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旅游天地
责编：刘发为 邮箱：rmrblytd@163.com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又到了脐橙熟透、香溢大地
的季节。赣南脐橙发源地、国家
4A 级景区——中国赣南脐橙产
业园所在地江西省信丰县安西
镇，一坡坡黄灿灿的橙子，累累
硕果压满枝头，幽幽清香迎风扑
面而来，果农和客商穿梭忙碌，
丰收景象美不胜收。

一

今年是信丰县引种脐橙 50
周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脐橙
产业飘香世界，闻名遐迩，信丰
县 脐 橙 种 植 面 积 已 超 过 25 万
亩。“世界脐橙看赣南，赣南脐
橙看信丰，信丰脐橙看安西”，
安西镇绵亘大庾岭和九连山余
脉，地理环境独特，气候温和适
中，山地面积达 23 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86%。安西脐橙在鼎盛
时期种植面积 45000 亩近 160 万
株，果农达3400多户。

安西镇 2016 年下半年开始
着手打造脐橙小镇，以脐橙产业
为核心，挖掘脐橙文化，开辟别
具一格的乡村旅游线路，建设

“产、城、人、文”四位一体
平台。

2017 年 8 月 3 日，江西省第
一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公布，信
丰县赣南脐橙小镇在列。8月21
日，中国赣南脐橙产业园建设项
目在信丰县赣南脐橙小镇开工奠
基，标志着信丰脐橙产业转型发

展翻开了新的篇章。这是信丰县
脐橙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
是全体橙乡人民翘首企盼的一件
大喜事。

“赣南脐橙引种第一人”袁
守根，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全国三八红旗手”钟
八莲等出席开工奠基仪式。袁守
根感慨万千地说：“我1969年到
脐橙场工作，1978 年在这里参
加赣南脐橙大会战，当年的情景
也像今天这样红红火火，这次开
园给赣南脐橙发展打下了一个很
好的基础，对信丰脐橙的发展也
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一定会给安
西老表带来极大的福祉。”

2018 年，中国赣南脐橙产
业园成功入选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授牌仪式现场，中国赣南脐
橙博览馆的 3D 动态模拟效果带
领观众进入四季脐橙树的缤纷世
界：“春”之蝴蝶翩飞放橙花，

“夏”之稚嫩青果爬上树，“秋”
之秋雨淅淅助果熟，“冬”之硕
果闪闪压枝头。

2020 年，江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官网公布了 2019 年江西省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名单，中国
赣南脐橙产业园位列其中。

二

郭晨、李聪辉、胡泽茂、
殷文倞等信丰乡贤积极出谋划
策，推动赣南脐橙小镇建设。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作家郭晨
就采写了《“拳头商品”——脐
橙》，率先在全国媒体上推介信
丰脐橙。乡贤们还参与起草了赣
南脐橙小镇申报等各种材料，配
合镇里联络在外乡贤献计献策，
编写了 《安西镇志》《安西史
话》《走遍安西》等文史著作。

安芫村是安西镇最早种植脐
橙的村，它毗邻中国赣南脐橙产
业园，由原安全村、茶芫村合并
而成。村里凭借独特的区位优
势、丰富的脐橙资源、优美的生
态环境，与产业发展、乡村旅
游、乡风文明、党的建设相结
合，打造美丽乡村旅游点。

赣南脐橙小镇饱含赣南脐橙
文化，依托安西的自然环境、历
史文脉和民俗风情，在“一镇一
风格”中提升小镇的吸引力和生
命力，对信丰农耕文化、客家文
化以及安西的名胜古迹等悠久历
史文化进行了深层次挖掘。

信丰古代出过 25 位进士，
嘉定镇花园村西坑杨氏族谱中记
载了“杨廷为，进士，生于安息

（注：安西的曾用名） ”，上迳河
与崇墩河穿圩而过，在下堡街原
安西小学交汇，圩上分上、中、
下三堡三条主街，居民很多方言
都保留着中原古韵。下堡河边的
中山公园，可供休闲、晒谷和放
牧。海拔近八百米的香山，似一
尊倒立香炉，横跨安西、小江、
虎山三个乡镇，形成了雄、奇、

险、幽、美的“十景”。
1994年9月，信丰县脐橙场

注册了“香峰”牌脐橙商标，为
赣南脐橙最早注册的商标，把它
古往今来的美感、丰富的内心一
一敞开。

三

安西有许多人掌握一技之
长，各有谋生之道，传统手工艺
几乎均按屋场、姓氏划分，一村
一品种，一姓一门类。下堡的窑
岗村顾、钟姓人除了烧窑制瓦，
尤其擅长酿造糯米水酒，窑岗水
酒味道清醇而浓烈，后劲足却不
冲头。他们一年四季用水酒待
客，这跟安西人重人情、热情好
客的基因分不开，他们逢年过节
就以水酒为媒，邀友相聚，可谓

“窑岗一壶酒，安西十里香”。安
西“水酒文化”带着温度，带着
情感和情怀，深深地融入到安西
人的血液之中。

安西圩东南方向约十公里的
热水村，与虎山玉带桥、田垅、
香山遥遥相望。从龟湖大振桥进
去是“热水湖”，四季热腾。热
水湖边上的马蹄坝屋场，为吴姓
村民世居地。吴氏祠堂前那 26
块旗杆石，分别为清代顺治、嘉
庆 、 道 光 、 同 治 、 光 绪 年 间
而列。

崇墩大屋是黄姓聚居的古村
落，相传建村时因有许多土墩重
叠，得名重墩，同音演变为崇
墩。崇就是崇文，即崇尚文化；
墩就是敦厚，即忠厚本分，可以

归纳它为“崇文敦厚，孝悌古
村”。江湖坝，安西河绕村而
过，袁氏先祖志君公出仕任广东
布政使，后在告老还乡途中落居
东莞温塘，成为袁氏入粤始祖。

田垅在信丰四个畲族村中颇
具特色。农历三月三，田垅畲族
村民过乌饭节，云集宗祠，对歌
盘歌，怀念始祖，并炊制食用乌
米饭，传承畲家传统美德。安西
的红色历史深厚，桐梓岗阻击战
是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最后
一次战役，永载史册。上迳水库
与香山相互映照，位于安西镇东
上迳村，西南紧邻海螺寨，库区
有便道连接金盆山国家森林公
园，水库大坝南侧现存红军战壕
遗迹。

透过香山、上迳、热水湖……
容易使人与虎山乡的玉带桥联系
起来。而先前，虎山中和村一带
归属于安西管辖，产生了安西同
虎山颇深的姻缘，并由此延伸出
世代安虎联体的“一条水”“一
条街”。

安西人文历史流芳百世，脐
橙小镇建设久久为功，这是“世
界橙乡”信丰县建设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示范先行区进程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八方来客来到信
丰游乐，体验舌尖上的采橙之
趣、品橙之美，在这块红土地的
怀抱里蓦然回首，任何一棵脐橙
树都是那样的宽厚和结实。

上图：信丰县千亩脐橙基地。
李 健摄

下图：信丰县安西镇安芫村
风光。 李 健摄

信丰脐橙香天下
刘景明

初冬时节，走进浙
江宁波慈溪市掌起镇洪
魏村，小桥流水，红枫
似火，银杏披黄。这个
溪 水 穿 村 而 过 的 古 村
落，是浙江省历史文化
名村和浙东敌后抗日根
据 地 重 要 指 挥 中 心 之
一，红色文化延绵流长。

洪魏村以洪、魏两
姓而得名，村中有一条
溪流自白沙山岙奔流而
来，名为甘溪，它如一
柄绕指柔，将整个村子
一 分 为 二 ， 洪 家 在 东 ，
魏家在西，又因一座横
跨甘溪的金锁桥使彼此
紧紧相连。

1944 年 2 月至 10 月
间，这里成了浙东区党
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
队司令部领导机关的大
本营，供给部机关及其
会计、粮秣等主要科室
被安排在洪家祠堂的前
厢房办公，其他材料、
军械、被服、军工等部
门则散落在洪魏村内及
周边各处。

走进洪魏村，就像
进入了一张保存完好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战斗画卷。最
引人注目的要数洪魏村村口竖立的红色大火炬，沿大
火炬一路向村腹地走去，正前方是洪魏革命纪念馆。
向深处走去，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旧址——桂花
门头，浙东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旧
址——白漆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旧址——
大夫第，三北地委旧址——西墙门等红色革命旧址次
第展开。

洪魏村水多，自然古井也多，盈盈井口，清冽甘
甜，著名的三北地区三大古井之一的桐井就在魏家。
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整个村内的自然水系统，村民将
甘溪溪水引入村中，沿水而居。八卦阵、荷叶地，潺
潺溪水绕过门前屋后，长年不绝。家家户户临水而
居，淘米、洗菜、洗衣。这水流滋润得满村清凉，又
使得静谧的古村有了动感。

古村少不了古树，千年大枫树自北宋至今，树径
大到七人不能合抱，枝叶繁茂，冠盖入云，成为浙东
一带最大的古枫树之一。

近年来，掌起镇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先后投入超
千万元，打造红村品牌，为乡村振兴赋能。

洪魏村新建的乡村“复兴少年宫”成为研学新阵
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
地设施，围绕一条里弄经典游线、一支“先进人物+志
愿者”服务队伍、一张手绘地图、一部红色纪录片、
一座红色纪念馆等，开展红色研学教育。华师大宁波
艺术实验学校的部分师生及家长数十人，专程来该村
开展百名少先队员追寻“百年家乡英模”系列活动。

村子红了，村民们的日子也红火起来。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洪魏村做客。

作为掌起镇的葡萄基地，每到采摘季，洪魏村都
会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品尝。村民们不仅在村内种
植了约2000亩葡萄，还在其他地方建起“农业飞地”，
承包种植了近千亩葡萄。2020年村级可支配收入达到
1000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 万元，增幅高于浙
江省和宁波市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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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山清水秀，
风清月明。

嘉陵江西陵峡东段便是明月峡，峡
谷形如一钩弯月，夜晚过峡，月悬西
山，江月辉映，蔚为壮观，故而得名。

峡中白浪汹涌，一泻千里。明月峡
与朝天区北面的清风峡遥相呼应，形成

“二峡夹一镇”的天堑式地理格局，素有
“清风明月拱朝天”之美誉。

走进明月峡，与 2300多年的历史撞
了个满怀，猝不及防。历朝历代，多少
人在这峡谷进进出出、来来往往。

那些关于爱恨、情仇、悲悯、战
争、和平的故事，如水滴汇集成江流，
或奔涌、或平静、或泛起涟漪，在历史
与现实交错中时隐时现。

明月峡不长，两公里，却绝壁如

削、嵯峨似剑。“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
猱欲度愁攀援”，这峡，是难以逾越的天
堑。山岭戟空，谷深壑暗，数千年来，
人们为了拓展这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费尽周折。明月峡偏偏又处于咽喉位
置，是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凌空接
天，穿云破雾的明月峡先秦栈道也就应
运而生了。

栈道搭建在江边的断崖绝壁之上，
是金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蜀道的核
心地段。它连接的是中国历史金戈铁
马、平仄起伏的进程与朝代更迭，也是
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纽带。

无数次的修葺、补建，伴着锤敲錾
凿的音韵，云栈延绵至今。现在，脚下
这栈道是依古时技艺复建的，清幽复
古、木香荡漾，呼应着过往的岁月。历

史的气息从山体的石缝中渗出来，从一
棵老树上生长出来，从江河的水滴里蒸
发出来。

沿鸟道而上，在峻岭陡峰之顶，有
一条平行于古栈驿道，建于南北朝。唐
朝时，被拓宽成六尺驿道，为取土石削
高坡筑成的碥道。设有朝天关，南来北
往，高高的关岭之上渐渐形成了一条繁
华小街。茶楼驿馆、商店庙宇、民房兵
营……应有尽有，称之为“北门天街”。

行至栈阁廊庑一角，一豁口下的乱
石丛中，隐约出一条嶙峋纤夫小道，向
嘉陵江边蜿蜒着。磐石上，纤绳摩擦出
的长条形的凹槽依稀可辨。那些我们永
远不知道姓甚名谁的纤夫，风里来雨里
去，成年累月，汗浸盐渍，用肩胛骨紧
咬纤绳……号子声声，响在耳畔。嘉陵
号子在，嘉陵魂便在。

嘉陵江穿越千山万壑，一路浩浩汤
汤，行至朝天，巍峨大山不断逼仄，以
至于江面仅百米，蜿蜒湍急。后来，水
路渐被取代，大巴口大桥的建成让摆渡
过江也成为了历史。这嘉陵水道跻身于
明月峡交通群落之中，化作了湿漉漉的
星辰。

在明月峡的绝壁上，有一处状如老
虎嘴的凹形恶道，人们称之为“老虎
嘴”。20 世纪 30 年代，开修川陕公路时
试图绕过明月峡另寻他途，但都失败，
不得不沿古栈道上方崖壁，用开山机凿
出了一条凹槽式的道路通过峡谷。

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从来都是中国
人的智慧，新的川陕高速公路从明月峡
绕了过去，变得平坦、安全。“老虎嘴”
不再有车子经过，原先的道路归于景
区，铺就了石板，静默成明月峡中一块
肃穆永生的活化石。

忽地，一声长鸣，一列火车自对面半
山腰的绝壁山崖中钻了出来，拖着悠长的
尾音，又钻进另一道绝壁山崖的腹中。
1958年，宝成铁路全线运营。这条路，是
古今交通道路文化的接点，是幽幽苍山在
空间和时间上的融合与延展。古老与现
代，历史与未来，汇聚于此，完美交融。

嘉陵江那富有弹性的腰肢，只需随
意一扭，便让栈道上指点江山的诗人，
立马乱了分寸。古今如是。

上图：明月峡古栈道。 钟卫东摄

明月峡上古栈道
罗 倩

走进云南和顺古镇，犹如
走进一幅静美的水彩画，快节
奏的现代生活戛然而止，时间
在这里停留。那蓝天，蓝得纯
正；那田野，绿得动容；那水
塘，亮得耀眼。还有那古建
筑、古树等，无不吸引眼球、
牵动心灵。

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落满
阳光，落满岁月的音符，一头
连着厚重的历史，一头连着美

好的未来。错落有致的街道织
成一张大网，网住一代代和顺
人的欢声笑语和梦想，网住一
团团时代的风云和记忆。

年近古稀的老人安详地坐
在家门口，脸上堆着笑容，可
怎么也遮盖不住光阴踏过留下
的沟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他们不喜不悲，世间的离愁别
绪和得失成败，他们都已看得
透彻。

在和顺，我们可以找回自
己，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栖
息，可以让自己的生命享受一
种天伦之乐和纯粹的幸福。

和顺之美，美得自然，美
得独特。

和 顺 的 文 化 不 仅 源 远 流
长，还融汇了各种文化之精
髓。600余年来，和顺以中原文
化为主流，兼容南亚文化和西
方文化。文化的力量和影响，
让和顺人才辈出，有“哲学大
众化第一人”艾思奇、“翡翠大
王”张宝廷……

和顺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
乡村图书馆之一，1980 年被列
为国家公共图书馆。和顺人向
来有读书的好习惯，人们白天
在田里劳作，晚上就到图书馆

的灯下读书。有些放牛的人经
常是清晨把牛赶到山上吃草，
然后自己回到图书馆看书，等
下午上山把牛赶回来。和顺人
知书达理，图书馆就是他们智
慧的源泉。

都说和顺是大马帮驮来的
翡翠之乡，数百年前，这里的
人们就开始“走夷方”。和顺是
中国面向南亚的第一镇，离缅
甸才 70公里。长期以来，中印

缅之间通过西南丝绸古道进行
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和顺是
这条古道上的枢纽，一直非常
兴旺。

和顺还是著名的侨乡，华
侨分布在缅甸、印度、泰国等
10 多个国家。但和顺人不管身
在何方，心中永远有一个故乡
情结。他们在外面成为巨富大
贾后都会衣锦还乡，在和顺修
建宅院，并出资修建宗祠，目
前还完整地保留着八大宗祠，

风格各异，成为和顺历史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顺早早就与国际接轨，
20 世纪 40 年代，高尔夫球杆、
德国蔡司的照相机、美国的派
克钢笔等，在国内还很罕见，
可在和顺，已是寻常物件。走
进和顺的深宅大院，会发现连
泔水桶都是美孚洋行的油桶。
这就是聚宝盆一样的和顺，世
界上的很多财富都聚集在这里。

和顺的繁荣和发展，及其
获得的耀眼光芒，与它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有一定的关系，
但和顺人敢为天下先的开拓
和 进 取 精 神 更 是 关 键 所 在 。
和顺大马帮博物馆外的两副
对联——“负重致远南丝路，
流光溢彩翡翠城”和“马帮载
来朱波友谊，商旅送去华夏文
明”，似乎能说明一切。

上图：和顺古镇。
来自网络

古镇和顺的时光画卷
何永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