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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新建的公园不少，却大都雷同。直到那天，我应四川省成
都市龙泉驿区作协邀请，参加“爱成都，迎大运”作家主题采风活
动，走进东安湖公园，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这种感觉，缘于龙泉
人把东安湖公园做成了可以夹在巴山夜雨里的相思。

这种相思就写在每一道景致上。不信，你随我走上东安湖公园
栈道，放慢脚步，远望东安阁，静坐书房苑，漫步东安桥，伫立竞
舟渡，流连子规园，徘徊银杏景观道……“一湖映一环，七岛十二
景”，景以水串联，竹林、杜鹃、桃花、梅花等成片种植，一草一木
一水一世界，绝不单调雷同，自然形成地标性主题景观，景景相
连，色色相映，动静生辉，美不胜收。驻足迎宾台，用成都人的热
情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运动员；信步荷花湾，任驿台荷风送
来梵婀玲上跳动的名曲；流连银沙滩，赏丽日戏沙、沙日相融的萌
态；徘徊桃花堤，听李流谦低吟浅唱“自然秾脸与深唇，一味繁红
也绝伦”。从容自如，婉转轻松，一路走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东安湖公园以其鲜明的个性、山水的轻音、水蜜桃一样的想象空
间，刷新了人们的审美体验。

这种相思就浸润在古驿文化、客家文化、金沙文化、林盘文
化、大运文化等文化元素里。东安湖公园仿佛从风雅颂里走来，从
李白的笔底走来，从三苏祠的竹林里走来，从高克明的 《溪山雪意
图》 里醒来，超凡脱俗，格高气厚。人行景中，景入心中，人因景
乐，景依人活。行走在东安湖公园，披一身霞光，宛如走在“日出

东安”的优美传说里，走在耕读传家的朗朗书声里，走在“一碗
水”那绵长悠远的故事里，每一道景观都意味悠长，蕴含独特的传
统文化底蕴，一个转身，书香墨香就落进了你的精气神里。

这种相思铺满了桃花岛。“这些是桃花岛。这些岛是为鸟儿留着
的。”多么有温度的匠心独运。留下一串岛，留下一片家的温情。人
与自然在东安湖公园温情相拥。这一串岛被碧水自然切割，散落在
万顷碧波上，像一块块翡翠，温润多情，又似一张张眠床，随风轻
轻摇着。没有上岛的路，湖水挡住了人们错乱轻飘的脚步，岛于是
成了走不进去的风景。草和树任性生长，一年一度演绎着春风吹又
生的故事。蚂蚁、蟋蟀、蜘蛛、瓢虫和千脚虫、蛇和老鼠，各筑各
的窝，各做各的梦。最快乐的要数白鹭、雁鸭、斑鸠、鹧鸪、石
鸡、棉凫、画眉、布谷鸟，还有麻雀等各种鸟儿，这些岛本来就是
为它们留着的，它们不担心有人把它们的卵掏走，不担心淘气的小
孩捉走它们的“幺儿”“幺女”。它们衔着一尾小鱼和着一段光阴吞
下，它们舞动翅膀，在蓝天碧水谱写优美的五线谱，它们并不去纠
缠水中游离无根的云影和日光，它们只钟情于地上的虫、湖里的
鱼，还有虫和鱼的子孙。

小岛成了自由王国。
地球是人类的，也是飞禽走兽的。挖去这些小岛，水面自然是

宽了许多；留下这些小岛，给鸟儿留下了一个个家，湖面也留下
了一道道活着的风景。你看，这些小岛不就是太阳神鸟羽翼下的
体育场馆？小草在随风起舞练着瑜伽，蚂蚁在相互接力完成铁人
三项赛，白鹭在蓝天表演翼装滑翔，成群结队的麻雀正在演练团
体操……岸边气势恢宏的体育场馆，湖面的桃花小岛，正相互解
释，相互印证，敞开胸怀迎接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盛典。

没有上岛的路，我无法走进小岛的风景。我驻足凝望，小岛的
风景却走进了我的心。

山水原本就应该活在心中，许多年以后，还能勾起灵魂深处的
记忆，长成一生难以割舍的情怀。

我想，东安湖公园就是这样的所在。
我站在悠长的阳光里，走走停停，任思绪漂在波光粼粼的湖

面。一片大地能隆起几轴山水巨帙？一轴巨帙能掘出几丈湖山？一
丈湖山能藏几多鸟鸣？一声鸟鸣能牵扯出几多天地玄黄的恢宏气
魄？在龙泉驿满山遍野的桃林里？在高克明的 《溪山雪意图》 里？
在李流谦诗歌的意境里？在李白苏轼的酒杯里？

我寻寻觅觅。
其实，答案就在眼前的翠竹芙蓉水道那美轮美奂的叙述里。
有人说，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我要说，美是看得见的竞争

力。它就在东安湖公园。
我承认，我是偏爱东安湖公园的。就让我采一枚龙泉驿的桃

花，包一片东安湖的波光，回去夹在太阳神鸟的歌声里，扁扁的，
像压过的相思；圆圆的，就像东安湖公园的温度。

一直以来，在我的印象中，石头蕴含着
沉稳、厚重的生命力。无论是以山的形象出
现在世人面前，还是以铺路石的姿态无私地
托举着人们前行的脚步，或者是以栏杆的形
态倾听着诗人的感喟……石头那种踏实稳
重的生命态度，总是让我景仰、敬重。

于是，青色的鸭绿江鹅卵石、带着沧桑
感的黄河石，还有敦实的泰山石，被渐次摆
上我的案头。每每心态浮躁时，我便看看眼
前的各种石头，它们那样沉稳踏实。慢慢
地，我沉浮不定的心就平静下来。

然而有一天，在东北的长白山峡谷，与
一种灰白色的石头不期而遇，彻底改变了我
对石头的一贯认知——这种石头竟然能浮
在水面上，不沉底。这神奇的石头叫做长白
山浮石。

刚遇到这种浮在水面的石头时，我心中
莫名生出不屑：其他的石头都是那么沉稳、
厚重，这种石头怎却这样轻飘。然而，当我
了解这种浮石的由来时，不禁为自己那种轻
易产生的鄙视惭愧起来。

原来，这种漂在水上的石头，是长白
山天池火山爆发后，喷出的岩浆形成的。
在火山岩浆喷发时，由于压力的急剧减
小，原来在岩浆内部溶解的气体迅速膨胀
逸出，从而形成了大量气孔，造成浮石疏
松多孔，孔中灌满了空气。岩浆冷却后形
成的石头含有多种矿物质，其主要成分是
氧化硅，质地软，比重小，因而这种石头
无论多大块，都能漂浮于水，因此得名

“浮石”。石上空隙九曲回环，似人状物，
形状奇特，时有山峰峻峭、悬崖惊险之
态，民间又叫它“蜂窝石”“江沫石”等。

长白山之所以称长白山，大家可能都知
道其中一个原因：长白山海拔高、气温低、积
雪时间长；另一个原因，说起来，与浮石有很
大关系呢。因为长白山由火山喷发形成，火

山灰呈灰白色，火山喷发也使大量浮石堆满
山顶。由于浮石外表呈白色或灰色、浅黄
色，远远望去，山顶总是白白的。所以即使
白雪消融后，露出的山体仍为白色，人们通
常用“若待雪消冰释后，群峰仍像白头翁”的
诗句来形容它的“长白”。

当然，浮石只是长白山火山石的一种，
不是所有的火山石都能浮在水面，只有少数
可以。以天池为中心，在半径 70 多公里的
范围内，都有这种石头，在火山喷发口东北
方向分布更为广泛，堆积较厚。而天文峰
东南侧的白岩峰 （又叫华盖峰） 的浮石厚
度可达50多米，亦含大量粗面岩角砾。浮
石既轻又软，容易被流水冲刷，形成犬牙
交错、锯齿状的山峰。而坚硬的火山岩角

砾镶嵌在浮石的表面，则构成令人叹为观止
的自然景观。

长白山浮石用途广泛，它吸水性很强，
易长苔藓，可雕琢加工，是适宜制作盆景的
山石之一。近年来，它主要用于建筑材料、
假山盆景等。浮石体轻，保温性能好，做成
空心砖、装饰板等有很好的保温及防火作
用。用浮石零散料做成的“洗脚石”，有促进
足部血液循环、健康人体第二心脏等功效。
国内外一些服装厂大量购进这种石头，用以
磨制牛仔裤、水洗裤。在长白山脚下，浮石
为一些个人和企业铺就了致富之路。

长白山浮石改变了我对石头的传统认
知，让我领略了自然界的神奇美妙和多彩多
姿，同时也带给了我新的启示和感悟。

青海：雪域高原奋发图强
本报记者 王 梅

青海：雪域高原奋发图强
本报记者 王 梅

相思东安湖相思东安湖
蒲光树

青海雄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
北部，也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
地，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
路”中，青海共有 3 条红色精品线路
入选，“雪域高原·红色青海”“神秘
原子城·大国铸剑人”“脱贫攻坚·花
儿最艳”，它们是完美展示大美青海
的窗口。走进三条精美路线，王洛宾
歌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近在咫尺。

红军沟里念红军

高原盛夏，从“红色班玛”县城
出发，沿着玛可河前行，到亚尔堂乡
子木达沟红军沟纪念馆前，“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方面军”字样的红旗雕塑夺目、
庄严。

1936 年 6 月底，红二方面军和红
四方面军 2.5 万余人进入青海，在班
玛县境内停留20余天，之后取道甘南
北上。休整期间，红军向当地群众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政治主张和革命道
理，并在石壁上写下“北上响应全国抗
日反蒋斗争！安庆宣”的标语，至今字
迹清晰。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
里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

班 玛 县 的 老 人 们 常 讲 “ 玛 米 ”
（藏语音译，意为当兵的人） 的故
事：“他们不烧堆好的牛粪，不用家
里的水，自己上山砍柴又挑水。”后
来，乡亲们把红军经过的子木达沟，
亲切地称为“红军沟”。

近年来，班玛县红色景区不断升
级：2012年被青海省委宣传部命名为
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6年被纳
入 第 3 批 全 国 红 色 旅 游 经 典 景 区 ，
2017 年升级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20年，红军沟景区的参观人数
达到3万多人次。

除了红军沟，西路军顽强不屈的
革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海
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傍依
南川河，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南川东路
烈士陵园内。纪念馆通过历史照片、战
场往来电报文件、访谈记录等珍贵文

献资料以及烈士遗物、幸存者用品等，
并运用雕塑、多媒体等手段，全景还原
当年西路军英勇西征的各主要战场，
再现了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革命理
想高于天”的伟大情怀。

“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
心中”，李先念同志给中国工农红军西
路军烈士群雕塑像的这句题词，深深
刻进了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心坎上。

感天动地原子城

1964 年 10 月 16 日晚，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青海湖
畔的金银滩草原，投身原子弹研制工
作并于此坚守多年的人竟然不知道这
威力巨大的武器是在哪里制造的。3
年之后，氢弹也在金银滩如此保密的
氛围中完成了全部武器化进程。金银
滩曾一度销声匿迹，近年来，尘封的故
事才得以传颂。

上世纪50年代，中国踏上了研制
原子弹的艰难历程。经过再三选址，
选定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为中国第
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基地全称为第

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221厂，
对外称国营221厂。为了保密，被定名
为矿区。当时一对新婚夫妇，先后到
此工作，因为保密要求，不能告诉对方
身在何处。他们的信件从221厂寄出，
在北京兜一圈后，再到对方手里。直
到二人在生活区偶遇，他们才知道彼
此的车间相隔仅几十米。

基地海拔 3000 米以上，高寒缺
氧。建厂初期，自己动手挖防空洞、
搭帐篷，吃半生不熟的青稞面馍，喝
融化的雪水。当时没有路，很多科学
家和技术人员步行十几公里到试验现
场工作，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也
常常坐在卡车上，沿一条泥泞的小路
去试验现场。

1987 年 6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
作出了撤消国营 221 厂的决定。至
此，国营 221 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
命，落下了庄严而神秘的帷幕。海晏
县原子城纪念馆、海晏县原子弹纪念
碑、海晏县原子城遗址、221 基地地
下指挥中心……这里的每一座建筑都
有一段光辉的历史，每一位建设者都
会讲一段传奇动人的故事，他们的事
迹感天动地。

今天的原子城依然保留着众多的
实物纪念地，向人们展示我国人民在
非常困难时期，艰苦创业的历程。“它
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对全国人民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原子
城纪念馆负责人说。

脱贫“花儿”红艳艳

“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
朵牡丹。我和尕妹见不上面，苦日子
啥时候能过完。”流传在互助山区的
这首“花儿”，道尽了土族群众贫困
生活的愁苦。

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
县，也是我国土族人口最多、居住最
为集中的地方。由于地处青藏高原，

自然环境恶劣，发展条件受限，贫困如
大山一样横亘。作为六盘山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县之一，2018 年，互助县 118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4.3 万名贫困人口
脱贫；2019 年，预脱贫的 291 户 579 人
全部达到脱贫标准，全面实现了贫困

“清零”目标。青海省政府公示公告互
助县退出贫困县序列，互助县连续三
年被评为青海省脱贫攻坚先进县。

以卓扎滩村为例，过去这里有一个
160 亩的采砂场，连续 10 年的采砂、粉
砂、洗砂，导致村旁河道被严重破坏，道
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在乡村环境整
治和乡村旅游扶贫项目支持下，2018年
4月，卓扎滩村把采砂场改造成了乡村
生态旅游景区，营业第一年就接待游客
11万余人次，旅游收入超过200万元。卓
扎滩村党支部书记颜章东说：“采砂场
整治改造成旅游景区后，变成了全村脱
贫致富的‘金饭碗’。”

短短 5 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乡村生态旅游等项目，高原土乡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卓扎滩村一
样，互助县南门峡镇磨尔沟村、麻吉
村、小庄村、班彦村，西宁市湟中县
上五庄镇包勒村、拦隆口镇卡阳村农
民吃上了“旅游饭”，一片片花海吸
引着游人，“花经济”不断显现。目
前，村村通硬化路、乡乡通柏油路，
电力保障全覆盖，人畜饮水安全等基
本得到保障……

如今，传唱民间的“花儿”饱含
喜悦之情，百姓的幸福生活就像“花
儿”一样红艳艳。

长白山浮石记
庄稼汉

红色地标巡礼·青海篇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长白山风光美景如画。 孙新尖摄 （人民图片）

红军湾。班玛县供图

我们从香格里拉沿国道214线由云南进入
西藏后，途经芒康、左贡、邦达，经过西藏
语意为“神佛下面的大山”的拉乌山口，“最
美景观”国道318线和“传奇爱情天路”国道
214线在此合二为一。接着便翻越海拔4658米
的业拉山口，业拉山属横断山脉，“业拉”由
藏语的“年拉”音译而来。从业拉山口到怒
江峡谷陡峭的几十公里路程，落差达 2000 多
米，可谓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由于山高谷
深、气候垂直差异明显，随着海拔高度的增

高，依次呈现出峡谷暖温带、高原温带和高
原寒温带三种不同的垂直立体气候，并造就
了业拉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
异景象。这里汇集了高山峡谷、雪峰冰川、
高原湿地、森林草甸、湖泊瀑布、地热温泉
等奇异景观，是世界上罕见的自然风光最为
丰富的地区之一。

沿318国道向八宿方向前行，在业拉山口
可以观赏到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奇观。这便
是举世闻名的“天路七十二拐”，也有称“九
十九道拐”或“108 拐”“120 弯”，观之令人
震撼。

这崇山峻岭间的盘山路，仿佛一股股挥
舞、缠绕在大山腰际的丝绦，在一望无际的
山峦间恣意蔓延、舒展。据介绍，1950 年的
青藏高原不仅没有1公里现成的公路，甚至连
一张准确的地图都没有。一位探险家曾这样
描述西藏的地理：“山有千盘之显，路无百步
之平。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

可名态。”山口一块简介牌上这样写道：“半
个多世纪以前，一群英雄儿女，放弃了眼前
的安逸和幸福，毅然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和
危难的伟大征程。他们有的进军途中出师未
捷洒热血，有的疾病缠身壮志未酬别高原，
历经种种艰险筑成川藏天路。川藏公路东起
成都西至拉萨，全长 2400 多公里。沿途横断
山脉和高原腹地，平均海拔 4000 多米。位于
八宿县境内的天路七十二拐和怒江天堑是川
藏公路重要的组成部分。”

站在业拉山口往下俯瞰，只见那一条条
道路，一眼望不到头地朝前延伸，似乎也将
一往无前的信念和精神、奋勇前行的雄心壮
志向远方拓展、延伸。它们又像一条条吉祥
如意的哈达，把当年筑路大军的祈愿祝福披
挂在这片崇山峻岭间，把藏区人民千百年对
幸福安康的向往，舒展在高原腹地。正如那
块简介牌上所写：“目睹盘山公路壮丽景色，
我们更应铭记革命英雄的奉献，以及他们给
世界屋脊带来的万里春色和吉祥霞光。”

亲历“天路七十二拐”
魏向阳

亲历“天路七十二拐”
魏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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