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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的时候， 容易让人回忆起农耕时的
往事，回味儿时插秧时的乐趣。

老家的水田，春来得不早也不晚，总在田间地
头流动。扑入眼帘的是恒惠渠的水，在春潮的涌动
下流出渠水的激情。 它流过岁月，流过四季，流出
了家乡春天的好时光。

过往的春天， 留在脑海最深处的便是年少时
的插秧往事。 那年月，每当春耕时节，学校都要放
一周的农忙假， 让我们这些学生回家帮父母抢收
小麦和抢栽稻秧，支援“三夏”生产。 包产到户以
后，我家分得五亩多农田，大都分布在渠道两岸。
由于家里劳动力少，势力单薄，父母每年都要请人
帮忙插秧，让家里人吃上白米细面。

记得那年家里插秧， 母亲事先联系了几个亲
戚来帮忙，头天下午叫我和弟弟去落实，原先说好
的五个人，结果在第二天只来了两个。母亲愁眉不
展，“三夏”大忙季节，龙口夺食，要是误了插秧，就
要误一季庄稼，误一年的收成。 情急之下，母亲便
叫我和弟弟跟他们一起下田插秧。

春天的稻田里，一块块水田似一面面镜子，白
云在水中移动，辉映着红花绿树，当一扎扎秧苗均
匀地抛落在水田里， 空气中便弥漫着秧苗嫩绿的
清香。 在我的印象中，田土刚下户时，采用的则是
大棚育秧，工序较为烦琐，既费力、又耗时。先是把
谷种放在温室大棚里育苗， 秧苗长到十厘米时再
移栽到土质比较好的秧母田里， 待秧苗长至一尺
深时，再分栽到水田里。后来采用薄膜育秧或旱地
育秧，省了中间一道工序，减轻了农人们的负担。

插秧是门技术活，栽好了笔直如立，横竖都是
一条线，栽不好东倒西歪，不好看。 母亲是把插秧
的好手，只见她左手抓起一捆秧苗，拇指和食指敏
捷地将粘在一起的秧苗分开， 右手三指并尖扣住
秧苗根部，找准位置，轻轻一点，秧苗如同出征的
战士一般挺立在水中，有模有样，有形有魂。 在农

村大集体时代，农人们是靠挣工分生活，我母亲在
生产队里是公认的插秧能手，只要她一下田，秧苗
栽得又好又快，不少男劳动力都自愧不如，赢来一
片赞许声。母亲栽的秧苗，深浅适中，窝距分明，根
本不用拉绳固位，行距、横距均匀有序，不得不佩
服母亲插秧的本事。那时的母亲也不嫌累，每天都
是满勤，挣的工分自然也是最高的。

我卷起裤腿， 蹑手蹑脚下了田， 拾起一把秧
苗，学着母亲的样子，专心致志地往田里插。 可抬
头一看，插下去的秧苗不是露出秧头，就是东一株
西一株斜倒在水面上。无论怎么插，秧苗在手里就
是不听使唤。 秧苗漂在水面上，既浪费了时间，又
影响了插秧进度。这时，母亲告诫我：“要把秧苗插
好，不是件容易的事，跟读书一样没那么简单！ 要
用心用情，付出辛劳才会有收获。 ”看着别人在田
里把秧苗插得有行有路，横平竖直，整齐得像流畅
的诗行，站在田埂上一眼能望见尽头，而我费尽心
思插的秧苗横看竖看都不顺眼， 一行行弯弯曲曲
在水中向前延伸，引来了别人的笑话。

当天下午，父亲回家路过田边，看到我插的秧
苗弯弯曲曲东倒西歪， 大发雷霆。 母亲来到我跟
前，手把手教我插秧的基本要领，诸如行距、横距
各一拳头，每株秧插五到六根苗，入土两厘米；左
手分秧、传秧，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要并拢插
秧，双手必须同时进行，两脚要及时往后平移，秧
苗不能栽在泥脚印里， 母亲边说边示范， 身手舒
展，娴熟自如。渐渐地，我悟出了一些道道来，掌握
了基本步骤，插秧也逐步顺手了。

在田里插秧，人是不可能直立的，全程都是躬
身劳作。 秧苗插到了跟前，人就往后退一步，边栽边
退，一直在给横平竖齐的秧苗方阵让路，到整块水田
布满秧苗为止，人才能直起腰板，舒展活络一下筋
骨，看着绿意萌动的水田，脸上欣慰的笑容也在田边
绽放。 插秧是一个累人的活路，弯腰直腰，脚泡在水

里，一天下来腰疼腿酸，手指有时也会受伤，因为水
田里有时会遇到一些割手的东西、锐利的石块和烂
瓦砾，不小心就会割破手脚，严重的还需要包扎治
疗。 更可怕的是，水田里还有蚂蟥吸附在腿肚子上，
用劲才能把蚂蟥从腿上剥下来，有时会鲜血直流。我
突然间想起五代后梁布袋和尚那首言浅意深的禅
诗《退步》：“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底
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几天的劳作，我腰酸
背疼，双脚胀痛得迈不开步，浑身像散了架一般。

稻秧全部插进地里后，每家每户的心里才踏
实起来。家里人为了感谢插秧的亲朋好友，便到市
场购回大鱼大肉，做起正宗地道的农家菜肴。拿出
土酒、白酒、啤酒，让人大喝起来。也许是耕耘时的
疲惫，插秧的人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喝得昏天暗
地，感觉喝醉了才解决了疲劳。喝醉了互相打情骂
俏，说着酒话，饭饱酒足才回家。农忙假结束，返校
半个月后，我才恢复了往日的“元气”。

秧苗插到水田里几天时间开始返青了， 在夏
日葱葱茏茏，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铺在田里，预示
着又是一个丰收年。

其实，插秧只是由谷种变成大米的初始工序，
接下来要除草、施肥、收割、脱粒等，前前后后有四
五个月时间，从一粒种子入土，都包含着天地人的
和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便是对庄稼汉的
最好诠释。

家乡的春天，犹如一个宽厚仁慈、胸襟开阔的
睿智老人，唤醒了大地，让这个季节借春风吹拂，
让春雨催生，染红桃、点缀李、吐绿柳，落在田野，
大地春光无限，莹莹绿色把家乡装扮得分外俏丽。

本报讯 （通讯员 冉隆兵 ）近日 ，陕西平河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在整理新一轮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
钱豹影像资料。 这是该保护区自去年来再次拍摄到野生金钱豹活动
的画面。

据介绍，金钱豹为食肉目猫科豹属动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作
为秦岭目前发现的大型食肉动物，具有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作用，
也是衡量当地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标尺。

陕西平河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宁陕县境内， 是中国大熊猫分
布区域的最东端。 近年来， 随着宁陕县动植物保护宣传的力度不断加
大，县域内生态环境实现良好发展，野生动植物种类日益丰富，尤其是
国家珍稀保护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长。本次采集的珍贵影像资料，为后
续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科学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春分刚过 ， 渚河流域下了一场透墒
雨，两岸的茶园披上了新绿。 紫阳县红椿
镇尚坝村迎来一拨不速之客 。 说起这些
不速之客， 其实就是当年在这块土地上
的耕耘者和茶产业的见证人 。 在那激情
燃烧的岁月里 ， 他们凭着自信坚守在这
里育茶苗 、建茶园 、办茶厂 ，编织 “贡茶 ”
极品“紫阳春”的故事。 渚河流域的紫阳
茶从此声名远扬了。

三月下旬的一天 ， 我和龙安冒着蒙
蒙细雨从县城出发，搭乘一辆私家车 ，沿
瓦房店 “魔芋堡 ”西进 ，径直向尚坝村进
发。 窗外， 一幅春和景明的景象映入眼
帘，山的那边“桃之夭夭，烁烁其华 ”。 蜂
起蝶舞，飞渡油菜花。 脑海里浮现出二十
多年前七里沟最难忘的一幕 ， 村民冒着
严寒挥舞锄头开挖整齐划一的茶带 ，十
几头耕牛深翻百亩良田 ，“福鼎大白毫 ”
在渚河的土地上落户了 。 小镇沐浴着春
雨 ，令人刮目相看 ，龙入洞穴河改道 ，街

道宽畅了， 盘龙观脚下还建起了工厂和
电站。 悠悠渚河、醉美尚坝以其独特的魅
力见证着这方山水的沧桑巨变。

尚坝村位于渚河流域的红椿镇境内，
西北与汉中市镇巴县巴庙镇相邻， 境内山
清水秀，古木参天，以盛产优质茶叶久负盛
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尚坝茶因品质优良
而荣获省政府一辆“东风”牌汽车的奖励。
茶马贸易彰显茶的战略地位，历史上的“茶
马古道”途径尚坝村“羁马庄”，因地处米仓
山深谷，居陕南紫阳连接西乡通往甘肃、宁
夏西北内陆茶马贸易上的要塞之地而闻名
遐迩。 当年运输茶叶“战略物资”的商队浩
浩荡荡，沿线的“背老二”、“毛葫芦” 络绎
不绝，或在羁马庄客栈下榻歇脚，或打尖过
夜，如今拴马的石桩依稀可见。

雨过天晴， 车行七里沟， 环绕吴家院
落。 举目望去，古老的银杏树生机勃勃，一
排排“千年麻柳”伫立在渚河岸边，守望着
尚坝村。古树掩映，绿水长流，山间别墅，人

影好像在绿色的梦幻里流动。
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 期盼多年的朋

友终于在“茶马古道”上的尚坝村相会了。
筱波在前引路， 我们紧随其后走进隆浒生
态茶楼， 仿佛这是很多年前与春天的一次
约会。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制茶能手，她的手
艺堪称一绝， 曾在陕西省手工制茶技能大
赛中荣获一等奖，享有“金州工匠”和“陕西
省技术能手”称号。 闲聊之际，几杯春分茶
已经泡好了，新茶色泽翠绿，清香扑鼻，我
情不自禁地端起茶杯， 于虎年品尝第一口
春天的味道。 这是从古茶树上采摘加工
的一款茶叶极品。听当地茶农说，尚坝村的
古茶树成精了！ 最大的一棵古茶树树龄达
两百多年，其茶叶品质堪称一绝，并受到陕
西省林业厅挂牌保护。

尚坝村的山水魅力无穷 ，尚坝人最
爱讲紫阳茶故事，古茶树、制茶人、茶马古
道……这些字眼里蕴藏着厚重的文化
底蕴 ， 然而最精彩的莫过于徐向前渚河

历险的故事。
1934 年，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亲临东线指挥红军反围剿作战 ， 辗转陕
南边境，因迷路而误入渚河下游 ，徐向前
和几个参谋来到了镇巴与紫阳交界的花
楼庙一带。 在遭遇敌军地毯式搜查的危
急时刻， 巧遇尚坝乡农民任必亭及两个
亲戚到四川背盐路过这里 ， 几名红军化
装成老百姓 ， 在任必亭的带领下 ， 抄小
路，经渔渡坝，巧妙地避开了敌人关卡的
盘查，安全地将徐向前送往大竹河苏区 。
回家后，任必亭按照徐向前的嘱托 ，建立
了小河口农会和尚坝农会 。 在万源保卫
战期间，任必亭组织农会支援前线 ，把茶
叶、粮食、蔬菜等物资送往前线。

往事如烟，远去的“茶马古道”，红色基
因却永恒地流淌在尚坝村的土地上， 滋润
着一代又一代茶乡儿女。 茶之精灵满载着
茶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新时代放飞乡
村振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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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连才

插插

秧秧

时时

光光

□

李
永
明

“我在安康已经生活了十几年，我们的孩子现在
都不愿意回老家了， 回到老家那边就总问我什么时
候回安康？ ”在安康城区东正街经营烧烤店的新疆籍
来安务工人员买买提满脸笑意地说。

老城街道位于安康中心城区，常驻和流动人口 8
万余人，常住少数民族 1.3 万人，是我市少数民族聚
集地和宗教场所集中区。 近年来，老城街道一手抓管
理，一手抓服务，不断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
深入开展各类创建活动，先后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先进集体”“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荣誉
称号，所辖鼓楼社区和兴安路社区被授予“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组织有力，推进有序。 该街道积极构建“党工委
书记主抓，副书记直接抓，社区书记分别抓”的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格局。 在街道“5432”总体工作思
路中，将民族团结进步纳入“四个争先锋”当中。 同
时，该街道体制改革将原有的 22 个站所办设置为六
办两所三中心，增设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中心，单独成
立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中心党支部， 配齐配强工作人
员，真正形成党委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
推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格局。

凝聚共识，协调联动。 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六
进” 活动为载体， 结合街道党工委党史学习教育要
求，扎实开展“三结合两带动”（即与老城街道“四个
争先锋”紧密结合，与提升干部能力、深化作风建设
紧密结合，与为民办实事紧密结合；以党员干部学带
动群众学，知党感恩跟党走，以筑牢群众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带动民族团结进步共奋斗），确保党史学
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走实走深。 近年来，累计
开展民族团结文艺汇演 5 次，美食节活动 2 届，民族
政策法规宣传活动 21 次， 制作宣传展板 125 块、发
放宣传册、宣传品 2000 余份。

区域建设，示范带动。 该街道多方汇报争取，促
进区域发展， 按照市政府提出的提升老城首先提升
东关的要求，先后对东关街区内东西大街、南正街、
鼓楼街等区域进行综合改造。 建成了民族特色小吃
一条街、民族夜市城和静宁路农贸综合市场等项目。
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整理东关片区内多元文化、历
史古迹等资源， 顺利高效完成了东关历史文化街区
的规划、申报工作，编制了《东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2020 年 12 月 28 日东关片区被命名为陕西省
第三批历史文化街区。

资源整合，创新驱动。 该街道将依法治理与亲情服
务相结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其成为汉滨区推进城
市民族工作的亮点。 兴安路社区有外来新疆籍务工人
员 30 多人，市区相关单位在兴安路社区建成新疆工作
组驻安康服务管理工作站。 2017年成立了新疆驻陕西
工作组安康党支部，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在安
新疆少数民族群众自觉提升政治素养。

截至目前， 该街道已建成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3
处，设立幼儿园 2 所，汉滨区少数民族公墓正开工筹
建……街道着力民生愿景， 让民族团结进步像一粒
种子，深深地植根于老城每个人心中，春华秋实，发
芽开花，结累累硕果。

本报讯（通讯员 宋玉凤）“小张，我们刚扫你们贴的那个二维码登
记过了，是不是不用再填这个表了？”“是的，是的，不用填了。”这是近日
汉滨区江北街道西站社区干部入户排查来安返安人员信息途中出现的
一幕。

西站社区紧邻安康火车站，社区面积广、人口多、流动性强，疫情防控
压力大。 为快速掌握来安返安人员情况，西站社区积极创新工作方式，“量
身定制”一款金山表单小程序，精准采集居民疫情防控相关信息。

“这款软件既可以手机操作，也可以通过电脑提取所需信息。”小程
序创编者张玲玲说，社区疫情防控小程序已使用三月有余，前期设计时
只有“二维码扫码报备”系统，主要采集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返安
时间、来安返安乘坐交通工具等 10 项信息，后期又根据实际需求，增设
居家隔离、健康监测人员“体温打卡定位”系统，极大地方便了重点人员
管控。

据了解，小程序方便、简单、易操作，辖区居民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
快速填写信息，整个过程仅需一分钟。信息填写后，后台会自动生成、自
动汇总。 工作人员根据居民所反馈的信息，分类精准落实管控措施，不
但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压力，规避潜在风险，也大大提高了摸排效率，使
社区“防护墙”更加牢固。

如今，该款小程序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宣传横幅、微信群、通知等方
式遍布西站社区楼栋院落、大街小巷，被辖区群众广泛使用，累计收集
二维码报备信息 1500 余条，体温打卡定位信息 950 余条。针对残疾人、
老年人等不便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社区仍按照网格划分，安排工作人
员入户登记信息，居民也可拨打社区电话完成登记。

民 族 团 结 花 儿 红
通讯员 刘亚婷

一张表单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宁陕境内再现野生
金钱豹活动画面

本报讯（通讯员 沈亚萍）近日，旬阳市麻坪
镇寨湾村支书黄义琴拿着扫把， 与她的伙伴们
打扫村庄道路卫生。 黄义琴说：“村庄无垃圾堆
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生产生活物品堆
放规范，房前屋后干净卫生，道路两侧环境整洁
……这就是我们这个队伍长期坚持下来的意
义。 ”

和寨湾村一样， 麻坪镇所有村庄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中都轰轰烈烈地发生着看得
见、摸得着的变化。 长期以来，麻坪镇实行镇有
环卫队伍、村有保洁人员和道路有人扫、垃圾有
人收的农村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按责任划分到
村、到户、到人，各村按区域配备专职人员和建
立垃圾集中存放点，养路工、护河员等公益岗负
责区域环境卫生，农户负责庭院卫生，通过内外
双包实现垃圾及时进桶、进池，及时转运。 每月
对保洁员和农户的卫生情况进行公示和评比，
让人人都成为环境卫生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将
环境卫生“脏、乱、差”的现象转变为“整洁美”的
新面貌。

环境变美了，物质富足了，精神文明更不能
落后。 麻坪镇积极兴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农
家书屋”、 农村文化广场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
依托“乡村舞台”，积极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活
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各村积极设置“善行义
举榜”、“道德评议红黑榜”等宣传栏，宣传助人
为乐、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方面的好人好事。
定期召开道德模范表彰会，对“星级文明户”“好
媳妇”“好婆婆”等进行表彰，弘扬正能量，传播
文明乡风，让群众既“身有所栖”又“心有所寄”。

平时，我喜欢读报。
一日，看见《人民日报》刊发了岚皋籍作家黄开林先生写的散文《小

城岚皋云雾飘》，顿时吸引了我的眼球。一口气读完后，我对那个小得秀
气，依山傍水，常年云雾不断，富有诗情画意的小城充满了向往。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也或许是机缘巧合，在广东肇庆市工作
了 19 年的我，竟在今年 7 月回到了陕西安康，在距家不足一百公里的
岚皋县城上班。 回到生于斯养于斯地方，来到这个山区小县，我有了更
多的时间走进这里幽深葱郁的沟沟峁峁， 有了更多的兴趣去领略这里
的如黛青山、飘飘白云，也算弥补了多年我远离故土的情感缺憾。 开林
先生文中描绘的场景，晴好的天气在岚皋随处可见，若是雨后天气未转
晴前，则会呈现出如梦如幻的别样景观。

我住在离单位不远的陈家沟小区，每每雨后这样的日子，只要有空
不需出城，我便径自走出小区来到后面上山的路，举目便可看见青山在
氤氲中缭绕的美景，与周边翠色欲滴的草木、山下的农舍相映成趣。

信步闲庭，四下观景，万物清新，绿意径直在心里流淌，空气中夹杂
着清爽之气和泥土草木的清香气味， 扑鼻而来， 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
觉。

我来岚皋时，正值多雨的夏季，而今年的雨水又是特别的多，隔三
差五就来上一场，以致于这种美景时时出现，有时倚在办公室的窗前远
眺对面群山，一缕幸福情愫不禁流淌。 这种景观对当地人来说，或许早
已见惯不怪，但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翻阅《岚皋县情》，见岚皋原名砖坪，因县城依巴山而建，滨岚河而
居，后改名为“岚皋”。“岚”，山中之雾气；“皋”，水边之高地，我想这个名
字改得真是贴切到位，还多了几分雅致和诗意。

下乡采访，每到一地我都用手机录下在岚皋见到的山水小视频，分
别标上时间地点，并会择优在朋友圈中上发表，同时写下“巴山画廊”、
“等你入画来”一类话语！

圈内广东的朋友看了，个个惊掉了下巴，纷纷向我咨询来一趟岚皋
的旅游费用，想见识一下这广东没有的景观。我向友人推送几个岚皋融
媒体中心制作的南宫山、 千层河红叶抖音视频和南宫山杯红叶大赛的
摄影作品。 友人感叹道：“云雾飘飘，这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景色这般
的撩人，真是抬眼是画、低头是诗。 ”继而戏言：还以为你回去在旅游局
上班呢，要么咋会用岚皋的美色勾引我？看来你这次回老家的路子算是
走对了，能在这样的一座的城市生活是何等享受，花五毛钱呼吸一口也
值呀！友人们虽说的笑话，但从言语中看出他们对这里良好的生态充满
了向往。

“饭我管，机票车费自理！” 我在群里的提议得到了友人一致赞同。
应大伙儿的要求，我前几天又向他们推荐了岚皋县情、重要景点：如南
宫山、神河源大草原、全胜寨、巴人部落、杨家院子，以及巴山非遗美食，
吊罐肉、酸辣魔芋、巴人辣子鸡、洋芋粑粑炒腊肉，神仙豆腐，以壮出行
欲望的摔碗酒……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是一年最佳的旅游季节。 广东的几个记者朋
友相约明年春天组团来岚皋，一起来领略如诗、如画、如歌的小城风光，
用笔和镜头来记录岚皋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

我想岚皋人的热情、岚皋县域的美景，定会让他们不“醉”不归，不
虚此行！

相约到小城
□ 张天兵

麻麻
坪坪
环环
境境
美美
了了
百百
姓姓
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