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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湖北襄阳堰河村，走进
一条干干净净的乡间小道，两侧
的小楼错落有致。透过云层的阳
光均匀地洒在路面和房顶上，营
造出梦幻般的景致。

谁曾想，二十年前的堰河
村，“见山山秃头，见路路断
头 ， 见 河 河 断 流 ， 见 人 人 犯
愁”。堰河村耕地少，80%是山
地，曾经，粮食不够，上山砍
树，砍得山不像山、树不像树、
农民不像农民、日子不像日子。

山峦活了

1992年，在外工作的年轻人
闵洪艳临穷受命，回村担任党支
部书记。望着并不险峻的山峦，
他觉得不对劲，有山有水的地方
不应该穷啊，问题到底出在哪
里？距此不远的地方有个薤山，
同堰河村在同一个纬度上，那是
神农尝百草植五谷之地，也是李
时珍尝草问药之所，也就是说，
薤山有的，堰河也可以有。

这个发现点燃了年轻人的灵
感，靠山吃山，不是被动地靠，
被动地吃，不是坐吃山空，不是
杀鸡取卵，而是应该把山养护起
来，让山恢复它本来的模样。

朋友一边介绍，一边领着我
们参观。早就听说堰河村有个

“人民大会堂”，我一直想象那是
个什么样的建筑，直到走到一片
竹林前面，举目望去，看见竹林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些石头，
就像队列中的士兵，竹林边竖着
一块牌子：堰河人民大会堂。

就是从这个露天的“人民大
会堂”出发，大家集思广益，堰
河村开始种树、种茶、种药、种
蘑菇、兴办手工作坊、打造农家
乐生态餐饮……十几年间，山峦
重新焕发了青春，群众的手上渐
渐有了积蓄。

环境美了

2003年，一个名叫孙君的画
家来到堰河，村里的变化让他欣
喜。可是，在村里走了几遭儿，
他发现了新问题。这个正在奋力
脱贫的山村，路上污水横流，蚊
蝇成群。走进农家，主人倒是热
情，但端水的手指甲缝里洋溢着
泥汤。厕所和猪圈同在一个屋檐
下，还没有走进去，便让人望而
却步。

一番实地考察之后，孙君向
闵洪艳建议，村里要从垃圾分类
开始，养成文明卫生的习惯。但
是，连村干部都纳闷儿，为什么
新农村建设要从环境治理开始？

在“人民大会堂”，孙君给
村民们讲，环境治理好了，会有
更多人来旅游，村里的农产品也
就不愁销路了。这么一说，村民
明白了，是啊，清扫庭院，窗明
几净，这才是待客之道啊。

堰河村从垃圾分类和建造沼
气池开始，开始了环境治理，

“山上有树，树上有鸟；河里有
水，水里有鱼”的景象又回来
了。环境美了，心态美了，产品
美了，服务美了。堰河村的名气
渐渐传了出去，有人来采买，有

人来旅游，有人来投资。茶叶、
杜仲、板栗等农副产品陆续流入
城市，换来了金钱，换来了住
宅、公路、景区……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经济固
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心灵的
建设。老话说，“仓廪实而知礼
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堰河
村，似乎也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
说，“知礼节而仓廪实，知荣辱
而衣食足”。

还没有离开襄阳，我就同孙
君取得了联系，多次交流后我发
现，对于改造堰河村，他选取的
切口是“美”——以美养善，以
美养真，以美养富。

孙君有一句话说得好，大事
要从小事做起。从地图上看，我
发现堰河村的小事还真不小，襄
阳地区 80%的版图在汉江流域，
两岸的每一滴水都会进入汉江，
汉江是南水北调的源头，这里的
土地这里的水，关系到北方人民
的用水安全。因此，堰河村的治
理，意义非凡。

生机来了

回到北京快一个月了，我的
脑海里仍然不断地浮现出堰河村
的青山绿水。堰河的“人民大会

堂”，堰河人知足常乐的笑脸，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发。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
人也反哺一方水土。任何一块土
地，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农
村就是农村，我们不可能在短时
期把农村建成城市，这样做似乎
也没有必要。我们需要广袤的农
村，需要既拥有了物质财富，又
不乏精神财富的农民。堰河村的
发展靠的是农业、林业和旅游
业，就在脚下的土地上做文章，
就用农民之手做文章。到了今
天，堰河村已经成为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这里提供给游
客的是美景、美食、美梦、美好
的心情和负氧离子，提供诗意的
栖居，提供安全和健康。

农村的发展还是要依靠集体
协同作战。堰河村于 2007 年成
立了生态旅游经济专业合作社，
98%的村民已经入股合作社并获
得分红。我问当地干部，堰河村
外出打工的多不多，答案是“不
多，我们自己的人手都不够，我
们不仅要让本村的年轻人回来，
还要吸引城里人来堰河工作”。
随着农民工陆续返乡，城市建设
和乡村建设，会进入一个理性、
科学、健康的新阶段。

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时代东
风下，乡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
事业正在得到改善。随着城乡一
体、统筹兼顾的保障机制进一步
落到实处，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愿
意到乡村工作，到乡村享受美好
的生活，乡村将会焕发出更加蓬
勃的生机。

（徐贵祥，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著有《弹道无痕》《历史
的天空》等，曾获人民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

上图：鸟瞰堰河村。
新华社记者 杜华举摄

下图：薤山景色。
来自网络

美丽蝶变堰河村
徐贵祥

川西立秋的日子刚过，就有阵阵凉
意袭来，不时夹杂着秋果馨香的味道，
阵阵浸入鼻腔，回味悠长。

这会儿，都江堰市向峨山里，更是
一派秋意浓浓的景象，如一个亭亭玉立
的少女，显得格外典雅、端庄，蓝眼碧
空如洗，脸庞清香爽朗，林木如裙摆一
样，装点了这片群山，淙淙流淌的山涧
清泉一路欢歌向前，飘逸潇洒于群山沟
壑间。

秋来了，秋果熟了，猕猴桃、核
桃、苹果……山里人的房前屋后、田地
里，果香四溢，还有那些野果也赶来凑
热闹，一个劲儿把成熟的气息，传向山
野 云 蒸 雾 绕 的 空 气 里 ， 直 让 人 垂 涎
欲滴。

向峨的秋果，在这个季节诉说着这
里的天然生态美、天人和谐亲。

陶渊明笔下的“暧暧远人村，依依
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在这秋日向峨随处可见。

向峨原是都江堰市的一个乡，地处
都江堰东北部，后四川省乡镇机构改
革，合并到蒲阳街道。叫惯了向峨乡的
人们，如今习惯把它叫向峨山里。

也许是上天的眷恋，千百年来，这
里似乎总是郁郁葱葱，木林森森，安静
祥和。哪怕是秋之凋零的到来，也未曾
见古人笔下的悲凉景象，呈现在面前的
总是一幅幅美丽的秋美画卷。

“山光水色桃源景，地老天荒世外
人”。这副题在莲花湖拦水坝上的对
联，是对莲花湖精妙的点评，更是浓缩
了向峨秋韵。

秋日的莲花湖，四周青峰环绕如
画，数十里山川秀色尽在眼底，湖面碧
波荡漾，水色幽幽，巧如一壁翠玉嵌在
山中。坐船湖中游览，艄公竹篙轻点，
彩船离岸荡开，向湖心驶去。沿着狭长
的湖面，船移景换，青峰竞秀。山上栽
种着密密的翠竹，湖风掠过，翻起了竹
浪，沙沙作响，远处的湖面上，白鹭飞
舞成群。湖水在这秋的季节，格外墨绿
清澈，微微秋风飘过，吹皱一湖秋水，
湖里鱼儿在船头船尾跳跃起舞。

秋之向峨，还别有一番丰收之景。
田间地头，沉甸甸的稻穗，同田垄上的
时令蔬菜一道，随风摇摆，小楼院门口

挂着的串串红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包，
构成了一幅幅向峨山里美轮美奂的秋日
美图。

这一切的美好，换来并不容易，向
峨山里人也走了不少弯路。

先前的向峨山里人为摆脱贫困，向
山不断索取，挖煤、烧石灰，砍伐林
木，电捕湖河大小鱼虾。

留给向峨山里的，一度是千疮百孔
的坑，污黑发臭的河水、湖水。众多乡
亲们，在这环境越来越差的土地上，不
但没有致富，反而日子越过越紧。

向峨青年男女，纷纷逃离故土。
说到这儿，棋盘社区党总支书记李

天平深有感触，因为一个“穷”字，曾
经向峨山里的姑娘从小就有长大嫁到山
外去的想法，爱唱山歌的姑娘小伙，也
曾苦恼地自嘲过。

从2004年起，棋盘社区先后关闭了
62 家小煤窑、5 家玻璃厂、3 家砖厂，
把“砍树卖”变为“植树”，把“挖煤
掘矿”变为种猕猴桃、笋竹，绿色财富

流进山里人的腰包。
罗远良是石瓮社区的一个农民，不

能挖煤采矿挣钱后，他将自家 4亩地全
种上了猕猴桃，并带领其他百余户农
民，成立了猕猴桃合作社，走上了致富
路。罗远良随手摘了一些熟透的果子，
喜滋滋地告诉我们，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

如今的向峨，已是“一村一品，一
村一景”，一大批专业户、合作社开始
崭露头角，向峨人的腰包鼓了，日子也
越来越有奔头。昔日千疮百孔的向峨挖
矿山，如今已是绿意盎然、生态翠美的
富裕山。

山青了，水绿了，向峨的无限风光
不光富了向峨山里人，也醉了四面八方
的游人。

富了的向峨山里人，油然而生作词
作曲，编起了新时代的向峨新山歌：

“雾漫山丘/重峦叠嶂/生态的向峨/穿起
七彩的衣裳……”

上图：向峨风光。 来自网络

向峨新歌传山外
云朝清

向峨新歌传山外
云朝清

走进浙江绍兴越城区
后观巷的徐渭故里，一边
是古朴的青藤书屋，另一
边是新潮的徐渭艺术馆，
传统与现代在此交融，成
为绍兴又一旅游地标。

徐渭故里于今年5月开
门迎客，通过对青藤书屋
周 边 历 史 街 区 的 院 落 肌
理、建筑风貌、环境色彩
等元素进行研究提炼，越
城区新建了徐渭艺术馆、
绍兴师爷馆、青藤广场，
改 建 青 藤 书 屋 周 边 老 台
门，改造提升前后观巷历
史街区老旧民居，形成了
以徐渭故居青藤书屋为核
心的文化艺术展示与居民
生活融合的新空间。

青 藤 书 屋 中 琴 声 袅
袅，徐渭和梵高艺术数字
体验馆里，13 部投影机让
游客360度沉浸式体验徐渭
的狂放山水和梵高的静谧
星空，100多款徐渭文创产
品新鲜出炉……在这里，
徐渭文化正被活化利用。徐渭故里综合保护项目的
建设，正是越城区对“徐渭青藤画派”进行文化基
因解码的成果之一。

“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是浙江文旅事业发展的
“筑基工程”，通过全面挖掘文化内涵，解码文化形
态，找到文化存在的内在“基因”，拓展丰富各文化
元素的利用领域，使其成为浙江文化标识。

“加快文化基因从解码、转码到用码的过程，就
是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越城区负责人表
示，通过高质量推进文化基因解码工程，让文化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浓缩、最精华的核心引擎，
打造区域文化新高地。

对于绍兴文化核心大区的越城而言，梳理文化
基因是整个工程的基础。经过全面踏勘、深入访谈
和系统研判，越城区共梳理出文化元素441个，涉及
3 个主类、26 个亚类、88 个基本类型，基本描绘出
越城区的文化谱系及脉络。

在前期梳理的基础上，越城区筛选了黄酒酿制
技艺、徐渭青藤画派、大禹祭典、鲁迅故里等 20个
重点文化元素，通过挖掘文化内涵，提炼核心，编
制转化利用方案。

“文化元素不能盲目选，必须有明确标准。”越
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已经形
成一套成熟的选评体系，要成为“库”中的“一
员”，必须经过颗粒度、合理性、地域特色表现力等
各角度综合评价。

解码不易，用码更难，关键在实现文化基因的
“活化”利用，使解码成果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相结合。

比如，绍兴黄酒酿制技艺文化基因具有很强的
转化能力。越城区通过基因转化利用，形成黄酒小
镇东浦片区等黄酒基因承载体，并开发了黄酒奶
茶、黄酒棒冰等衍生产品，实现让更多人知道黄
酒、喜爱黄酒的效果。

近年来，越城区建设了一批具有历史肌理、时
代张力的景区、艺术馆，打造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
的研学线路、体验基地。除了升级旅游业态，越城
区还聚焦文创产品创新、文旅活动提质等方面，形
成了文化和旅游优势互补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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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想，位于江西萍乡的武
功 山 ， 居 然 孕 育 着 万 亩 高 山
草甸。

山底古木参天，山腰藤蔓葱
茏，山崖笔直陡峭，栈道蜿蜒险
峻，这是江南高山的大众脸谱。
乍一看，武功山亦是如此，并无
特别。然而，从第二级索道站出
来，眼前的景致却令人叹为观
止。抬眼望去，团团云雾将山峰
托起，悬于空中，海市蜃楼一
般，时而缥缈，时而清晰。

拾级上攀，间或有白雾袭
来，一簇簇将人包围。周边倏然
一片泛白，待反应过来，它却飘
然离你而去。

走着，视野渐渐开阔，但见
氤氲草甸仿佛给群山披上了厚实
的绿毯。每座山峰就像一条条巨
龙，绵延委蛇，腾跃灵动。步道
沿山脊伸展，游人好似在龙背上
行走。两边坡面的青草萋萋泱
泱，微风一吹，恍若翻滚的麦
浪，波澜起伏，沙沙而响。一股
股飘来的草香沁人心脾，瞬间化
解了登山的疲劳。

登至金顶，豁然开朗。若不
远眺山下的城郭，还以为身处郊
外田野。站在海拔近两千米的
这里，环顾四野，满目绒绿，
令人心旷神怡。碧蓝的天空，如
镜一般的亮洁，与草原互映，色
泽分明。此刻，我们就这样静静
地欣赏大自然的馈赠，抛却烦
恼，淡忘时空。

从金顶下南坡，有一仿古建
筑叫“白鹤观”，青石条门面斑
驳陆离，苔藓丛生，看上去有些
年头。两边石柱上的对联“万里
云 山 齐 到 眼 ， 九 霄 日 月 可 摩
肩”，点明了此处的高耸壮阔。
站在白鹤观广场向北俯瞰，几排
楼宇似天宫琼阁，轩昂挺拔。旁
边平台处的帐篷，红的黄的，被
茫茫绿色包裹，煞为惹眼。

暮色降临，渐渐地，万籁寂
静，天幕上繁星点点，萤火虫般
闪烁着。四周的山峦如龟似龙，

若隐若现。远处的渊谷，幽深奥
玄。这久违了的夜景，让人内心
安怡空灵，遐想万千。冥冥间，
感觉自己在夜空里自由游弋，时
而与星辰喃喃对话，又时而同轻
风戚戚低语。

睡意蒙眬中，传来“窸窸窣
窣”的声响，原来是帐篷里的一
伙年轻人在打点行装，准备去看
日出。很快，他们身裹羽绒服，
肩扛摄影机，翻上了屋后的陡
坡，径直奔金顶而去。

至金顶，找一处空地坐下，
静等太阳从地平线出来。

仰望头顶，一弯弦月挂在空
中，洒闪银光，几颗亮一点的星
星也还在眨眼。慢慢，东方的亮
光由鱼肚白变为橘子黄，先是一
线，后成一片。一会儿，大家企
盼已久的旭日，内红外黄，从地
平线探出头来。接着，弓形，半
圆，近圆……冉冉上升。最后，

它就像破壳而出的雏鸡，腾地蹦
了出来，成为大大的圆饼。

太阳越来越红，散浮的云朵
染成朝霞，映红半边天空。放眼
望去，万亩草甸犹如撒了一层金
粉，绿中带黄，黄里透红。那不
断变幻的色彩，就像万花筒里放
映的一幅幅绚丽画面，让人目不
暇接，心潮澎湃。那种神奇曼妙
的美，无以言表。

旁边时而传来尖叫声，清脆
而爽亮。一群青年男女，正在一
边拍照，一边欢呼雀跃。这高原
草甸由于人的点缀，更加鲜活；
而飘逸其间的他们，又因为美景
的 映 衬 更 为 青 春 萌 动 、 活 力
四射。

太阳升起，月亮还在，一群
燕雀临空翻飞。这日月同辉、草
长莺飞的景象，美妙至极。

下图：武功山风景。
来自网络

云中草原武功山
童如珍

徐贵祥 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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