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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无数次的广场，这一天特别
难忘。广场上花团锦簇，两条红色的
彩带雕塑特别耀眼，艳丽的颜色，像
一首长诗。城楼上8个巨大的红灯笼
和广场两边的 70 个大红灯笼挂起了
节日的喜悦。广场见证了波澜壮阔的
历史，也正在书写缤纷多彩的一页。

这是 2019 年 10 月 1 日的北京天
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年华诞在这里隆重举行。那一天，
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坐在北京天
安门的观礼台上，全程观赏了大型阅
兵式和群众游行。第一次在现场亲眼
观看如此盛大的阅兵式，我的心情十
分激动，尤其当雄壮的国歌响起，我
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的心中百感
交集，豪情万千！

我坐的位置是天安门广场的西观
礼台，所有的阅兵方阵都由东向西，
沿着长安街而走，方阵队伍经过的地
方大概离我们坐的位置有几十米之
远，但一个个徒步方队、装备方队和
空中梯队整齐划一，依序而来，一件
件大国重器在眼前经过，那种震撼，
那种感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我第一次回
国，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故乡的工
商业还没有那么发达，物资还十分贫
乏，所有的家电都依靠进口，价格也
特别贵。为了照顾回国探亲的华侨，
政府特别优惠回国华侨到友谊商店购
买“三大件”，刚好我的一位堂妹即
将出嫁，我把购买电器的优惠转给了
堂妹，由于友谊商店在厦门的华侨大
厦，那时晋江到厦门还没有高速公

路，我们三人坐了3个多小时的车才
到厦门，在友谊商店办好购买彩色电
视的手续后，再转到厦门东渡码头提
货，经过一整天的折腾，终于把一台
彩色电视机带到了家乡，这台彩电成
了堂妹出嫁最有面子的嫁妆。

今年圣诞前，为了筹备圣诞礼
品，我特地到马尼拉最大的小商品市
场“利未素惹”去找小电器。整个批
发市场商品琳琅满目，90%都是来自
中国的商品，尤其家用小电器更是样
式多样，让你目不暇接，难以选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从大小
商品依赖进口的国家，变成了如今为
世界各国操办圣诞节。义乌的小商
品、小家电不用一个星期就能直达马
尼拉港口，这其中的甜酸苦辣，旅外
的海外游子，体会最深，感受最强。

如今中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晋江到厦门也从以前的 3 个多小时，
缩短到1个多小时，动车、高铁相继
建成，城市间距离越来越近，人民的
生活越来越幸福！旅外华侨的回乡路
也越来越平坦了！

二十多年来，我业余时间一直热
心参与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弘扬与传
播工作。国务院侨办每次派艺术团访
问东南亚，菲律宾一定安排在内，我
接待过国内的一流歌唱家、艺术家和
各种杂技、舞蹈、地方戏曲的表演艺
术团。隨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
施，各种文化艺术团来菲表演特别频
繁，在我手中安排与策划的就有数十
场之多，场场爆满，可见中华文化的
魅力。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姚姓
老阿伯，每次演出他都坐着轮椅带着
儿子、女儿还有孙子来观看，他告诉
我，他想让下一代感受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让子孙后代知道自己的根在
中国。

近年来，为了让菲律宾的民众感
受到优秀的中华文化，每次演出，我
们都会邀请菲律宾政要和观众来现场
观赏，有时把演出安排在公园的戏
台，或到二、三线城市演出。有一次
我印象特别深刻，由于国内来的音响
师不懂本地话，我站在音控室充当翻
译，随着一条条节目的推开，菲律宾
的音响师一直赞叹不绝，最后他握着
我的手说了一句话，我至今仍难以忘
怀，他说，中国的文化太漂亮了！

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在
天安门上空响起，国庆阅兵和群众游
行也接近尾声，和平鸽飞越广场，彩
色的气球在广场上空飞扬，我站在观
礼台上久久不愿离开，心情久久难以
平静……

在四川万源市市区登高眺望，苍翠的
山峰连绵耸立，鳞次栉比的建筑仅为零星
点缀隐藏其中。万源市位于川渝陕三省交
界处，属于典型的山区农业市。向城区外
东行30公里，便到了八台镇。位于秦岭之
南的八台山，赋予了生活于此的人们得天
独厚的机遇和变化多端的生存挑战。

位于滑坡地带的土坯房，是这里的居
民原本的定居地。喜怒无常的天气、摇摇
欲坠的房屋，成为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
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仰日月之
鼻息，观流云之端倪，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然而风雨阴晴的无常流转，土地物产
的盈亏无度，驱使着家人间的分离。于是
总有人辞乡远去，在外打工，精打细算着
把积蓄寄回千里之外的家乡。

邓余勇就是这样的打工者。他正值壮
年，皮肤黝黑，四肢健硕。作为家中的主
要劳动力，他少有回家的机会，长期与妻
子两地分居，与其他人一同乘着春运的大
潮返乡团聚是他每年的期盼。

2014年的大年三十，邓余勇结束了一
年的忙碌，回到了八台山。邓余勇心中盘
算着一个宏大的计划——他要给家人在山
下买一套新房。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自
己终于能告别山上破烂的土坯房，不用再
忧心于滑坡的威胁，能到交通更便捷的地
方稳定地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大年初
一，他打了 3 个喷嚏后就突然昏迷，不省
人事。他不幸患上脑梗。

他的身体瘫痪了两年。两年内，邓余
勇的血汗积蓄因为治疗而消耗殆尽，买房的计划也沦为泡影。家中
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不得已的欠债更让本就贫苦的家庭雪上加霜。

如今谈起当年的遭遇，邓余勇宽厚的脸上显出有些后怕，而更
多的是如获新生的平静。在八台山脚下的一间小卖部里，他坐在小
卖部的柜台后和我们交谈着，不时走过的两个孩子让我们眼前一
亮。他实现了自己购置新房的愿望，独自经营一家小卖部，一年零
售所得 3万元的纯利润足以支撑生活。当我们询问他，下山开始新
生活后还有什么困难，他的全部回答是心满意足。

邓余勇的小卖部，坐落于八台山下的茶文化小镇。小镇原本是
万源市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安置点，是一片规划的区域，给八台山上
46户贫困户提供住房和工作。像镇里的其他住房一样，邓余勇小卖
部的房屋受益于政策优惠，享受购房补贴，是这项扶贫工程的帮扶
对象。2018年，万源市政府同意将这个原本的易地搬迁安置点打造
为特色茶文化小镇，凭借当地的风景名胜等资源，吸引村民走文旅
产业扶贫的道路，以期带动经济的长远发展。

小镇空间十分开阔，街道宽敞足以容纳十人并行，地面铺满灰
白的路砖，亦有鹅卵石的点缀，平坦与起伏并存之间，规律地镶嵌着
茶叶文化的石牌以向往来的人们介绍。一路前行，人工开凿的小溪随
着人们的步伐流淌，营造出动静结合的意境。夹道而起的是庞大的仿
古建筑，两层高的洁白墙面承载着镂空的木质护栏，白墙上绘着古色
古香的装饰画，门户旁悬着有关茶意的对联，在二胡婉转的背景乐
中给人愉悦。站在仿古戏台上，只一远眺就能看到远处连绵的青山。

小镇主打文旅产业，亦种植茶叶，劳动力大多是下山的居民。
他们就住在仿古的中式建筑里，过上了崭新的生活。镇中安宁和
谐，老人们笑着在屋门外围坐着吆喝打牌，小孩们在路边自在地转
着呼啦圈。在一排民居的对面，有一片碧绿的草坪，滑梯、旋转木
马等游乐设施陈列其上，正是一个儿童乐园。负责看管这个儿童乐
园的，是一个名叫刘侍美的青年妇女。

刘侍美像邓余勇一样，多年前住在山上的土坯房里。2015 年，
她的房子终于没能经受住自然的摧折，不堪重负倒塌了。没有能力
寻求新的住房，她只好住在丈夫哥哥的家里。她的丈夫打工在外，
而她自己则干着传统农业维持生活。家中两个孩子7岁和6岁，到了
上学的年纪。最小的孩子刚刚出生，又有大笔奶粉开销，家里绵薄
的收入很快负担不起 3个子女的需求。孩子们上学带来的经济压力
最大，她“因学致贫”。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后，她在八台镇购得了一套新房，终于
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得益于政府的补贴政策，她不用缴纳大笔房
款，只自己掏钱装修即可。家中空调、彩电、冰箱一应俱全，俨然成了
小康之家。现在，她可以完全满足儿女们买书本的需要了。刘侍美的
工作也十分便捷，她的家就在儿童乐园对面，每天，她看管着儿童乐
园，在家中抚养最小的孩子，每月有2000元收入。搬迁后，丈夫成
为了护林员，两人合力，足以应付一年两万元的开支。

大巴山茶文化小镇，顾名思义，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就是
茶业。在万源市石窝镇内一块古老的摩崖石刻上，篆刻的《紫云坪植
茗灵园记》记载，此地早在唐宋年间就开始种茶，具有悠久的历史。

“一片叶子带富一方百姓”，今天，当地党委政府充分把握国家政策
优势，利用万源土壤富硒、气候适宜、海拔得天独厚的条件，规划
了“茶基地+茶文化小镇+‘珍硒万源’公共品牌”的发展模式。

“巴山雀舌”远近闻名。在万源市的白羊、草坝、石塘等乡镇有
多个大茶园，仅白羊县一地就有7000亩茶园。2018年，白羊茶山被
评选为“四川省十大最美茶乡”。刘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在
成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刘静的家中承包了部分茶叶经营，隶属于蜀
韵生态农业开发公司，父母都从事茶业工作，男朋友的父亲也是公
司股东。从去年6月开始，她回到家乡，一心一意卖茶叶。

在茶文化小镇，刘静一人经营着一个门面，负责茶叶的销售工
作。同样地，她也享受着政府的优惠政策，5 年内不缴纳门铺租
金。步入这栋两层楼高的仿古建筑，便能看到她坐在古朴厚重的木
茶桌后，背靠一幅高悬的书法作品，操控着电动设备烧水煮茶，生
活状态颇为怡然自得。

多年前，家人早就让她回到家乡，做茶业工作，但她不愿意。
今年春节，趁着假期回家帮忙之际，她逐渐找到了兴趣，才下定决
心从事此业。想必安置点改造后的焕然一新，也是促使她回乡工作
的重要原因。去年6月，从她工作开始，直到年末，已有3万元的销
售收入。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到了 8月，卖茶叶所得的收入仍然
有 7万元之多。她所属的公司在当地的脱贫攻坚中起到了重要的带
动作用，因此被评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市级重点龙头产业”。

原本封闭保守、零星分散的他们，在政策引领下凝成了众志成
城的整体，正全力以赴地走向更好的生活。

这是一片充满神奇、梦幻色彩的
湿地。

成群结队的不同鸟类在头顶飞
旋，它们以优雅的身姿、悦耳的鸣
唱，给这片湿地增添灵动的气场，呈
现出生机与活力。这些可爱的精灵，
有的在蓝天与河面间翩翩起落，如行
云般舒展；有的旁若无人地放声歌
唱；有的悠闲自在地捕食、嬉戏；还
有的静立于树梢，瞭望着远方，就像
在迎接你的到来……这是初秋时节我
在河南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看到的一幅鲜活的生命景象。

沿着通往湿地的木栈道蜿蜒前
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水泊和苇草
丛。阳光洒在水面上，泛着粼粼的波
光，水中一朵朵荷花开得正艳，一只
只蝴蝶在花间曼舞，氤氲的诗意在心
间洋溢。猛然间，芦苇丛中腾起两只
白鹭，它们优雅地掠过天空，这白鹭
白得耀眼，在半空中画着弧线，带着
湿润的气息，浸润着满目的诗意，然
后贴着湿地滑翔，那白雪般的羽毛，
让我的眼睛瞬间明亮了起来。

秋天，是孟津黄河湿地最美的季
节，身边那一丛丛的狗尾巴草，随风
轻轻摇曳着，显示出坚韧与顽强。芦
苇荡泛起波浪，高挑的芦苇肩并肩站
立在一起，参差而富有神韵。苇穗的
颜色也不尽相同，有的由淡紫转为粉
白，直到洁白的芦花盛放，雪一般缀

在细细的柔茎上，仿佛被风轻轻一
吹，就会悠然四散。放眼望去，芦苇
荡洁白如雪，风起时，苇絮纷纷飘
落，然后在碧蓝的天空下悠然自在地
飞舞。

这里各色各样的花、草、树木，
或高或低或疏或密，无拘无束肆意地
生长着，自然而随性，少有人工雕琢
的痕迹。开阔的水域，众多的滩涂，
繁衍出丰富的水生动植物，为水禽创
造了活动、觅食及隐蔽的栖息地。

耳畔的几声鸣叫，打破了湿地的
静谧。循声望去，一对体态轻盈的蓑
羽鹤在阳光下悠悠盘旋，双翼轻展如
仙子般美丽，它们的声音时而高昂、
时而低回、时而激荡、时而悠扬，宛
若天籁。我停下脚步，急忙从湿地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高倍望远镜，只见这
两只蓑羽鹤从天空中缓缓滑落在不远
处的草地上，悠闲地漫步、觅食，其
中一只还跳起了优雅的舞蹈。蓑羽鹤
体型娇小玲珑，举止优雅，性情带着
几分羞怯与温柔，故有“闺秀鹤”的
雅称。蓑羽鹤多以石板灰色为主，颊
部两侧各生有一丛白色长羽，前颈和
胸部的羽毛为黑色，上胸黑羽呈披针
状。蓑羽鹤戒备心很强，人们很难靠
近它们，只能通过高倍望远镜偷偷地
观赏。蓑羽鹤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
类，对生态环境质量有很高的要求。
一有风吹草动，这些可爱的生灵便会

振翅而飞，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你
的视野之外。

湿地是众多动植物特别是水禽生
长的乐园。这里一年四季群鸟齐飞，
百鸟唱和。每年的春秋两季，成群的
大型水鸟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经由
这里飞往大洋彼岸的美洲和澳洲，其
迁徙的场面蔚为壮观。湿地管理人员
告诉我，保护区总面积 15000 公顷，
核心区 3500 公顷，共记录到鸟类 259
种，珍稀鸟类黑鹳、东方白鹳、火烈
鸟、黑雁、疣鼻天鹅等相继在保护区
出现，10 万余只鸟类在此栖息繁衍，
其中黑鹳数量最多时达到84只，这一
现象在国内极其罕见。

湿地工作人员的话，让我回忆起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热爱摄影的朋友
约我到黄河湿地，并告诉我，运气好
的时候，能在黄河湿地看到罕见的鸟
类，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直到暮
色降临也未能如愿。我心中不免有些
失落，朋友却说，这再正常不过了，
多来几次兴许可以见到的。令人欣慰
的是，这里如今成了鸟儿们生活、栖
息的乐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
鸟类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

在湿地，我还见到几块地，种着
小麦和水稻，原来这是为鸟儿有意准
备的，每年10月以后，辽阔的湿地便
成了各类候鸟的度假村，每天都有许
多鸟儿在这里降落或起飞。那些长途

迁徙而来的，诸如蓑衣鹤、白天鹅、
白鹤等各种珍稀的鸟儿，因长途跋
涉，急需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而这
里虽然有大片水域，水域内也有不计
其数的鱼虾等水生动物，但总不如这
成熟的庄稼来得更实在，鸟儿们能快
速补充体力、恢复精神。保护区内的
各种昆虫，也为鸟类提供了良好的食
物来源。因此，政府专门拨款贴补给
当地的农民，让他们在保护区内尽可
能地多种植一些动物们爱吃的农作
物。为了生态保护，孟津县政府可谓
煞费苦心，难怪越来越多的候鸟会把
这里作为理想的栖息地。

不知不觉间，落日的余晖洒满湿
地，像橘色的绸缎。几声动听的鸟
鸣，唤醒了我梦一般的思绪。我油然
想起了著名作家梭罗，他在瓦尔登湖
边尽情享受着美妙的黎明和黄昏，与
大自然中的一切交流，和自己的内心
对话，那种静美实在令人向往。在人
生旅途中奔波的人们，谁不渴望悠然
漫步于这种境界呢？

天空中成群的鸟儿盘旋往返，还
有的鸟类在浅水滩徜徉，在水面上扇
翅起舞，戏水追逐，纵情欢唱，一切
都是那么生动迷人。大自然的神笔，
勾画出一幅宁静、优美、壮观的画
面。

天地静谧，鸟儿灵动。动静结合
之美，是孟津黄河湿地的独特之美。

白露过后，一场秋雨一场寒。
这是我的家乡河套地区佘太川上红
高粱成熟的季节。这些天一场又一
场淅淅沥沥的雨丝，不经意地勾勒
出漫川遍洼湿漉漉的红高粱。据说
这里种植红高粱已有上千年的历
史。因为这里处于黄河故道微生物
密集丰富的神秘地带，水质甘甜，
土壤结构疏松，是酿造清香型高粱
酒的核心区域之一。所以，这里有
十里高粱红、十里酒飘香的古老传
说。这些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绕
不开的乡愁！

这个美丽的传说是我童年时，
听村里一个老酒匠爷爷说的。老酒
匠爷爷祖辈都是开缸房的。他那间
土屋里堆满坛坛罐罐，冒出缕缕酒
香，老瓷碗里盛满红红的高粱面
条、面鱼、面卷、大煎饼，这些把
我幼小的心灵占据了。老爷爷在大
山深处一个叫野马沟的山坳里，曾
种过一片高粱。在他精心呵护下，
惊蛰过后又几经春雨滋润，在这块
处女地上长出油绿绿的高粱苗。又
过了一些日子这些细细的高粱苗在
拔节声中一夜间竟然蹿得老高。高
粱穗子垂下如礼花绽放，这时花粉
也开始飘飘洒洒。即将成熟的穗上
缀满了剔透晶莹浅绿珍珠，并开始
由淡粉变浅红。过些日子在金风的
轻抚下一夜间腾起灿烂的醉红。后
来老酒匠爷爷去世了，家乡的红高
粱也远去了。

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
我家在自家的承包田里也种了十几
亩红高粱。从旗里赶回家乡正赶上
红高粱成熟的季节。在秋阳下高粱
叶子变得瘦而干瘪，在萧瑟清冽的
秋风中脆脆地如歌如泣地鸣叫着；
耳边仿佛又听到老酒匠爷爷讲不完
的红高粱故事。我躺在高粱地里，
仰望着秋高气爽的天空。天空蓝得
如大海般深邃辽远。一群叫不上名
儿的鸟雀，哗啦啦地落在高粱穗

头。它们颤巍巍地在穗头上跃动
着，啁啾着，张望着。偶尔有几只
鸟雀儿似乎嗅到了高粱米的清香，
试图低头用小嘴叼啄深红色的米
粒。它们有时候聚在一起，有时追
逐戏弄，闪亮着如豆的小眼不停地
叽叽喳喳地交流着。过了一会儿它
们也许玩够了，哗啦啦地飞向蓝色
的秋空。接着将目光投向一行行壮
壮的黄中泛绿的高粱秆，它们鹰爪
似的根须深扎在黄土地上，它们的
颈部卓然高耸，支撑着圆鼓鼓透红
的高粱穗摇曳出耀烨的美丽。高粱
虽然无语，但从父亲灿灿的笑容
中，让我看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
责任制后激活了农民种田发家致富
的积极性，让家乡更加丰满起来、
立体起来、壮实起来。

2020 年的初秋，家乡的父老乡
亲们并没有被前所未有的疫情压
倒，在当地一家酒厂与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下，种植红高粱的面积一下
扩大到 1 万亩。红高粱成熟的季节，
我如同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走进高
粱地，一阵秋风拂来，万亩红高粱
瞬间动荡起来，将我淹没在一片红
色的大海之中。在高粱叶子相互沙
沙地撞击声中，仰望着无边无际的
高粱地逐浪滚滚的红色波涛；大口
呼吸着红高粱粒的清冽纯香与泥土
的味道。我知道，土地的味道由它
鹰爪似的根系与细长叶输送到高粱
颈部的垂穗中。土地与农民的汗
水、梦想予以高粱养分，让它焕发
出勃勃生机。

佘太人对红高粱有情，红高粱
予以佘太人回报：年初酒厂就与种
植高粱户签订了高于市场价的收购
合同，安排 100 多农民到酒厂打工，
也开辟了农家乐红高粱旅游项目。
同时，用家乡的红高粱酿成的纯
酒，滴滴清香珍贵。漫川遍野的红
高粱让家乡的人们留得住乡愁，看
得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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