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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
处处蛙。”

我从干燥少雨的北京来到浙
江萧山，仿佛从现实进入诗画：
云厚天低，凉风习习，细雨绵
绵，水雾氤氲，远山如黛，近水
含烟。世间万物仿佛浸泡在水天
一色的苍穹中，就连空气也被水
雾清清爽爽地冲洗了一遍，湿润
清新。眼前的一切让我神清气
爽，脑际也不由飘来熟悉的诗
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
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
浓抹总相宜。”宋代诗人苏轼这首
脍炙人口的诗，写的虽是杭州西
湖的美景，但我以为，与西湖仅
一江之隔的萧山，毫不逊色。

一

萧山处于钱塘江之东，是浙
东必游之地。

我住的酒店，叫湘湖小隐。
顾名思义，酒店隐藏于萧山湘湖
的湖心岛中，四周湖光山色，水
波荡漾，莲荷起舞，垂柳轻扬。
最赏心悦目的是酒店前方大片的
田园，此时正开满了或白或粉的
秋英花。微风吹来，成片的秋英
花像万千蝴蝶翩翩起舞，婀娜多
姿，光彩夺目，如诗如画……

说到诗画，不得不说说我此
行的目的地、距离湘湖小隐不到
十公里的地方——义桥和渔浦。

富春江浩浩荡荡进入杭城，走
了个“之”字后，下游便是钱塘江。
拐弯处，与已经流淌了 150公里的
浦阳江交汇，形成“三江汇流”的壮
丽景观。萧山义桥，就在这美景之
中。义桥镇是渔浦文化的发源地、
浙东唐诗之路的源头、浙西唐诗之
路的节点、钱塘江诗词之路的交汇
口，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古镇。
2018 年被授予“浙江诗词之乡”称
号 。2019 年 10 月 ，义 桥 镇 入 选

“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渔浦系义桥前身，自南朝开始

就有记载，相传是虞舜渔猎的地
方，故名。初为江滨渔村，后为重要
渡口。唐朝以来，渔浦是萧山著名
风景点，也是萧山四大古镇之一。
至明初，渔浦因浦阳江改道而日渐
衰落，被义桥取而代之。明朝中叶
至清末民初，为义桥老街全盛时
期，直街及周边巷弄遍布商户 300
多家，以竹木、过塘业为最盛，各业
兴旺，市面繁荣。

自南朝山水派诗人谢灵运写
下“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

后，渔浦美景便进入文人墨客的
视野，开始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
中。义桥镇在整理当地古诗词时
发现有 100 多首关于渔浦风光的
诗歌。《全唐诗》中关于义桥渔浦
等内容的诗歌也有 80 多首，李
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纷纷
与渔浦结缘，并在渔浦开辟了一
条生生不息的辉煌诗路。

二

什么原因让渔浦成为唐诗之
路的源头呢？

人未到，心向往之。翌日，
依然是云厚天低，细雨绵绵，我
迫不及待来到心中向往的渔浦。

轿车一路颠簸，穿越泥泞小
道，行至江边停下。我们一行人
下车，爬上河堤，小心翼翼踩着
垫在水洼地上的砖块和木板，一
个跨步迈出，沿着一截百来米的
水泥路向前行进，眼前就是传说
中的渔浦古渡码头遗址。遗址处
如今是用石板和水泥围栏搭建的
江边观景台，大约有一百来平方
米，倚岸临江。临江的围栏正面
中央，竖着一块桃色长椭圆形的
硕大石碑，石碑正中手书的“渔
浦”两个鲜红大字赫然醒目。

站在观景台上，脚下是浩浩江
水。放眼望去，眼前潮平江阔，对岸
树木葱茏，江面远远近近有船影穿
梭。天空阴沉，漫卷的云翳之下，凉
风吹拂，细雨缠绵，水天一色。天地
之间的美景在迷蒙细雨中若隐若
现，呈现出江南的水墨诗意。再往
远处眺望，钱塘江、富春江和浦阳
江的三江汇合处已是大桥飞架，车
来人往。虽然天地轮转，时光远逝，
但透过雨雾，我的思绪穿越时空飞

得很远很远。
古人游浙东以水路为主，水

尽则登山而歌。
唐时，萧山渔浦已是钱塘江上

一个重要的客货码头，这里外江与
内河相通，不少旅客、货物在此中
转，继而进入诸暨、宁波等地。旅客
货物集聚，渔浦一时繁荣兴盛，形
成了商业老街，加上江河汇流、群
山环绕，渐渐成为诗人游山乐水寄
托情怀的场所。著名的渔浦夕照美
景，让众多文人墨客流连忘返。

从谢灵运的“宵济渔浦潭，旦
及富春郭”，到苏东坡的“西兴渡口
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从陆游
的“秋山断处望渔浦，晓日升时离
钓台”，到王雾楼的“钱塘看潮涌，
渔浦观日落”。诗人们对渔浦的向
往，溢于字里行间。至清代末年，
100 多位诗人在渔浦留下诗作，诗
颂渔浦延绵不绝。

除了诗赋美文，还有许多画家
为义桥留下旷世画作。据北宋《宣
和画谱》记载，许道宁、韩干、李公
年、宋迪等7位画家，留下了9幅关
于渔浦的画作。元代杨维桢的《渔
浦新桥记》、明人黄九皋的《论西江
塘》，所绘皆是渔浦的繁华盛况。

渔浦，无疑成为义桥最具诗
意和底蕴的文化名片。

除了旖旎的风光，义桥还有历
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其它文化名
片：村镇石街、碑刻牌坊、古树寺
庙，镌刻着悠悠的古朴岁月；横塘
牛埭、古籍印艺，记录着义桥人的
智慧；而义桥羊肉、清蒸江鳗、肥美
江蟹、公泰朝糕……这些风味独特
的义桥特产名吃，既让人浮想联
翩、垂涎欲滴，也让人不由产生“春
酒香熟鲈鱼美”的感官快意。

三

江中一日转瞬过，世间繁华
已千年。

天地轮转，岁月更迭。如今
的义桥又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近午时分，我们登上寺坞岭山
顶，义桥的山山水水尽收眼底。近
处，绿树掩映，山色空蒙，“四面青
山三面竹，一村山色半村茶”的禅
意迎面扑来。远处，三江口江飘玉
带，帆影点点，若隐若现，波光粼
粼，我仿佛被带入唐代“卧闻渔浦
口，桡声暗相拨”的诗画胜景。

诗词论古今，拥江起新城。
午后，我们走进义桥展示馆，

跟随讲解员的介绍，一幅更新更美
的新时代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杭州已从西湖时代跨入钱塘江时
代。作为钱塘江起点、钱江南岸新

高地的义桥，直面千载难逢的发展
契机。新时代的义桥人，坚定“产业
强镇、环境立镇、文化兴镇”战略，
不但享有“时代大道智造走廊”、浦
阳江生态经济区建设双重效应，而
且是未来杭州的“新外滩”……

为了早日将规划中的图景变
成现实美景，近几年，义桥镇正秣
马厉兵全力推进建设：2018 年，义
桥镇启动小城镇环境整治综合工
程，还原古里河原貌，“重启”古街，
挖掘公泰朝糕、勒笋、义桥羊肉、洋
糖糕等一批具有鲜明义桥味道的
非遗、民俗、特色小吃文化；恢复渔
浦昔日风采，扩大渔浦公园建设工
程，打造江边诗意林；举办钱塘江
诗词大会，再现浙东唐诗之路山水
人文美景……

义桥，新时代杭州的“新外
滩”，那该是一幅多么流光溢彩的
迷人美景呀！

（杨晓升，现任《北京文学》
社长兼执行主编、编审，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报
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
中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日出
日落》 等。曾获徐迟报告文学
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
告文学奖、浩然文学奖等。）

上图：渔浦烟光。
左图：义桥镇。

本文图片来自百度

如诗如画说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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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全 国 铁 路
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
图，为期 62 天的暑期
运 输 也 拉 开 了 序 幕 。
增开直通临时旅客列
车、延长图定旅游列
车运行区段、适时开
行旅游列车……为了
更 好 满 足 暑 期 学 生
流、探亲流、旅游流
等出行需求，铁路部
门颇费心思。

对 于 铁 路 调 图 ，
许多人并不陌生。如
今，铁路部门基本上
一季度会公布一次调
整 后 的 列 车 运 行 图 。
不过，在上世纪 90 年
代，由于铁路建设相
对滞后，铁路运行图
好 几 年 才 会 调 整 一
次。之后，随着列车
提速，铁路运行图也
随 之 调 整 。 2008 年 ，
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
通车运营，自此进入

“高铁时代”。自那时起，中国铁路运行图一般
一年一调。此后每年都有新建高铁通车，运行
图调整也越来越频繁，2013 年开始一年两调。
再后来，发展到如今一年数次的调整频率。

从“多年一调”到“一年多调”再到客流
高峰期时的“一日一图”，铁路运行图的变化不
仅反映出中国铁路运输业的发展，也体现了人
们日益增强的旅游需求和出行需求。随着经济
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经走入大众生
活，亲子游、研学游、避暑游、冰雪游……旅
游常态化也呼吁更便捷、平稳、安全的出行方
式，在众多出行方式中，高铁快速方便，准点
率高，在价格上也相对航空更加亲民，因此大
受欢迎，成为人们出游、尤其中短途出游的首
要选择。日益增强的出行需求不断推动高铁网
络的建设与完善，反过来，四通八达的高铁运
输网络也刺激了人们出行。高铁线串联起一个
个旅游点，吸引一批批游客前去观光旅游，并
带动了高铁沿线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每次铁路运行图的调整，不仅
提高了铁路客运和货运运输能力、优化了路网
结构，也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满足游客快
速便捷的出行需求。7月至8月是暑期旅游的高
峰，因此，相比较其他季度的铁路运行图调
整，本次调图旅游因素更加突出：“在主要旅游
城市间适时开行旅游列车，打造精品旅游线
路，为人们避暑出游提供更多选择。”以成都为
例，笔者发现，在这次调整中，成都首次开行
了前往云南大理方向的动车组列车，同时，新
增了开往雅安、峨眉山、贵阳等热门避暑地的
动车组列车。此外，从江西赣州等地往返上海
的列车均有所增加，此趟线路经过的吉安、上
饶 、 杭 州 等 城 市 ，
大 多 是 著 名 旅 游
目的地。最美的风
景 在 路 上 ， 如 今 ，
铁路与旅游的关系
日益密切，“快旅慢
游”成为现实，诗
与远方已融入中国
人幸福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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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赣南的母亲河——桃江，
一路欢歌不舍昼夜，辗转信丰城郊
游州坝，直入位于县城南山岭东南
角的花园村。当地人探寻到这片依
山傍水、延绵七里的江畔河湾，如
同家中得矿，不假思索择村名作标
签，这处避暑景观也被誉为“苏区
第一湾”。

花园湾自然生态条件得天独
厚，沿途而来的桃江，在此尽情缱
绻诗意，似画卷缓缓展开，这一开
便是一纸风华，信丰古八景中，就
有“桃水拖蓝”“花园早春”“七里
滩声”三景入花园湾景区。

沿湾而出的是核心景观——桃
江湿地公园。它的建造者绝对是匠
心独具，荒芜河滩上的千年榕树枝
繁叶茂，200 多岁的古香樟盘根错
节，偌大的树冠成了蝉虫鸟类的栖
息地；河的对面，翠竹郁郁葱葱，
沿岸成屏，老嘉定桥那头的“七里
村”，与花园湾邻里守望，彼此滋
养。“望郭知民信，闻山识地丰”，
习惯了“出门见绿，推窗望水，感
怀乡愁”的信丰人，在原有的生态
基础上精雕细琢，依势随形布局，
规划建成的园林景观，占地50多万
平方米，湿地面积 200 多公顷，湿
地覆盖率高达 70%。绿草和树林
间，市民正在跳舞、玩球、遛狗、
放风筝、打太极，晨练散步、骑行
健身、纳凉消遣……

远眺花园湾，城南大道逶迤而
来，宛如七色彩带绕桃江河盘旋，
滨江地标建筑“四馆两中心”（文
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
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
心） 拔地而起。曙光初现时，晨曦
氤氲，江风盈湿了整个河畔，桃江
河上艘艘船只或泊着或驶过，似是
等游子归来。明代王纶就曾以“花
园早春”为题作诗：“簇簇林深隐
隐红，石冢锦帐矮墙东。落梅地湿
消香雪，飞絮枝柔飐暖风。拾翠人

游残腊后，催耕鸟弄上元中。炎凉
南北从来别，莫对春光怨不公。”
时光穿梭，今人心中该装有多少
爱，才能用如此眼光，把城市和自
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假日花园湾，虽然人群拥簇，
但它的骨子却是静的，态度是慢
的。盖着红毯般的走廊开阔静谧，
随林荫夹道渐入深处，路两边铺满
了青苔石板，篱笆花草葱绿蔓延。
这里的草虫树鸟没有辜负盛夏的蓬
勃，鸟儿啁啾，花儿怒放，鱼儿欢
游。若听桃水浅吟低唱，看参天古
树遮阳，游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在此
卧躺小憩。

花园湾中央的休闲广场，摒弃
了水泥、围栏、铁棚、瓷砖，只剩
抹绿河湾，草荫树凉。生态注重仪

式感，当地人尊重、顺应、保护自
然，这方湿地也慷慨地给予回馈。
入夜的公园灯火摇曳，色彩斑斓，
与清澈江水相映成趣；闻田间阡陌
怡人花香，看对岸翻滚的树浪，听
周围蛙鼓飒飒声响，顿感神清气
爽。脚踏这方净土，可掠去浮华找
回自己，疲惫了正好洗却风尘，重
新开始对幸福生活的遐想。

家门口的花园湾，丰沛富美得
不留一道醒目的门牌，这或是它胸
襟大得过于自信，或是它太想归于
自然，就像世外高人，越有内蕴，
越不显摆。遇见这片江湾，感恩造
化的赐予。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真实
和美妙，无须跋山涉水便唾手可
得，不必寻觅，就在眼前。

上图：花园湾广场。

花园湾觅凉
卢 斌文/图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江苏省连云港海州江苏省连云港海州
区在锦屏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休闲观区在锦屏山国家森林公园等休闲观
光景点内光景点内，，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和红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和红
色基因色基因，，将辖区内历史上的清官廉将辖区内历史上的清官廉
吏和革命先辈先进事迹植入到景点吏和革命先辈先进事迹植入到景点
之中之中，，形成了寓廉于景形成了寓廉于景、、景中有廉景中有廉
的互动效果的互动效果，，有效拓展和提升了廉有效拓展和提升了廉
政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政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图为海州区朐阳街道的市民给图为海州区朐阳街道的市民给
孩子讲述海州历史上的清官故事孩子讲述海州历史上的清官故事。。

公园植“廉”景
张 波 彭朝晖文/图

公园植公园植““廉廉””景景
张张 波波 彭朝晖彭朝晖文文//图图

结束呼伦贝尔之行途经齐齐哈
尔，决定去扎龙湿地看丹顶鹤，这个
被誉为“亚洲第一”的湿地，总面积
达 21 万公顷，是各种鸟类栖息的

“天堂”。当夜入住离景区较近的湿地
饭店，当夕阳收走最后一缕光芒时，
远处传来了高亢的鸣叫，我想那应该
是隐藏在湿地某个角落的大型鸟类，
或者就是丹顶鹤。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乘坐景区观
光车，我进入芦苇丛生的湿地，第一场
丹顶鹤放飞在上午九点半，时间尚早，

我放慢脚步感受湿地的自然风光。
眼前是密密匝匝的芦苇，一眼望

不到尽头，风轻轻地吹着，芦花随风
飘荡，掀起阵阵金色的波涛。不知名
的鸟从芦苇丛中蹿了出来，鸣叫着向
湛蓝的天空飞去。停下脚步聆听，有
各种各样的鸟鸣声，好像拨开芦苇丛
就能看到这些鸟儿的模样。而芦苇丛
的中间是扎龙湖，这里的湖水清澈，
滋养着两岸的动植物。

一路往前，在到达丹顶鹤野化训
飞基地时，长长的栈道观景台上已站
满了观看丹顶鹤的人。隔着并不宽的
湖水，对岸是一道不高的泥土坡，泥
土坡上覆盖着黄绿色的植被，像是铺
了层柔软的地毯。

好一会儿，一个放鹤人出现了，
随后是三三两两的丹顶鹤，这些白中
带黑的身影，体型修长，动作优雅，
在草地上迈着悠闲的步伐。放鹤人也
没催促它们起飞，它们只是紧跟着放
鹤人，也许在等待某种指示。在我猜
测它们要不要飞的时候，从泥土坡后
面飞出了一大群的丹顶鹤，它们舞姿

优美，就像一群芭蕾舞者，挥翅、滑
翔、俯冲，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仙
气。它们并没有飞远，就在湖面上空
的小区域，回转的时候发出悠扬的叫
声，随后降落在岸边，重回散步的状
态。紧接着在它们的身后又有一轮的
丹顶鹤起飞，一字排开，划出了美丽
的弧形，而后缓慢降落。几轮起飞、
降落后，它们在岸边小憩。

岸边的人发出了阵阵赞美，并不
是每一次的远行都会遇到这样的风
景，在丹顶鹤的故乡，我的耳边响起
了《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这个故
事，丹顶鹤的飞翔有了不同的意义。

归程的路上遇到四只丹顶鹤，看
得出它们是一家人，两只成年的鹤、两
只幼鹤，未成年的鹤是灰褐色的，也没
有红顶。它们紧跟着父母在水草中觅
食，因为看到陌生的人群，一只幼鹤展
翅飞向树丛，成年的鹤大叫着飞了起
来，就像一对父母呼唤孩子。比起在观
景台看到的丹顶鹤，我想这应该是它
们的另一面，虽然没有优美的舞姿，但
让我懂得它们守护家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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