面墙，

借手机上的识花软件，一个一个地认识

这些从未谋面的花草。单听这些名字，

就让你心里暖暖的。那紫云英，本是水

田里的绿肥作物，这时也飞上墙头，从叶

间探出紫色的小花，回望它走来的田野；

有名“窃衣”的，是隐身高手，它开着白色

的小花，籽带绒毛，总能偷偷粘在衣服上

跟你回家，落户墙角；有一种野草莓，酸

酸甜甜，名“蓬虆”，唐人贾岛的诗里居然

写到它：“别后解餐蓬虆子，向前未识牡

丹花。”

你随意漫步吧，土墙、石墙、砖墙、篱

笆墙，满墙上都草解人情，花惹人爱。只

要你有耐心，任选一墙，就可以面壁一两

个小时，像是在美术馆里看画展。不，比

画展更好看。这是一面面实实在在的生

态墙、文化墙。你想，无数个鲜活的生命

自愿齐集到这面老墙上，跻身砖石，扎根

红土，探身招手，与人共舞，这是一种什

么样的情景？更可贵的是这些鲜活的花

草并不欺侮无言的老墙，在完成最后的

布局后，还没有忘记露出一方红砖、突显

一块青石或留下一段粉墙。仿佛提醒着

你，这不是一般的纸上图画。

一天，我偶然与儿子说起这几日读

墙的感觉，他说：“你不知道咱们这房子

的西边有一面老墙，每当夕阳晚照时，那

种历史的沧桑感让人心里发颤。我修这

房子时专门为了它开了一扇西窗，为了

能最佳取景，还不厌其烦地改窗框、配窗

帘。但突然有一天西边冒出了一座新

房，壁立眼前，挡了个严严实实。”

第二天，我就去寻访这堵老墙。原

来它曾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民居，已三面

坍塌，唯留下一个楼的直角兀立在窄巷

之上。直角往南的一面墙还比较完整，

袒露着砖块横竖相砌的纹路和白色的灰

缝，甚至你都能感觉到还有一位砖瓦匠

正在工作。而靠北的那段已经塌得只剩

下 一 条 棱 线 ，清 晰 地 露 出 墙 的 筋 骨 结

构。只见碎砖破瓦如瀑布一样倾泻下

来，犬牙交错的砖块间露出当年填充的

红土。唯有那个高高的楼角还十分完

整，在蓝天的背景下划出一个标准的直

角图形。楼角上方白云来去，一只孤雁

在天际盘旋，风在轻轻地打着口哨。这

时晚霞烧红了天边，风雨楼台，残阳如

血。我一时惊呆了，如果要给眼前的这

幅画起个名字，就叫岁月。我知道严田

这个村子是有来头的，历史上曾出了二

十七位进士。你看脚下的石板路与河边

的洗衣石，路上一低头就是一块废弃的

古碑，村口一棵宋代的老樟树七八个人

才能合抱。岳飞曾在这一带驻军，与悲

壮的《满江红》不同，他在这里留下了一

首轻松愉快的小诗《花桥》：“上下街连五

里遥，青帘酒肆接花桥。十年征战风光

别，满地芊芊草色娇。”当年的芊芊草色，

现在依旧点染在寻常百姓家的墙头上。

在走回家的路上，我有意绕来绕去

多走了几条巷子。为的是再多读几段老

墙。有一座土墙矮房，早已被主人遗弃，

劣筑的红土墙面上夹杂着石块草根。而

一坡青瓦斜披而下，瓦上长满嫩绿的厚

厚的苔藓。苔藓这东西很有意思，不管

是老砖、旧瓦、朽木、断墙，都一律公平地

给穿上鲜亮的绿装。现在这绿苔青瓦的

屋 檐 压 得 很 低 ，直 遮 住 了 老 土 墙 的 额

头。而墙脚正绽放着一束灿烂的花。

我想，自从人类走出山洞发明了垒

墙盖房，墙就与人长相厮守，从此墙上就

烙下了人的体温、音容和身影。可惜近

年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已是弃了泥

土，别了砖瓦，不见了柴墙篱笆。难得这

深巷里还为我们保存了些有温度的老

墙，保存了前人的眼泪和笑脸。我眺望

深深的街巷，谁解这老墙里的密码？谁

又能读得懂这幅风雨斑斑却又四季变换

的青绿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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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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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村，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大周镇。

在刘照的记忆中，小时候，村边江

中往来的多是机动船。那时，搭船进入

万州城，看一眼钟鼓楼，吃一餐小笼包，

可以在小伙伴中炫耀好久。

长大后，刘照跟村里所有年轻人一

样，外出闯荡。

2016 年，因事业有成，在家乡小有

名气的刘照，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

是大周镇党委书记。镇党委书记说：你

是五土村外出创业的能人，镇党委邀请

你回乡来，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左思右想，最终，刘照决定回去。

回村后，经镇党委提名，全村党员

选举，刘照当选五土村党支部书记。

可没想到，甫一上任，刘照就感到

“头疼”。

沿江数里，村里有 1200 亩红桔，品

种是有上千年历史的万州古红桔。但

因管理不善，极易染上褐斑病，结出的

果实成了“麻脸”，村民称之为“麻柑”。

麻柑卖相不好，1 斤才 1 元。红桔树成

为村民心中的“鸡肋”，也成为考验干部

的“难题”：砍了，村民舍不得，都是老

树；留着，卖不成钱，又占着地。

刘照找到的“解题”方法，是引进优

良品种，进行嫁接换种。新品种品质

好，见效快，抗病性强。

但是，村民们不买账。怕花钱，怕

不成功，怕耽误季节……

刘照没辙了。于是找镇党委书记

倾诉。

镇党委书记点拨他：善于做思想工

作，是当党支部书记的看家本领。咱们

是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群众反而不

支持，因为啥？群众不理解呀。

刘照恍然大悟。他想起自己多年

的工程项目管理经验。有时赶工期，工

人们本已非常疲惫，但只要走进工人当

中，真诚地跟大家唠上几句，工人们又

毫无怨言地走向岗位了。

此后数月，妻子何霞发现了刘照的

一个秘密。

何霞看到，刘照每天出门越来越

早，回家却越来越晚。她忍不住一探究

竟。这才发现，原来，刘照赶在村民上

工前或收工后，来到村民家中，跟对方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着红桔的新品

种还有嫁接的事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首期 200

亩红桔成功嫁接换种。

不久开始试花试果。村民们看到，

新品种真的就像刘照说的那样，不在冬

天结果，而在春天结果；品质好，无“麻

脸”，很好卖；而且不用上树，站在地上

都能摘。

从那以后，刘照说，枇杷树，也要嫁

接 换 种 。 村 民 说 ，你 咋 说 ，我 们 就 咋

办。刘照说，村里的土壤气候，还适合

种桂圆。村民说，你说能种啥，我们就

种啥。

结果，五土村沿江地段，全部被果

木覆盖，构筑起一道独特的果木走廊。

二

“你问我怎么开起民宿的？我是误

打误撞干起来的。”

张世方心直口快，总是未言先笑。

她说，自己多年在外打拼。那年春

节刚过，母亲催促她必须回来。“娃儿马

上上初中了，他那些课，我哪里辅导得

了，娃儿前程可不能耽搁。”

2019 年 3 月，张世方回村了，那时

心里还有些不情愿。

一进村，她惊奇地发现：村里怎么

冒出来这么多外地车！

一番“考察”之后，张世方的算盘打

开了：这么多人来村里，必定要吃要喝，

这里头肯定有商机。

说干就干。当年，张世方与弟弟张

世海一道，建起了“38 号”民宿。

“你这哪里是误打误撞哟，是正好

踩在点上了。”刘照纠正张世方。

机遇来自大周镇总体规划。大周

镇定位为“科教亲子特色小镇”，沿江一

线的几个村子，属于重点打造区域。

五土村反应迅速，马上对接，出台

了五土村旅游发展建设方案、农耕文旅

发展总体规划。

镇村合拍，上下同心，梦想很快照

进现实——

滨江长廊建成。一条彩色滨江步

道，时而没入林中，时而闪现江边。

日月广场落成。金色的太阳广场，

蓝色的月亮广场，比邻而居，构成“日月

广场”。

还有金银洞崖墓、观音阁造像、大

周溪遗址等人文景观，呈现于滨江长

廊……

五土村“妆容”初成，成功与否，只

等游客用脚步投票。

首先是零零星星的车，从万州城区

开进五土。此后是三五成群的车，从万

州城区开进五土。

起先，那些以前起早贪黑挑去城里

售卖的柑桔、枇杷、桂圆，都被主动上门

的城里来人买了回去。稍后，村民家的

老腊肉、洋芋块、红苕粉，也被城里来人

买了不少。

接着，便有头脑转得快的村民，买

来遮阳网或者塑胶纸，几根棒子一撑，

在其下卖凉粉、卖凉面。

有 第 一 家 ，便 有 第 二 家 、第 三 家

……放眼望去，蓝天之下，全是遮阳网、

塑胶纸。

刘 照 一 看 ，这 样 可 不 行 ，长 期 下

去，要糟蹋了这一江风景啊。风景是

五土村的根本，如果风景没了，那可就

糟了。

于是连忙找了两辆大巴车，分批次

把村民带到附近的旅游城市实地参观，

了解人家是怎么做的，如何既能留住游

客，又能留住一江风景。

遮阳网、塑胶纸迅速退场，风格明

显的芭茅亭、木房子取而代之。

刘照觉得还不“过瘾”。先是动用

自己的多年积蓄，建了座“滨江小筑”，

起示范引领作用。接着，打电话，上门

请，邀约五土村在外创业的能人，返回

村里，支持乡村振兴事业。

“野土地农庄”“廊桥小乡”“五林大

烩”“果木林”……在他的游说之下，能

人纷纷回村，20 多家风情十足的民宿

建起来了。

刘照带我走进“滨江风情”民宿。

主人向家满迎了上来。

“一天能接待多少桌客人？”

“白天 30 桌，晚上 20 桌。”

“晚上也有客人？”

“有的游客今天在这里玩了，住下

来，明天接着玩。到了节假日，有不少

是三五家约一起，住在这里直到假期

结束。”

向家满告诉我们，客人来得多，食

品需求大，他家民宿一年要采购 2000
斤鱼、3000 只鸡，时令蔬菜更不用说，

村民有多少收多少。如今，大周镇、小

周镇、甘宁镇的村民都在向这里供应蔬

菜水果。民宿聘用厨师、服务员、杂工，

还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离这里不远，长江之中，矗立着一

座仿古建筑码头。

“那是我们的旅游码头。”

说起码头，刘照再次打开了话匣

子。之前，一名干部来调研，在五土村

被堵了整整 40 分钟。

一个村子，堵车成这样，一定有稀

奇事。于是这名干部现场了解情况，发

现是因为城里人开车来五土的太多，造

成了堵车。他当场说：公路上堵，不是

还有长江嘛，可以坐船来呀。

于是回去开会，协调在日月广场旁

边建个旅游码头。现在，“平湖一日游”

的游轮，清晨从万州出发，在五土靠岸，

放下游客；傍晚从平湖回来，经过五土，

接走早上在此下船的游客回万州。

三

聊起村里的桩桩事儿，刘照一直兴

致很高。我抛出了一个盘旋在心中已

久的问题。

“刘书记，以天计，一户民宿排出 2
吨污水；咱们五土村，一年有多少吨污

水进入长江了呀？”

“你问得好。不过，这个问题，你不

是第一个问的了。”

原来，之前电视台一档栏目，看上

五土村，看上刘照的“滨江小筑”了。他

们在这里拍节目，拍之前也问了这个问

题。如果环保有问题，还能上电视，还

能成网红打卡地？

为能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村里采

取了系列举措。全村固定了 6 个清扫

保洁岗位，分人包段清理江岸。所有民

宿的污水，必须泵进村里的污水处理池

集中处理。三峡水库蓄水、放水产生的

消落带，村里一律种上中山杉，无论水

涨水落，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更关键

的是，要让村民从根本上认识到，环保

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所以村里成立

了乡村旅游合作社，让大家一起实干，

一起得到实惠，一起保护环境。

沿着滨江步道一路前行，刘照有说

不完的话。

“你看，那个三层楼，原是村委会办

公楼，后来改成了村里养老场所。”

“你看，广场上那些卖风筝、卖棉花

糖、卖悠悠球的，都是我们的村民，他们

学会做生意了。”

每走三五米，总有村民迎上来，热

情地打招呼。

刘照很感慨：“当村干部，你管事，

群众心里想着你；你不管事，群众当你

是局外人。”

他说，经济上去了，村民的精神面

貌也得上去。为此，村里制定了村规民

约，开展“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评

比；还组织了志愿者服务队，有扶危济

困帮扶员、交通安全劝导员、环境卫生

监督员……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没有文化可不成。

因此，村里组建了群众文艺宣传

队 ，常 年 开 展 政 策 、法 治 、安 全 宣 传 ，

并 在 传 统 节 日 时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活动。

我们在一块大大的三峡石前停了

下来。

我知道这里一定有故事。

果然，刘照介绍开了：重庆一名大

学生到五土村游览之后，写下一首诗作

《大周放歌》。大家一看都觉得好，就刻

在了村里这块三峡石上——

千载峡江灵秀处，日月流连九天

外 。 一 枕 银 涛 听 渔 歌 ，总 依 长 虹 醉

乡 怀 。 红 桔 悬 金 香 满 襟 ，白 鹭 亲 人

过 楼 台 。 赞 天 化 育 生 生 地 ，绿 水 青

山待客来。

题图为五土村日月广场。

五土村供图

五土五土村放歌村放歌
汪汪 渔渔

“一夜熏风带暑来”。立夏一过，暑

天的样子就越来越足了。天地之间，总

是弥漫着一种不断发酵的浓烈气氛。

随着时令的转换，农事一茬套着一茬，

忙得大伙儿难得喘口气。“小满赶天，芒

种赶刻”“过了夏至节，锄头不能歇”，很

多农谚也是这样说的。

暑天绝对是一年里最热的一段时

间。在三伏天达到峰值。热归热，万事

万物都在显示着生命的蓬勃。群山攒

着劲积聚翠绿。走进山里，花儿灿烂

着 ，果 实 在 孕 育 着 ；野 兔 一 路 逡 巡 捕

食。最热的中午，池塘边的枝丫上总是

站着一只翠鸟，一旦水面有鱼儿冒头，

它就箭一般射去。当然，最热闹的还是

蛙和蝉。月亮升起，蛙的合唱就开始响

起，要是在雨后，这种表演就更加酣畅

了。蝉则不分昼夜地鸣叫，中气十足，

把生命的活力尽情释放。

暑天最重要的农活是“双抢”，抢

早 稻 的 收 割 和 晚 稻 的 插 秧 。 火 辣 的

太 阳 底 下 ，每 一 棵 水 稻 都 在 抽 穗 ，又

在鼓胀。今天，田野还是绿油油的样

子，明天就泛黄了，再过一阵子，满眼

就是金黄的稻浪了。接着，打稻机进

场，家家户户都开始抢收稻谷。大伙

儿顶着烈日干活。割禾，脱稻，送谷，

分 工 明 确 。 到 了 中 午 ，扒 上 几 口 饭 ，

一家人又火急火燎奔向田头。有时，

趁 着 月 色 好 ，晚 上 也 不 歇 工 ，要 抓 紧

时间割稻。

早稻收完，赶紧放水浸田，然后犁

田 ，再 耙 田 ，把 犁 翻 的 泥 土 用 耙 梳 一

次，再梳一次，打理得碎碎的，然后把

泥巴拖平。前几天，一丘田还是金灿

灿的，现在就已是空荡荡的了。下一

步 ，就 是 插 晚 稻 。 插 秧 也 必 须 得 抓

紧。插秧时一只手托秧分秧，另一只

手把秧深深插下去，动作很有节奏感，

眼前一下子就衍生出一片绿意来。“早

稻泥上飘，晚稻插过腰”，插晚稻颇费

力气，插得浅，秧苗会被晒死。一天下

来，人往往腰酸腿疼。“晚稻不插隔夜

秧”，秧准备得多，又必须当天插完，所

以晚上也得赶工。而此时，炎热并未

散 去 ，蚊 虫 又 多 又 猛 。 插 晚 稻 这 一

“抢”，确实特别不容易。

暑天的“抢”，远不止“双抢”，还必

须挤时间兼顾好其它农活。菜园子绝

不能耽搁，上肥浇水都要跟紧，否则，一

园子的菜，不几天就蔫头蔫脑了。南瓜

的生命力稍强，黄花菜耐瘠耐旱，但必

须深栽，栽后要连续几天浇定根水；辣

椒、茄子、豆角等则有些娇气，今天晚上

才喝饱水，晒一天水分就消耗得差不多

了，第二天晚上还要再喝饱水，才能把

自己撑得圆鼓、溜尖。还有，再累再忙，

红薯地要翻藤，花生地要除草，棉花地

要灭虫，都不能懈怠。“人误地一时，地

误人一年”，农家最要紧的是抢时候，最

怕的是误节气。

立秋后，暑气减退，但农事并没有

闲多少，田间地里的管理一环套着一

环，要精心打理。不过，在晴好夜晚，

萤火虫忽闪着，天空如洗过一般，让人

心旷神怡。这时候，全村人都到地坪

里来，坐的坐，唠着嗑，憧憬着满满的

丰收。

憧憬着满满的丰收
陈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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