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坚韧不拔。艰苦

创业。”

十六个字，镌刻在九间棚村一块硕大的岩

石上。

九间棚村，位于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行

人至此，皆称其景色绝佳。而我，更叹服这片土

地上代代相传的光辉精神。

一

1940 年 8 月初的一天。天快亮时，九间棚

村的村民，发现屋外的泥地上睡满了人。他们

怀抱枪支，蜷缩侧卧。那是一支部队。

村里年幼的刘德香不时好奇地跑到屋外

张望。他拿了两根大葱和干辣椒，跑过去放到

石板上。有个战士和善地朝他招了招手，刘德

香又把地瓜干送了过去。部队出发后，刘德香

发 现 刚 刚 放 地 瓜 干 的 石 板 上 ，有 块 沉 甸 甸 的

银元。

那 支 部 队 ，是 八 路 军 115 师 686 团 的 一 部

分，为消灭对面山上的土匪来此驻扎。部队在

这里待了三个月，他们天天帮老乡干活，老乡则

自发为他们做军鞋。

当时，九间棚村只有七户人家，全村的精壮

劳力都跟着那支部队上了前线，有的牺牲在战

场上再也没能回来。

就 这 样 ，红 色 基 因 在 九 间 棚 深 深 扎 下 了

根。如同山顶上那棵树，数十年根基牢固、枝繁

叶茂。

几十年来，在红色精神的滋养下，九间棚村

陆续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刘甲全已是

耄耋之年，岁月在他的脸上刻满皱纹，却没能模

糊他对往昔的记忆。他说：村里的人，热心公

事、先进拔尖的，隔不了几年就会出一个。至上

世纪八十年代，百十人的小山村，已有了九名共

产党员。

二

1984 年，三十岁的刘嘉坤接过老支书刘德

敬的班，担任九间棚村党支部书记。遇上的第

一个难题，就是架电。

坐落在山顶的九间棚村，要发展，电、路、水

缺一不可。因为没电，夜色深沉后，村庄里没有

一丝光亮。

把电架上山，需十多根线杆，架电总费用要

一万两千元。而村集体的全部家当折成钱后，

还须村民每人均摊七十九元。这在当时相当于

一个村民两年的收入。

连续几天的讨论，搅得山村沸沸扬扬。村

民们散去后，留下的是九间棚村的党员。他们

低着头，盘算思量。

熬尽煤油的灯捻噼啪作响。突然，村支书

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党员刘嘉坤站了起来，泪流

满面地说：“大爷大叔，咱在这荒山上一代代传

到今，也不易了。再这样下去，咱们村迟早要没

了。到那时，咱们不得被后人骂吗？想想看，咱

们可是共产党员啊！”

刘嘉坤家的房子不盖了，拿出三百元给集

体垫上。老支书刘德敬掏出了五百元。其他党

员也纷纷支持，有推迟儿子婚期的，有下山到亲

戚家借的。党员带了头，村里人再不说二话，都

纷纷跟上……

钱凑齐了，开始架电。没有路，往山顶抬水

泥线杆这样的活儿全得靠人力。在陡滑的山坡

上，在垂直的悬崖处，大家弯腰、蹲行、跪爬，手

脚并用……一根根线杆，就这样挪上了山。

那晚，明晃晃的电灯照亮了黢黑的山顶，村

里的老人欣喜得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电通了，还要通路。

修路，得占农田。当初和八路军搭话的刘

德香，此时已是村里的老党员。得知大路得经

过自家果园，他二话不说，刨掉三棵枝繁叶茂的

大梨树。可是全家老小一年到头的开销，还指

着那三棵树啊。老伴抱着砍倒的梨树哭了，刘

德香心里也在淌泪，嘴上却对老伴说：“哭啥？

党员就得带这个头！”

党员刘甲全，为了修路，天天抡大锤、抬石

头，胳膊受伤严重，但从不叫苦叫累。然而因耽

误了治疗，胳膊落下永久残疾。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

书。”村支书刘嘉坤清楚这个理儿。筑路工程最

艰苦阶段，他连续七天七夜吃住在天寒地冻的

工地上。

镰刀割、镢头刨、铁锨垫，挖掘机、工程车、

压路机齐上路……九间棚村的路，终于通了。

缺水，是九间棚村人的又一块心病。

1984 年，天大旱。刘嘉坤带着村干部，请来

县里的技术员帮忙，最终在村庄西北七里外的

卧龙山崖壁上找到一处水源。在二十七米高的

悬崖峭壁上修建扬水站非常艰难。党员干部、

青年团员组成“先锋队”。刘嘉坤带头，把绳索

系在腰间，第一个落到山半腰，吊在悬崖峭壁

上凿石头、打炮眼、装管道。

同是党员的村委会主任张如意和会计刘甲

才出差购料。不承想好几家塑料厂都没货。两

人为了替集体省钱，没舍得坐一次公共汽车，

晚上睡在火车站的屋檐下。后来，济南一家塑

料厂的干部听说他们是从沂蒙老区来的，答应

现加工塑料管，两人才住进一天六角的便民

旅社等货。返程时，已经连着四顿饭没吃的他

们给司机师傅买了饭，自己却已几乎身无分

文。夜里赶到山下，把水泵和长达三千七百米

的塑料管卸完，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双双饿

倒在地……

1959 年 入 党 的 刘 德 明 ，是 村 里 有 名 的 石

匠。在山上施工时，刘德明得了阑尾炎，晕倒后

被抬去医院。就这样，他还急着修渠，在手术台

上迷糊时还喊着：“把石头摆正！”住院七天，刚

拆完线，刘德明就心急火燎上山了。刀口还没

愈合好，为了防止崩裂，他扯了条被单裹在腰

间，然后照样跪在工地上凿石、砌坝、搬大石。

大家都劝他回家歇歇，刘德明却坚持说：“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

三

电、路、水都通了，刘嘉坤又带领村民摸索

致富路。在这个过程中，九间棚人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幸福花”——金银花。

金银花在平邑县栽种历史悠久，当地群众

大多会种会管。乡亲们找到刘嘉坤，想着把这

老产业做大做强。经过反复验证，从 1999 年开

始，刘嘉坤携全村人一道正式着手发展金银花

产业。

金银花的种植之路，起初是坎坷的。品种

老化、用途单一、经验不足……多年积累的老

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譬如当地栽种了数百

年 的 传 统 品 种“ 大 毛 花 ”，花 蕾 期 药 用 价 值 最

大，一旦开花，售价就大幅下跌。因此每逢收

获，纵有风雨暴晒，也必须咬牙抢收。又急又

累人的劳作模式，成了金银花种植推广路上的

一道坎。

天道酬勤。2004 年，九间棚人从林场技术

员选育的金银花苗中，找到了植株健壮、花蕾硕

大、易于采摘的优良品种“九丰一号”；2014 年，

当地人又在山岭上的金银花中发现了几株自然

变异品种——花蕾饱满、花针长、不易绽放，经

过定向选育，命名为“北花一号”。喜获优良品

种的九间棚人一鼓作气，解决了推广种植、干花

购销、食品药品研发生产等一系列难题，把一株

株优质鲜活的金银花，栽种到田间地头，栽种到

山岭沟谷。

为了让金银花产业更上一层楼，九间棚的

党员远赴各地，努力将金银花带出村，走向广阔

天地。但尝试难免会有失败：九间棚村党员马

九林与何华，来到新疆喀什地区的疏勒县洋大

曼乡，在一块新近开垦的田地做试点。近十万

株“九丰一号”，从九间棚村远道而来，却一时没

能适应当地的盐碱地，成活的不多，损失二十余

万元；党员庄洪兵和张继光，到新疆英吉沙县萨

罕镇指导当地一家企业栽种“北花一号”。当地

少雨，栽种后没及时浇水，导致金银花成活率

不足六成，损失严重……九间棚人没有气馁。

他们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进行经营模式创新，

成立九间棚集团，一步一个脚印，九间棚的金

银花逐步走向各地。

2015 年，甘肃省定西市派出考察团到九间

棚取经。

定 西 来 的 同 志 介 绍 情 况 ：“ 定 西 苦 ，主 要

源 于 地 理 因 素 和 自 然 灾 害 的 影 响 。 有 民 谣

说 ，定 西 山 沟 深 三 尺 ，十 年 九 旱 苦 连 天 ，土 地

贫瘠难生产。”刘嘉坤信心十足：“金银花能帮

你 们 。”刘 嘉 坤 带 着 考 察 团 来 到 地 里 ，用 镢 头

刨开金银花根部的土壤，向对方介绍道：金银

花的根系强大，九间棚村坐落在山顶，脚下就

是山岩，金银花的根系沿着山体岩缝往下扎，

深度可达三四米。考察团听了，高兴地说：“好

极了！”

2016 年深秋，定西市通渭县决定大面积栽

植金银花，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九间棚集团要在来年的 4 月下旬到 5 月上旬向

对方提供两千万株金银花苗。订单签得急，金

银花苗供应紧张，怎么办？要紧关头，村里的党

员又站了出来。九间棚村的新党员刘丞铭垫资

几十万元，在临沂市兰山区建起五十二个育苗

大棚，终于堵上了苗木缺口。

2017 年 5 月过后，金银花又在甘肃临夏回

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打开新局面，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

九间棚集团发展金银花种植，不仅输出种

苗、技术，还输出经验。

早在 2014 年，刘嘉坤就带着金银花去了新

疆，还在南疆安排了试验示范种植。 2015 年 7
月，刘嘉坤又带着年轻党员庄洪兵，日夜兼程，

赶到喀什，通过发展金银花“种植—回收—初、

深加工”和塔克拉玛干荒漠化治理全产业项目，

带动广大种植户脱贫致富。

当地农民亚森·克来木说起九间棚人对他

们的帮助时，不禁眼含热泪：“我家一亩地的金

银花，去年收入两千五百多元，今年一下涨到三

千五百元，过好日子的信心更足了！明年我想

扩大到十亩！”

四

九间棚村巨大的变化背后，离不开党员带

头 ，以 及 永 不 服 输 、永 不 停 步 、永 不 变 色 的 信

念。除了刘嘉坤这样干在台前的，还有廉茂增、

廉茂元这样的幕后英雄。村中的诸多事，他们

默默付出；群众工作，他们不声不响去做。

同时，更多的新党员成长起来。扎根塔克

拉玛干的庄洪兵便是其中一位。

如今的九间棚村，已是国家 4A 级景区，九

间棚集团在各地设有多家子公司，拥有完整的

金银花产业链。富裕起来的九间棚人扎根边

疆，精准扶贫，带动西部的很多地方脱了贫、摘

了帽。

九间棚山清水秀，春天里，李子花、桃花、梨

花、山楂花竞相开放，把村里村外开成绵延花

海。秋天里，满枝硕果累累。

图为九间棚村风光。

徐爱国摄

党旗飘扬九间棚党旗飘扬九间棚
袁袁 星星

天气晴朗。

风虽然不大，却能看见它行走的方向。从

北边狮子岩过来，从南面砚峰山过来，从村边清

泉洞过来，从村子弄堂巷子里出来，沿着大路小

路，走进荷塘深处。池塘塍埂曲折连绵，围出

密密匝匝大小不均的网眼。

风聚在一起，挽着一起发力，荷叶，便呼啦

啦地摇摆。正隐在池塘荷叶间啄食小鱼小虾

的 一 群 白 鹭 ，奋 力 扇 动 翅 膀 ，呱 呱 呱 惊 叫 着

飞起。

我是没有见过如此广阔的荷莲地的。走

在荷塘塍埂，人便淹没在田田荷叶中。陈店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周 明 说 ， 既 然 来 了 ， 带 你 绕

一圈。

他领着我走进荷塘深处，曲折蜿蜒。在小

路与某个埂的连接处，突然就和人打招呼。这

时才发现有人正在荷塘，穿着防水裤，手拿长

钩，钩莲梗，摘莲蓬，弯臂过肩丢入背篓。荷叶

青青，莲花洁白，单单是莲蓬颜色变深了。那

是果子成熟了。只是那摘掉莲蓬的荷梗，很快

萎靡。它们将化作泥化作肥，转化成另一种生

命力。

绕了一圈便绕到了午时。端上一只白色瓷

盆，莲子银耳羹，汤勺挑起胶状液，晶莹剔透；一

盘藕尖，酸爽嫩脆；排骨老藕汤，浓而不腻……

我食欲大开。

五十多岁的周书记话不多，总是咧着嘴笑而

不语。但一提起莲藕，这位汉子眼睛就亮了，聊

到兴奋时，手势比画也跟着多起来。我抿了一口

莲子酒，有莲子特有的味道。

待到寒冬过，天气逐渐转暖，原本沉寂的村

子，会热闹起来。狗吠猫叫鸡飞，牛哞鸟鸣鱼

跃。湿地蒌蒿、黄鹂翠柳、桃红李白……歇了一

冬的牛，被赶到泥塘。耕耘者右手扶犁，左手持

鞭，一声声吆喝“噘”。

同样是种莲，目的不一样，选种就不一样。

收获莲藕的，自然以上一年选好的老藕为种，直

接埋于泥塘，不多久就能出嫩芽嫩叶。而以收

获莲子为目的，就选莲子为种。

白天的喧嚣，被晚风催眠。夜色是细软的

棉被，捂温着耕作了一天的土地，天上冒出零

零散散的星星。田间地头，村巷屋角，草地树

林，游荡着萤火虫。家家户户的窗口，透出微

弱的光。昏黄灯下，女人坐于小板凳上，面前

放着案板。案板的一端有几个莲子大小的凹

槽 。 左 手 从 箩 筐 里 取 一 粒 莲 子 ，尖 头 一 端 朝

下，凹陷一端朝上，一枚钉子对准果壳凹陷的

地方，小榔头轻轻一敲，碎出一孔，将它放进一

旁的温水桶里。这是个极细碎的活。晚饭后，

几个孩子跟着母亲，一粒一粒敲莲子，几小时

后，孩子们眯着眼先睡去了，将歉意送给孤灯

下的母亲。

莲子泡于水中，尽情地吸水，将自己撑

个滚瓜儿圆。几天时间，便孕出芽儿来。继

续在水里面浸泡，芽儿逐渐健硕，顶端长出

三片小嫩叶时，便移到大田里，插稻秧一样

栽种。

水塘刚刚插下的荷苗漂浮在水面，晨雾散

去，蛙鸣如潮。蜷缩在水面的叶片，抖了抖晨

露，身体舒展着醒来。气温越来越高，莲荷越长

越高，荷叶如伞。

当莲藕的叶子开始枯萎的时候，就到收获

季节了。采摘加工，一车车莲藕、莲子，离开村

子，奔向远方……

荷乡烟火
沈琪彪

连江城内有福建省

第一大江闽江和第六大

江敖江穿流而过。两条

大江，或汹涌澎湃，或袅

袅娜娜，流向东海，形成

了 雄 浑 的 江 海 天 然 景

观 。 有 了 这“ 两 江 一

海”，连江城又形成了罗

源湾、黄岐湾、定海湾和

闽江口、敖江口、可门口

“三湾三口”。可以说，

在连江，抬头望去，四处

都是蓝晶晶的海和清凌

凌的江。

前 些 年 ，“ 海 上 福

州”建设号令发出，连江

县积极参与“海上连江”

建设。海上捕捞、海上

养殖、海上运输、海上工

业，各项产业如火如荼

地发展，生态大县、渔业

大县等称号接踵而来。

而连江最让人流连忘返

的，还是“海上游”。省

城的几位朋友每年都要

来 连 江 走 几 趟“ 海 上

游 ”，他 们 不 仅 喜 欢 龟

足、丁香鱼、青蟹、弹涂

鱼、海胆等连江海鲜，更

青睐东海之滨的海上风

光，以及风光里的故事和传奇。这些年，由于常常

陪着朋友们“海上游”，我不知不觉成了一名业余

导游。

朋友们最常来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罗源湾

南岸的下屿岛。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福州有一

艘“祥安”号大游轮，每天载着数百名游客往返于

福州仓山与罗源湾之间。这艘“祥安”轮，曾是我

地下党在这条海岸线上的重要交通点。

坐上“祥安”轮到罗源湾西岸的透堡镇，故

事就更多了。早年，陶铸、邓子恢、曾志等老一

辈革命家曾经在这里战斗过。邓子恢带领群众发

动透堡农民暴动，揭开了连江革命武装斗争的序

幕。在透堡镇，有一位名叫王水莲的妇女，她的

两个儿子都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牺牲了，可她仍然

坚持把第三个年仅十八岁的儿子交给了革命队

伍。他就是后来成为连江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

杨而菖。在解放马鼻镇的战斗中，杨而菖也献出

了他年仅二十一岁的宝贵生命。在儿子的影响

下，王水莲也参加革命，继续在连江坚持革命斗

争。新中国成立后，王水莲多次被评为全国军属

模范。

城里的朋友们入神地听着我的讲解，由此爱

上了连江的红色历史。朋友们说，连江如果能开

辟一条蓝色海岸红色旅游的旅游路线，该多好

啊！我欣然告诉他们，“海上连江红色游”早就开

通了。你们瞧，从闽江口到定海湾，从川石岛到长

门炮台，从奇达村到黄岐半岛，到处是手举红旗的

旅游团、头戴红帽的游客。这些熙熙攘攘的游客，

可不只是来看连江的自然风景的，他们更喜欢寻

访连江的革命故事。红色旅游早已成了海上连江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今年初夏的一天，省城文艺界的朋友来连

江，阳光明媚，东海的天空格外湛蓝，一阵阵风

吹拂而来，掠起海面潋滟的浪花。我在船上讲起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队长梁仁钦的

故事。

朋友们听得很入神，纷纷说，原来，海上连江，

既是蓝色的，也是红色的。连江的海上风景和红

色故事都如此地美丽、神奇和动人……

海
上
连
江

吴
安
钦

图为连江县风光。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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