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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湾，原名燕子湾，现称燕湾村，位于旬
阳市金寨镇寨河东岸，偌大一块平地，渐渐
演变成水田，周围群山环抱，宛如仙境的山
峦与盘龙般的峡谷完美交汇，湾里荷花悄然
绽放，惊艳了整个夏天。

走进燕湾村，随时都可以看到燕子自由
自在、灵活自如地盘旋在半空，翩翩飞舞、曼
妙灵动的身姿宛若精灵舞者。它们时而一个
俯冲、紧贴荷田，时而腾空一跃、直击云端，
时而喃喃昵语，像是在表演诗歌朗诵，形成
独特的风景线，吸引远近游客抬头观看。

一群燕子，一湾荷花，构成一幅绝美的
风景画。一行佳丽身穿旗袍，挨着白云，依着
远山，漫步荷花步道间，为夏日增添了别样
的韵味。

燕湾这地方与别处不同，水资源十分丰
富，山洞里流水、半山腰渗水、岩石上滴水，
虽然量不大，但经年累月，涓涓细流从未间
断，汇集到燕湾后，便使原来的旱地变成了
水田。有水的地方一般会有荷，渐渐地，人们
便习惯在房前屋后种稻养鱼、 栽植莲藕，不
经意间，燕湾已是碧叶连天，绿影浮动、荷风
送爽，格外惬意。

可别看今朝如此美丽，昔日的燕湾却是
落后的“厌人湾”、烂河滩。近年来，金寨镇政
府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 “三变”
改革为基础，通过村企联建、产业扶贫，重启
撂荒地， 把有水源条件的荒地建成莲藕田，
修整高标准水田 100 亩、 新建水田 50 亩种
植莲菜， 重启撂荒地种植瓜果蔬菜 500 亩，
让人均纯收入翻了十倍，越来越多的村民像
春天归来的燕子，回到家乡加入乡村振兴的

队列。
燕湾荷花园是金寨镇借水生景，打造现

代设施农业，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增加农民
收入的重要载体。 以前村民自发种小麦、油
菜、玉米等传统作物，都是散户耕种，疏于管
理且效益低，土地出现过撂荒现象。

清晨，漫步在百亩荷田边，贪婪地呼吸
着空气中泥土与荷叶的气息，一湾翠绿的荷
叶园，一株株亭亭玉立、含苞待放的荷花，就
像一个个披着绿纱在水中沐浴的少女，含笑
伫立、清香阵阵。

时值盛夏，人们总想寻找一处清凉的地
方休憩。 一行佳丽身穿旗袍，步履轻盈如仙
子，她们撑着油纸伞，走在荷花园的青石小
路上，向世人展示出女子的自信、优雅与妩
媚。在燕湾碧荷间，芙蓉出清水，荷花与身着
旗袍的女子， 本身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相
得益彰，美到令人惊艳。

游客们也于花丛中留下倩影，使得画卷
中弥漫着浓浓的诗意，他们陶醉在清晨荷塘
的淡香中，久久驻足、不愿离去。

“静美优雅碧波处，满园荷花扑鼻香。”
燕湾，最精致的景观就是荷花园。 荷花竞相
绽放，如同亭亭玉立的少女，站在荷塘岸边，
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迎面扑来的空
气中，清新的荷花香令人沉醉。

燕湾荷花生态园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旅
产品， 是乡村休闲和农业观光的升级业态。
金寨镇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跳出单一发
展的局限，依托自身特有的生态资源、自然
资源、人文资源，结合生态农业、休闲观光，
探索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发展路径。

“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 ”
当上百株紫薇花在凤凰山里绚烂枝头时 ，
我与它们在大南沟相遇。

车下了恒口高速， 月河川道就静静地
在眼前铺开，田、河、房、街富有生机地在画
面中落笔。 由梅子铺街头左拐，一条新修的
文旅产业路蜿蜒攀进凤凰山。 路的起始在
袁庄村，这是一块喇叭状的小盆地，垂着穗
子的稻谷正丰收在望，600 亩的贡米基地已
完成了现代观光农业的架构。 沿木质步道
向稻田深处走，泉水在沟里叮咚作响，稻鱼
在田间成群游荡，稻草扎的牛点缀在田畔，
小坐长亭，风吹稻谷香，闲看鹭翻飞，这便
是基地负责人王凤琴为我们展出的作品。

在紧跟政府引领的同时， 王凤琴等人
又在产旅路的另侧，建起 500 亩的“稻梦时
光”研学营地。 在满是莲蓬的荷田中间，一
条通向营地的彩虹路，顺势向坡顶延展，半
坡处是一座精心打造的星空廊棚， 两侧挂
着二十四节气和农事谚语的图解， 廊棚尽
头是餐厅和农耕体验园，坡顶是露营地。 露
营地已铺了草坪，支了帐篷，建了会客厅。
在此览胜，尽收眼底的是月河小平原，春天
可看群芳争艳、夏天看稻浪翻滚、秋天看漫
山红遍、冬天看白雪皑皑。

沿产旅路向上， 两山相搀的大南沟一
路跟随，水或急或缓、或响或静，落差大时
如瀑滚玉，雷鸣夹杂，落差小时如河似滩，

倒映天空山头。 连片的毛竹苍翠
欲滴， 间或的紫薇花火一样燃
烧， 给人一种置身春天的错觉。
此刻，车已奔上南月村 ，在遮天
蔽日的山路中行进，同行的友人
直呼这儿的氧气纯真，要大口换
掉肚内的浊气。 一阵欢笑后，山
又恢复了安静，我看见了它的脉
动，听见了它的呼吸。

明月寺贡茶就来自这山腰，
茶垄高高低低地匍匐，经阳光抚
摸、山水滋养后，叶片既油亮又
厚实， 呷一口茶水甘甜又生津，
回味带着淡淡栗香，脑海里山水
共色。 承包经营人叫康忠实，黑
瘦的外貌下露着质朴，是他把曾
破败荒芜的老茶园重新修整，供
养出一片丰饶。

据了解，康忠实早年走南闯
北，在积累一定的财富后 ，发现
家乡的茶园荒了，2015 年下定决
心重振贡茶，便回到村里开始流
转山地，致力于品牌发展。 在他
的倾心付出下， 产出的“明月福
玺毛尖”在第二届“端午安康”全

国硒水鉴茶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仅今年春
茶生产期间，就制出新茶 1500 斤 ，销售额
达 120 万元，直接带动 70 余户村民增收 1.2
万元。

既有明月寺贡茶，就该有明月古寺，的
确，它就坐落在茶厂上方的一处山头。 寺不
大，拾级而上，是一间正殿和两间偏殿，但
寺内古柏均超百年， 香火缭绕中是村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谒山访古里是游人对文
旅保护的肯定。 从这儿往下看，视野非常开
阔，绿色似泼墨在流动，呈现出应有的虚实
浓淡。 遗落在山下的民宿有着日渐清晰的
轮廓，它掩映在树叶间，静谧的样子似是远
离一切喧嚣。 石阶、篱笆、步道、流水、百年
银杏和挂果的柿树枣树，还有花花草草，全
在民宿里找到了自己的家， 简直是出于山
色而胜于山色。

从这儿上行不远 ， 就到了网红民宿
“南山云见”， 这是一位曾采风到此的诗人
所建。 漫步南山云见，犹如徜徉在一首唐诗
或一曲宋词之中，触景生情，你会不自觉地
吟出一些千古佳句。 极目青翠，我就想到了
“且放人生天地间，白云尽处是青山”的诗
句。

如今，大南沟已在产旅融合路上，从凤
凰山的千溪百水中走出来了， 我们惊叹的
同时， 更应赞誉这群乡土后生的农耕情怀
和互相成就。

天书峡的夏夜，凉爽又幽静，直让人来了就
不想离开。 这是第二次夜宿天书峡。 蹦完篝火晚
会，唱完几首歌曲，小雨就淅淅沥沥下了起来，刚
刚的一弯上弦月还挂在高山的松枝上，此刻早已
不见月亮的影子。 还在燃烧的篝火推不开雨幕，
斜斜而下的雨丝，把火苗掀的摇来晃去。

入室，推窗，睡下，开夜灯。窗外是山林，此刻
啥也看不清，只能听到“刷刷刷”的声音，从森林
深处传来，带着阵阵清凉和白雾，穿过窗户，在客
房内盘旋。盖上被子，依然觉得冷，那一股股的凉
风轻吻脸颊，感觉周身都是凉爽的，流火的夏日
里，这里才是避暑的天堂。

不知不觉双眼惺忪，在这夏天还盖着被子的
天书峡夏夜里，我沉沉地睡着了。有鸟声清脆，我
骤然醒来，雨已经停歇了，淡淡的月光洒下来，将
树枝的影子倒映在地面。 我不忍打扰同伴，披衣
下床，轻推房门，伫立走廊。只见天湛蓝、月偏西、
银辉散， 棉花似的云朵围在月亮周围反复飘移，
将明亮的弯月擦拭得更加闪耀。四周的山被月光
剪裁成锯齿状，只把一块蓝天流放在头顶。 想拜
访天池，刚走几步一股凉风就冲过来，险些把我
吹倒。 这次出行虽然带了厚衣厚裤，但即使都穿
上了还是感觉很冷，只好打道回府，继续睡在被
窝里。

第一次夜宿天书峡， 是文学好友邀约而来，
利用盛夏时间，找一块清凉之地畅谈文学。 他说
平利天书峡是必选之地，白天畅游天书峡，自然
美景让我们感到震撼，天书峡的夏夜更是美得让
人过目难忘。

进得客房，发现只有暖气片没有空调，我走
过天南海北，没见过没有空调的客房，于是电话
给客房部询问此事。 服务员耐心解释，暖气片是
给冬天准备的，夏天用不上空调，晚上请盖好被
子，小心着凉。

入梦， 感觉自己是走在白雪皑皑的山林里，
一阵一阵的寒风袭来，身体便开始颤抖，突然又
跌进冰窟窿里，好长时间才“嘭”一声落地。 醒来
以后才发现，被子都被我踢到地上了，我蜷成一
个疙瘩，赶快拾起被子盖上，过了好一会儿身上
才暖和起来。 就在这时候，透过窗户看见一轮满
月爬上山顶， 长方形光柱斜斜地从窗外射来，打
在地面上， 像是一块薄薄的玉镶嵌在黑夜里，散
射出洁白的光芒。此时，妻子也醒来了，惊讶地看
着地上的亮光。 我便提议道，咱们去看看天池怎
样？

出门月辉就扑过来， 把两人包裹在中央，月
亮悬在高空，没有云彩，背景只有蓝天，也看不见
星星。天咋就这么蓝？宛如一块蓝宝石，散射着蓝

幽幽的光， 镶在蓝宝石中间的月亮就显得更亮
了。

沿石阶下，月光把影子拉得时长时短、时圆
时扁。眼前的天池是个扁圆形，也泛着蓝光，亮晶
晶的月亮就在天池中央，这是化龙山一双明亮的
大眼睛，看着天书、看着云彩、看大地随着季节不
断变化。

阵阵凉风袭来， 妻子的长裙在风中飘飞，好
似一个从古代款款走来的丽人，我拥着她缓缓而
行。我们谁也不说话，踏着月色来到天池边。原以
为就我们两人，殊不知天池周围都是人，大家都
沉默着，或在湖边轻轻漫步，或立在水边抬头看
看天上的月亮，或拿出相机，把天上的月亮、水里
的月亮一起装入镜头。我和妻子坐在湖边的凉亭
里， 如水的月光把凉亭和我们的影子投进湖中，
妻子的红裙倒映成开在湖中的一朵红莲。不远处
的湖边，泊着一条木船，在湖面轻轻摇曳着。 奇
怪，坐在凉亭里看天，天也成了一个扁圆形，与天
池的扁圆上下呼应，绝妙无比，右边是黑黢黢的
森林，这不就是天池的眉毛吗？ 山里汉子浓浓的

眉毛，彰显着独特的魅力。
夜深人静，森林里的小溪格外悦耳，最终汇

入天池。 林子里的鸟儿也被这美景吸引，清脆的
歌声响起来，献给蓝天、月亮、天池、森林，献给围
湖赏月的游客。 黑洞洞的森林里，总有发光的虫
儿们，忽一下东、忽一下西，或者栖息在一丛灌木
上，让这片小小天地也变成闪亮的星空。

突然一阵嘎嘎的鸟鸣划破夜空，大家抬头望
天，几只夜行的大雁掠过头顶，煽动的翅膀将一
块淡淡的彩云推开，遮住了羞涩的月亮。

清风一股接着一股吹来， 吹皱了天池水，小
船顿时摇摇晃晃，圈圈涟漪荡漾开来，与被风吹
皱的波纹叠加在一起， 摇荡出满湖的波光粼粼。
“天池笑了，笑得真开心呀。 ”说话声来自一位关
中的汉子，他一边喊着，一边在湖边手舞足蹈。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一位绿裙
少女唱起了《敖包相会》，大家手拉手，围在湖边，
跟着唱跳，光影被打散，水中的月亮也跟着一起
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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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秦岭 ，绵延巴山 ，造就安康 “两山夹一
川”的独特地形地貌。 川道月河之南一派生机盎
然的广袤田野，谓之南山。从更大范围看，南山处
于秦巴河谷黄金分割线上，自古以来就是安康的
西大门和“米粮川”。 这里山势蓊蔚洇润，良田阡
陌纵横，是陕南地区名副其实的“白菜心”。 南沟
河、月河、恒河犹如众多毛细血管，深情滋养着这
方山水。

时令刚到农历七月中旬， 大片大片的稻田，
一半金黄，一半青葱，大部分稻穗沉沉地低下了
头，预示丰收在望。

恒口示范区梅子镇安乐社区一块田垄，格外
引人注目。 这里的早稻已开镰收割，水泥地面上
晾晒着厚厚的新谷，过往的人群都忍不住捧起一
把，搓揉嗅闻，吸吮久违的鲜香醇绵之味。

这是一处研学基地，种植着红米、黑米、彩色
大米等多个品牌的稻谷。 稻禾的颜色有金黄、有
墨绿、有青浓，由于禾秆高矮不一，成熟期不尽相
同，故而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模样。

“夹岸清溪稻花香，携景双粱袁庄美。 ”恒口
贡米核心区域稻米文化馆前这副对联，散发着农
耕文明浓郁悠远的墨香。 错落有致的稻田里，飘
出沁人心脾的稻米香，墨香稻香，香熏田园，金色
大地、诗情画意，让人陶醉其间。

“你们快看这片 500 多亩的稻田美不美？ 金
灿灿的似海浪，又似织锦，层层叠叠，起起伏伏。
身后的凤凰山脉绵延千里，青翠欲滴。 这条日夜
流淌的南沟河，蜿蜒潺潺，滋润万亩良田。踩着鼓
点，唱着泉水叮咚的歌儿，欢快地涌入月河，奔向

汉江。白云悠悠，天空湛蓝，如此美景，迎接贵宾，
请大家抓紧拍照。下一站更美喔。”讲话的人眉飞
色舞，笑容可掬。

同行的李老师告诉我， 她就是耕田人王凤
琴，高级职业农民王凤琴，在安康家喻户晓。我是
久闻其名，不见真容。 她俊俏的脸庞早已被阳光
晒得黝黑，饱满的额头、高高的鼻梁 、红润的脸
颊，炯炯有神的目光，健康中透露出精明强干的
气质。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讲起话来，声如洪钟，
宽喉咙、大嗓门，底气十足，风风火火，粗犷豪迈。
一幅巾帼不让须眉，柔肩担当重任的形象，让人
钦敬不已。

乡间村景再美，美的芯儿还是人。 在诗意田
园挥洒汗水，源自王凤琴对土地的热爱。

女本羸弱， 可她却偏偏走上返乡创业的道
路，只为“田园不芜”。 2017 年，汉滨区姐妹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王凤琴是责任田
的“领导”。她认准的事，咬着牙、铆足劲、忍住泪，
也要坚持干下去。

经过 7 年多的艰苦奋斗，她在南山肥沃的土
壤上蹚出一条新路，建成路渠管网综合配套现代
农业园区。如今这里已成为现代农业、生态农业、
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基地，来此学习、观光打卡的
人络绎不绝。 她率先种植 600 亩标准化优质富硒
水稻， 辐射带动周边村民种植富硒水稻 2000 多
亩。 还有 200 多亩稻鱼、稻鸭、稻虾示范基地，实
现多种经营，多渠道盈利目标。

以山水养米，品自然真味。 王凤琴制定了统
一加工、统一宣传、统一包装的“三统一”标准，十

指成拳，把安康“恒口贡米”销往全省，让“恒口贡
米”走向更大的市场。

仓廪实，天下安。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王凤琴
手扶稻穗的笑容越发自信，更加灿烂。 离开王凤
琴负责的农业园区， 又到了月河以南的晏家寨。
这里曾出过很多财主和一方乡贤， 他们扶危济
困、捐资助学、行善积德的故事流传甚广。这个隐
匿在凤凰山褶皱里的村子，现在更名为恒口示范
区梅子铺棋盘村。

艳阳高照的午后，我们一行人穿林海、越山
谷，来到一座现代建筑风格的四合院前，首先映
入眼帘的便是一棵硕果累累的皂角树。 据镇上朋
友介绍说：“这棵皂角树已存活 300 多年了，陪着
这一家人度过了好几代，见证了世事沧桑。 ”

真是想不到，在这万山老林中，竟然还有这
样的四合院，大伙啧啧称奇。 四合院建在老房子
的右边，一砖到顶三层结构，一道大门进出，大门
门厅处放置巨型木雕茶几和靠背椅子，供客人休
闲品茗。 中间是宽阔的院坝兼天井，每套房间都
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有堂屋（兼会客厅）、有
餐厅、有办公室。 院内住有 8 户人家，保暖制冷设
施齐全，生活舒展安逸方便。

人们都很好奇，8 户人家同住一个院落 ，到
底是什么关系？随行的周再全告诉我们：“房主晏
荣德先生早年学有所成，创业在西安。 家门中很
多年轻力壮的后生，也都加入公司工作，平常也
难得回老家一次。 他们的父辈亲人年龄大了以
后，都愿意回到老家颐养天年，这个院子里住着
他们家族的长辈，有的父母双全，就俩人住一套
房子，有几户人家的老伴提前走了，就一个人住
着一套房。 平时各吃各的，有什么事家族人就互
相帮衬照应着。 每到逢年过节，在外工作的儿孙
们都要回到这里，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

“还是家族式养老啊。 抱团取暖这个办法好，
解决了部分家庭的后顾之忧，等我们老了也要这
样子就好咯……”大家议论纷纷，有一点值得肯
定， 家族式养老是完善社会养老的必要补充，城
乡养老形式的多样化，应当鼓励支持。

老房子需要时常维修，原样保存，旁边是个
偌大的院坝兼停车场。 这棵皂角树长得郁郁葱
葱，像是一个绿巨人，矗立在新旧房屋的中间，树
冠如同绿色的伞，掩映着新旧两院房，散发着勃
勃生机。 枝繁叶茂间，密密匝匝缀满了拃把长的
皂角，浅色的花朵挤挤挨挨，蜜蜂和鸟雀上下翻
飞着。

“藤萝青壁树，云鸟翠微堂。 林日晴多荫，溪
风午荐凉。 ” 明代·王廷陈的诗词用在这处四合
院，很是贴切应景。 瞧吧，周围是绿色原野，旁边
山上种植了千亩油茶， 山下建起了油料加工厂，
还喂养了一百多头秦川牛和八十多只波尔山羊。
风拂山岗，鸟雀啾啾，林间流泉，炊烟袅袅，农村
老家原味仍在，缕缕乡愁丝丝入心，绵长了岁月
和时光。

老宅在，念想在，根脉也在。 老院子对于无
数农民来说，就是最温暖的回忆，也是最恒久的
眷恋。

天 书 峡 夏 夜
□ 张朝林

紫薇花开大南沟
□ 王宗烨

荷荷花花盛盛开开

紫紫薇薇

天天书书峡峡

王王凤凤琴琴在在田田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