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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明珠刘家峡黄河明珠刘家峡

■刘志宏

一

史诗般的辉煌，自刘家峡厚重的热土中
崛起，让千里陇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绽
放出一片绚烂的礼花。

一首奋斗的颂歌，从大坝耸起的高度爆
出热烈的火焰，点燃西部光明的灯盏。

一道伟岸的风景，伴着黄河水日夜不息
的奔腾之声，擎起高原苍茫的底色。

根根银线伴着一座座铁塔伸向远方，
笔直的腔调横过岁月的额头，在天地间生
成一道壮美的风光，静静丈量着黄河三峡
的身躯。

刘家峡啊，在神州惊奇的视线里，跃动
的能量潜在深深的黄土地中，让热血擦拭
岁月的足迹，走向世纪的辉煌。

二

把所有感动和希望放飞在永靖的体温
里，让遥望的双眸在高原的海拔上感受繁荣
的热度。

铿锵的话语回荡在“花儿”清亮的音符
中，在黄河风情线上点亮希冀的光，那是一
种热爱的情结，一种春天的期望。

水之城，帆之家。独立自主勘测设计、
制造设备、施工安装、调试管理的四个“独立
自主”，足以让电力人引以为豪。

中国最高的重力坝、中国最大的地下

厂房、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
中国第一台 30 万千瓦双水内冷水轮发电机
组……刘家峡啊，凭借着人拉肩扛，在共和
国的水电蓝图上镌刻丰碑。

三

你是黄河母亲鬓发上一朵美丽的簪
缨、陇原大地胸襟上一个闪光的符号。高
峡出平湖，你点燃了大西北敞亮的明天。

巍巍祁连绵延，松涛雪峰铸就河西的钢
筋铁骨。

浩浩秦腔放歌，吟唱出八百里秦川的浩
荡四季。

青海湖的胸怀，荡漾着千古不朽的舞姿
和身影。

贺兰山的雄奇，诉说着塞上江南的文明
和传承。

奔放的想象与涌动的浪花，飞跃大
坝，向澎湃的热血缓缓倾注。远去的银线
和矗立的铁塔，隐藏于灯火中，触摸大西
北跳动的脉搏。

曾经风起云涌，曾经巨浪拍岸。你敞
开大河的胸怀，以仰卧的姿势，感悟生命的
内核。千里田畴举起小麦高粱的歌吟，细
浪柔波流进游人惊喜的双眸……

四

刘家峡，犹如一弯虹，历经千难万险，神
奇地挺起脊梁，在平凡而又深刻的汗水里，

成为一页闪光的记忆。
撩开时间之帘，承担调峰、调频任务，

兼具防洪、防凌、灌溉、养殖、航运、工业
及城市供水等多种功能，如一片森林般
的手臂撑起一阵呐喊，书写每一炉钢花
之下的倔强，表述每一座脚手架击打风雨
的坚韧。

刘家峡，古朴的姿势中传承着一种秉
性，一种风格。

电力人，挚爱的深情里孕育着一种信
念，一种精神。

这些，都凝固成千里陇原的生动雕塑，
被大西北赋予不朽和灿烂，让你我的眼充
满安详，让河流和炊烟温柔向上，让安康的
祝福满含春光……

五

炳灵寺石窟依水而立，阳光吻着碧波诗
一般的语言，笼住莽莽群山的倒影。

刘家峡，一方湿润柔情的雕饰，彰显一
个民族创造的心声，用血肉之躯染一袖芬
芳，演绎血与火的激荡。

刘家峡，历时十多载孕育，以一种凝
重、一种精雕细刻的语言，将奉献和坚强
铸进电力人的意志，叙说一段砥砺无悔的
往事。

那一湖深刻的沉思，让城市有了雄心，让
乡野有了气魄，让百姓岁月静好，安然于心。
于是，那巍然耸立的大坝，掀开九万里汹涌的
波涛，让那水轮机爽朗的轰鸣，让那脚手架
撑起的伟力，见证中国水电的奇迹……

（作者供职于甘肃省地矿局）

■王晓燕

岁月的尽头，风雪的
深 处 ，是 冷 肃 寥 落 的 大
寒。在北方，大寒呈现的
是“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
里”的景象；在南方，时有
冷雾和阴霾，以及严霜和
冰冻。古书上说大寒乃寒
气之逆极，人们要面对的
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

一棵草到了大寒，只
剩下干枯的茎躯；一棵树
到了大寒，繁华落尽；一条
河到了大寒，浮冰封存了
生机；一块土地到了大寒，
变得坚硬深沉。如果说惊
蛰是苏醒，夏至是勃发，霜
降是沉淀，那大寒大抵是
涅槃重生。大寒尽头是立
春，二十四节气就像一条
文化血脉，演绎着自然的
律动、季节的更迭、岁月的轮转和
生命的哲学。

“大寒不寒，春分不暖，要过
点苦日子，越冷越好。”这是父
亲播种庄稼的经验，要有大雪，
要有严寒，压制着小麦和油菜
的生长，这叫挫苗或墩苗。如
果遇到暖冬，农作物长势过旺，
提前拔节抽薹，一旦遇上“倒春
寒”突袭，则不堪一击。所以小
寒、大寒，对植物而言都是适时
的历练。

对于人，又何尝不是呢？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

屈伸，弗之怠。”明代文学
家宋濂少时因为家贫，只
得借书抄书，尽管砚台结
冰，手指冻僵，也不曾停
下。为了求学，他背着书
箱，拖着鞋子，行走于深山
巨谷，大雪茫茫，足肤皲
裂。这样的苦寒没有挫倒
一个书生的意志，反而成就
了一代文学大儒。面对恶
劣的环境，唯有坚守和忍
耐，清代王永彬在《围炉夜
话》里这样写道：“困穷之最
难耐者能耐之，苦定回甘。”

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
旅途中的“大寒”——挫
折、困厄、疾病和灾难。假
如一个人有数十年的牢狱
之灾，那简直是天寒地坼
了。西部歌王王洛宾曾饱
受 20 年的牢狱之苦，出狱
时已近古稀之年，可是人

们依然能从他的音乐中听到浪
漫、热烈和欢快，他的脸上永远
有灿烂的笑容，他的歌声中永远
有生命的温暖。

当内心守着一份希望，种着
一片春晖，你就会发现，冬天的枯
树枝有一种内敛笃定的气质，那
些芽苞里储存着生命的顽强与
坚韧，等待着阳光和春风。枝头
有三两声鸟鸣在唤醒时光，风变
软，河水缓缓流动，枯草下隐藏
着绿色，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
走过大寒，就是春天。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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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红

腊八是春节前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过了
这一天，年的味道越来越浓。

古书记载，岁终之月称“腊”，含义有三：一
曰“腊者，接也”，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二曰

“腊者同猎”，指田猎获取禽兽好祭祖祭神，
“腊”从“肉”旁，就是用肉“冬祭”；三曰“腊者，

逐疫迎春”，腊八节又称“佛成道节”，亦名“成
道会”，可以说是十二月初八为腊日的由来。

我的记忆里，乡间村落一直流传着腊月初
八喝腊八粥的习俗，祭祀的同时祈求丰收吉
祥。每年腊月初八，人们将蔬果干物混合在一
起，煮熟成粥，敬献农神，以表示庆丰收之意，
同时进行祷祝。用腊八粥来谐音腊八祝的意
思，就是腊八粥的由来。

进入农历腊月，也是二十四个节气中的冬
至前后，广大乡村有“冬至后，腊猪肉”的习
惯。冬至一到，村头村尾，家家户户都在制作
香肠腊肉腊火腿，拉开过年的序幕。房前屋
后，灶上台下，挂满了香肠腊肉，展示着一年的
丰收硕果。

在古代，传统习俗中的腊八粥是用红小
豆、糯米煮成，后来材料逐渐增多。南宋人周
密所著《武林旧事》说：“用胡桃、松子、乳蕈、
柿蕈、柿栗之类做粥，谓之‘腊八粥’。”其实很
长一段时间，乡村百姓吃腊八粥所用材料多为
糯米、红豆、枣子、栗子、花生、白果、莲子百合
等，也有加入桂圆、龙眼肉、蜜饯等同煮的。

我的母亲只在村头的小学念过三个月书，
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很吃力，可每年的腊八粥却
熬得有滋有味。儿时家里日子拮据，熬粥无非
用的是大米、小米、萝卜、白菜之类。母亲常
说，腊八粥是团圆饭，全家人都应该吃。所
以，那时候，捧着盛满香喷喷腊八粥的大碗，
吃着香甜可口的粥，暖和温馨，全家人早早就
感受到过年的喜庆气氛。

记得有一年，哥哥外出打工，腊月都没有
回家的信息。母亲托人用镇上的公用电话给

哥哥打去电话。哥哥说，打
工没挣到钱，回家的路费都
成 了 问 题 ，过 年 就 不 回 家
了。腊月初八那晚，母亲久
久地端着一碗粥，粥渐渐凉了，她还是没有喝
下去。那时我只觉得腊八粥好吃，没有想太
多，直到之后离开家，才发现这样的节日承载
着母亲太多的辛劳和牵挂。

后来很多年，母亲的腊八粥做得越来越有
味道。生活条件渐渐好转，腊八粥里加入了腊
肉颗粒。母亲总是大清早起来，将火腿肉烧好
洗净，再切成细小均匀的颗粒，倒入锅中与米
粒一起熬制。当时，粥只是一个主食，其他荤
菜素菜摆满一大桌菜，一家人坐在一起，团团
圆圆，其乐融融。

其实，在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中，饮食和
团聚是过节的本来愿望，多少人背井离乡，最
终都要回家一聚。回了家，能和亲人们坐在一
起，哪怕只喝上一碗粥，也是幸福的。所以，一
粥一物，一节一情，腊八是年和团圆的预演，预
示着一切都美好且圆满。

（作者供职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自然资

源和规划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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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烁

作为金山岭长城脚下的村庄，因长城上的一座敌
楼而得名，是此前我对花楼沟村仅有的了解。老话
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长城如何发展乡村
呢？带着这一问题，我走进位于河北省滦平县巴克
什营镇的花楼沟村。

“金山岭长城开放段，全部在花楼沟村。上长城，
必从花楼沟村出发，下长城，又回到花楼沟村。占据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村里人办起了农家乐。”进村的
路上，花楼沟村党支部书记段九来介绍。说话间，
我们已经抵达村口，只见灰瓦白墙，绿树成荫，道路
两旁的特色民宿成群连片，充满设计感的街巷标
识、摄影主题雕塑，吸引游客驻足拍照，“国际摄影
艺术村”几个大字十分醒目。

云海长城、星空长城、雾凇长城，循着农家院外墙
上悬挂的摄影作品，我们见到了农民摄影家崔海明。

“从前，我们在长城上给游客拍照，替摄影爱好者背器
材挣点钱。时间一长，我就在想，家乡的长城景色这
么美，又离得这么近，为什么不自己拍一拍呢？”回忆
起职业生涯的转变，崔海明娓娓道来，“为了拍出好
照片，现在一年要上长城差不多500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村民拿起相机，成为拍摄长
城的行家里手，形成了全民参与摄影的文化氛围。

目前，花楼沟村有 2 名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10
名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近 20 名承德市摄影家协
会会员，摄影成为花楼沟村的金字招牌。很多全国
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求教拍摄点位，探讨摄
影技巧，分享摄影心得。从谋生到爱好，从村民到摄

影家，一幅幅摄影作品见证着他们情怀的迸发、身份
的转变，也见证着村庄的发展。这种文化聚合力，激
发起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村民王新兰经营着一家农家院，闲暇时也给游客
背包。听闻第二天要服务一个来自江苏的摄影团，

我和王大姐相约体验当一次背包客。凌晨4时，我们
顶着满天繁星出发了。夜里一场大雨，长城、山峦在
云海之中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让摄影团大呼来值
了。“金山岭长城自然景观雄奇，长城敌楼密集，素
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美誉，障墙、挡马墙、文
字砖和麒麟影壁被称为‘金山四绝’。”一边走，王大
姐一边详细介绍起山上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军事
设施和民间传说。

“朋友们，今天的云海特别美，我给大家推个景。”
行走途中，碰巧遇上“长城老郭”正在直播。身着休闲
服、肩背双肩包、手持稳定器，带网友们了解长城历
史文化、普及长城知识、传播保护理念，已成为金山
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郭中兴的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被网友称为“长城活地图”的他，短视频平台
的“粉丝”数已超过 41 万。他笑称这里的一砖一墙、
一草一木都再熟悉不过，几乎每天直播一场，主要是
想吸引更多的人关注金山岭长城。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是一个地方独有的资
源，也是最吸引人、最值得挖掘的宝库。依托厚重历
史、秀美长城，花楼沟村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的作用，以文铸魂、以文化人、以文兴业，发展起长城
摄影、研学课堂、特色民宿等文化产业，活跃着一群热
爱长城、守护长城、拍摄长城、宣传长城的人们，村民
们既富了口袋、又富了脑袋，古村落焕发出勃勃生机。

谈到花楼沟村未来的发展，段九来满怀憧憬地
说：“旅游生态化、民宿产业化、村庄景区化，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景区口，摄影主题酒吧已经落成；村部
前，民俗文化展馆、摄影研学基地施工过半；主街旁，
摄影主题花海正在铺就……相信下次再回到这里，
又是另外一番热闹景象。 （作者为人民日报记者）

依托厚重历史依托厚重历史 振兴美丽乡村振兴美丽乡村

刘家峡水电站是中国首座百万千

瓦级水电站、“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

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境内的黄河干流，于

1958 年 9 月开建，1975 年 2 月投产发

电。该水电站的五台大型国产水轮发

电机组总容量 122.5万千瓦，年发电量

55.8亿千瓦时。2018年11月，刘家峡电

站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