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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家 乡 是 素 有“ 黄 海 明

珠”美誉的大丰区，隶属江苏省

盐城市。这里地处苏北平原，东

临黄海，是麋鹿的故乡、丹顶鹤

的家园。

大丰是从大海中生长出来

的 ，是 长 江 和 黄 河 东 流 入 海 携

带的泥沙长期淤积形成的滨海

平 原 。 如 今 ，这 方 土 地 仍 以 每

年数万亩的成陆速度向大海延

伸 。 滩 涂 湿 地 在 淤 涨 的 同 时 ，

也让大丰拥有了得天独厚的生

态旅游资源。

上世纪 80 年代，年幼的我

经常跟着长辈们赶海。那时的

大丰有许多破旧的老房子，海边

则是荒凉的盐碱地，芦苇杂草丛

生。直到 1986 年，大丰成立了

麋鹿保护区，才有了一个像样的

旅游景点。

上世纪 90 年代，我到外地

求学。在众多的美术种类中，我

迷恋上了连环画创作，立志要用

插图展现家乡的一草一木和风

土人情。毕业后，我回到大丰工

作，虽然暂时放下了画笔，但心

中的梦想从未熄灭。一次机缘

巧合，在一位老画家的推荐下，

我有幸得到了为大丰文化丛书

配画插图的机会，先后为十多本

图书配画插图。这是我第一次

用线条勾勒家乡的历史人物故

事，每一笔都倾注了我对家乡深

厚的感情。

后 来 ，我 调 到 大 丰 日 报 社

工 作 。 成 为 一 名 记 者 ，我 的 视

野 一 下 子 开 阔 了 ，到 大 丰 各 地

采 访 ，亲 身 感 受 大 丰 日 新 月 异

的 发 展 。 在 采 访 中 ，我 了 解 到

大 丰 多 地 在 谋 划 发 展 旅 游 产

业 ，这 引 起 了 我 浓 厚 的 兴 趣 。

在 大 丰 人 的 努 力 下 ，一 个 个 旅

游景点悄然诞生。

记 得 2000 年 ，我 来 到 麋 鹿

保护区参观。那时的麋鹿保护

区还比较简陋，三三两两的麋鹿

在狼尾草里低头觅食，大片的滩

涂湿地显得很苍凉。但仔细观

察，却也发现麋鹿保护区别具特

色，长满狼尾草的滩涂湿地保持

着原生态的自然面貌。2008 年

夏天，麋鹿保护区的负责人联系

我，告诉我那里正在打造麋鹿文

化园，想请我为麋鹿岩画长廊设

计三十九幅插图。我欣然应允，

终于又有机会用画笔来描摹我

的家乡了！

接到任务后，我赶到麋鹿保

护区，查阅相关资料，并向专家

请教，花了两个月时间，精心创

作了插图。后来，麋鹿岩画长廊

成为麋鹿文化园的一个特色景

点。每次去那里，看到游客们在

长廊前驻足、端详，我的自豪感

都油然而生。后来，我又为白驹

镇狮子口村八路军新四军会师

纪念地、张謇文化公园等设计了

浮雕，如今，那里都成了大丰的

著名景点。

这 些 年 ，大 丰 旅 游 蓬 勃 发

展 ，大 丰 已 经 成 为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 、国 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中华麋鹿园、郁金香花海、

梅 花 湾 等 数 十 个 景 区 ，吸 引 着

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尤其

是郁金香花海，每到四五月份，

大 片 大 片 的 郁 金 香 迎 风 绽 放 ，

五 彩 缤 纷 的 花 朵 在 风 中 摇 曳 ，

形 成 一 波 又 一 波 的“ 彩 色 海

浪”，如同打翻了的调色板，让

人心醉神迷。

回 眸 大 丰 的 旅 游 发 展 ，一

路走来实属不易。翻看沿海区

位版图，大丰交通不便，实现飞

速 发 展 ，必 须 要 付 出 超 常 的 艰

辛 努 力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大 丰

人 发 扬 艰 苦 奋 斗 的 拼 搏 精 神 ，

向大海要发展。经过数十年的

努 力 ，大 丰 人 硬 是 在 茫 茫 盐 碱

地 上 建 起 了 一 座 现 代 化 港 城 。

绵长的海岸线串连起一个个景

点，麋鹿在滩涂上欢奔，白鹭在

绿 树 间 飞 翔 ，茫 茫 滩 涂 变 成 了

宜居、宜旅、宜学、宜业的“黄海

明珠”。

去 年 夏 天 ，离 开 大 丰 三 十

多 年 的 堂 哥 回 乡 探 亲 ，我 带 他

四 处 游 玩 ，大 丰 的 发 展 让 他 非

常 惊 喜 。 三 十 多 年 前 ，他 摇 着

小 渔 船 在 大 丰 讨 生 活 ，怎 么 也

想 不 到 ，荒 凉 的 盐 碱 地 会 华 丽

变 身 为 亮 点 纷 呈 的 旅 游 城 市 。

他感慨地说：“家乡的变化太大

了，一路走来，就像欣赏一幅徐

徐展开的画轴，真是‘人在画中

游’啊。”

画里大丰，处处即景。穿行

在市区，海派风情街、水浒公园、

张謇文化公园、二卯酉河风光带

等景点美不胜收。人们在“大丰

画卷”里享受视觉盛宴，采撷着

诗情画意……

下图为江苏大丰风光。

顾光辉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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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总盼着过生日、过节、过年。

这些美好的日子，不仅能满足孩提时代最

单纯的物质需求，也让寻常生活有了别样

的滋味。

年是孩子们心目中最大的节。在孩子

的世界里，年往往来得更早一些，从寒假开

始，就觉得迈进了年关。我们盼望着新衣

和糖果，盼望着喜气洋洋的年画和俏皮的

花辫子，还有长辈们给的压岁包。

确切地说，那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压

岁包，更是炉火旁的成长礼，是一份握在

手心里的爱。通常是在大年初一的早晨，

吃 完 迎 新 的 饺 子 ，穿 着 新 衣 的 我 们 ，“ 扑

通”一声，喜滋滋地跪在长辈的膝下，送上

比“ 新 年 好 ”更 有 乡 土 味 儿 的 问 候 与 祝

福。长辈们见状，便爱怜地伸出手，将我

们拉进怀抱，满是老茧的大手热乎乎的，

那侍弄庄稼的粗壮指节，像是被春风熨帖

过，变得温柔起来。

映着炉里的荧荧火光，他们从衣兜里掏

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塞进我们沾满糖果甜

香的小手，并一个劲儿叮咛：“拿着，拿着吧，

钱不多，去买个本子，买支笔，好好学习。”

每逢这时，我总会转过面，用眼神询问

父母。他们轻声叮咛：“拿着，拿着吧，等你

长大了，出息了，甭忘了尽孝。”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长辈，把所有的念想和憧憬，都寄托

在与田里庄稼一般高矮的晚辈身上。接过

那些被汗水浸润的压岁钱，我们原封原样

地转手交给父母。等到新学期，这些零零

碎碎的压岁钱就成了我们的学费。在那个

经济拮据的年代，从小懂事的我们从不会

乱花一分一文。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个头蹿得

和长辈一般高，恍然间就过了收压岁钱的

年龄。等到成家立业，有了儿女，更感觉时

间过得飞快。

在鞭炮和礼花声中，在迎来送往的祝

福声中，我们也长成了长辈的模样，将一个

个满溢着喜气的红包递到孩子们手中，看

他们欢乐的笑脸。

长辈们已经满头银丝，腰身佝偻。看

到 他 们 ，童 年 那 个 熟 悉 的 场 景 又 回 来 了

——我会下意识地蹲下，甚至单膝跪在地

上，同样把被春节的喜气洇红的压岁包塞

进老人的棉衣口袋，然后说：“我们长大了，

平日里工作忙，难得回家，你们要好好照顾

自己。”

那个带着我们彼此体温的压岁包，好

似一枚岁月的邮票，沿着情感的邮路，把所

有美好的祝福、饱满的亲情，从今年邮送到

明年，从这一代邮递到下一代。

情满压岁包
吴昌勇

在四川盆地西南部，大相岭逶迤向东，

在荥经县龙苍沟镇甩出一段余脉。每年清

明后，在这片高低错落的山岭上，“汤巴梨”

的枝头就会绽放出鸽子状的花朵，人们称

之为“鸽子花”。

二十年前，“汤巴梨”还不为人知，山里

的人们砍树、挖煤，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

相岭不再山美水美。

直到生态意识唤醒了这里，人们痛定

思痛，放下刀斧，叫停煤矿，把美景归还大

山。从此，每逢“鸽子花”开，游人就会从四

面八方赶来……

一

一 名 装 修 工 人 来 找 郭 红 梅 签 字 买 钢

材，工人刚走，电话铃声又响起。电话挂断

后，她随即拨通另一人的电话，叮嘱一番。

“农家乐提档升级是大事。”去年底，郭

红梅贷款两百多万元，张罗起自家农家乐

的改造事宜。按规划，改造半年内完成。

届时，餐饮、住宿、农事体验一条龙，接待能

力将大大提升。

四十一岁的宜宾人郭红梅来到龙苍沟

镇发展村已有二十年。从成都一所卫校毕

业后，她辗转到此做村医。后来，与当地小

伙子相爱、结婚，留在了这里。

婚后，甜蜜之余，郭红梅最大的感受就

是“穷”。龙苍沟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眼前

除了山还是山。山和山当然也不同，这里

的大山上有珍稀的大熊猫，有开着“鸽子

花”的“汤巴梨”。

1999 年 ，龙 苍 沟 森 林 公 园 成 立 ；2000
年，升级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8 年，这里

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珙桐林……

2008 年，就在村民们把“汤巴梨”改口

叫珙桐的时候，一大批游客翻山涉水，奔赴

龙苍沟。起初，郭红梅还纳闷，这么平常的

“汤巴梨”，过去都被当柴烧了，咋就值得兴

师动众去看？

几番打探，一个令人惊讶的“秘密”传

遍全村。珙桐因其独特价值和珍稀程度，

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千万年来，大片珙桐林在龙

苍沟静静生长。每到花开时节，山谷里恍

若万鸽飞舞，甚是壮观。

早在 2007 年前后，政府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阻断无序开发，在龙苍沟规划发展旅

游业。然而，龙苍沟山高路险，名不见经传，

“藏在深闺人未识”。2008 年，大片珙桐林被

发现，“鸽子花”迅速登上各大报刊，龙苍沟

的发展终于迎来拐点。三年后，雅西高速公

路通车，龙苍沟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

一大批游客来了，看花看树饱了眼福，

尽兴后才发现饿了没地儿吃饭，累了无处

休息。了解到游客需求，当地政府随即做

动员，在村子里优先试点创办一批农家乐。

自幼目睹父亲做买卖的郭红梅瞅见了

商机，决心开办农家乐。起初，家里人还不

理解，郭红梅只好一人操持。

没钱、没场地，郭红梅就东拼西凑，改造

房屋，腾出九张床铺接待游客。2012 年秋

天，农家乐正式开业，郭红梅第一次挣到“旅

游钱”。见妻子连日奔忙，丈夫嘴上不说，心

却软了，腿脚勤快起来，农家乐在夫妻俩的

经营下越来越红火。2016年，郭红梅家又修

起四层小楼，客房增加到二十多间。

春天看珙桐开花，夏季在山中避暑，秋

冬赏景看雪，八方游客来来往往。2017 年，

郭红梅家的农家乐收入达二十余万元，此

后逐年增加。尝到“生态红利”，他们一家

成为发展村最早“发展”起来的一批人。

在 农 家 乐 ，丈 夫 当 厨 师 ，郭 红 梅 搞 接

待。郭红梅这回又要扩大经营，丈夫不再

反对，还跟她说：“守着绿水青山，不愁游客

不来！”

如今，发展村有农家乐、民宿上百家，

村民们端稳了“旅游饭碗”，绿水青山真的

变成了金山银山。

二

离开郭红梅家的农家乐，朝大相岭深

处行驶七八公里，在一座雪白的山峰下，数

十栋小楼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

“山之阳，金光闪闪；山之阴，白雪皑

皑。”在两棵高大的珙桐树下，五十一岁的

周德祥骄傲地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周德祥随父亲进山

伐木，冷杉、铁杉、柳杉及各种杂木，遇见什

么砍什么。“一棵脸盆粗的树要长三十年，

直径在一米以上的就得百年。”在林子里长

大的周德祥深知，砍树容易成林难，要不是

退耕还林政策落地见效，大相岭上的许多

地方现在还是“秃头”。

不仅伐木，夏季还会上山“打笋子”。

进入 90 年代，龙苍沟开矿、伐木成风，河水

变黑，森林面积减少，别说大熊猫、羚牛这

些珍稀动物，就连普通的飞禽走兽都难得

一见。

成家后，周德祥跑运输的间隙，依旧每

年进山伐木。有一回，周德祥进山砍树，一

棵十余米高的大树没朝预定方向倒下，而

是朝他的头顶砸来，险些砸中。周德祥捡

回来一条命。

“不敢砍了。”放下斧头，周德祥和妻子

进城开餐馆，一家人告别山林，另谋生计。

几年后，两个儿子长大成人，生活日渐安

定。此时，看不到绵延大山的周德祥，生出

了回乡的念头。

2014 年，为规范和发展旅游业，政府依

山就势，打造出龙苍沟叠翠溪景区。景区

开业不久，各类文旅宣传和主题活动纷至

沓来，龙苍沟的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有的

游客来了就不想走，一住就是十天半月，龙

苍沟接待能力再次告急。

2015 年，政府鼓励发展村金山组村民

开办农家乐，周德祥得知后第一个报名。

他放弃县城红火的餐馆，回乡办起了休闲

农庄。

几年前，为给大熊猫留足“口粮”，野生

八月竹、冷箭竹的竹笋不让挖了。政府鼓

励大家在承包的山林种竹

子，与大熊猫互不干扰，还

能挖笋卖钱，“十亩山林种

竹 子 ，一 年 七 八 万 元 跑 不

掉。加上休闲农庄每年进

账 十 几 万 元 ，生 活 不 用

愁 。”这 笔 账 算 下 来 ，周 德

祥眉开眼笑。

经 过 多 年 治 理 ，大 熊

猫、小熊猫、羚牛、红腹角雉

回来了，珙桐、高山杜鹃、瓦

山栲、紫花冬青一棵比一棵漂亮。周德祥

脚底渐痒，心心念念想上山。

“不要命了，还想去伐木？”妻子问。

“我要去找大熊猫，看看‘汤巴梨’开的

花也安逸！”周德祥想进山当生态管护员。

2003 年，荥经县大相岭保护区成立，这

片大山从此有了专职守护人；2014 年，荥经

县大相岭保护区升级为四川大相岭省级自

然保护区；2021 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大相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为保护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

县管护总站于 2020 年成立。管护总站刚成

立，就在金山组进行“海选”，两百多人报

名，仅十人入围，当上了生态管护员。“入选

的人得有文化、见识广，对这片大山了如指

掌。”周德祥如愿入选。

从伐木人到“生态管护员”，周德祥终

于可以堂堂正正再次走进大山。

加入管护队后，周德祥每月进山五六

次，检查是否有偷猎现象、火灾隐患，也要

观察动植物健康状况。

有一回，周德祥和队友见一只小熊猫

趴在地上，一条腿无力地拖着。周德祥判

断，小熊猫受伤了，必须立即救治。四五名

队员互相使眼色，从三个方向包抄过去，将

小熊猫团团围住，及时将其带到山下救治。

“小熊猫常出没，大熊猫则‘神龙见首

不见尾’。”从小到大，周德祥在大相岭只见

过几回野生大熊猫。

说 罢 ，周 德 祥 朝 大 相 岭 深 处 一 指 ，对

我说，在山脊另一面，大熊猫没准儿正在

撒欢儿。

三

顺着周德祥手指的方向，我来到山势

愈险、林木更密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荥经县

管护总站，这也是九〇后付明霞工作了七

年的地方。

从家乡青海西宁到内蒙古求学，再到

云南昆明做动物研究，付明霞没想到，自己

有一天会在这里扎根，与大熊猫为伴。

为保护大相岭的生态环境，系统研究

山中的动植物，地方政府出政策、拿资金，

四处招贤纳士，网罗一批专业人才。那时，

付明霞刚试着投出简历，荥经县林业局的

电话就打来了。作为优秀人才，她从昆明

被“引进”到天远地偏的荥经大山沟。

管护总站中有支大相岭监测队，连同

付明霞在内，十四个人里有七名硕士。这

在一个山区小县，可是不多见。这些大学

生们的工作可不轻松，他们与大熊猫玩“捉

迷藏”，还要面对猝不及防的蚊虫、野兽困

扰，在山中迷路更是家常便饭。

去年夏天，付明霞和几名队员徒步四

小时进山，在一处崖壁下，一群羚牛闯入眼

帘。人一多，警觉的羚牛闻声逃走。付明

霞没等举起相机，就一个踉跄摔了下去。

脑袋没事，尾椎骨剧痛无比，蹒跚着下山，

两个月后才恢复。

每次进山，要走一整天，除了观察植被

生长情况，分析红外线摄像机拍摄的影像，

最紧要的是捡拾大熊猫及其它动物的粪便。

在野外，每次采集到新鲜的、红薯形状

的大熊猫粪便，付明霞都如获至宝。粪便

带回实验室，在一批精密仪器下反复观察

分析，大熊猫的年龄、健康状况、种群分布

等信息逐一呈现。

当然也有遗憾。付明霞每年有一半时

间在大山里转，六七年过去，愣没和野生大

熊猫打过照面。2018 年，四川大相岭大熊

猫野化放归研究基地投用，目前有三只大

熊猫在此进行野化训练。虽然还没见过大

熊猫，这些“国宝”依然是付明霞和同事们

讨论、观察的主角。

“不仅是大熊猫，我们还要研究与大相

岭相关的动植物。同时，我们还要依靠大

山里的村民，一起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付明霞介绍。

大相岭平均海拔较低，人为干扰颇多，

要让生态保持平衡，就得给生活在周围的

村民找谋生的出路。

管护总站有员工六十多人，一大半是当

地村民。在这里工作，村民们既能上山巡护

挣工资，也能就近料理农事、看护家小。

“村民习惯了‘靠山吃山’，我们就想办

法减少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除了搞动

植物研究，付明霞和同事们还在四处为村

民“招商引资”。去年夏天，经过多方争取，

一个铁皮石斛种植项目落户大相岭下多个

村庄。村民在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黄柏，

又把铁皮石斛移栽到黄柏上，一块土地获

得两份收入。从此，“靠山吃山”有了新的

现实演绎。

日子一久，村民们恍然大悟，生态变好

了，生活才能变好，游人变多了，钱包才能

变鼓。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社区在

龙苍沟镇有序建设，旅游业、林下种植业未

来可期；大相岭生态保护成效初显，没了偷

猎和砍伐的危害，动植物研究也将更上一

层楼。

离开大相岭时，起伏的山峦渐渐隐入

夜幕之中。在漫无边际的密林里，大熊猫

或许正坐在一棵高大的珙桐树下，美滋滋

地吃着鲜嫩竹子……

图①①为大相岭风景为大相岭风景。。

图图②②为珙桐花为珙桐花。。

图片均为图片均为王王江江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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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相岭深处在大相岭深处
杨杨 青青

副刊副刊 2023年 2月 1日 星期三2020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