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华文作品责编：杨 鸥 邮箱：huawenzuopin@sina.com

2020年7月25日 星期六2020年7月25日 星期六

“叽叽叽叽！”一阵鸟儿的鸣叫传
来，像乐器奏出的音符般动听……

在哪儿？
在 窗 外 茂 密 青 翠 的 树 林 里 。

不！在阳台上。阳台上晾晒着豆角
和豌豆，它们一边欢快地跳跃着鸣叫
着，一边不急不慢地啄着食物。

姜孝新微笑着，在一旁静静地
观看。他感到，这是井巷的原生态
美，也是最美的音符。

井巷，是一个社区的名字。
她地处长沙城东南部——雨花

区井湾子街道的一片茂密的树林
间。建筑破落，环境脏乱，设施陈
旧，矛盾交织……但那已是昨天的
记忆了。整洁宜居的建筑，水流一
般的马路；推窗见绿，出门赏花。
一条叫圭塘的小河，由南向北，喧
响着从东边流过，那是居民们的欢
声笑语。旁边的燕子岭公园呢，风
景优美，鸟语花香，那是居民们疲
惫心灵休憩的港湾……

盛夏的这个上午，阳光透过树
叶间丝丝空隙射了下来，像一片片
碎银落在地上，也照到了姜孝新家
的阳台上。鸟儿欢快地在阳台上蹦
跶，似跃动的音符，也触发了姜孝
新的音乐灵感。61 岁的姜孝新当过
知青，在郴州的一家发电厂当过工
人，后来来到长沙，来到了井巷，
住27栋1单元3楼。再后来，他离开
井巷，在商海中搏击。但无论在哪
里，他没有放弃过对音乐的爱好。
特别是小提琴，自从 40 年前与它结
缘，就一直是他灵魂的伴侣。很长
时间里，井巷成了他对过去美好生
活的回味。

现在，他回来了。因为蝶变，
因为井巷人重新构建起理想家园的
爱与梦。他拉起了世界名曲 《云
雀》。他闭着眼，身体随着音乐节奏
摆动，自信而愉悦。

突然，对面楼栋传来唢呐声。
那清新明快，生动婉转的唢呐声
里，传来布谷鸟、画眉、鹦鹉、燕
子、知了的叫声，展现出大自然一
幅幅生机盎然的意境，令人悠然神
往，回味无穷

姜 孝 新 知 道 ， 这 是 《百 鸟 朝
凤》，是 26栋 2单元 4楼一位居民吹
奏的。这位居民，也是因为井巷的
蝶变，回归井巷。

姜孝新的一个高中同学，原来
对音乐毫无兴趣，甚至五音不全。
但井巷蝶变后，他不仅回归了，还
学起吹号来。苦苦吹练一年后，他
不仅能吹出完整的乐谱，还参加了
社区乐队，成为骨干成员。

在和谐美丽的新时代社区，他
们和鸟儿一起，都用自己的方式，
奏响着心中动人的音符。

“姜师傅，我打算发起成立志愿
者服务队。”吴固根对姜春芳说。

姜春芳满脸惊诧地说：“志愿者
服务队？”

“他不是一直抱怨井巷脏乱差的
环境吗！怎么会？”姜春芳心里想着。

吴固根似乎看出了姜春芳的心
思：“现在国家政策多好啊，既对农
村贫困地区大力进行扶贫，也对城
乡社区治理高度重视。市里和区里
开始对社区进行全面提质提档，还
把我们井巷列入了雨花区社区全面
提质提档示范社区。我还听说，不
光要对我们井巷进行提质提档，还
要把旁边的几家厂子拆除，建燕子
岭公园呢。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井

巷老居民，应该出分力。”
“可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吴固根说：“大忙我们帮不上，但

捡捡垃圾，维护一下卫生还可以。”
“这是好事，我报名参加。”姜

春芳说。
吴固根不仅是社区志愿者服务

队队长，还是社区退休支部书记。
这是2016年底的一天。当时《长

沙市社区全面提质提档三年计划
（2016-2018）》已推出，星城长沙已经
拉开全面打造现代化新型社区的序
幕，开始绘就城市发展的华丽蓝图。

井巷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从开
始的艰难成长，到后来的茁壮成
长。从最开始的6个人，发展到后来
的11个人，再到现在的42个人。他
们分成5个组，从周一到周日，轮流
值班。春夏秋冬，寒来暑往，风雨
无阻。有垃圾捡垃圾，下雨天扫
水，下雪天铲雪。对于家的概念，
他们有了新的认识、理解与定位。

其实井巷并不只是一个社区，
她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亮丽的音
符。而今年 71岁的吴固根、67岁的
姜春芳等人，便是这段亮丽音符的
数以千计的弹奏者之一。

从井湾路拐进一条马路，那是
通往井巷的林荫道。行走在林荫
道，犹如穿越了时空，恍惚走进时
光记忆里。

井巷社区成立于 30 年前，前身
为五矿二十三冶三公司宿舍区。再
往前追溯，则回到 1963 年，时年经
冶金工业部批准，由湖南有色金属
工业局下属的湖南冶金建筑安装总
公司筹备成立湖南冶金井巷工程公
司。这是湖南第一家专业从事冶金
矿山井巷工程建设的工程公司，也
是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产
物。井巷人的脚步遍布大江南北，
甚至世界各地。他们背着沉重的钻
机，找矿山，打洞子。为了将矿石
从地下采出，他们从地表开始开凿
一系列的井筒、巷道与硐室到达矿
层，然后交给地方矿务局开采。

这是井巷的“青铜时代”，井巷
社区名称也由此而来。那个年代虽
一穷二白，但人民精神极其富有，
老一辈的规划者、建设者，在这里
精心规划了自己的理想社区：班
车、食堂、学校、公园、医院、体
育场……各类设施一应俱全，让来
自五湖四海的人到此安居乐业，共
同奋斗，变他乡为故乡。那是井巷
人为之骄傲的光辉岁月。

然而，上世纪 90 年代后，井巷
公司逐渐失去核心竞争力。多数矿
山或关停或破产，生存空间逼仄，
公司发展陷入困境，甚至举步维
艰。最后，政策性破产。井巷如连

根拔起，从满载工业荣光的地方，
成为了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

而现在，这里的一切又开始充
满朝气，生机勃勃……

“姜师傅，这里还有。”
“姜师傅，那里也有。”
姜春芳在社区的马路上捡着垃

圾。她在前面捡，几个居民在后面
边嗑瓜子边扔瓜子壳。

“你们不要乱扔垃圾了。”姜春芳
说，“现在社区提质提档了，变得这么
漂亮整洁了，你们就忍心破坏？”

那几个居民视而不见，说：“我
们不扔，你们有什么垃圾可捡。”

“就会做样子，图表现，搞形式
主义。”一个居民说，“看你们能坚
持多久。”

那天，姜春芳一肚子的怨气，
本想和他们再理论一番，但她忍住
了，把泪水吞到了肚子里。

“岳书记，我真不想当志愿者
了。”姜春芳找到社区书记岳林诉苦。

岳林是个“80 后”小伙子，帅
气、阳光，办事干脆利落。他一直
认为，社区工作，不仅要以人为
本，还要带着感情和温度。摆“花
架子”做不长，只有把每一件涉及
到居民切身利益的小事落到实处，
才能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里。

“为什么？”岳林问道。
“我在前面捡垃圾，他们在后面

扔。”姜春芳说，“更气人的是，他
们还说风凉话。”

“姜阿姨，让您受委屈了。”岳
林说，“但无论他们说什么，我们都
必须坚持。我们要让事实告诉他
们，我们不是做样子，图表现，不
是搞形式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发
自内心的，为了打造和维护我们共
同的家园。”

“虽然我们井巷现在提质提档
了，硬件设施提升了，外在环境变
化了，但内在精神面貌的改变还需
要一个过程。这是社区发展最为重
要的，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岳
林还说。

后 来 ， 越 来 越 多 的 居 民 被 感
化，他们有的主动加入志愿者队
伍，有的更加讲究穿着、注重言行。

“不可能！不可能！”
2019 年 10 月的一天，井巷社区

主任谢歌向雨花区一位副区长说起
社区没有物业，但做到了垃圾分类和
垃圾不落地时，这位副区长连声说。

几天后，副区长突然造访。他
在井巷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垃圾
桶，但到处干干净净，空气里也没
有一丝垃圾的异味。在社区垃圾站
门口，副区长碰见一个扔垃圾的居

民。她手里提着两袋垃圾。
“为什么到垃圾站扔垃圾？”副

区长问。
她说：“我们社区没有垃圾桶，

垃圾不能落地。”
“为什么提两袋垃圾呢？”
她说：“一袋是可回收垃圾，一

袋是不可回收垃圾。”
副 区 长 什 么 也 没 说 ， 面 带 微

笑，悄然离开井巷。
但习惯养成的背后，是痛苦的

历练。
井巷提质提档后，便在社区公

共服务中心旁建了一个垃圾站。同
时，区环卫局又在社区各处安放了
垃圾桶。每个单元楼下配了一组垃
圾桶，主马路也配了果皮桶。

按理说，垃圾站建了，垃圾桶
也安放好了，社区的环境应该更
好。但事与愿违，社区的环境并没
有得到有效解决。有些居民甚至把
垃圾扔到垃圾桶旁，乱脏脏、臭烘
烘的情况依然存在。

“要不把垃圾桶全撤了，全面实
施垃圾分类。”谢歌在社区会上提出。

“放了垃圾桶都不行，垃圾桶撤
了恐怕更不行。”

“居民的思想认识跟得上吗？”
大家都有担忧。
但谢歌很坚决。

“要真正做到垃圾分类，确实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会需要一
个比较长的过程。但只要我们下决
心，并长期坚持，让大家养成习惯，习
惯成自然，就能做到。”谢歌说，“万
事开头难。但怕什么！我们有这么
多党员，我们先从党员开始。”

随后，井巷的所有党员，所有
的志愿者，带头对家里的垃圾进行
分类，并每天准时送到垃圾站。他
们不仅带头做，还负责监督。及时
制止乱扔垃圾的现象，及时制止不
对垃圾进行分类的现象。就连社区
里的雷锋超市也推行垃圾分类。比
如居民交一节废电池到超市，可积
一分，如果积满一百分，便可兑换
30块钱的购物券……

谢歌说，这是一件人心所向之
事，她的这一提议会得到绝大多数
居民的赞同。

谢歌还说，更没想到垃圾分类
的做法，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井巷，
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现在，不仅
绝大多数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垃
圾不落地的好习惯，更是自觉地维
护支持社区对小区的管理。

谢歌说了一个例子：有人到社
区来贴小广告，居民用他们自己的
办法，比如打电话告知贴小广告的
人上门，然后“抓住他”进行批评
教育，并要求清理所有的小广告。

谢歌发现：居民内心的律动，
才是社区最美的音符。

井巷很小，她只有 0.24 平方公
里，1306 户，户籍人口 4000 多人，常
住人口 6000 多人；但井巷又很大，她
不仅是长沙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
华大地数以万计社区的一个缩影。
数以万计的“井巷音符”，共同构成了
中国城市发展的“交响曲”。

井巷治理的探索与蝶变无不告
诉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社会治理，抓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是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积
极而有效的探索，也是城乡居民人
心所向、相融共生的美好图景，更
是触动心灵的美妙音符。

麦子泛黄的时节，我就会想起
灯笼果，想起躲藏在薄薄的外衣内
果实留给我的甜美清爽的滋味。想
起用它自制的玩具，虽然简陋却给
我带来童年乐趣。

灯笼果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有
人叫它姑娘果。杨慎 《卮言》 云∶
本草灯笼草、苦耽、酸浆，皆一物
也。燕京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
囊，中含赤子如珠，酸甘可食，盈
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
由此可见，灯笼果是夹生在野草中
的植物。她很渺小，但它于我有着
童年永不磨灭的记忆。我甚至想
象，它应该是这样生长的。阳春三
月，大地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灯笼
果的种子也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悄
悄地萌发了。在霏霏春雨中，它开

始生根、发芽，长出了细嫩的茎。
在原野上，它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
野草簇拥在一块，推推搡搡，你挤
我压地长成一片又一片绿油油的风
景，在微风中摇曳，在阳光下闪
烁，在春雨中沐浴。灯笼果翠绿的
枝条上盛开了朵朵白色的小花，花
冠向四面辐射，犹如一只优雅的小
号。春末夏初，小花凋谢了，从那
里长出幼果来。麦子黄熟时，灯笼
果也渐渐成熟了。它外面罩一袭橙
红色的薄薄纱衣，仿佛一个穿了红衣
裳的姑娘，也像一盏盏闪烁在田野的
红灯笼。金灿灿的果实就隐藏在薄
衣内，好似害羞的小姑娘“犹抱琵
琶半遮面”，让人顿生怜爱之情。

我们上学时，农村孩子放学后
要学农。孩子天性爱玩，我们在回

来的路上窜进田野里疯玩一阵。五
月的田野上，麦子黄了，蚕豆老
了，玉米拔节长高了。我们玩累
了，肚子也饿了，就在田野里搜寻
野味。覆盆子酸酸甜甜，牛甘果苦
中带涩，最好吃的要算灯笼果了。田
埂边，河滩上，很快就能找到它清秀
的身影。它那碧绿的茎节不甚高，顶
端渐尖，叶片呈羽状，非常秀美。稀
疏的枝条上结着两三枚灯笼果。这
时候的灯笼果，已经熟透了，只要你
一触碰它，它就掉落在地。小心翼翼
地捡起来，去掉外衣，放进嘴里，轻
轻一咬，即刻爆浆，甜美的汁液溢
满口腔。吃上 10 多个，口舌生津，
那甘甜清凉的味道，让你百吃不厌。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把灯笼果
做成小灯笼当玩具玩。折一根小树

枝，在灯笼果的根部系上线，再把线
的另一端系在树枝上，我们便提着灯
笼一边走一边唱着歌，乐趣无穷。

灯笼果历史悠久，公元前300年,
《尔雅》中即有灯笼果的记载。据文
献记载，灯笼果富含钙、维生素 C 等
多种营养成分，是加工饮料、果酒等
饮品的好原料。以灯笼果泡茶喝，是
上好的美饮。灯笼果的药用价值极
高，果皮均可以清热解毒降压。

初夏回老家，偶尔看见篱笆下挂
着几只红红的小灯笼果。我忙跑去
摘下一颗，剥了皮，里面的果实如同
红玛瑙。我舍不得吃，捧在手中仔细
端详，它让我沉浸在儿时的回忆里。
如今，人到中年，走了那么多路程，忽
然发现童年是那么美好，就像这一盏
灯笼果在人生路上明亮闪烁着。

飞雁（苍南县境，北阔南狭，侧观
似飞雁）驮着我，一路奋勇向南。我
在东海边，玉苍山之南，流连，徜徉。

1
晨十时许，尝过沾满芝麻点的

桥墩月饼、滑嫩的豆腐脑后，我端
一碗冰凉的老红茶，在碗窑古村的
古戏台前坐定，蒲扇轻摇，花鼓、
渔鼓次第上场了，那苍南方言，听
得不甚明白，只看那化着淡妆的演
员，唱腔饱满悠扬；提线木偶戏

《三变身》，沉稳的老生忽而变身婆
婆妈妈的老旦，老旦再瞬间妆成天
真活泼的花旦，极似川剧的变脸，
不过，变脸只是脸部转换，而提线
木偶变身，却是整个木偶的换妆，同
样都是手快，我看演员的食指、中指、
拇指的交叉快速，眼花缭乱，真可谓
指间有乾坤；单档布袋戏《张大娘宰
猪羊》，猪，羊，虎，猴，老妇，少女，依
次出场，以故事情节推进，高潮不断
出现，猪的安分，羊的机智，虎的
愚笨，猴的狡猾，观众的笑声一阵
阵掀起，人们看戏，其实是悟哲理，外
表强大内里虚弱如虎，不为命运屈服
不断努力抗争机智如羊，说动物，
其实是在说人。

七月的阳光，在浙江最南端的
玉苍山之南，显得尤为热烈。蓝天
广阔，白云低飞，似乎就在头顶，
伸手可撩，古戏台四周檐角高翘，
右首瓦墙上有两手举着大斧之雷
神，抬眼踢尾之龙头，还有一株挺
立的青嫩杂草，丝毫不惧骄阳。古
街上行人来往穿梭，这是碗窑的日
常，600年的日常。600多年前，明
朝万历年间，有巫、朱、夏、余诸
姓，由福建等地陆续迁居于此，他
们带来了瓷器的烧造手艺，使得山
间家园迅速富裕起来。清雍正年
间，碗窑已经有12座窑，产值约银
圆 8 万。至乾隆晚期，碗窑的顶
窑、下窑、半岭 3 个区块，屋宇连
亘，人繁若市。18座窑常年白烟滚
滚，5000多人聚集于此，制器、烧窑、
交易，这里成了浙南民窑的制造中
心。我眼前的古戏台，就是碗窑繁荣
的标志之一，南来北往的各色生意
人消遣开怀，劳累过后打工者也需
要精神放松，订单如潮而来，各家
窑主喜乐开怀，古戏台上的锣声、
唱腔，和飞鸟掠过天空的鸣叫声，
声声扬扬，碗窑成了富足的乐园。

顺着布偶老生的冠带，视角再
往上，古戏台藻井里的那些壁画，
一下将我的思绪拉得很远。藻井有
100 多 个 格 子 ， 每 格 都 画 满 了 壁
画，主要是 《白蛇传》 中的戏曲人
物，温州作为南戏的发源地，这些
壁画也是研究南戏的重要实物资
料。这里，每天也在上演着人生的
各种悲欢离合。

玉苍山里的泥土，经过粉碎、
淘漂、晾晒、拉坯、印坯、绘花、
施釉、烧窑等数十道工序后，它们
就变成了碗窑人的财富，鳌江的涌
潮，将大批瓷器运往世界各地，也
带去了中国的陶瓷文明和文化。

高树茂林，峡谷清流，碗窑古
村里的龙窑、水碓、工坊、古戏台、三
官宫等 35 幢 327 间明清建筑隐藏其
间，依然散发出烟火的活泼气息，浓
郁客家建筑式样的八角楼，是碗窑人
建设家园的生动写照，街心长有多棵
两百多年的仙人掌树，它们满身是
刺，向天挺立，花开的季节，顽强中
显现出一种别样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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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碗窑古村出发，过鹤顶山，

到鸡笼山，裸露的山头下隐着无数
的小洞口，风化的岩石，深深的岩
洞中，掩藏着岁月经久的时光。

明洪武九年 （公元 1376） 年的
某天，有位杨姓村民，在鸡笼山中发
现了一块闪着光亮的石头晶体，这块
叫明矾的东西，能让污浊的水迅速清
净的矿物质，为此地百姓带来了白花
花的银子，矾山的矾储量，为中国的
80%，世界的 60%。清末以来，此
地的明矾，无论储量、产量、销
量、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矾山
称为世界矾都，名符其实。

我走进世界矾都的福德湾，这
里是开矿工人集中居住的村落。石
头屋门墙的青条石，依旧泛着新鲜
的青色，似乎昨天刚刚从山上凿
出，石头屋内并不宽敞，却整洁透
亮。这些石头屋，极像挺胸宽背的
重量级大汉，面对狂卷的风暴，无
惧无畏，它们几百年来都呵护着那
些辛劳的矿工们，而今，它们又以
崭新的屋姿，迎接着四方的游人。
整座山的深处，地下已经数百公里
相连，上下下下，曲曲折折，这条
明矾之路，不仅通往中国大地，也
通往东南亚、日本、中东、非洲和
欧美几十个国家。清末，温州大宗出

口物资的前三位是茶叶、丝绸、明矾。
福德湾内的矾山矾矿古遗址，是

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因矾早有工
业替代品，炼矾工艺遂成了教科书。
现在的矾山福德湾，已经精心保护，
又成了别具一格的居住家园，它已经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先后被评为

“国家矿山公园”“国家工业遗产”，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授予了它“亚太
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

3
如果说开窑、开矿，都是建设

自己的家园，那么，金乡卫，就是
保卫自己的家园。

卫所制度，是朱元璋建立大明
王朝后实施的主要军事制度，战时打
仗，闲时农耕，全国共建有 300 多个
卫，其中五十几个在沿海，每卫士兵
足额 5600 人。明初以来，倭寇就不
断进犯中国沿海，洪武二十年（公元
1387），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在金舟
乡置卫筑城，这里于是称金乡卫，
下辖蒲门、壮士、沙园3个所。

金乡卫，虽处偏远浙南，但它
却和天津卫、威海卫一样著名，而
且还比天津卫早建了不少年。金乡
卫城墙周长 9 里 30 步，有东南西北
4 座城门，迎旭门，靖海门，来爽
门，望京门，四门各有功能，城墙
威武挺立，1650口城堞上，亮晃晃
的枪口，时刻瞄准着来犯之敌。洪
武至嘉靖的两百余年间，倭寇时常
上岸劫掠，金乡卫军民，同仇敌
忾，这里成了东南沿海的抗倭名城。

我们在从金乡卫去往蒲门所路
途中，经过一段长长的旧城墙，那
是壮士所的旧时所在，在1568年壮
士所并入蒲门所之前，这里频繁遭
遇倭寇，洪武三十一年，千户王山
率军迎寇，壮烈牺牲；永乐十五年

（公元 1417） 闰五月，倭船 83 艘进
犯壮士所城，攻破城墙，百户朱信
率兵奋战，不幸阵亡。壮士所，有
千户等官员15人，旗军1232人，以
壮士命名，可见战斗之惨烈。

到达蒲壮所城，威远门敞开胸
怀迎接我。城墙上的青苔，厚厚的
青墨色，600 年的沧桑，呈褐色的
石头依旧坚硬，过城门洞，面积不
大的瓮城内，排列着数块石碑，那
是历史的记忆。蒲壮所城，有着完
好的城墙，城头的一棵大榕树，估
计只有两百来年，但已是粗壮遮
天，根系发达。龙山山麓的蒲壮所
城，依山向海，城墙周长 5 里 30
步，城3座。我在城墙上漫步，600
年前，城墙前面就是茫茫大海，从
城墙转身俯瞰城内，瓦房坚实，街
巷齐整。迎阳楼内，除了明代抗倭
的体系简介，还有明代倭寇进犯温
州的年表、大小战役、牺牲的壮士
名录等，吴桢、戚继光、汤和、胡
大海，著名抗倭将领的像，皆英姿
勃勃，是的，他们带领着广大的士
兵和人民，殚精竭力地保卫着明朝
的海防，保卫自己的家园。

4
凤冠老街 8 号，我走进一幢老

房子，半书房的店主陈闻女士正忙
着整理书籍。陈闻原是苍南一中的
语文老师，对阅读一直有很深的情
结。四十多年前，她父亲就组织成
立了霞关镇的第一个读书会，父亲
的理想是做一个图书馆的馆长，这
个半书房，正是圆他父亲的梦。

细看半书房已上架的一排排新
书，共有八大分类。海明威系列格子
下，有《家园》，有英文配着，上面还有
小字：“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家园需要富裕的物质填充，更需
要精神的不断充实。在我看来，600
年前的家园，今天的家园，它的本质
并没有大变，家园的核心，依然是美
好和温馨。有了家园，身心两安。

飞雁再次腾升，飞往美好而温
馨的家园。

家
园

陆
春
祥

家
园

陆
春
祥

井巷音符
纪红建

◎纪实

灯笼果
吴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