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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纯洁的薄冰为您铺上地毯
让温柔的白雪把您送过来
让最后的冰瀑献上灵动的诗行
其实，马耳杆也好
大指拇山也好
新梯子和泥荡坪也好

都和我们一样
在冰雪的追逐中
用阳光装饰着愿望
冰雪脚步匆匆
走向您——春天
您呢，即使还没有发芽

也回敬一个绚丽的梦想

冰雪迎春
陆清华

1月底，又去南川看雪。去
年是初二去的，跟随两位朋友环

金佛山一路车行，被银装素裹的
冰雪世界深深激发，像个小孩子

一样又蹦又叫，也面对一片洁白

发愿要更勇敢，配得上虎年的气
质。每一年都给自己一个年度

关键词，真的很有意思，虎年的

勇敢颇有成效，做了过去不想做
也不敢做的事，虽不是事事都有

想要的结果，但真的都去做了，

比如申报国规办课题，申报教学

成果奖，做口语表达读本，深化
单元整体教学研究，做课改中国

行，带成长共同体……于是，惦

记着再看雪，再许愿，再努力。
今年的行程依然是朋友规

划，我们去了大山深处的德隆
镇，下到了一个叫作陶坪村的山

沟沟。这一路，太多感慨。

中国茶始于西南，这很颠
覆我的认知。南川的大树茶颇

有历史，据说陆羽当年就到过
德隆，在山之巅有古茶树，还居
然有个小小的茶博物馆，很系

统地梳理了茶在西南地区和南

川的历史。管理员以前是老
师，很热情地介绍南川大树茶

“金山红”，执意泡了让我们
喝。站在高处看出去，树啊、房

子啊、地里的庄稼啊，都顶着蓬
松的白雪，整个世界似乎都干
净了，安静了，那种清冽的纯粹

和广阔让人自然褪去浮躁和轻

狂，任何时候，大自然都有疗愈
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到了海拔1298
米的陶坪村大茶岗，吃过很典型

的农家饭菜，换乘一辆吉普顺着

山沟沟一路下行，看天壶，穿行
海螺沟，体验芝麻开门。

开车的师傅姓梁，1971 年
生，算起来已是年过半百，但他

的言行谈吐给我的感觉就是一

小伙子，热情、行动敏捷、朴实又
得体，据说他的这辆车被当地村

民叫作功勋车，当初花了 9万多

元买来。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
本地人其实已经在外有了城市

生活，但他放不下这个山沟沟，

总想着能让它有新活力，于是，

他就开着这辆车各种转悠，据
说如今最著名的天壶景点他曾

带了不下 2000人去看过，希望

借他人的慧眼能看出点什么，
造福当地。老天没有辜负这个

有心人，他终于等到了喜哥华
哥，他们三人砍树削枝，终于找

到一个美妙的角度，这块不知

矗立了多少年的巨石终于有了
自己的名字“天壶”，呼应着山顶

的大树茶，有茶有壶，山沟沟也
终于有了自己的魂。

去到“天壶”的路是村民自

行砍出来的，后来政府出资升

级，承包人也主动掏了腰包。陶
坪的开发就这样以村民自发的

姿态开始了。

被叫作“海螺沟”的景点以
前只能拉着树丫和绳子上下，现
在有了一条石板路，独特的地形

地貌，随处可见的古生物化石让

人产生各种联想，这里，曾经是

怎样的世界。
更让人浮想联翩的是“洞

砦”，据说是过去人们避战防匪

的。小梁带着几个人，遍访村里
的老人，一个一个造访，编号，记

录，总共居然有三十多个。我们
去到一个出入相对容易、被叫作

“芝麻开门”的洞砦，不得不佩服
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天然的石

洞经人力的改造，客厅、卧房、厨

房一应俱全，洞壁还有烧火的痕
迹，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窗户可

以关合，大门精巧到严丝合缝，

都是厚厚的石块做成。
进出洞砦也需要铺路，政府

出 150元一米，村民有时候可能

有小赚，更多时候要倒贴，但大

家完全不在乎，想的就是怎么把
事情做好，能让陶坪的配套更

好，吸引更多游客。

坐这样的功勋车一路走，有
小梁和华哥这样的功勋人一路

相陪，遇见的每一个路人都热情
地招呼我们喝茶吃饭，那种全村

一家人的热情和熟络是亲切又

久远的记忆。路边有户人家，以
前是贫困户，现在吃上了“旅游

饭”脱了贫，成了来往人们的落
脚处。门口有两只狗，一只叫胖
子，一只叫熊二，训练有素，从不

进屋，好脾气，随便摸，人缘颇

好。我们去的时候，厨房火势正
旺的炉子上煮着一大盆狗食，这

家念小学的小儿子拿着一根棍

子不时搅动。女主人热情健谈，
张罗几桌农家饭不在话下，一个
巨大的盆里装着削好的红薯，她

招呼我们自己拿袋子随便装。

男主人则去雪地里现找了萝卜

和白菜，那叫一个新鲜脆嫩。
真的是山沟沟啊，坡陡，路

窄；但真的又是宝藏之地啊，奇

石、险峰、洞砦，最宝藏的在我看
来是人，是陶坪的村民。农耕社

会、小农意识，这是我们对农村
的普遍印象，但今天的陶坪让我

看到现代农民的开放与大气。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不能等靠

要，陶坪经验是主动作为，政府

支持。
《守望陶坪》是一支制作很

有水准的MV，词作者是摄友诗

人陆清华，谱曲、演唱、拍摄、制
作，每个参与者都表示，自己出

力出钱。能把业余爱好玩成乡

村振兴，那种成就感应该是无以

言表的；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助
力乡村振兴，那种我在其间的骄

傲也是油然而生的。

前奏起，是一个男童的乡
音：以前都是我和婆婆公公在一

起的，今年爸爸妈妈回来了，乡
里乡亲也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创

业，爸爸妈妈回来之后我们生活

就变得热闹起来了……“一种精
神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带动全村

人，全村人影响着无数的人”“你
是我的憧憬和憧憬，你是我的脚
印和脚印，你是我的发现和发

现，你是我的风景和风景”，歌词

很朴素，了解了背后的故事就觉
得每一句都发自肺腑，陶坪最美

的风景是人，是山沟沟里的现代

农民！临走的时候，特意请小梁
站在功勋车前为他拍了一张照
片，他就是那个把乡愁化作乡村

振兴的中国农民！

看雪，看到这样壮阔的乡村

图景，备受启发与鼓舞。兔年，
我的年度关键词是“温柔”，这意
味着更温暖、更柔和，用更美好

的方式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图
景，更壮阔的教育图景！

又见冬雪南川行
MM

雄壮的山，弯弯的田
错落有致紧相连
很神奇，很壮观

好似一道道，美丽的抛物线
山水相间，有无数弯弯的田
五谷在这里生，在这里长
五谷之花在这里盛开

给人惊喜与希冀
弯弯的梯田

充分显示了乡民聪明能干
不浪费土地，扁扁角角都修成梯田

播下种子，开花结果
乡民们在梯田干活

不怕酷暑和风霜，不怕烈日炎炎

他们感到多么自豪

辛勤的汗水，流进梯田
换来幸福花开

五谷飘香，爽爽的气息

飘到四方八面
好像一幅国画

多么美，永远珍藏人间
乡民们辛勤耕耘，日夜苦战

创造的梯田，大美人间
乡民们为梯田作贡献

弯弯的梯田
永远风光弥漫

弯弯的梯田
钟华

一个周末，和表妹两家人找
了个评价还不错的农家乐，妈妈
和姨妈去点菜，我和表妹则走出

大门，来到大院贪婪地呼吸着这
里新鲜的空气。微风袭来，竹叶

的香气也混在那团柔和里，悄然
跃进我眼眸。

印象中，通往乡村田园的车
道旁，总会存在一片或几片竹

林。妹妹说，这里景色不错，适
合摄影，便掏出手机，开始耐心

地教我如何构图。可此时，我的
心思早已偷偷溜走了。修长的

叶片躺在地上，静静地诉说着春
夏的瑰丽。

它跟我讲述一场春雨过后，

嫩嫩的小尖芽冲破泥土的束缚，
钻进了阳光里；讲述笋儿挺直腰
板，想长到和太阳比肩；讲述竹

竿探出细细的枝叶，茂盛了这片
竹林。我蹲下身把它捡起，脉络

间满是岁月的划痕，数不清的风
雨在它身上留下到此一游的

标识。
我回想起清明回村里山林

间，舅舅会掏出一把锄头，在附
近的土地上寻找合适的目标。

笋太大，没口感，笋太小，则放过
它，让它再长长。可我记忆中的

山上，也从未出现过成片的
竹林。

风儿绕过直冲天空的竹子

们，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带进了
另一个世界。李慕白和玉娇龙
仿佛正在我身旁打斗。也许竹

林背后有一方水潭，正有练习独
竹漂的女子遗世而独立。不得

不说，恬静的竹林确实给人一种
武侠风的韵味，武林人士也踏着

一根根坚韧的竹阅遍了世间
百态。

现在倒是很难见到行走在
竹上、健步如飞的人了，他们只

是把竹握在手心，或捧在手里，
或是背在背上。智慧的劳动人

民用竹编成一卷卷竹简，编出一
个个篮筐，编写了人与竹和谐相

处的篇章。我忽然就想起了在

中学课本上看到的傣族竹楼，若
是在那样的房屋中生活，人大概
也会沾染上幽幽竹香。

竹不仅和人相处和谐，在植
物界也是鼎鼎有名的君子。中

通外直、宁折不屈，仿佛一切美
好的品质都能在它身上体现。

南朝诗人刘孝先曾写诗句：“竹
生空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

高洁，徒自抱贞心。”想必身处竹
林，谁都会心生出飘飘然的感

觉吧。
屋前，妈妈喊着“开饭了”，

示意我回去。伴着身后竹林的
轻语，我想，带着竹香吃饭一定

也很恬适吧。

竹语
雷添忆

在乡下，有很多难忘的民间
手艺，吹糖人便是充满快乐和美
好的一段抹不掉的记忆。

吹糖人的师傅来到村子，在
孩子们扎堆的地方安顿下来，孩

子们就像炸了锅，“轰”的一声围

拢过来。乡村的日子里，孩子们
便有了自己的快乐和欢愉。

吹糖人的师傅挑着担子，担

子的一头是一个小柜子，柜面上
放着一个圆木盘，圆木盘上画着
宽窄不等的由圆心向外呈辐射形
的格子，格子里面写着关公、猴

子、大公鸡等各种孩子们喜爱的
人物和动物。圆木盘中心有一个

固定在线轴上的转杆，转杆的顶

头垂一根小针，转杆停止跳动时，
小针指向哪个格子，孩子们就中
哪个奖。当然奖品越大，格子就

越窄，命中的几率就越低。担子
的另一头是一个小炭火炉，上面

支着一口铜锅，里面熬着饴糖，下

面有几个抽屉，用来放原料、竹签
和木炭。看到吹糖人的师傅熟悉

的影子，我和小朋友心里直痒痒，

随即就嬉笑着跑回家。
我揣着甜蜜的心事，在屋里

屋外寻寻觅觅，找一些废弃的塑
料、牙膏皮，去向师傅换糖人。

我手里拿着可用作换糖人的物
料跑出去，当然母亲有时也会塞

给我几个零钱，这个时候，我会

感到乡村的童年真好真快乐，我
还会想，那吹糖人的师傅一定是
被哪个孩子邀来的。

我从人群里挤过去，“咯咯”
地笑着，拨动一下固定在线轴上

的转杆，说来也巧，常常会中一

个“糖人猴子”。吹糖人的师傅
将加热的饴糖揪下一团，揉成圆

球，再用食指沾上少量淀粉，压

一个深坑，收紧外口，快速拉出，
拉到一定细度时，猛地折断糖
棒，糖棒犹如细管，师傅立即吹
气造型。师傅手法准确迅捷，造

型简洁生动，眨眼间，一个手持
金箍棒的“孙猴子”便栩栩如生

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还有“关公”

“大公鸡”以及造型各异的花鸟
鱼虫、人物百态等，一个个鲜活
生动，样子可爱极了。吹糖人的

师傅变戏法一般的技法，我们看
得入神又好奇，接着是一阵热烈

的欢笑声。我和小朋友拿着晶

莹剔透的糖人，你看看我，我看
看你，在简朴的村子里忘情地快

乐着。

这是童年的事情了。天滚
着天，月滚着月，年滚着年，时光
就这样匆匆地过去了。在曾经
的时光里，我总会唤起一些美好

的记忆和淡忘已久的欢乐和喜
悦，更忆念那难以忘怀的民间手

艺吹糖人。

乡间吹糖人
卜庆萍

春未老，东风起
森林与高山被笼罩在烟雨中

把船桨置于如丝的水中

泛舟虽难行，等到夜色渐深

携一壶一直在时光里珍藏的陈酿
开启的瞬间，似是故人来

在天边云朵平添了一道殷虹
闲聊这些年的潮起潮落

和在红尘中的人来人往

不会有电光火石的恍惚
有的只是平淡如故人一般的熟悉
如年少气盛时香烟包装上的味道

如小时候陀螺在脚下的哼鸣声

有笑语，有声音和眼里积攒的思念

凉风缓缓吹拂

似催身着青衫的故人
而我，早已用新火烹煮了新茶

为暗淡的夜添一抹暖色

似是故人来
许俊苗

立春之后，百草回芽，海棠花萌动
“吐春”，迎春花吐“蕊”含馨，又到了踏青

赏春好时节。

这座坐落于世界自然遗产金佛山脚

下的南川城，刚下了一场春雨，空气中弥

漫的是春天的味道。听春雨，品春茶，吃
春卷，拍春花，想着那所有关于春天的一

切，一切……

这个时节，去花山公园上面吃一顿
麦耳朵，成了朋友们心照不宣的约定。

周末，我约上好友准备去吃麦耳

朵。朋友A说，“走，坐他的车，拉我们上
去。”我和朋友B异口同声地反驳，“坐什

么车，走路多好，不要一味想着走捷径，
脚踏实地才接地气，才能感悟生活，近距

离体会春天的味道。”

春天为我们打开了话匣子。一路
上，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南川这几年的变

化。就以城区花山公园为例，停车场的

修建缓解了该片区停车难的问题，随着
健身步道、童趣园、健身区等特色景观的

升级，让公园成为了市民亲近自然、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

没多久，我们来到了王嫂家，每人点了一份老盐菜腊肉
麦耳朵，另外还配上了洋芋花、油醪糟、油茶等好吃的。王

嫂边熬汤边对我们说，“立春后，到山上来吃麦耳朵的人今
年特别多，我们老两口都快忙不过来了，有的还是外地来南

川旅游的。”

元宵节那天，许多外地游客从东街的家庭记忆馆出来，
感受了南川旧时光沉淀的力量，随后专门上山来吃麦耳朵，

据说花山公园的麦耳朵已经在多个直播平台出名了。

这也不足为奇，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大量基层党
员干部也积极融入时代潮流，借助互联网推广文化旅游和

特色产品，助力当地经济发展。朋友A刚好在区里的文旅

委工作，他说：“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是推广员，前几天

还同他们科室的同事们一起去景点拍抖音呢，全民宣传南
川旅游，宣传特色美食。”

麦耳朵其实就是面食的一种，跟刀削面、铺盖面一样。

制作麦耳朵是有讲究的，和面的时候加鸡蛋，加一点盐，搅
拌均匀、反复揉紧，制成不干不清的面团，揉好后放色拉油
醒半小时，其实前期处理面团的流程跟其他面食差不多。
但最关键的环节是要请上家乡最正宗的老盐菜，放上西红

柿、四季豆一并煎炒，熬汤，再将醒好的面团用手拉扯成耳

朵形状的面块，至于厚度嘛，全凭手感，之后放入汤中煮熟
即可。现在榨汁机方便，和面的水可以加入火龙果汁、菠菜
汁，麦耳朵的花样也多起来了。

“来来，你们的麦耳朵上桌了，让你们久等了，请慢用

哟。”王嫂满怀热情地将精心制作的美食端上来。一股腊
香、麦香飘来，令人食欲大增，喝一口麦耳朵汤，更觉味鲜。
朋友A说，“好吃，特别劲道，这老板服务态度也好。”朋友B
是西城会峰村人，他说，“为什么麦耳朵这么好吃，是因为加

了老盐菜，太香了。”想要品尝到一碗正宗的南川麦耳朵，老

盐菜必不可少。在他老家，老盐菜成了支柱产业。每逢一
二月份青菜头收获的时节，村民们就会选用优质青菜头，经

“三腌三晒”，制作老盐菜。简单的腌制方法保留了腌菜的
自然风味，可蒸、煮、煎、炒，制作出多种菜品。

在这春风和煦的日子里，和朋友聊聊天，欣赏着公园的
美景，吃着麦耳朵，感受细致的服务，感叹乡村振兴产业的

红火，似乎整个世界都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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