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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风风吹吹亮亮保保安安村村

■施艳斌

在水能资源丰富的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 坐落
着一处集雄、奇、险、秀为一体的国家地质公园、国
家风景名胜区———马岭河峡谷。

马岭河峡谷地处云贵高原隆起的乌蒙山与广西
丘陵之间， 是一条在造山运动中剖削深切的大裂
缝，被誉为“地球上一道美丽的疤痕”。 峡谷内，群瀑
飞流，翠竹倒挂，溶洞相连。 三叠系碳酸盐可溶岩石
分布广泛，岩层断裂褶皱复杂，集中体现了喀斯特
多层次多类型地貌景观，与东西两边的黄果树瀑布
和云南路南石林竞展风姿，构成冠盖中华的喀斯特
风貌。

沿着蜿蜒盘旋的栈道拾阶而上， 形态各异的钙

化岩、钟乳石映入眼帘，如一座座历史的“活化石”。
栈道穿石而过时，不禁轻抚凹凸不一的石面，感受
大自然千万年演化的神奇，以及水滴石穿、生生不
息的魅力。 在壁挂崖、狮子洞，经历时光历练的奇
石，随处可见，它们像峡谷坚韧的骨骼，支撑起马岭
河伟岸的身躯。

马岭河峡谷的水，悠然壮阔，灵动而静谧。 无论
是群瀑悬练，还是银瀑飞泻，都散发出独有的奇韵

魅力，与峡谷的岩石交相辉映，演绎着“西南奇缝、天
下奇观”。峡谷两岸峭崖对峙，谷深流急，从河床仰望
两岸，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犹如天沟。 而从峡谷大
桥俯视谷底，湍急的河流恰似地缝。景观最为奇特的
钙化瀑布群，谷深、流急、瀑多，原始生态保护完整，
令人惊叹。

马岭河峡谷的水，轻柔而又奔放。 水流下泄形
成瀑布，形成一处雨洒芭蕉瀑布的奇观，驻足海狮
桥可观赏“倒撒金钱”。 景区有大小瀑布百余条，万
马咆哮瀑、珍珠瀑、间歇五叠瀑等，一步一瀑，震耳
欲聋，气势磅礴。

峡谷山水之间，马岭河大桥紧锁河谷，连接东
西、沟通南北，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 峡谷下的
天星桥，则引人走入五彩斑斓的世界。 两座桥，一
条接通经济社会命脉， 一条维系自然人文之韵，
恰如绿水青山造就金山银山，令黔西南大地焕发
生机。

以马岭河为代表的江河奇观， 造就了贵州丰富
的水电资源，水的滋养铸就了“丛立之峰、磅礴数千
里”的“中国锥状喀斯特博物馆”万峰林，诞生了“水
电建设博物馆”天生桥水力发电总厂。马岭水利枢纽
工程、石桥河一二级电站、隔界河电站等水利水电工
程日夜伫立，为山外的世界送去清洁的能源。

“云奇石更奇，奇绝画难比。写奇唯有诗，诗在空
山里。 ”马岭河峡谷是空山里的一首诗，是绿水上的
一幅画。 峭崖险峻，青峰横陈，河谷幽深，碧水回旋，
走进马岭河峡谷，即是感受三黔大地的生机，也是体
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

（作者供职于云南曲靖市人民政府）

■何佳

晨曦初现， 黑龙江省汤原县吉祥乡保安村沐浴
在柔和的晨光中。 远处的原野一片翠绿，平坦的乡
村公路上，村民们三两同行。 这里，早已不是三年前
尘土飞扬、垃圾成堆、进出两难的贫困乡村。

2017 年 4 月，国网黑龙江汤原县农村电气化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原县农电局”）顾玉赴保安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他重调
研、勤走访，根据地域特色 ，发展起了种植业养殖
业，“一种一养” 自此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支柱 。
2019 年 11 月，保安村脱贫出列。

保安村位于松花江支流处， 村民世代以打鱼为
生。 随着江水瘦弱，江鱼逐年减少，村民开始种水
田，但秧苗浇灌用水难，收成欠佳，大家只能外出打
工。 经过入户走访、对比论证，顾玉认为，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生存靠黑土地，脱贫致富也得靠黑
土地。

2018 年 4 月，顾玉向汤原县农电局汇报了保安
村的实际情况，争取到电网改造资金，并协调供电
所，为村里架设高低压春灌线路，立杆 32 基，架设
导线 2.3 千米， 新装一台 200 千伏安变压器和 2 台
50 千伏安变压器。

从地下抽上来的水， 哗哗地流到保安坝西的田
地， 有水养地，100 多户村民受益。 当年秋收后，17
户贫困户偿还了春耕前买籽种化肥的贷款。

为了进一步增加贫困户收入， 顾玉和村支两
委商量后，将村里的“智能水稻催芽车间 ”承包给

村民李良生经营 ， 承包费作为村级扶贫基
金。 之后， 他还帮助 14 户贫困户养殖鸡鸭
鹅， 又组织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利用
闲置土地种植红小豆， 并与农产品加工公司
签订红小豆收购合同。

保安村水源充足、水质优良，是“鲤、鲢、
草、鲫”渔业养殖的上佳之地。 “贫困村自有贫
困的缘由，我们要认真分析、查找，精准施策，
对症下药。 ”顾玉深入了解，因地制宜，充分依
托村里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环境，大力扶持特
色养殖。

2017 年 6 月， 顾玉从汤原县农电局争取到 1.5
万元资金， 为村里锦鲤养殖大户刘天水接通了动力
电，还联系牧畜局技术员做指导。

“过去养殖食用鱼， 受电力不足和养殖技术限
制，鱼苗成活率低、产量低，没有多大收益。 ”刘天水
说，“现在变压器容量大了， 导线线径粗了， 电力十
足，又有了顾书记的全程呵护，想不致富都难。 ”天
水养殖场扩大规模，有高中低档锦鲤十万尾，鲜活的
锦鲤给刘天水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2017—2019 年，
养殖场年均收入均超过 10 万元。

致富后的刘天水没有忘记同村贫困的村民，他为
7 户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而他的养殖业，也激发
了贫困户孟宪荣的“斗志”。 今年 79 岁的孟宪荣和老
伴几十年住在简陋的茅草房。 2017 年 7 月，顾玉帮老
两口争取 2.8 万元房改补贴建了新房。 住进新居的孟
宪荣和老伴开始养殖大雁，每年增收 1 万多元。

2019 年，保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9200 元。

保安村地势低洼 ，
土路凹凸不平， 村民出
行常常“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一天，顾玉看见
62 岁的欧相林坐着轮椅，艰难挪动在坑洼不平的沙
土路上， 他的心刺痛了：“扶贫也得扶精气神， 大家
有了精神支柱，才有生活的希望。 ”

顾玉为欧相林和 27 位贫困户办理了慢行病证，
每人每年可享受 2000—5000 元不等的疾病补助。 他
还与县残联沟通，为欧相林领取了全新的轮椅。

修路，不仅是保安村的“脸面”，更是全村产业发
展的基础。 2017 年开始，顾玉陆续协调水利局修缮
自来水管道，与当地供电所沟通架设路灯 130 盏，保
证村民夜间出行安全。而且，带领村民在村道两旁栽
种树木 5000 棵，并向县政府、扶贫办争取项目资金
7.5 万元， 硬化村道 11.5 千米， 为村里建起了停车

场、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
保安村村委会主任孙立刚说：“扶贫的春风吹过，

保安村的路平了，灯亮了，大家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
对今后的工作，顾玉也有打算：“村里水田多，我

准备带动大家建绿色水稻合作社和小型水稻加工
厂。 这样，收上来的粮食不用拉到外面加工，省了运
费，也降低了加工成本。”未来，他还想带领大家建农
家乐、菌包厂，发展光伏
发电项目， 将保安村带
上一条乡村振兴的小康
之路。

（作者供职于国网黑
龙江佳木斯供电公司）

绿绿豆豆消消夏夏

■黎洁

绿豆，青绿香甜。中医书载，其味甘
性寒，厚肠胃、润皮肤和五脏、滋脾胃。
盛夏，盛一碗绿豆汤，含在舌尖，浓浓
的汤汁悠悠流进心底， 仿佛打开一个
怡然清凉的世界……

儿时的夏天，风热辣辣的，阳光下
的树木花草，都耷拉着脑袋。 乡间，有
些农活儿顶着烈日也得干，比如锄草。
因为天气越热， 锄下的草才能在太阳
下暴晒干枯。 不过，体质虚弱的人如此
长时间劳作，常会虚脱中暑。

每到盛夏 ，母亲将洗净的绿豆放
入锅中 ， 再倒入井水 ， 静静守着锅
开。 窗外热浪汹涌，锅内绿豆在水里
缓缓沸腾，渐渐绽放成一朵又一朵美
丽的花 ，漾起又沉下 ，直至变成豆沙
悄悄化入水中，汤汁由青绿变成了绿
褐色。

母亲用勺子慢慢搅拌， 稍等冷却
后，加少许白糖，一边盛汤，一边呼唤
孩子门， 整个厨房则弥漫着甜甜的清
香。 煮好的绿豆汤， 捧在鼻端细细地
闻，含在舌尖柔柔地品，一丝清甜、一
阵芬芳，再多的燥热，也会安静几分，
夏日顿时变得清爽。

喝着母亲做的绿豆汤，微甜在唇舌
间游动， 饮下的似乎是一碗盛着温情
与厚爱的玉液琼浆。 小时候一到大暑，
我嘴上就容易生干疮，喷药剂、吃蛋黄
都不管用，疼得张不开嘴、吃不下饭。
母亲听老辈人说绿豆能去火，一下班，
便与余辉脉脉的晚霞赛跑， 心急火燎
赶回家。 在闷热难耐的厨房里，她独自
浸在氤氲的热气中，一边挥汗如雨，一
边熬绿豆汤，不急不慢，缓缓搅动，生
怕汤水熬干。

我曾看过一篇 《绿豆煮夏》 的文
章 ，具体内容记不太请了 ，但诗意的
标题却记在了心里。 绿豆煮夏，夏日
被煮沸了，人们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
凉爽。 又至暑夏，喝着绿豆汤，情不自
禁想起那段在乡下度过的时光。 一口
接着一口 ，时光就这样慢下来 ，眼前
是母亲淘洗绿豆 、烧水 、熬汤的熟悉
身影……

（作者供职于广西钟山县供电公司）

““奇奇缝缝””生生于于黔黔西西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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