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日到河南省沈丘县，是一个很不

错的选择。

宽 阔 的 水 面 上 ，夏 日 里 碧 绿 的 荷

叶、红色的荷花早不见了踪影。现在看

到的，是一片片败叶残枝，如霜打雹砸

一般，却也另有一番味道。这个时候，

鱼虾肥了，莲藕熟了，游客就有实实在

在的口福了。沈丘是豫东平原上的一

座小城。古老的沙颍河日夜奔流，冲刷

出豫东这片肥沃的土地。千百年来，河

水灌溉着沿岸的农田，养育着沿岸的村

庄、城镇。河流的恩泽，给老百姓带来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好日子。河流的

造化，给这平原留下水源充盈、湖泊遍

布的好风光。

在 这 片 肥 沃 的 平 原 上 ，沈 丘 的 湿

地不算最多，湖面也不算最大，不过，

公 园 建 得 却 不 少 ，利 用 率 也 很 高 。 沈

丘 人 格 外 珍 惜 自 然 资 源 ，特 别 注 意 保

护性开发。经过多年努力，围着小城，

已 建 成 多 个 大 小 不 一 的 湖 畔 公 园 、湿

地公园、河岸公园、森林公园以及各种

主 题 公 园 。 黄 昏 时 分 ，行 走 在 有 水 的

地方，颇能领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

水 共 长 天 一 色 ”的 意 境 。 沈 丘 人 正 把

一座小城变成一座美丽的大花园。有

人 做 了 初 步 统 计 ，沈 丘 大 大 小 小 的 公

园 有 上 百 个 ，在 周 口 市 名 列 前 茅 。 一

座 城 市 的 公 园 多 ，表 明 这 里 的 人 生 态

保 护 意 识 强 ，也 意 味 着 人 们 的 生 活 幸

福指数高。

我更喜欢城里、乡里、村里的那些

袖珍公园、手掌公园、小区公园。那多

是利用一些街口的三角地、社区的闲置

地改建而成的。不需要大的投入，种几

棵树，放几把休闲椅、几件群众常用的

运动器械即可。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

讲究一点，配以咖啡厅、图书室、小超

市、儿童小乐园。公园虽小，却和老百

姓的生活无缝对接，人情味十足，实用

实惠。不需要专门做出游规划，走几步

路 就 能 到 公 园 。 散 散 步 ，活 动 活 动 筋

骨，见见邻居朋友，聊一些有用无用的

话。也可以坐在公园的椅子上，静静地

读一本书，或者干脆只看着街景发呆。

我总觉得，世界上有一种舒适，就叫发

呆 。 放 空 心 思 ，舒 适 地 坐 在 公 园 椅 子

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也是一

种享受。

现 代 公 园 的 标 配 ，除 了 花 草 树 木

外，还应该加一条绿道，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步行道。都说要致富，先修路。这

些道路，常常是指高等级公路，是集装

箱卡车、工程车、越野车、公共汽车、小

轿车行驶的路。后来，人们开始重视给

老百姓修绿道。绿道首先在南方比较

流行，很快北方也跟进了。可以说，现

在 基 本 上 每 一 座 城 市 都 普 及 了 绿 道 。

有 许 多 地 方 ，绿 道 与 文 旅 观 光 高 度 融

合，科技含量很高。这种围绕着人的需

求而发展起来的道路观念，并不惊天动

地，甚至不大容易让人觉察，但是每天

走 路 万 步 以 上 的 人 却 能 够 清 晰 感 知 。

走在绿道上，脚踝舒服了，膝盖不疼了，

步子轻盈了，人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很

多人强身健体的基本方式就是多走路、

走好路。绿道就是好路，是人们健身的

“好朋友”。

沈 丘 的 公 园 多 ，绿 道 自 然 也 多 。

多 条 环 湖 、环 湿 地 绿 道 ，颇 受 市 民 欢

迎。沈丘人把邻近的公园变成运动场

所 ，早 晚 时 间 十 分 热 闹 。 我 住 的 宾 馆

对面，是城中心的运动公园，虽不邻湖

靠水，却依托一个体育场，是理想的运

动 场 所 。 那 里 还 有 多 块 林 间 场 地 ，供

打太极拳、舞梅花剑、练集体操的人士

使 用 。 没 有 体 育 赛 事 的 时 候 ，体 育 场

对市民开放。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

体 育 场 和 公 园 里 就 已 经 有 不 少 人 了 。

晨 练 者 各 个 年 龄 段 的 都 有 ，又 以 中 老

年 人 居 多 。 青 年 人 爱 跑 步 ，中 老 年 人

喜欢步行。跟得上节奏者，组成方队，

领队举着小旗子，放着音乐，带着队伍

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跟不上节奏者，

就在边上按着自己的节奏走。看他们

从 容 不 迫 的 模 样 ，就 知 道 都 是 行 走 多

年，颇有心得。深秋清晨凉意重，但每

个 人 身 上 都 热 气 腾 腾 。 从 他 们 身 上 ，

能 感 觉 到 这 座 城 市 跳 动 的 脉 搏 和 活

力。太阳出来后，人们渐渐散去，公园

也 渐 渐 安 静 了 。 到 黄 昏 后 ，又 接 着 热

闹起来。

豫东平原见水不见山，沈丘的公园

里也没有山。无山之景，多少算美中不

足。但是，在人们心里，平原其实也是

有高山的。一千四百多年前，沈丘就有

了一座文化之山，那就是周兴嗣的《千

字文》。这座山，赋予沈丘以灵气、以魂

魄、以精神。这份独特的文化之美，吸

引着游人慕名前来沈丘参观。

在沈丘城里行走，看着这里的绿道

和公园，想着在这里生活过的古人与今

天的人们，这座城市突然间让我感到无

比亲切……

沈丘的公园
张 陵

山外的人说，我们陕西柞水是山

城。对于“山城”这个称呼，我其实是蛮

喜欢的。有山就有水，就有万千草木，

就有花鸟虫鱼，就有好风景、好生态。

小时候，村里到处种植的都是核桃

树。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满坡满岭，都

是茂盛的核桃树，于是就有了核桃沟、

核桃坡、核桃林。那时的秋天，打核桃、

剥核桃、洗核桃、晒核桃、卖核桃，简直

是村里最壮观的事情。前后几个月，人

们都围着核桃转。核桃收了之后，先交

给农贸公司，然后在冬天农闲的时候，

又从农贸公司领回来。之后就是砸核

桃仁，砸出来的核桃仁农贸公司按斤付

工费。一到冬天天最冷的时候，做不了

别的，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在炉火旁

砸核桃，剥核桃仁。剥下的核桃仁一个

也舍不得吃，全都交回到农贸公司，换

取过年的费用。

那时的柞水县城很小。除了公职

人员，其他人多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生活。那时县里的商店很少，多

叫供销社，卖一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那时的柞水人，没有外出的习惯，一者

因为山路险远，二者因为外出也似乎并

没有多大的事情。

后来，有人发现了柞水溶洞。发

现者是两个打柴的人，他们在山中打

柴，发现了一个洞口，就走了进去。谁

知越走越深，里面全是乳白色奇形怪

状的石头。他们很是好奇，就点起火

把探险，两个人走了一天一夜，也没走

完，出来后，就将这事说出去了。人们

纷纷前来观看，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

视。相关部门邀请专家勘察，说是洞

里 有 很 多 钟 乳 石 ，形 状 怪 异 ，各 不 相

同，都是石灰岩长年堆积形成的。当

时，旅游业正在悄然兴起，柞水借着这

股东风，推出了县域境内的首个旅游

景点，取名“柞水溶洞”。西北五省中

来柞水溶洞游玩的人甚众。

自柞水溶洞之后，柞水又开发了牛

背梁、秦楚古道、凤凰古镇、九天山等一

系列景区。俗话说，靠山吃山，这些自

然的、人文的风景，成了柞水独特的旅

游资源。柞水人依托天时地利人和，将

旅游业做成了柞水的支柱产业。当然，

这与交通的便利也有关系，先是铁路修

到了柞水，不久后，高速路也开通了，柞

水到省城西安越来越方便。柞水摇身

一变，从秦岭深处“养在深山人未识”的

偏僻之地，一下子被划入西安一小时经

济圈，成了西安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近几年来，柞水县的木耳产业发

展迅速。舅舅家就在木耳小镇附近，

每次去舅舅家，表哥都会带我去那里

转转。表哥说自小家里就在种木耳，

以前一直是用耳树棒子点木耳，这种

种法产量低，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自

从李玉院士来到木耳小镇后，指导大

家科学栽培，将以前的菌棒木耳改为

袋料木耳，木耳产量提高不少。说着，

表哥把我带到木耳大棚里，对我说，现

在的木耳种植基本是智能控温控湿，

让木耳始终处在一个旺盛生长的状态

里。木耳产量一高，耳农种植木耳的

积极性也跟着提高了。

柞水还开启了城市形象工程改造，

城区内几乎所有的楼房都进行外墙刷

新和美化。在城建部门的全程监督和

推动下，整个柞水县城旧貌换新颜，令

人们耳目一新。日暮时分，华灯初上，

霓虹辉映，四处流光溢彩，不是新年，却

又胜似新年。新的路，新的房，新的城，

所有的一切让柞水焕发出新的光彩。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牛背梁旅游

度假区被评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想

当年，我从一个临时工，被县里当作人

才安置到牛背梁管委会。半年后，牛

背梁正好开园。可以说，从牛背梁的

建设，到开园，再到牛背梁的发展，我

都是亲历者与见证者。我像一个掘矿

工，用自己对牛背梁的好奇和喜爱，挖

掘着牛背梁与众不同的美丽。在牛背

梁工作了三年，我用文字写下了对牛

背梁的爱与眷恋。牛背梁获评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后，我们争相转发消息，因

为这是大家共同的快乐和荣誉。即便

现在我已经不在牛背梁工作了，但在

心里，我觉得自己与牛背梁始终是亲

近的。

今年秋天，走在柞水新城的街道

上，看到满地飘飞的银杏叶，总想拾起

几片，在上面写下点什么。我稍一思

忖，从包里取出笔，在一片银杏叶上，写

下了“流光溢彩满山城”。这是我最真

实的感受。面对生活，除了努力，还有

感恩，感恩世间的万事万物，点亮了我

们生活的满天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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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界 的 神 奇 和 美 丽 ，总 是 会 被

人们在不经意中发现而惊艳四方。这

种 如 梦 如 幻 的 自 然 景 观 ，所 产 生 的 情

感 激 荡 ，常 常 会 在 人 们 心 里 凝 结 成 一

种 奇 妙 的 想 象 、强 烈 的 向 往 与 难 忘 的

眷恋。

位于湖南省浏阳市田溪村的磐石

大峡谷，就是这样一条由大自然鬼斧神

工雕塑而成的石头艺术长廊。它从山

顶一直向谷底蜿蜒曲折地伸展，最后抵

达溪流穿越的梯田旷野。

初冬的一个上午，我们钻进层林尽

染的树林，沿着长满青苔的小路，去探

觅这条磐石大峡谷。初始，明媚的太阳

光芒照得人眼花缭乱。进入树林之后，

只看到透过枝叶缝隙的光斑洒在地上，

点缀着林间幽深的曲径。这时，一股清

凉而湿润的风，带着山泉撞石的声音，

从我们脚下传来。

我们朝着水流声音的方向行走，借

着从峡谷峭壁顶端泻下的阳光，我们看

清了，眼前展现的是一个怪石嶙峋的峡

谷长廊。

看，那迎面耸立的圆形巨石，就像

一座古老的青铜大钟，泡在从峭岩上倾

泻而下的湍急流水里。奔腾的涌浪撞

击着石壁，溅起无数雪花，不停地发出

洪亮的声响。这荡漾在峡谷中的隆隆

声音，仿佛传递着远古岁月的呼唤。

沿着溅满水滴的石头台阶，我们小

心翼翼地走近峡谷边。仔细观看峡谷

两侧，秩序井然地排列着石笋、石鼎、石

磨、石镜、石柱、石塔和石壁。它们虽然

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但都尺度匀称，色

泽光亮，似乎被巧手安排一样，显得错

落有致。

我们登上大峡谷的岩石平台，聆听

岩缝里流泉的声音，那声音仿佛银铃般

清脆。我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感觉空

气也愈加新鲜、甜润。岩石上生长的树

木、花草，看上去线条清晰，色彩分明。

仰视头顶的蓝天白云，回望身边的碧绿

苍翠，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腾云驾雾，

展翅向高天飞去。这时，有一种扑朔迷

离的梦幻美感，吸引着我溯溪而上，向

源头攀登。

走 过 跨 涧 的 石 桥 ，躲 过 飞 泻 的 瀑

布，眼前突见石坪堆玉，石花沾露，飞石

悬 空 。 这 是 一 种 何 其 拨 动 心 弦 的 情

境！此刻，在这个绮丽的石头世界里，

我欣赏到了多姿多彩的石雕之影，感受

到了天地之间这奇石、树木、鸟蝶、花

朵、溪流、云霞所生发的生命气息，也仿

佛受到了一种灵性的抚慰。

最让我惊叹的是，大自然仿佛知晓

人间的心思。所以，在这样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深山里，孕育出如此神秘的磐石

大峡谷。田溪村的村民亦没有辜负这

片天地。在磐石大峡谷的山峦坡边、溪

河岸上，村民们早已栽松、植柳、养花、

种蕉。他们自觉地给这个奇石世界点

染了七彩的颜色。

磐石大峡谷藏于深山之中，在书卷

中常常找不到它的名字。在原生态的

石廊峭壁上，也不见历代名人和诗家的

题刻与留韵。似乎“山不在高，有仙则

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名言，在这

里得不到响应。然而，磐石大峡谷又是

有 幸 的 ，仿 佛 应 验 了 白 居 易 的 那 句 诗

“天生丽质难自弃”。随着岁月的推移，

到了新世纪之初，它蒙在脸上的神秘面

纱终于被人们撩起，它的“天生丽质”终

于被人们发现。于是，大江南北的游客

纷至沓来，沉浸在这磐石大峡谷里流连

忘返。

磐石大峡谷位于连云山脉大围山

的 东 南 山 麓 ，距 离 浏 阳 城 只 有 百 里 之

遥。据有关资料记载，大围山拥有独特

的第四纪冰川地貌。这些经受亿万年

风霜雨雪陶冶洗礼的冰川石头，至今不

改其晶莹润华。它们的夺目光彩和绰

约风姿，令我一位从北京来这里旅游的

朋友惊叹不已。她是我国著名的古琴

演奏家。当凉爽的水花飞落到她的头

上，晶亮的泉水流淌到她的脚下，她望

着峡谷里参差有序、情意绵绵的巨石，

顿感自己的心胸变得开阔起来。她十

分感慨地说：“我一定要再来，带上古

琴，以石头为琴台，以峡谷生物为知音，

在这里弹一曲《高山流水》。”这时，我们

身 后 走 来 一 对 背 着 双 肩 包 的 年 轻 男

女。他们携手对着大峡谷高喊：“啊！

磐石大峡谷，你好！”声音激荡着瀑布飞

溅的水花，在峡谷里回荡。我们也仿佛

听到磐石大峡谷的响亮回声：“你好！

你好！”

高山流水遇知音。大峡谷遇到的

最初知音，也许就是田溪村的党支部书

记李纪煌。李书记在这里住了半个多

世纪。小时候，他和伙伴们在峡谷里戏

水捉鱼，骑石当马，抱石玩耍。只可惜

那时候山区交通闭塞，贫穷落后，乡亲

们见识很少。尽管这里已然有一个奇

石生态世界，但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新鲜

奇特，更不会想到这是一种经济、文化

资源。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李纪煌入

了党，后来又担任村支书，山里山外开

始联通，他才逐渐认识到这座自然宝库

的价值。在脱贫攻坚的路上，李纪煌想

到了磐石大峡谷。他在重新思考田溪

村的发展之路，他在重新认识田溪村的

资 源 优 势 ，他 在 寻 找 大 山 深 处 蕴 藏 的

“山味”“土味”“泉味”“石味”“村味”，他

梦想着用这些资源激发村民的奋斗豪

情。最后，他决心发动村民，在乡村旅

游的大舞台上都来唱主角。思想观念

的窗口一经打开，他很快就看到一片崭

新的天地。

这 时 候 ，田 溪 村 党 支 部 发 挥 了 战

斗 堡 垒 的 作 用 ，每 一 名 党 员 都 自 觉 地

走在前头。从 2015 年开始，按照磐石

大 峡 谷 的 旅 游 规 划 ，田 溪 村 村 民 同 心

协力，修栈道、辟游路、垒石寨、架峡谷

玻 璃 桥 、建 峡 谷 滑 草 场 …… 经 过 近 四

个 年 头 的 艰 难 创 业 ，田 溪 村 甩 掉 了 贫

困 村 的 帽 子 ，磐 石 大 峡 谷 景 区 也 成 功

建 成 。 现 在 ，展 现 在 人 们 眼 前 的 亲 子

游乐园、水果采摘基地、网红桥、梦幻

星空、黄金玻璃桥、中医养生馆和农耕

文 化 体 验 基 地 ，都 已 是 备 受 游 客 喜 爱

的热门景点。

当 我 们 走 到 山 峰 巨 石 景 观 区 ，仿

佛 来 到 了 天 上 宫 阙 。 在 这 里 ，可 以 尽

情领略奇石呈现的万千气象。你看这

些石头，大的如壮牛、似大象，小的像

老 人 抱 孙 、仙 人 戏 猴 。 还 有 那 两 座 巨

石 搭 起 的 石 门 ，穿 过 它 就 如 同 进 入 了

时 间 隧 道 。 面 对 这 些 奇 美 的 石 头 ，一

切 的 烦 扰 顷 刻 消 逝 ，一 切 的 奢 望 烟 消

云散，一切的彷徨转为坚定，一切的探

寻迎来光明。这是润泽心灵的一次旅

行 。 我 终 于 明 白 了 ，来 这 里 的 游 客 为

什 么 总 是 眷 恋 不 已 ，总 是 流 连 而 忘 却

归路。

当夜幕降临，天空繁星闪烁，鸟声

悄然消失，青蛙也不再歌唱，民宿的红

灯笼却在闪亮暖心，村前的小溪流却在

轻声歌吟。此时，在田溪村民宿里居住

的游客们，或泡起一杯花茶，或端起一

碗米酒，或在品味瓜果香甜，或在回味

磐 石 大 峡 谷 留 在 心 里 的 雄 伟 、粗 犷 之

美。然后，他们会枕着“山味”“土味”

“村味”沉沉睡去，在甜梦中享受大山深

处的安宁和静谧。

当天边浮起层层红霞，一抹余晖镀

亮了民宿，我们走进一栋已有五十年历

史的干打垒泥土老屋。这是田溪村出

了名的农家菜馆。摆在桌上的有清炖

土鸡、笋干炒腊肉、蒸芋头等家常菜肴，

却也是在城里难以尝到的美味。让我

们感到新鲜的是那碗清蒸扁豆。碗里

的扁豆如铜钱般大小，呈青黄色，有浅

浅的花纹，吃在口里柔软而清甜，味感

极佳。农家菜馆的主人介绍，这种扁豆

只在浏阳一带生长，特别受外地游客的

喜爱。

田溪村的民宿有七十多家，到了放

暑假与国庆期间，一次能住进一千七百

多人。2018 年以来，田溪村已接待游客

八十万人次，带动村民创收一亿多元。

还有一个多月，春节就要来了。现在，

田 溪 村 的 民 宿 正 在 打 扫 卫 生 ，清 洁 门

庭，准备着米酒、鞭炮、春联、灯笼，以迎

接 从 四 面 八 方 来 田 溪 村 过 节 的 游 客

们。看着村民脸上浮起的甜美笑容，望

着山寨里红火的景象，听着这些喜人的

情况介绍，我不禁心潮澎湃，胸中涌动

着幸福的浪潮。

大山无言，石头有情，风雨润泽，万

物生息。田溪村的树木，用绿色编织着

歌声；田溪村的石头，传递着一种古朴

的豪情。久远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崭新

的传奇在这里诞生。以泉水为神韵，以

白雾为纱巾，田溪村村民用鲜花装扮着

家园，缕缕炊烟是那永远的思念，缠绵

的乡愁总是温暖着人心。

走进磐石大走进磐石大峡峡谷谷
谭仲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