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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山是陕北佳县木头峪镇的一
个小山村。

佳县，在黄河西岸，是陕北革命
老区。这里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山
脉是土石结构，呈西北东南走向。县
城建在高台之上，如城堡般的山城，
史称铁葭州。

一

出佳县县城，上沿黄公路，驶过
三十公里，沿着弯曲陡峭的上山公
路，上了山顶，就到了王宁山村。

王宁山村是有着红色革命历史
的小山村，也是以发展生态农业、
盛产有机红枣而闻名的美丽乡村。
王宁山村位于黄河之滨的川原之上，
这个村由柳树圪券、上坬、下坬三个
自然村组成，地形整体呈凹凸状，高
天之上俯瞰绿色王宁山，颇有蜿蜒纵
横之态。

王宁山的乡村公路依山而建，路
边就是崖边。在一处平地停车，站在
崖畔，天地辽阔。当那些山洼洼、圪
梁梁，起起伏伏、沟沟圶圶的地形，
突然呈现在眼前，那些被绿色装扮的
沟梁峁壑，那一层层种满了枣树的梯
田，使山石结构的山峦更有了生命丰
润的色彩，挺拔坚毅的神态。

二

清晨，我从借宿的王宁山村大学
生张姝杰家出来，去往两里路以外的
上坬村。早上，要去上坬村的马大姐
家吃早饭。这是王宁山村驻村扶贫工
作队安排的吃派饭，我也亲身体验了
一次驻村干部的生活经历。

王宁山村的空气中弥漫着乡间枣
林清新的味道，乡村公路两边的梯田
上是成片的枣林。正是大枣由青变红
的时节，红红绿绿的大枣挂满了颤巍

巍的枝头，阳光从枣树的枝叶间泄下
来，路上一地斑驳的树影。走在路
边，稍不注意，就有一串串青红色的
大枣碰到鼻尖，或是打在额头，需要
不时地用手把眼前的树枝拨开。

王宁山的村村通公路随着山势蜿
蜒起伏，路面很干净，早上第一班下
山去县城的公交车已经开过。山村静
谧，朝阳下的每一片枣树叶子都泛着
金色的光，清脆的鸟鸣，唤醒了沉睡
一夜的王宁山村。

沿路，一些零星的农户早已起
来，有老汉或是婆姨在门前打扫卫
生，给门外枣树下笼子里的鸡喂食。
看到人来喂食，笼子里的鸡躁动起
来，来回奔走，欢叫不已。偶尔还传
来 几 声 雄 鸡 报 晓 ， 那 啼 鸣 高 亢 雄
劲，嘹亮悠长。走在路上，遇见一
位正在清扫道路的村民。走了一段上
坡路，眼前又是一道缓缓的下坡路，
路旁有四五户人家，一户与一户隔得
有些距离。

一路走着，我发现这个村子很干
净，不仅路面干净，农户家里也很干
净。不少人家的大门前都有一个统一
定制的塑料垃圾桶，门庭洁净，鸡都
关在院子外面的笼子里，他们似乎并
不害怕被人偷走。

在乡村公路上走了一里多路，竟
然没有看到一条散养、乱跑的流浪

狗，这一点倒与印象中的一些乡村不
同，也让怕狗的我安心了许多。令人
意外的是在一些农户的庭院围墙上，
装饰有一些原木木条，刻着各种书体
的唐诗宋词和毛泽东诗词，文字上了
颜色，朴素而雅致。红日初照，鸟鸣
山间，眼前是一派耕读传家的诗意田
园风光。

路旁枣树下，有一位正在放牛的
中年女人。上前跟她打招呼，大姐长
方脸，细高挑个，皮肤被日光晒得有
些麦色，略显粗糙，但气色很好，淳
朴自然的健康色在城市同龄的妇女中
很少见。大姐人很热情，说话却有些
害羞。感觉她才五十岁左右，然而她
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她姓
高，佳县坑镇人，嫁到王宁山村已经
四十多年了，一对儿女已长大成人，
成家立业，都在外地。如今家中只剩
她和老伴，养了两头牛，平日里在山
上放牛，料理一下自家的枣树林，做
些家务零活，每日都充实忙碌。

看着满山挂满青枣的枣树，我问
高大姐，树上的枣什么时候变红。她
说，白露一过了就红了。

就在我们说话间，远远地听到电
喇叭里喊着卖肉卖菜卖鸡蛋的声音，
叫卖声和汽车轮子驶过水泥路的声音
由远而近。很快，一辆白色小皮卡载
着蔬菜、鸡蛋、牛奶、猪肉和水果从

我们身边急驶而过。

三

王宁山的枣树，漫山遍野。在路
边、在崖畔、在电线杆旁，一切可能
生长的地方，深深浅浅、高高低低，
大株小株，农家的门前屋后院里全是
枣树，红红绿绿的枣子挂满枝头。

马大姐家在一丛枣树的旁边，厨
房在院门外面，院子当中有一前一后
两颗枣树，上面挂满了红红绿绿的
枣。驻村第一书记杜军锋见我们来，
迎我们进窑洞，坐下寒暄。不一会
儿，马大姐端来了一大盆香喷喷的手
擀面进来，韭叶宽的手擀面配上炒西
红柿南瓜，方桌上放了瓶老干妈，小
碗里装的是当地一种叫“摘蒙”（音
译） 的黑绿色植物做的调料，味道鲜
香。头一次在王宁山吃到地道的陕北
农家饭，南瓜干面得像红薯，炒过的
西红柿让面汤发红，菜面和汤融为一
体。那一顿早饭吃得很香，让我想起
了儿时在外婆家吃过的农家饭……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
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
难为怀。”清晨，在美丽的王宁山
村，我想起了古人王献之的这段话。
王宁山村的景色就是我心中理想的田
园风光。

王宁山红遍陕北王宁山红遍陕北
王丽梅王丽梅

年初闽南行，去了泉州、
漳州和厦门。闽南三城中，漳
州属最小。但这座小小的城，
却诞生了不少特色美食。漳州
古城开了很多小吃铺，对我这
个上海游客来说，“吃吃白相相”
是游览古城的正确打开方式。我
在那里品尝了四果汤、锅边糊、
猫仔粥、面煎粿，挑的尽是些名
字古怪的，一尝解好奇。走到孔
庙前的一家店铺，被招牌上的

“片仔癀甘蔗汁”吸引了。

片仔癀

来漳州前，同事曾告诉我
漳州有三宝，最出名的是片仔
癀。片仔癀是一味中成药，具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之功效，

但它也可以做成饮料吗？还真
可以。老板娘抓了几把片仔癀
草，榨出绿色的汁水，再榨了
些甘蔗汁，混合成一瓶墨绿色
的液体。虽然瞧上去像药水，
喝起来却清凉甜蜜，口感极好。

不来漳州不知片仔癀地位
有多高。漳州古城，遍地可见
片仔癀商铺，甚至还有专门为
它设置的博物馆。走进挂有

“片仔癀博物馆”牌子的骑楼式
红砖古建筑，迎面看到代言人
郎平的广告海报。看电影《夺
冠》时得知曾经五连冠的老女
排队员，是在漳州女排训练基
地训练的。馆内详细介绍了片
仔癀的历史，早在2011年，片
仔癀制作技艺就成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属于国家一
级中药保护品种。馆内还陈列了
片仔癀的系列衍生品，我买了两
支片仔癀牙膏，回宾馆一用，味
道似留兰香般清新。一味中成
药，能做成当地著名的特产，是
我之前没有想过的。感慨旅行真
是一个移动的课堂。

八宝印泥

除了特色小吃食肆，漳州古
城里还有不少老字号非遗店铺。
在一家非遗店铺里我遇到了漳
州第二宝：八宝印泥。老板告诉
我，八宝印泥在古代属于贡品，

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曾被人
戏曰：文房第五宝。它是以珍珠、
玛瑙等8种珍贵原料制成，所以
被冠以“八宝”之名。一块红红的
印泥竟含有珍珠、玛瑙的成分，
我又吃了一惊。欣然买下两盒，
一盒送给正在练毛笔字的闺蜜，
一盒留给准备练毛笔字的自己。
青花瓷的瓷盒古典、雅致。打开
盒子，细嗅一下，闻见一股淡淡
的中草药味道。盒里塞了张纸，
有画家刘海粟题写的“漳州八宝
印泥”字样，还有一首诗：“印纸
则桃花欲笑，铃朱而墨韵增辉”，
赞美的就是八宝印泥。说起
来，我是很喜欢在旅途中买礼
物的，有人爱用照片来记录旅
程，有人爱用文字来记录，我

觉得旅途中买的物品也可以储
存旅游的记忆。如今，看到书
桌上躺着的八宝印泥，我便想
起在艳阳高照的漳州古城，我
手拿一瓶片仔癀甘蔗汁，边喝
边逛到了八宝印泥的非遗店。

水仙花

在漳州旅行期间，很巧看到
上海朋友发了一则漳州水仙的
图片。她说每年冬天，她都会网
购漳州水仙。水仙花即为漳州第
三宝。同别处水仙花不同的是，
漳州的水仙鳞茎硕大，箭多花
繁，故有“天下水仙数漳州”之美
誉，每年 1 月中旬，漳州会举办
一年一度的“水仙花节”。在漳州
的一个菜市场里，我买了把鲜切
漳州水仙，带回酒店，找了只玻
璃杯当插花容器。次日醒来，水
仙已经开出了近十朵，淡黄色的
花瓣托着金黄色的花蕊，真是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
微月”。带上一束花去旅行，这
是一位朋友的旅行哲学，她经
常在旅途中买花，让酒店也飘
满花香，营造出家的氛围。那
天，我即将结束旅程，想到她
的旅行哲学，便小心地将水仙
花包好，放入随身携带的背
包，八千里路云和月，5 元钱
一把的水仙花也跟着我坐上了
大飞机，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家。

漳州三宝
陆 恺

行天下行天下

位于沿黄石山区的王宁山村处处是枣树（无人机照片）。 陈静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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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
经济发展活力迸发

2021 年，黄埔区稳中求进，经济发展彰显活力。
据初步统计，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同比
增长8%以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8771亿元，商品
销售总额突破万亿元、增长13.6%，固定资产投资1869
亿元、增长13.1%，财税总收入1455亿元、增长11.6%。
获批全国首个“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创新示范区。

黄埔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的战略
定位得到全方位支撑。

重大项目开花结果。2021年，共举办5次集中动
工签约投试产活动，281个重点项目动工，121个优质
项目落户，其中百亿级项目6个，86个产业项目投产。
全区实际利用外资26.5亿美元，稳居全国经开区第一，
连续三年获得国家级投资促进大奖。

重点改革实现突破。深入开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国资规模突破3700亿元、同比增长46%。

科技力量蓄势待发。研发投入强度超5.7%，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科技创新实力稳居全国经开区第一。
上市公司累计70家，总数位居全国经开区第一。全年
引进院士17名、高层次人才116名，高层次人才数量稳
居全市第一。

民生工程扎实推进。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十件民生实事圆满完成。新增中小学学位
1.1万个，实现全区南中北三大片区三甲医院全覆盖。

落实“五年大变化”
在实干中推进城市建设

2022年，黄埔区将把“五年大变化”落到城市建设
的方方面面、落到产业项目的厂房车间、落到民生事业
的一草一木。

科技创新方面，黄埔区将搭建人才交流平台，加快
筹建广州交通大学、黄埔大学等高校院所，计划全年引
进院士20名、高层次人才130名。落实高企树标提质
行动，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00家，打造与实体经济紧密
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强区。

实体经济方面，黄埔区将推进广本新能源扩能项目

建设，实现现代氢燃料电池、小鹏汽车等项目投产、达产，
强化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双轮驱动提升；深入实施“广
东强芯”工程，推动粤芯三期建设；推进达安基因、中润医
药、创尔生物、迈普医学总部等重点项目动工或投产；深入
实施核心软件攻关工程，加快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
验区（鱼珠片区）建设，集聚一批工业软件龙头企业。

消费培育方面，黄埔区将高起点建设黄埔湾商圈，
全面营造科学城、知识城两大都市特色商圈。繁荣发展
开创大道商业带，增强大沙地商圈消费活力，推动南岗
商圈建设东部商业新高地，创新打造长岭商圈，提升西
区商圈，促进云埔商圈商产技深度融合发展。

投资拉动方面，黄埔区力争全年引进优质项目
110个以上，其中百亿级项目不少于6个。

扎实做好民生实事
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2022年，黄埔区将进一步促进生产生活生态良性
互动，打造践行“两山”理念的样板典范。全力加强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在广州全面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

平上展现担当、走在前列。
未来一年，黄埔区将坚持“分片分类分步、科学平

稳有序”总体思路，持续深化省“三旧”改造改革创新试
点政策成果，重点推进复建回迁房、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新增动工面积500万平方米，竣工200万平方米，建
成复建回迁房120万平方米。重点保障产业园区职工
租住需求，全年建成保障性租赁住房（含人才公寓）
2800套。在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传统村落保护中紧
盯历史文化传承，重点建设萝岗香雪等示范项目，实施
18个老旧小区微改造，创建20个绿色社区，建成3个
容貌品质社区。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夯实共同富裕民生基础。全
年计划建成学校4所、新增学位9000个。一体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以见缝插绿、边角绿化等方
式营造更多社区公园、口袋公园。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纳米水乡、莲重燕蟹
等6条新乡村示范带，打造迳下、莲塘、麦村3个特色精
品村，全区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力争达到45亿元，在绿
水青山间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数据来源：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委宣传部

2021年，据初步统计，广州市黄埔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同比增长8%以上，5项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全国经开区第一。2022年，
黄埔区将坚持实体经济第一战略，力争引进百亿级项目不少于6个。

2022年，黄埔区将更加注重站位、更加注重质量、更加注重民生、更加注重生态、更加注重传承，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实现“五年大变化”和“中小企业能办大事”、推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上奋勇前行，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
出新出彩”中勇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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