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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是阳山

车子从广州出发一路向北，渐
渐进入一片奇山妙水之中。山是一
重重的，近处如黛，远处似烟；水是
一色的湛蓝青绿，一忽被山遮住，
一忽又从哪里绕出来。越接近清远
和阳山，越有点漓江山水的味道。
而道路，也是越来越艰险。虽说是
高速公路，但不是陡坡就是急弯，
隧洞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的，还有“避险车道”的提示。

阳山深深躲在群山峻岭间，被
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曾被
贬于此。“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
饶。落英千万堕，游丝百丈飘。”这
远离长安的苍茫之地，使他都有些
忘记了身处的时代。

韩昌黎在这里度过了三个年
头，虽然遭贬，却扑下身子，发展农
业，重教兴学，留下极好的口碑。阳
山人修了祠堂、纪念馆，还有仰韩
亭、韩愈路、韩愈中学，念着他的
好。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阳山的
发展比起广东其他地方，还是有些
滞后。按照国家对口扶贫政策，黄
埔区分包了清远的阳山，这样说
来，他们也是要不断地在这条路上
续写韩公的诗篇。

奔上脱贫致富路

车子出了阳山县城，一路上
坡，早晨的阳光照在山上，水从
山峡处流过，不断被绿色的植被
遮挡。一些水气升上来，渐渐变
成了云雾。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黄埔区的
一个扶贫点。黄埔区帮扶35个贫困
村，从 2016 年始，投入 5 个多亿资
金支持。至 2020 年 6 月，7388 人的
建档贫困户已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渐渐感到了空旷，山凹间，
出现一座座孤山或一凼函野水。
它们四周，是成熟和正在成熟的
玉米和水稻。有的玉米已经收
获，金黄黄地摊在地上。穿着彩
色衣衫的农家妇女还在劳作，那
是大片的西洋菜生产基地。

朋塘村到处是老宅子，有些
还是土坯房。年轻人大都出去打
工，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黄埔
扶贫工作队来了以后，因地制
宜，以500亩标准化西洋菜田设置
110个工作岗位，让贫困户“出门
即上岗”。

走进绿色田园中间，看到站在
地头笑着的周芳。周芳与老公是在
打工时认识的，从广西嫁过来。她
身边站着一个女孩，问起来，女孩
叫黄海雯，是家里老二，长得眉清
目秀，也像妈妈一样笑着。周芳说，
孩子很知道要强，愿意学习，这次
高考，过了本科线。

家门口的蔬菜基地，给周芳
这样无法去城里打工的村民创造
了就地脱贫的机会。采摘的西洋
菜经过专门的清洗和包装，直接
送到香港和澳门的市场。

这个时候是西洋菜长势最好
的季节，周芳每天都会早早来到
地里采摘。这样，每年可以有3万
元的家庭进项。此外，黄埔区在
阳山的光伏项目，让当地农民每
年都有3018元的分红。

我想，孩子考上大学还得有
一笔花费。周芳说，黄埔来的扶
贫工作队早就设了助学基金，这
一点她不再担心。现在村里的孩
子上学的积极性都很高。

村前，一条山溪流来流去，
在田地中间，管子伸进溪水，就
全顾及了这一大片土地。村子周
围正在修路。我知道，以后来这
里的人会越来越多。

曲径自有通幽处

看见了那条青蓝色的江，韩愈
来时，就是走的这条水道。过了韩
愈大桥，过了水口大桥，一直到了
江边的南塘村。黄埔区五个局委帮
扶南塘村，南塘村辖 21 个小村，其
中 3 个村子被阻隔在大山里面，多
少年来，人们出行只靠一条“羊不
走”的小道，或者在江中划船。

对于阳山县，黄埔区两轮共选
派了 35 个驻村工作队、76 名驻村
第一书记。欧阳注凡原来是司法所
长，来这里当第一书记已经5年。车
子停下时，欧阳领着我们朝半山腰
的地方走，乱木棵子遮没的，就是
艰难的“羊不走”，700 米的栈道一
边是陡峭的石壁，一边是深不见底
的小北江，连羊都怕。长期以来，村

民别说买什么大件，就是买盐买油
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更别说看病、
上学，小康更是难上难。

为了打通山路，驻村工作队发
动捐助，余下的再申请资金。施工
队是 3 个村子组织的，2017 年开山
炸石那天，村民们远远地看着、听
着，那个高兴。路修通以后，村民有
的买了摩托车，有的买了汽车。外
面的人早就将里面看作世外桃源，
这条路也为旅游热打开了通道。

渐渐看到了农作物，大都是
玉米和蔬菜，前面一片葱绿，原
来是桑林。这里的人有植桑养蚕
的传统。

最里面的小村叫孙屋村。我
下车即朝一排房子走去，一个敞
着门的屋子里，竟然是一席一席
的桑叶，上面爬满了蚕宝宝。

我遇到了孙水海，是个青年汉
子，以前也是个贫困户。问他为什
么没有出去打工，他指了指坐在门
口的老人。问起以前的生活，他有
些感慨，说实在的，养个猪都不知
道怎么卖出去。小孩在青莲镇上小
学，现在可以骑摩托送孩子去。问
他修路捐款了吗？他有些不好意思
起来，最后说捐了388。问他可养了
蚕，说养了6张蚕。那就是6条席子
了。除了种桑养蚕，扶贫工作队每
年还为贫困户发放鸡鸭苗、猪苗
等，采取贫困户散养、企业回收方
式增加收入。

桃花源里可耕田

来到火岗村的时候，有些地块
正在插秧，有些地块还在育苗。他
们管这里叫做“七彩田园”，也就是
说这里种植的水稻有黄、黑、紫、
白、红等颜色。这种水稻营养价值

高，市场需求大，而且具有观赏效
果，大面积种植，可以吸引外来游
客。由此，黄埔区扶贫队联合金穗
华晨农业科技公司，在这里共同投
资开发，打造了一个旅游度假地。

一块水田里，一个壮实的汉子
正扶着自动犁田机一圈圈地转着。
他叫杨卫忠，火岗村的贫困户，最
开始家里连象样的房子都没有，黄
埔的扶贫人员来了，帮助他改建了
破旧危房，又为他想办法，使他一
步步脱离了贫困线。

说起杨卫忠，黄埔来的第一书
记杨伟桦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脱
贫模范。杨卫忠说，“七彩田园”就
在家门口，他租种了十几亩水田，
专一种植七彩水稻。再参与光伏分
红，现在年收入有八九万元。

阳光照在水田里，发出一灿
一灿的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领
着妹妹在田边玩。问她们田里干
活的是谁，回答是爸爸。女孩叫
杨静艺，5年级了，眼睛闪着聪颖
的光，她说她喜欢上学。

一片片的自动喷灌水龙像花
儿开放，水花打在秧苗上，阳光
里泛起七彩的彩虹。田园是七彩
的，人的心也是七彩的了，无论
你到了朋塘村、南塘村还是火岗
村，他们都会说，你看我们家乡
美吧？我们这里都成了旅游景点
了，外边的人总是来这里寻找乐
趣。是啊，谁能不说阳山是个值
得一看的旅游目的地呢？

黄埔的干部说，脱贫之后还要
持续加大扶志和扶智力度，现在，
援建的阳山黄埔学校已经开始招
生，“异地光伏”电站每年90万元的
收益也将作为“阳光教育基金”，奖
励优秀学生和优秀教师。

下山的时候，看到正在修的高
速公路，在峡谷间穿过，还有特高
压，凌驾于高高的山顶。窄窄的路
上，一辆黄色的校车开过来，两车
小心地避让。或许那些喜欢读书的
孩子，会坐着这样的车子去远方。

上图：位于阳山县境内的广
东第一峰。 （资料图片）

左图：火岗村所在的七拱镇
以种植优质稻米为特色。

（资料图片）

阳山深处的七彩田园
王剑冰

阳山深处的七彩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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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有 记 者
调查发现，某地方
政府在城乡建设中
采购了价格畸高的
景观石，有的石头
一块达数万元，有
的 甚 至 逾 百 万 元 。
一 石 激 起 千 层 浪 ，
许多人发现，这种
重 金 “ 移 石 造 景 ”
的 现 象 并 非 孤 例 ，
在城市绿化带、公
园、景区和广场等
场所，都有这些名
贵石头的身影。

景 观 石 自 身 具
有一定的美感，设
计者们往往会将其
运用于建筑与空间
中，以起到点缀和
美 化 的 作 用 。 然
而，当大量石头被
人们从河道或山体
挖出，再被数以万
计甚至百万计的金
额购回，不禁让人
质疑：真的有必要吗？

这些年，不少类似项目都被冠之以“生
态工程”“景观工程”“文旅开发”的美名，
但其中一些项目是名不符实的。就在前不
久，贵州某县曾举债400亿元搞形象工程的消
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其中包括花费数亿
元打造的“水司楼”项目。据了解，该县刚
于今年3月退出贫困县序列。与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不成正比的旅游项目投入令人感到匪夷
所思，更让人痛心的是，因为债务纠纷，庞
大的“水司楼”建筑已成烂尾工程，来这里
的游客更是寥寥。该县对此回应称，正切实
推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问题整改。

旅游开发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本应具有
正面作用。不论是利用所在地旅游资源，还
是通过招商引资开发旅游项目，发展旅游业
已经成为许多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
一。成功的旅游开发能够吸引外来游客，拉
动地方经济增长，提升地方形象，同时也能
带动当地人口就业，增加人口收入。然而，
如果地方政府只是为了“形象工程”，不顾当
地实际盲目开发、重金造景，不仅浪费人力
物力财力，也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
坏，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大量景观石的设置，既无生态价值也无
实用价值，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主义；而不考
虑当地实情的旅游项目开发，既无审美价值
也无经济价值，更无法给老百姓带来福利。
旅游开发固然重要，但这并不代表在设计规
划及实际操作上，就能肆意挥毫财政资金，
必须警惕“重金造景”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旅游开发、景观布置皆是为了给人带来美
和愉悦的感受，因
地制宜、尊重自然
是再简单不过的
道理。当建设与开
发不是为了真正
的风景，而是为了
形 象 、面 子 与 政
绩，这条路便偏离
了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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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七月，我去弥勒访亲，一周
的休闲消夏，让我不禁迷恋上这座云
贵高原上的城市。

七月是雨季，在我的想象里，难
免潮湿、闷热。然而，弥勒的夏风是
爽适的，空气通透清新，没有一丝内
陆腹地夏季的闷湿与炽热。不过，雨
与阳光总是缠绵悱恻的。往往，天际
四周连云叠嶂，但总有一个方位，蔚
蓝澄净，阳光璨然漫射。有时，清丽
的雨与明媚的阳光裹挟着半空的响
雷，滚过城廓，声震高原，本以为会
下个淋漓尽致，雨却又骤然停了下
来。一缕风吹过，地面半湿半干，草
与树叶愈显鲜绿，各色花儿愈显娇艳。
街上行人，无论男女，必不可少的配备
是伞，雨来了挡雨，阳光照来遮阳。

弥勒城里城外，无河却多湖。湖
之水源，一为天赐——雨季丰沛的降
水；一为地予——火山岩型地质结构
蕴藏的大量温泉。非常了得的是，弥
勒把面积逾 3000 亩的生态园建在城
市中央，名曰“湖泉生态园”。园是

依“湖”画瓢的。地势最低、水面最
大的是主湖，位置略高、水面较小者
为辅湖。一主六辅，一湖领秀，六湖
拱卫，湖套湖，湖连湖，小湖溢水大
湖接纳，天地给水七湖长丰——湖泉
水域面积1700余亩，常年蓄水超200
万立方米。

漫步周长5公里的湖滨，遍是从
热带引种的棕榈、椰树，辅以本地适
生的大叶榕、清香树、厚皮树，伴以
数不清、叫不上名的七彩花卉，宛如
来到椰风十足的热带植物园。树间草
坪的造型随湖岸地形而变化，或蜿蜒
起伏，或带状悠长，或块状铺呈，与
碧绿的湖水相映衬，十分养眼。

在湖泉水世界与半山温泉，我真
正感受到了水的无穷魅力和活力。

湖泉水世界占地 2 万余平方米，
布建水游乐项目 28 个。诸如急流峡
谷、巨型水寨、梦幻宝贝水城、水迷
宫……有的名字我从未听过，有的玩
法我首次体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
童，皆在此尽情戏水玩闹。整个水世

界活力四射，欢腾一片。
半山温泉，依秀丽的西山而建，有

着不同水温、不同风格、各式康体泡法
的 16 个泉池，递次伴山而筑，直至半
山之上。顺着长长的“之”字形木质梯
道，我径直来到半山顶，只见两池毗
连，池依山体形状无规则而成，可曰
姊妹池，不过水温却不同。躺在池
内，遥看蓝天高远，近观绿树合围，
听树间鸟鸣，闻池畔花香，一任碧澈
的温泉漫过身心，轻拂肌肤……仿佛
自己就是弥勒佛祖庇佑的一介小仙。

街道上、湖泉畔，行人操外地口
音者十之有五。亲戚说，近年到弥勒
度假消夏的外地人越来越多，家庭旅
馆成了一项新的产业；更有不少外地
人到弥勒购房，每年来此居住数月，
避暑过冬，休闲疗养。在弥勒，气温
少有超过 30 摄氏度的时候，即便是
盛夏，依然凉爽宜人。

那日随亲戚去农贸市场，我被长
相各异的高原果品深深吸引——或是
浅红翠绿相间的水梨，或是雪白夹杂
着深紫条纹的人参果，或是乳白色的
奶油葡萄，或是青皮、个儿大、脆甜的
桃子，或是绿油油的橘子、枣子、石榴，
或是刚离壳的核桃、板栗……像是打
乱了节令，齐齐聚集到了夏日的农贸
市场。一框框，一篮篮，色泽吸睛，芳香
馋人，让我不得不各样买些。交易却是
以公斤论，卖主让先尝后买，称足了分
量，再递上几枚让我们边走边尝。这种
豪爽大方，在卖主或许是习以为常，也
或许是弥勒这个彝、傣、苗、回、壮等少
数民族聚集地的民风，但对我这个外
来者而言，真是如沐春风。

一周时间不长，但是，我每天都
沉浸在弥勒的魅力中。

弥勒，真的让我迷恋。
上图：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弥勒市湖泉广场，来自乡村和
城区的6支阿细跳队激情奔放地跳起
阿细跳月，庆祝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
节。 普佳勇摄 （人民图片)

夏游弥勒
郝敬东

香水河风景区位于湖北省襄
阳市南漳县城西南约 38 公里处。
景区河谷落岩而生，喀斯特地貌
遍布，树木遮天蔽日，石头光怪
陆离。当然，这里最为壮观的还
属瀑布群，三叠瀑、凤尾瀑、象
牙 瀑 、 峡 口 瀑 …… 香 水 河 的 瀑
布，深藏在荆山山脉里，有的斯
文秀气，有的豪迈奔放。

尤为奇特的是七彩瀑，晴天
的上午至中午，飞流而下的瀑布
激起无数水花，在太阳光的折射
下 ， 呈 赤 、 橙 、 黄 、 绿 、 青 、
蓝、紫七色，美不胜收，即便是
最普通的手机，也能拍下这绚丽
的七彩。堪为雄壮的当属那一挂
酷似“雄鹰”的瀑布，一只展翅
欲飞的“雄鹰”，睁着炯炯有神的

“双眼”，飞瀑从它的顶上倾泻而
下。陡，而且直，落进水池的水
花，升起层层水雾，仿佛幻境。
就算在炎热的盛夏，也能让人顿
生凉意，热燥全无。

沿山路而行，时而被石壁挡
住去处，石壁高数仗，仰视，可
见一线天；两边的石壁仿佛被天
空劈开一般，笔直竖立，一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路随
溪走，伴着叮叮当当的溪水声蜿
蜒向前。一只叫不上名字的小动
物，正在池中饮水，你还未看清
它的模样，它就跃身而起，速度
极快地窜进了浓密的树林里。偶
见深潭碧水里几尾飞速游动的小
鱼，游弋而来，旋即又隐身而
去，不留下一点痕迹。溪水穿过
一片荆条林，忍不住赤脚下去，
在岩石上踏水，惊奇地发现一株

穿过石缝顽强生长的荆条树，看
似被拦腰折断，实则枝繁叶茂。

沿溪水而下，竹子茂盛的地
方，除了存有古法造纸的蔴池遗
址，还能欣赏到一处保存完好、
现仍有人居住的古民居。这座古
民居不光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它
的每一处设计，都蕴藏着让人啧
啧称奇的巧思。

古民居建在山谷里的一处平
缓地，背靠青山，面临溪水，在
交通还不发达的过去，光从建房
的选址和材料来看，应该是一个
条件不错的富裕人家。

民居由厅屋、天井和正屋三
部分组成。大门两旁安放着石
狮。石狮不光是取“双狮护门”
之意，还谐“太师”“少师”之
音，寓意后辈广出人才。除了房
檐上雕龙画凤，木窗上也有着各

式飞禽走兽的雕刻，多为镇宅祈
福的吉祥物。而堂屋上方横着的
一根粗壮的木枋，看似多余，无
可用，其实是衡量一个家庭有无
丰收的展示区。富人家，或者家
有待娶亲的儿子，木枋上面是要
挂着腌制好的鸡鸭鱼肉的，也许
一年半载都舍不得吃，但必须要
有。普通的家庭，多是挂着黄灿
灿的玉米棒子，一提连一提，一
层摞一层，那不光是展示收成，
也是保存玉米的最好方式。

这座不多见的古民居，记录
着生活在这片山林里的百姓的生
息繁衍，时代变迁，它们已经融
入峡谷，成为香水河不可或缺的
一道风景。在栈道上看掩映在青
枝绿叶下的民居，或者坐在民居
前品茶小憩听溪流，嗅着山风飘
来的花香，都是一种醉人的享受。

香水河，一条从天而降的溪
流，绕山落崖，翩翩而来，又潺
潺而去，载着荆楚之地特有的气
息，悄悄流出峡谷，流向远方。

下图：游客在香水河景区观
赏瀑布。 （资料图片）

荆山楚地香水河
屠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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