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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西都昌县城往西半个小时车程，

有乡名曰“多宝”。多宝乡是鄱阳湖的宠

儿，浩渺的烟波紧紧环抱着这片热土，境

内 聚 集 着 二 十 余 万 只 候 鸟 。 鸟 群 起 飞

时，与湖光山色相映，画面壮美。

汽车像风浪中的船只，颠簸于坑坑

洼洼的山路上。开车的司机叫黄曦勇，

是多宝乡水土保持服务所负责人。他双

目紧盯前方，身体不断随车身被弹起。

“那是胡枝子，那是蔓荆，高大的乔

木叫刺槐，数量最多的是湿地松。”后座

的高少平仿佛一位尽职的导游，一路上

向我介绍着道路两旁的植物。他是多宝

乡水土保持服务所的前任负责人，现在

都昌县水利局水土保持服务股助勤，再

过两年，就要退休了。

我 无 法 想 象 ，三 十 多 年 前 ，这 一 座

座丘陵，竟然是茫茫沙地。由于地质变

迁、水力风力侵蚀、人类不合理经济活

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秀美的鄱阳

湖 畔 曾 经 卧 藏 着 一 望 无 涯 的 多 宝 沙

山。沙丘群形成千沟万壑、起伏不平的

地理地貌，面积达二十多平方公里，水土

流失严重。民谣如是说：“风沙弥漫不见

天，万亩荒沙无人烟。西边流沙塞河道，

东边风沙吞良田。”

高少平在扳着指头数植物的种类，

他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三十八年的亲

密接触，一千五百多亩的山林就是他的

亲人。

汽 车 在 山 顶 的 一 块 开 阔 地 带 停 下

来。推开车门，满目的苍翠与热浪扑面

而来。黄曦勇憨憨一笑：“以前比现在更

热，到处是沙丘，地表温度达到六七十摄

氏度。”

我看到了一棵棵剑麻。高少平有点

小得意：“这是我的主意，剑麻成活率极

高，固沙效果奇好，山顶种植了很多。小

心了，别碰着，容易伤人。”

我 还 看 到 了 一 棵 棵 匍 匐 于 地 的 蔓

荆，它们像一只只绿色的大蝴蝶，与沙地

不离不弃。一边是万顷碧波的鄱阳湖，

一边是翠绿无垠的山岭，湖山相依，构成

磅礴的画卷。

万丈阳光下，高少平与黄曦勇站在

山巅，亲密地交谈着什么，不时发出阵阵

笑声。

二

1985 年初冬，扛着行李的高少平从

多宝乡集镇徒步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

来到了工作单位——都昌县多宝水土保

持技术推广站。眼前的情景让这位江西

农业大学园艺系的高才生惊呆了，但见

风沙肆虐，刚一张口，嘴里已经灌进了细

沙，几间平房显得单薄而苍凉。冷风刺

骨，高少平打了个寒战。

夜幕早早降落，忽明忽暗的煤油灯

下，站长龚旺初将瓷碗递到高少平的手

中。高少平一摸，忍不住惊叫了一声，碗

里是细细的沙子。

龚旺初笑了笑，从缸里舀了半瓢水，

小心地倒进高少平的碗里，待高少平把

碗洗干净后，他再把水倒回自己的瓷碗

里。烧饭的师傅悄悄告诉高少平：水金

贵着呢，得省着用。

桌上，只有一大碗炒辣椒。十几个

人扒拉着饭，谁都舍不得将筷子伸向菜

碗 。 从 水 保 站 去 多 宝 乡 集 镇 有 七 八 里

地，都是泥沙小路，往返全靠双腿。职工

吃 住 在 单 位 ，很 多 人 一 个 月 才 回 一 次

家。大伙儿便自己动手种蔬菜，最易成

活、收获最多的是辣椒。有时，巡山的同

志撞见渔民打鱼归来，赶紧买上几条，让

全站上下好好吃一顿。

在满是沙子的床上，高少平度过了

到多宝工作的第一宿。

最 让 大 伙 儿 痛 苦 的 不 是 艰 苦 的 日

子，而是沙丘。他们使用传统方法拼命

植树，手上有啥树苗就种啥树。谁知，杨

树、杉树、檫树一棵棵栽下，很快，又一片

片枯萎死去。瞪着依旧光秃秃的沙丘，

大家一片沉默。

高少平坐不住了，他给母校的教授

写信请教，通过站里唯一的手摇电话向

县 城 里 的 同 学 求 助 。 在 龚 旺 初 的 带 领

下，职工们在房前整出一块地，供高少平

摸索、试验。终于，他们从乔木中选择了

湿地松、刺槐，在灌木中选择了胡枝子、

蔓荆。这些植物开始成为多宝沙山的常

住“居民”，绿色，一点点蔓延开来。远处

的鄱阳湖渐渐被绿色遮掩，看不见了。

龚旺初的脸膛，开始染满了霞光一

般，有事没事，他喜欢朝着山间那片绿吼

几嗓子，信天游一样粗犷。

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千

五百多亩沙丘，全部穿上绿装。根据水

保站提供的经验，县林业部门、多宝乡

政府合力而为，打响了江南滨湖治沙攻

坚战。

几乎与此同时，偷砍偷伐的情况此

起彼伏。整治偷砍偷伐的行动，跨度长

达三十年。

种树、巡山、防火、抗旱，这就是多宝

水保站职工们的日常，每天周而复始。

一个雨天，副站长赵柏九得知有人

到林间偷伐树木，当即骑着摩托车赶往

现场。面对手持斧头的村民，平时瘦瘦

弱弱的赵柏九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毫

不畏惧地挡在湿地松前，用方言“命令”

对方立即撤走，不可做违法之事。一场

险情化解了，赵柏九却在返回途中遭遇

车祸，门牙掉了，右腿粉碎性骨折，从此

跛脚而行。

一个月夜，比高少平早半年进入多

宝水保站工作的李爱民负责值班，在山

间巡查时，他忽然听到林深处响起砍伐

声。李爱民急了，又一时摸不清状况，他

只好大叫道：“老乡哎，这些树是保护农

田、改善环境的。别干违法的事，赶紧回

家吧！”黑暗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渐

行渐远。

一个白天，随着一声巨响，刘家山村

的村民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村后的沙

丘崩塌了半边，流沙夹杂着泥水冲进了

十多栋房屋，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高少平、黄曦勇、赵柏九、李爱民闻

讯而至。在现场勘察后，高少平提出：在

沙丘方向建一座拦沙坝。说干就干，多

宝水保站全体职工行动起来，一百多米

长的土坝很快隆起，坝上广种胡枝子，坝

外遍植湿地松。几年后，这片绿成为刘

家山的“保护绿”，也是一张风景“名片”。

沙港郭村、绍兴湾李村、垄子埂也是

沙丘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多宝水保站建

立的防护林，为这些村庄构起坚固的绿

色屏障。风沙，渐渐被驯服了，日子，越

过越甜。

事实胜于雄辩。偷盗树木者逐年减

少，砍柴者销声匿迹。每年元宵节，附近

的村庄忘不了多宝水保站，一支支舞龙

灯的队伍自发走进来，送上村民们的真

诚祝福。

2022 年 10 月，刘家山村举办祠堂落

成典礼，赵柏九、李爱民作为多宝水保站

的代表，被乡亲们请到了上席。

三

如火的八月。“都昌县多宝水土保持

服务所”门前，耸立着一棵高大的刺槐。

高少平说，前几年水保站在机构改革中

改为现名。他喜欢静静地在刺槐树下发

发呆，四周蓊蓊郁郁的绿扑面而来。

院子里也充盈着绿，香樟、桑树、刺

槐顶着绿冠，桃树、橘树、柿树挂着果子，

一切安静祥和。会议室里，墙壁上挂着

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全省水土保持站评

比二等站”，大伙儿都珍视这份荣誉。

高少平坦言，九江一所农校邀请过

他任教，还有私营企业开出高薪三顾茅

庐，但自己终究没有离开多宝。通过多

年的努力，高少平被评为水土保持高级

工程师，并成为江西省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专家库专家之一。

黄曦勇说，自己的工资入不了在生

意场上闯荡的妻子的“法眼”。但妻子

啥也没说，买回一辆汽车，把车钥匙塞

到丈夫的手中，说道：“回你的多宝吧，

我懂。”

屋前的试验地一年年扩展。在植树

的同时，大伙儿也种菜，南瓜、苦瓜、黄

瓜、丝瓜挂满藤蔓。他们还买来黄豆、绿

豆，挖开沙子，将豆子埋入，两天左右绿

豆芽长成，三四天后黄豆芽可以上桌。

高少平喜欢《桃花源记》里的意境，他

异想天开地想造一座桃花林。要知道，桃

树想要在沙丘里成活，何其难哉。而令人

意外的是，伙伴们竟然拍手赞成了。他们

从几里外的寺前李村、马影湖畔挖起泥

土，一担担挑回，在贫瘠的沙地上套种出

二十多亩的桃树、梨树。每到春天，桃花

红，梨花白；入秋后，果实飘香，与鄱湖渔

歌一起构成多宝特有的情境。

为了改善多宝水保站的生活、工作

条件，高少平接任站长后，号召大家自力

更生，做出了多项尝试。他们利用工余

时间养蚕，每个人扛着小梯子，拿着蛇皮

袋和带钩的长竿子外出采桑叶。他们凑

钱买来一千多羽鸡苗，先搞放养，后搞圈

养，每天捡拾鸡蛋是大伙儿的幸福时刻。

说话间，李爱民端来一盘鲜红的西

瓜，招呼我品尝。他说：“这是我们自己

种的，甜着呢。”

瓜，的确甜。我的目光，从每个人的

脸上缓缓扫过：赵柏九，1964 年生；高少

平、李爱民，1965 年生；最年轻的是黄曦

勇，1968 年生。他们，几乎都在这儿坚守

了三十年以上。

蝉鸣不绝于耳，窗户透着绿。

高少平说：“我们都很平凡，也很简

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说句掏

心窝的话，这一辈子交给了多宝的沙山，

我很满足。”

李 爱 民 则 说 出 了 自 己 的 忧 虑 ：“ 从

1995 年以后，这里再没有年轻职工过来。

我们快退休了，真心舍不得这块土地。”

黑 黑 瘦 瘦 的 赵 柏 九 忽 然 嘟 囔 了 一

句，大伙儿笑了，因为他说的是多宝方

言。黄曦勇解释道：“老赵说，对这儿是

真爱，真有感情。”

我 沉 默 了 。 会 议 室 里 ，忽 然 一 片

寂静。

临告别前，我们站在了那片试验地

前。夕阳的余晖在陈旧的两层小楼上缓

缓滑过。山风吹来，绿浪翻涌。我想，风

也是绿色的。

“ 我 一 直 有 个 梦 想 ，在 多 宝 建 立 青

少年生态教育基地，让孩子们了解鄱阳

湖，好好爱护我们的鄱阳湖。”凝视着无

边的绿野，高少平眼含深情。

霞光里，有鸟群掠过林木，飞往鄱阳

湖的方向。它们一定俯瞰到了，那一棵

棵挺拔的湿地松，多么像多宝的治沙人。

一生一世，专心做好一件事情。许

我一生，还鄱阳湖一山山翠绿、一村村欢

笑。这就是高少平和伙伴们三十多年的

平凡足迹。

图①：江西都昌多宝沙山。

傅建斌摄

图②：高少平（左）和黄曦勇（右）在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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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有个村庄，名叫汤岙。

如果不是去年来到汤岙村参加稻香

节暨开镰节，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水稻

可以长得这么高大。那时是 10 月，空气

甜美鲜洁，田野金黄一片。当时，我就

坐在汤岙村口的田埂上，抬头望着硕大

的 稻 穗 —— 再 不 是 惯 常 路 过 公 路 时 的

俯视，而是一下子进入“禾下乘凉”的情

境里。

去年的稻香节已是第四届，我去时

已是活动的后半场。幼儿们回味着亲子

游戏，有缩在箩筐里不肯出来的，想再当

一回“粮食”被父母拎着“运粮忙”，也有

在田野里拾稻穗撒欢的。少年们则忙于

游学，观察并实操手工收割、脱粒。手头

空闲的大人与田野合照，去村后山坡采

橘子，到一旁的村大楼买新米。早已用

上自动化设备的老农们重新戴斗笠、披

蓑衣、执镰刀；田野上，戏曲、舞蹈、歌唱

等轮番上演，好不热闹。

汤岙村在涂茨镇，涂茨镇在象山半

岛东北部，是东海仙子湾旅游风情线所

在。村庄三百九十余户，一千三百多人

口。村庄背倚高山，山间修筑有高高的

白鹭山水库；村庄面向平原，公路从田野

穿过。但汤岙村无海岸线，是典型的农

业村，世代田里种稻，坡上栽橘，村民们

过 着 恬 静 的 田 园 生 活 。 每 年 七 月 七 庙

会，是从前村里唯一的盛会。

无论晴雨，从村中穿过的汤岙溪从

不干涸。经过整治和保护，溪边古木成

荫，间隔有水车亭台、小桥花圃，一步一

景。溪水汤汤，清澈甘美，可用来灌溉村

前的良田。

几年前山上的橘子，需要送出去叫

卖，不过几毛一斤，自从发展乡村旅游

后，现在价格涨到数元，游客还可动手采

摘。零售的稻米也从一元多涨到了四五

元，而且有人专程求购，不愁销路。

看 来 ，田 是 千 年 的 田 ，橘 子 还 是 橘

子，米还是米，但村外的人们来到了山

间地头。音乐稻香节、山地风车马拉松

赛 …… 全 年 游 客 总 人 次 不 下 三 万 。 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加到一百六十万元，

村强民富，有的农户仅橘子一项就能年

收十五万元。

今年 4 月初，来自各地参加山地风车

马拉松赛的队伍正是从汤岙村大礼堂集

结，而后浩浩荡荡沿着公路、机耕路和山

道领略沿线的海、林、田、村风光。半岛

之春，到处是菜花黄、橘花白、桃花粉，岛

礁如黛，蓝色大目洋闪闪发光。

同 月 ，落 户 汤 岙 村 的 直 播 基 地 开

园。就在村口，与稻田一路之隔。村庄

因新鲜面孔的到来而热闹起来，五花八

门的特产，经由网络销往各地。村班子

又在谋划着继续流转资源，利用闲置的

宅基地、民居建造青年公寓、仓储物流驿

站等，以迎接更多的年轻人入驻创业，同

时着手筹建共享大食堂幸福餐厅，为村

里及周边的长者提供堂食及送餐服务。

今年盛夏，我又去了汤岙村，车窗外

鲜翠醒目，稻子正在加速拔节。接下去

就 该 抽 穗 、扬 花 、灌 浆 …… 生 长 是 静 默

的，更是有力的，走在日渐丰富活跃的汤

岙村，我迷恋春天里那一场场如潮的奔

腾。万物完全苏醒，人们在春深似海里

跑 过 ，于 花 开 正 好 的 时 候 领 略 世 间 的

美。我更迷恋秋来稻谷又黄熟，直接坐

进盛大的丰收里，耳边传来簌簌响，是

风 轻 拂 稻 穗 的 声 响 ，是 蓬 勃 的 生 命 滋

味。我迷恋新米煮成白饭的时刻，捧起

的是一碗暄腾，又是一碗厚重：安身立

命的土地，耕者千百年虔诚耕耘，至此

体 味 到 将 饭 碗 牢 牢 端 在 自 己 手 中 的 充

实感。

鲜米出汤岙
赖赛飞

一

暑气炎蒸。看太行，走上党，下

车伊始，便觉清风送爽，沁凉入心。

上 党 地 处 太 行 之 巅 。 令 我 倍

感 惊 奇 的 是 ，在 这 长 治 城 的 西 北

侧，竟然有一个二十四平方公里的

偌大湖泊，面积为四个杭州西湖那

么大，碧波荡漾、天光回映；还有一

片六十平方公里的偌大湿地，竟然

也类似于杭州 西溪湿地的景色，苇

荡密布、港汊纵横。这就是漳泽湖

和 它 的 湖 滨 湿 地 。 这 里 已 成 为 长

治之肺，成为今天市民休闲养生的

最佳去处。

漳 泽 湖 系 浊 漳 河 水 汇 聚 而 成 。

浊漳河一支源于发鸠山，流经长治聚

为大湖，然后向东越过太行山下泄，

进入华北平原的海河水系，经天津注

入渤海。

坐船在湖上徜徉，水色粼粼，天

光荡漾，犹如飘荡在江南水乡。远眺

水面辽阔，烟波浩渺。穿过一片密不

透风的碧绿芦苇荡，来到更加葱翠欲

滴的荷叶丛。小船经过处，惊起的野

鸭、红嘴鸥在眼前交飞互掠。一处浅

湾处许是鱼多，数十只白琵鹭、苍鹭

伫立待食，船行的涟漪扰过，它们纹

丝不动。一只巨大的黑鹳飞过，羽翅

张开，轻轻一扇就滑过了水面。

下船徒步，沿石板路步入湿地林

翳，树木扶疏，蝉鸣起伏。大概水分

充足的缘故，这里的杨柳树都长得笔

直。登上木板廊道，穿行于红柳的

海，尽情呼吸着清新的自然之气，精

爽之感沁入肺腑。

湖畔风光旖旎，杂树生辉，丛花

绚烂，林荫成道。不时有市民、游客

擦肩而过，悄言谈论着长治今夕的巨

大变化，笑声飘进我的耳廓。

二

汽车沿着太行山间的山脉罅隙

宛转开进，驰入壶关县的太行大峡谷

之间，来到了危峰突兀、气势雄浑的

八泉峡。

接近八泉峡的路途中，两旁山崖

已经截然不同，由郁郁葱葱的斜面山

体变成了一道道岩石裸露、竖直挺立

的石壁。每拐过一个弯道，即横过一

道直墙，斧劈刀削似的，撑天绝地，挺

拔万仞。平视瞠目，仰观落帽，引出

车内的一片惊呼之声。

两百多万年前的地壳升降与断

裂运动，切割出太行大峡谷的耸峙与

深陷。由空中看，山体裂开了一道深

深的地缝，恰是鬼斧神工！

地缝底处山泉汇聚、河流奔涌，

一座大坝拦起十几公里长的水库。

在大坝处乘船上溯，水平如镜，水色

清冽，暑气顿消。船在镜中无声滑

行 ，刺 破 一 道 碧 波 ，甩 开 两 列 白

涛 。 两 侧 绝 壁 夹 岸 ，裸 岩 垂 直 ，似

山墙由水面挺拔而起。水道弯曲，

船前时而撞来一面巨壁，又或敞开

一道天堑，惹得船上游客咋舌叹羡

不止。

弃舟登岸，沿溪边的阶梯栈道前

行。身侧绝壁千仞，溪中湍流奔涌。

水声哗哗，经冬历夏，千年万年，把河

道下的花岗石岩面冲成一个个溜滑

的圆窝。前径时而巉岩压路，人需低

头躬行，时而壁挂飞瀑，身沾点点水

沫。行走其中，如历仙境。

缆车起点站到了。排队进入吊

挂车厢，人身忽觉腾空而起，朝着一

道 绝 壁 峰 顶 的 豁 口 滑 去 ，心 悬 一

线。缆车一悠，滑过了豁口，又坠向

前方深壑。惊呼声未止，身体重新

向上抬升。

站在万山之巅，俯瞰巍巍太行，

重峦叠嶂，千峰竞秀，云气漫卷，天高

气肃。远处横峰一道道、一重重，透

过苍茫的雾霭，拉成蓝灰色的屏障，

积为层层叠叠的堆锦，氤氲成一幅

巨大的水墨洇渍画屏。你呼吸着天

风，吞吐着霞霓，天好像伸手即可触

及，更有感觉：“不敢高声语，恐惊天

上人。”

三

汽车盘山升降，临崖面壑，随路

颠 簸 ，千 回 万 转 ，穿 过 了 在 万 仞 绝

壁半腰凿出一槽的公路，行经了藏

匿 于 万 山 之 中 挂 在 悬 崖 之 上 的 岳

家石寨，停止在黎城县的黄崖洞山

罅前。

这里是太行支脉，山体仍然像大

峡谷里那样绝地而起，雄浑苍茫的气

势一如，但色泽转艳。山口两座合围

的绀红色石壁巨崖，似用一层层方形

石块整齐镶砌而成，通体晶莹，竟无

一丝杂质，亦无一根草木，偌大的山

峰皆如玉雕瓷筑一般，幻化成了人们

眼前的巨型盆景，当地人因而称之为

“瓷圪廊”。人们忍不住走到石壁近

旁，翘首驻足，观赏抚摸，赞叹大自然

的造化无极。

沿 着 山 豁 罅 隙 走 进 去 ，隙 宽 丈

许，两侧是峭壁千丈，前方有一条上

行天然廊道蜿蜒。隙底观天，只见到

湛蓝曲折的一线。顺木栈道攀登而

上，旁侧伴有水流潺潺。前行不久，

当面横出一堵二十米高的绝壁，阻断

了廊道。绝壁上挂着飞泻的瀑布，年

复一年把瀑底冲成了凹槽，当地人喊

它“水窑”。今天的木栈道已经从旁

侧绝壁上开出路来，当你喘息着攀上

绝壁顶端，才发现来到了另外一重

天 地 ，空 间 豁 然 开 朗 ，有 山 有 水 有

树 有 花 ，一 圈 石 壁 连 峰 环 绕 ，围 住

一 个 洞 天 秘 境 。 怪 不 得 当 年 的 艰

苦岁月里，八路军在这里秘密建起

一座兵工厂，成为抗战时期我军的

武器基地。

凌 空 回 望 ，绝 壁 上 仅 剩 一 个 曲

折狭小的罅口，其上方的陡峭崖顶

上 ，竟 然 石 砌 着 一 个 单 兵 掩 体 。

1941 年 11 月 11 日 ，日 军 进 攻 黄 崖

洞，年仅十七岁的八路军小战士崔

振芳就守在那里几天几夜，投下数

枚手榴弹，炸死炸伤几十个敌人，最

后壮烈牺牲。

守卫罅口的是八路军特务团，战

士们面对四倍于己的敌军，用着没有

膛线的步枪，每人只有几颗子弹，凭

着天险阻敌八天八夜，最终粉碎了日

军妄想摧毁我兵工厂的企图。

肃立于峭壁顶端，望着这山河壮

举，我眼中的热泪夺眶而出。

转过一个山坳，红色石英砂的岩

壁又出奇观，竟然成了昂首挺胸排立

的通天人像浮雕，巍峨挺拔，浑朴刚

毅。我脑中闪过王迎春、杨力舟创作

的巨幅写意水墨画《太行铁壁》，它将

群立的八路军人像剪影与太行山的

碐磳崖壁融合为一，构筑起一道巍峨

雄壮、气吞山河的浮雕丰碑。我深深

感慨大自然的造化：五代时画家荆浩

的枯寒山水就是得太行神韵，《太行

铁壁》则是摄取了太行山的魂魄！

行走太行之巅
廖 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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