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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17 日早晨 6 时，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里，来来往往的旅
客多了起来。

与出发大厅和到达口相比，失
物招领是一处许多人都不熟悉的地
方，但每天都在发生着温暖感动的
故事。

关舱门前拿回了手机

上午 10 时 46 分，一位保洁人
员带着捡到的一部手机，第一时间
来到了这里。

这部手机是在安检后的卫生间
里发现的，也就意味着，失主有很
大的可能要乘飞机离开北京。如何
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失主？

这部手机被主人设置了密码
锁，没有办法直接找到失主的相关
信息。这该怎么办？

“我们在接收到手机这类遗失
物品后，会时刻关注手机上的信
息。一般来说，旅客丢失手机之后
会给自己的手机打电话，或手机上
会收到软件推送的旅客出行信息，
从而增加锁定失主的可能性。”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失物招领处员工臧
娇娇从拿到手机的那一刻起，就一
直关注着手机的动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然间，手
机里航旅纵横软件的一则推送消
息，让现场的人很振奋。“找到
了！旅客乘坐的是 CZ6510 航班，
已经开始登机了。”臧娇娇话音未
落，刚松了一口气的大家又替失主

捏了一把汗：一般来说，从开始登
机到关舱门中间相隔的时间并不
长 ， 旅 客 能 在 出 发 之 前 拿 到 手
机吗？

臧娇娇迅速联系了当日值班的
指廊管家 （专门负责各指廊区域旅
客帮扶等事项的机场工作人员），
很快找到了手机的失主。但此时，
距离关舱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失物招领处的员工孙唯拿上手
机迅速奔向登机口，成功将手机送
到了失主手中。孙唯还没离开登机
口，飞机的舱门就已经关闭。而此
时，距离手机被送到失物招领处，
仅仅过去了12分钟。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电子设
备的普及，失物招领现场接收的电
子类物品遗失率有所提高，手机、
电脑往往又与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紧
密相联，一旦丢失，将给失主带来
许多不便。

失物招领处争分夺秒的努力，
加上机场各部门的齐心协力，为旅
客 成 功 拿 回 手 机 争 取 了 宝 贵 的
时间。

平板电脑完璧归赵

“我们刚从飞机上下来，发现
平板电脑落在了座椅后背的口袋
里！”刚从桂林飞到大兴机场的一
对夫妇，话语间流露着着急。

为何这么急？
原来，他们还要继续前往北京

西站乘坐高铁，中间预留的时间并

不十分充裕。
失物招领现场的员工在值班手

机里打开了微信，将这对夫妇关于
这台平板电脑的所有描述发到了一
个微信群里，还多加了一句话：

“旅客正在现场，请大家赶快帮忙
寻找。”

这个微信群刚建立不久，但正
在发挥着它独有的作用。“一般情
况下，旅客在飞机上丢失的物品会
由航空公司收集后集中送过来，但
遇到一些特别着急的情况，我们就
会在这个群里发消息，请航空公
司、保洁公司等加紧寻找。”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失物招领处员工吕洋
告诉记者。

没过几分钟，群里传来了前方
的消息：平板电脑找到了。夫妇二
人悬着的心落了一半，但什么时候
能拿到呢？毕竟还要赶火车。

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一边安
抚夫妇二人的紧张情绪，一边也给
他们提出了合理的火车票改签建
议。半个小时刚过，平板电脑提前
送到了，这对夫妇的下一段旅程并
未受到影响。

吕洋又进一步向记者介绍说：
“针对现场丢失物品时间较短的旅
客，失物招领设立了失物申报服
务，旅客可在失物申报册上填写遗
失物信息及物主个人信息，失物招
领 会 对 申 报 物 品 持 续 关 注 48 小
时，若在此期间接收到相似物品，

会立刻联系失主核实遗失物信息。
也就是说，如果刚才没有找到这台
平板电脑，我们也可以为这对夫妇
持续跟踪。”

一家人的团圆

如今，有旅客在大兴机场丢了
东西，自己还没发现便接到了失物
招领处的电话，从失物“招”领到
失物“找”领，大兴机场的服务工
作做到了许多旅客的心坎里。

在这里工作的人，每一个都
有一副热心肠，彭林就是其中一
位。他帮许多旅客找回过东西，
至今仍在微信里留存着一条聊天
记录：因为你才有了我们今晚的
全家团圆。

时光回到 2020 年 3 月 6 日，正
在休息的彭林在航站楼里发现一名
阿姨神色慌张，焦虑不安地寻找着
什么，直觉告诉他，阿姨可能遗失
了什么重要物品。

彭林主动上前表明身份，并询
问是否可以帮忙。“阿姨跟我说，
她姓刘，要去探望在外地工作的儿
子一家。因为第一次来大兴乘机，
不熟悉环境且行李较多，一不小心
丢了身份证，眼看就要误机了。而
她乘坐的航班是当天飞往目的地的
最后一班了，儿子一家早已做好饭
菜等着刘阿姨回家团聚。”

彭林了解情况后，带刘阿姨办

理临时身份证明，陪她托运行李，
将她送到安检口并提示后续登机注
意事项，在登机口关闭前的 5 分
钟，彭林接到了刘阿姨打来已顺利
登机的电话，电话那边是刘阿姨道
不尽的谢意。

彭林又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同
事，请他们关注刘阿姨丢失的身份
证。3个小时后，身份证被捡到交回
了失物招领处，彭林第一时间联系
了刘阿姨。晚间，刘阿姨儿子发来
一张一家人共进晚餐的全家福照片。

在大兴机场失物招领处，记者
听到最多的两个词是“谢谢”和

“不客气”。失物招领处的墙上，挂
满了旅客送来的锦旗。这里的每个
人，都能说出自己和锦旗的故事。

如今，旅客可以通过机场服务
热线、大兴机场官网、大兴机场手
机APP、大兴机场微信小程序以及
民航机场协会遗失物查询官网等多
个渠道获取遗失物品信息，大兴机
场自开航以来，已经累计帮旅客找
回失物 1.2 万多件。在这座机场
里，每天往来十余万旅客，正是像
失物招领岗位员工这样许许多多工
作人员用心专业的服务，才让旅行
在这里变得如此愉悦、舒心。

上图：大兴机场失物招领处员
工正在办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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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矮 寨 德
夯 大 峡 谷 ， 纳 了
山 的 精 魂 ， 吐 着
水 的 灵 气 ， 吐 纳
之 间 ， 云 从 不 同
方向涌来，填满
了深谷。登高远
眺 ，“ 双 龙 抢 宝
山 ”“ 金 龟 望 月
山 ”“ 品 字 山 ”

“八仙峰”“姊妹
峰 ” …… 群 山 的
峰头浮于茫茫云
海间。

谷 底 的 矮 寨
沉 浸 在 云 海 里 。
清澈的峒河在这
里转了一个多情
的大湾，苗寨顺
着古老河床的弧度舒展自己的体态。峒
河发源于大龙洞瀑布，河水洁净清亮，
有珍稀动物“娃娃鱼”，有苗家人喜食的

“桃花虫”。
矮寨的天色在流水声和鸟鸣声中

渐渐亮了起来，村里的老人们依然习惯
以听鸡鸣和看日头来判断时辰。老人们
早上起来，总喜欢站到院坝上看云，从
云的色泽、浓度和流向读出是否有雨
意，再决定要不要晾晒谷物，适合干哪
些农活。

过矮寨的路人或游客，就没有村里
的老人们那么气定神闲了，往往会伸出
手指大声惊呼“看看看，云、云！” 听
到的人顺着手的指向铺开目光。矮寨的
云，或静或动，或平面或立体，都姿态
悠闲，素颜如雪。

319国道进入矮寨盘山公路段，盘旋
的沥青路一头隐入茫茫云海，一头伸向
蓝色的天空，如一条扎入大海的蛟，又
如一条出渊腾飞的龙。豆粒大小的车辆
顺着盘山公路来来去去，往上的，一点
点爬向云端，往下的，则一辆接着一辆
融进谷间云海的梦幻。

2007 年 10 月，矮寨大桥全面开工建
设。2012 年 3 月，大桥跨越峡谷，跨越
云层，正式通车，接连创下了四个“世
界第一”。望着矮寨上空的那座天桥，湖
湘儿女可以自豪地说：“矮寨不矮，时代
标高。”

矮寨大桥，云白色的悬索，中国红
钢桁梁，上层行车，下层观光。云海在
峡谷里涌动，走在桥下层观光道，可以
细细体验一番云中漫步。待云海慢慢消
散，下方的矮寨盘山公路逐渐清晰，一
眼就可望尽历史沧桑。绝壁上，一条云
上悬崖栈道向武陵山脉中最险峻、最梦
幻处蜿蜒……

层层白云簇拥着峡谷、群山、盘山
公路和矮寨大桥。谷里云海茫茫，山上
云雾缭绕，天空祥云曼舞。云裹着雾，
雾牵着云，上连天，下连地，虚实难
辨。日头高时，大地的云雾散去。晴空
里，那一团一团纯净的棉花白云朵，从
吉首岸溜达到花垣岸，从这个村庄，溜
达到那个村庄，云下的矮寨，一片安宁。

矮
寨
看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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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磐安的朋友给我寄茶，也寄
茶壶。茶是高山云峰茶，茶壶是深山
老石头——用一整块石头琢出来的。

磐安有个地方盛产石头，整个村
庄的房子，都用乌黑的石头砌成，如
果你从空中俯瞰，可见乌石房子们集
体踞守在高山台地上，气势壮观。人
们把那里叫做乌石村，那里的乌石，
既砌得房子，自然更做得茶壶。

我手头这一把石头壶，厚重，沉
稳，抚摩手感清凉细腻，爱不释手。

磐安的云峰茶是绿茶。浙江的
茶，绝大部分是绿茶，虽然安吉白茶
名字叫做“白茶”，其实仍是绿茶。
浙江从北到南，但凡有山野的地方，
也都有茶园，且一地有一地的品牌。
我喝过几回云峰茶，叶形紧直成条，
品饮之时，只觉香气清逸高远。

朋友约我去磐安看看，主要是看
一个古茶场——玉山古茶场，这是中
国现存唯一的古代茶叶交易市场，也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玉山古茶场初建于宋代，现存
的 建 筑 是 清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公 元
1781 年） 重修。茶场里还有一个茶
场 庙 ， 茶 场 庙 还 有 一 个 庙 会 ， 叫

“赶茶场”。这在我们现在听来是稀
奇的事，在古时不过是本地人的生
活日常，“赶茶场”便是以茶叶交易
为中心的聚会。这样的聚会，可以
想 见 —— 热 热 闹 闹 的 ， 姑 娘 小 伙
们，打扮一新，茶农茶商们也从四面

汇聚而来。于是，买茶卖茶，喝茶说
茶，一年里的重要时刻，人生里的重
要遇见，都借着“茶”的名义来了。
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也跟着“茶”
的脚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茶场的庙会，一年当中有两场，
分别是春社和秋社。春社在春天里，
正月十五，茶农们盛装来到茶场，祭
拜“茶神”。茶场里，挂灯笼，迎龙
灯，演大戏，既是庙会，也是元宵，
有得一番热闹好看。

秋社，自然是在秋天里。农历十
月十五，山上地里，该收的也都收
了，山民和茶农带着茶叶，挑着山
货，都来赶集。唱戏的，卖药的，杂
耍的，做生意的，也都来了。其中有
一项活动，叫做“迎大旗”，很有意
思——“以竹为竿，下益以木，以绸
为旗，方可十丈许，画以人物龙虎，
其大者升之百余人”。参加迎竖者称

“旗脚”，迎竖一面旗需 120 个壮汉。
竖大旗时，紧锣密鼓，喊声震天。大
旗竖起后，由众人扛抬，徐徐绕场一
周，而后固定于场上。老人讲，最多
的时候，有 36 面大旗在茶场庙竖
着，迎风招展。

今年春天，我与朋友在古茶场会
面。古茶场的此时，既非春社，也非
秋社，所以寂静得很。明代遗存建筑
茶场庙，主脊檐、二脊檐上下，都有
漂亮的石灰雕与壁画，还有双龙图
案。岁月的风雨，历史的沧桑，都在
古茶场留下了斑驳印记，有些壁画剥
落，已经看不太清。

我们在寂静的古茶场里，一方八
仙桌边，坐下来，泡上一碗云峰茶。

听朋友说，历史上，磐安还有一
款茶，叫做“婺州东白”，现在怕已
是失传了。婺州东白，名字也是很好
的，有一个白字，那么它到底是白茶
还是绿茶呢？一般所说的白茶，不炒
青，只采取萎凋、干燥两个步骤，绿
茶则要经过炒青、揉捻等工艺。白茶
也好，绿茶也罢，无非是工艺略有不
同，茶叶还是那样的一叶茶——悠悠
地落在这世间，落在这古老的茶场，
让今天的人，还能闻得见那昔时的一
缕茶香。

啜一口茶，想到这茶香自唐时融
入日常生活，千百年来，又何曾远去
过呢？

下图：玉山古茶场。来自网络

古茶场里闻茶香
周华诚

一级，二级，三级……通往南
池书院的山道，一口气数下来，有
97级台阶。踩着斑驳的石梯，一步
步攀登上去，眼界越来越开阔，四
周的山丘连绵起伏，一条溪流绕过
山脚奔向远方的嘉陵江。

南池书院是乡村书院，地处四
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七宝寺镇，与西
充县和蓬溪县接壤，是鸡鸣三县之
地。我们去的那天有朦胧烟雨，这
样的氛围与南池书院的风雨历史，
倒是十分融洽。

登临山顶，抬头看山门，三个
篆书大字赫然在目：七宝寺。我一
时纳闷，不是说参观书院吗，怎么
到了寺院？朋友笑着背起了一首民
谣：“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庙的后面有一座南池书院……”原
来，在这座名为藏珠山的山峦上，
七宝寺和南池书院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沿着中轴线由前山向后山延
伸，依山取势层层递进，由前殿、
大殿和书院三大部分组成。

藏珠山三面环水，一面与一脉
远山相连，山上古木参天，环境十
分幽静。书院于清乾隆甲戌年落
成，主体建筑随山势起伏呈阶梯状
布局，青石铺地、穿斗架构、青瓦
屋面，有房舍47间，还有风雨廊桥
和厨房这样的配套设施。“今之南
池，即取南冥之天池也”，道出了
书院名字的由来，南池即南海，那
是鲲鹏展翅翱翔的地方，寓意莘莘
学子在南池书院学业有成。

200 多年来，南池书院虽然经
历了不少波折，学校名字改变过好
多次，现在的七宝寺中学也从山上
搬到了山脚，但让我们惊叹的是那
一缕书香从未断绝，这一片古老的
建筑群经受住了风吹雨打，在茂林
修竹的掩映下愈显古朴与厚重。现
在，整个建筑群已经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追寻南池书院的历史，可以看
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也算是这个乡
村书院的精神气质：风声雨声读书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虽然独居山间，南池书院并

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它是开
放的、与时俱进的，充满蓬勃朝气
与活力，正如山下的溪流冲破重重
阻拦一往无前。

朋友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就
是最好的印证：第一个故事，讲的
是1912年春天，有个名叫何淦侯的
秀才，召集族人商议腾出家庙七宝
寺的房间，与南池书院合并到一起
兴办新学，南池书院这株老树绽放
出了新芽。新学堂开设有国文、修
身、历史等课程，学风、校风焕然
一新。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28年
春天，共产党员苏俊一行人来到南
池书院，第二年建立了七宝寺党支
部，南池书院由此成为传播革命火
种的摇篮。

走在藏珠山上的古柏林里，仔
细辨识那些字迹模糊的碑文石刻，
听着导游小唐抽丝剥茧的解说，我
发现南池书院的重要时间节点，大
都与春天紧密相连——1754 年春
天，南池书院落成；1912 年春天，

南池书院兴办新学；1928 年春天，
南池书院点燃了革命斗争的星星之
火；1950年春天，私立南池中学翻
开了新的一页，开始酝酿成立公办
中学。后来，学校几易其名、数度
组合，最终定格为七宝寺中学。春
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南池书院
的琅琅书声是春天最美的旋律。

一个又一个孩子，沿着乡间小
路来到南池书院和由此发展而来的
七宝寺中学，并从这里走出了大山。

又是一个春天，我们来到南池
书院寻觅历史的踪迹，恰逢南池书
院建筑群正在保护性修缮，给倾斜
的地基加固，虫蛀过的木柱经过修
补又打上了桐油，屋面上添补了青
瓦……抬头仰望，房梁上的墨迹依
稀可辨，其中一处写的是“生员何
大章募众培修”。一代代人的细心
呵护，南池书院才历经 200 多年风
雨不倒，那一瓣书香沁人心脾。

上图：俯瞰南池书院建筑群。
唐志勇摄

南池书院听风雨
颜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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