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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守艳：
心有晴空映春晖

通讯员 彭茜

烟雨朦胧中邂逅巴山里岚河边佐龙镇一座
名叫蓬莱的村子。

村子不大，名气不小，气韵中渲染出国画般
的村落，心中暗忖：此蓬莱可与大名鼎鼎的彼蓬
莱媲美吗？

小蓬莱源自一座被柔情多姿岚河环绕的独
山，像一颗帝王绿般的翡翠镶嵌于柔美温润的两
山之间。 一座美轮美奂的吊桥牵引出小岛对面的
乡野山村，岛与村相辅相成，村对岛相映成趣，这
既是一种人工巧合， 又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恩
赐。

顺着那插满五彩风车
的龙门吊桥进入这个阡陌
纵横、绿意盎然的村子，快
乐的时光在这座称作小蓬
莱的山村顿时被唤醒 ，被
荡漾， 幸福感随着岚河的
水汩汩流淌起来。

站立吊桥之上， 云腾
雾降之中的两岸巴山岚水
风光旖旎， 岚河水清冽见
底，青青草荇 ，细细砂石 ，
不时有鱼儿游弋其中 ，水
量丰沛而静美， 生态绝佳
而和谐。 那河边的草滩是
铺满嫩草的草垫， 绿茸茸
一大片地铺开， 我被满眼
的田园美景带回到了童
年， 真想下河边在草垫里
翻个跟头，打个滚，一个猛
子扎到清冽甘甜的河水
中，洗掉一身浮躁，然后躺

在温暖柔软的草垫上面，嘴里含上甜甜的狗尾巴
草，翘个二郎腿，面向瓦蓝瓦蓝的天，晒着艳阳，
痴痴地笑。

不远处那座孤悬岚河中的岛就是景中之景的
小蓬莱岛了。 云雾缥缈的岚河被这座迷人的小岛
留恋地转了一个 360 度的弯， 岛上只留一条羊肠
小道可巡梯而上登临。 伫立岛顶环顾四周只见满
目苍翠，绿野仙踪，岚河之水秀丽蜿蜒，小岛一边
悬崖峭壁，一边缓坡沙地，一面原始丛林，一面农
舍田园，站在这蓬莱之巅，读懂了这仙境之源：云
雨烟雾里，入世者看见人间烟火 ，出世者享那山

野情趣，梦中的景在这个小小的岛忽隐忽现，亦真
亦幻，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境！

秦巴山区，秦岭多豪迈，巴山富神韵。 想象着
位于巴山腹地佐龙的这个小岛， 人们来了定会停
下来歇歇脚，岚河边钓个鱼，唱首歌，巴山里吟首
诗，踏个青，然后集体进村吃顿地道的农家饭菜，
难怪自古以来这里的农户们家家常备八仙桌招待
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品美食赏美景者乐于进
村。 继续沿着光滑石坎铺就的道路朝村里走。 河
边的麻柳绿树成荫， 薰衣草装饰的迎宾光带紫粉
白红，微风一吹摇曳欢动出彩虹样的波浪，夜晚定
会更加五彩斑斓引人入胜。路边野花繁盛，鸟叫虫
鸣，生机勃勃，不时有觅食的松鼠从树上下来招呼
客人，还没见面就窜得无影无踪。整个村子和院落
自然默契， 而嵌在它们中间的便是那肥沃丰产的
土地。 地间或种植了低矮的茶树和农作物， 一位
上了年岁的农人在细雨中忙碌着，她没戴雨具，却
丝毫没有慌乱的样子， 耐心佝偻着身子侍奉着那
些茶树和庄稼，天地人此时已融为了一体了。

村子里很多伞盖状的古树木都伴着老屋，房
子都是粗大古老的榫卯梁架， 虽然已经进行了翻
新，但泥土原色的样子和整个村落和谐统一，保留
了原生态，还原着巴人部落本真的样子。这里远离
喧嚣和闹市，曾经是与世隔绝的桃源秘境。如今还
保持了原生态的村落性格：山和水，河与滩，树木
和庄稼，农夫和猫狗，都是刚睡醒的样子，古朴而
本真。人们每天入室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婆孩子热
炕头， 出室遥望对面云山雾海中的小蓬莱岛不是
神仙胜似神仙。

小蓬莱虽小，却是够美，够仙的巴山秘境。

安康古称“金州”，地处秦岭南麓，巴山北部，
汉江横贯其中，是一片山映河润，富硒康养的地
方。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优美的生态环境，为
安康食品品质创造了绝佳的环境条件。 山川交映
的地貌、 河谷遍布的资源禀赋赋予安康食物原料
的丰富多样性；安康食物原料物美质腴，尤其甘甜
的水质、满山的青草、丰腴的土壤、富硒的土地滋
养出的动植物给安康饮食平添神秘和风韵。 常言
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
为安康的饮食创造了独特的品格和魅力四射的文
化风采。

安康自古被称为“秦头楚尾”，民性刚柔兼济，
饮食多杂，尚实崇味。 晋常璩编撰的地方志《华阳
国志》记载：“汉水人尚滋味，好辛香”。 湖广填陕
西的移民，让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安
徽、河北、山西的先民在这里形成“五方杂居”的人
群格局， 对安康饮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南北物
料相聚，异地食俗相融，烹饪技艺交流，使安康的
菜肴形成融纳东辣西酸， 又吸取南方的鲜嫩甜和
北方的浓脆咸，造就了安康菜品的“酸、辣、酥、润、
香、煎”的特征。 关于安康饮食的总特点就是“齐
陈五方味、喜酸爱辣口”。

汉水是陕南非常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 秦巴
山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历史上一直称这片土地
是“漆麻耳棓桑药的天堂”“中药材的基因库”。 同
时，历史上还有黄金、绿松石、金红石、水晶、各色

玉石等稀缺资源，因此，北宋就在安康（时称金州）
设立“石碌局”，专管这片区域的珍稀资源。正是秦
巴山区区域有丰富的资源， 这些资源的利用就得
靠汉江水运运输到武汉发挥作用，甚至通江达海。

悠悠汉江水，造就排子席。
过去的安康汉江，船夫扬帆拉纤兴航运，百姓

划船打渔唱晚晴。金盆摇摇淘灿烂，渡船往返贴人
心。在汉水行船、打渔、淘金的人们行船靠岸后，撤
来登船板，支起鹅卵石，架起案子当饭桌，摆上“带
六”“带十六”取义顺风顺水的当地菜肴，划拳饮酒
庆祝平安归来，这是“汉江排子席”的形成。

汉江排子席因水而生、因船而生，随四时节令
而发生演变，是汉水水上生活的历史写照。安康人
婚丧嫁娶、小孩满月周岁、老年过寿、架房梁、社火
玩灯、盖房架桥、穿衣戴帽讲气势，称“耍排子”，当
“排子客”，因此，安康的“排子席”又赋予了安康人
生产生活习俗内涵。 排子席是安康汉水文化的组
成部分。

2023 年，有同志提议：龙舟节期间要把安康
的特色饮食展示出来， 让外地游客体验不一样的
安康美食，丰富龙舟节的内涵，吸引游客到安康看
龙舟、品美食。根据提议，龙舟节组委会组织文化、
民俗、餐饮人员走访老船工、老厨师和汉江边生活
的老先生，对汉江排子席进行挖掘、整理。

2023 年端午节，在水西门外汉江边，举行“端
午安康千人汉江排子席”活动。活动场地临汉江搭

建 50 米长排子 （不设置帐篷）， 摆放八仙桌 123
张，设置主舞台表演区、非遗展示区、拍照打卡区
及苍术、艾蒿、石榴枝装扮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与安康龙舟的划手们共同见证和体验安康汉江
排子席的魅力。当年的排子席有过安康门、开席唱
颂、开席仪式、集体品尝排子席、演唱汉江号子、安
康非遗展示等，为安康汉江排子席定菜、定制、定
规。

端午时安康汉江排子席摆桃子、杏子、枇杷、
李子四个时令水果在八仙桌的四角“成柱”，取四
平八稳之意；中间摆端午主题三品：粽子、红皮鸡
蛋、煮大蒜，配以栀子花或石榴花，寓意香飘人间
和多子多财多福，庆祝三夏丰收，祈福秋季农作物
定植；摆香酥小鱼、蚕蛹拼小虾、鸡汁萝卜丝、卤豆
腐干拼卤魔芋、木耳拌竹笋、蒸面和芝麻烧饼六个
凉菜；摆鸡皮粉、蒸风干鱼、蒸八宝饭、白河肉糕、
炒香菇青菜、粉蒸肉（封席）六个热菜，席口总结构
为一十六，取一帆风顺之意。最后上划龙船的庆祝
菜“百鸭汇”（过去抢得鸭子统一交回，用于庆祝划
龙舟胜利举行的百鸭宴、还要看大戏）和一个酸辣
味道魔芋豆腐就主食，席口又返回一十九，取义长
长久久、平平安安。 酒席上喝安康稠酒。

愿安康汉江排子席带给大家汉江水岸传统美
食文化体验！

在众人纷纷涌向城市追逐繁华时，90
后女青年薛蓉却毅然逆流而行，从城市回
到乡村，在乡村民宿领域绽放别样光彩。

清晨， 阳光洒在渔湾逸谷民宿的屋
脊，薛蓉已在各个房间忙碌，仔细检查细
节，为客人入住做准备。 32 岁的她，是山
西运城人，来到宁陕县渔湾村在民宿管家
岗位上已工作 4 年。 她有着诸多身份，回
到他乡的人、渔湾村“新村民”等，但她最
珍视的还是“民宿管家”这一身份。

“我从小就喜欢旅游行业， 民宿管家
是我梦想中的职业。”薛蓉笑着说。小时候
与爷爷奶奶在乡村生活的经历，是她最美
好的回忆， 也让她对乡村怀有深厚情感。
旅游管理酒店方向专业毕业后，她去过成
都、重庆、杭州等城市发展，最终还是选择
扎根乡土。

“民宿管家要熟知各岗位工作， 掌握
全方位技能。”为给客人提供优质服务，薛
蓉对工作要求极高。 客人到店前，她会细
致检查房间，确保整洁；办理入住时，热情
介绍特色服务，还会根据客人需求推荐周
边旅游路线，讲解景点特色、美食和出行
方式。

当初到异地乡村的决定，遭到家人强
烈反对，但她凭借对梦想的执着和对工作
的热爱，最终说服了家人。如今，看到她在
乡村干出成绩，家人也全力支持。

一位客人的小孩半夜哮喘发作，情况

危急，民宿没有专车，薛蓉心急如焚，迅速
多方联系村里车辆， 及时将孩子送往医
院。这次经历让薛蓉更加意识到乡村邻里
之间的温暖和力量，也让她对民宿管家这
份职业有了更深地理解。她不仅是在为客
人提供住宿服务，更是在用自己的努力搭
建起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桥梁，让更多人感
受到乡村的美好与温情。民宿管家不仅是
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渔湾村村民袁崇玲说：“我在民宿上
班快两年了，不仅能照顾家里，收入也不
错。 ”薛蓉的民宿有近 30 人务工，大多来
自周边村落，这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 也让他们能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往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基础设施逐渐改
善，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就业，为乡村注
入了新活力。 随着民宿的知名度提升，渔
湾村逐渐成为周边城市的热门旅游目的
地。游客的到来让村里传统手工艺品和农
产品有了更广阔的销路。

在全市上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
薛蓉的故事是一个生动注脚，自觉把个人
奋斗融入时代大潮。她的经历不仅改变了
自己，也影响着身边的人，激励更多人投
身于乡村建设。

“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吸引游客和手
工艺人， 根据市场需求在乡村创造产品，
让村子经济发展得更好。”谈及村子发展，
她满怀信心。

在汉滨区， 陈守艳以爱与责任书写
着动人篇章， 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
德，成为众人心中的榜样。

陈守艳 1968 年出生于汉滨区瀛湖
镇，父母离世早，她小小年纪就担起照顾
弟弟妹妹的重任， 将他们抚养成人。 婚
后，丈夫常年在外，家中大小事务全落在
她一人肩上，既要照顾年迈公婆，又要抚
养年幼儿子。

早年间，她随丈夫在甘肃工作，为更
好照顾家人， 选择回到安康。 为维持生
计，她开过早点铺，也在三局福利厂工作
过。 艰难日子里，她常把儿子独自锁在家
中，断掉电源以防危险。 儿子十分懂事，
总能完成妈妈交代的家务。 寒暑假，她会
带儿子去丈夫工作地团聚， 照顾丈夫起
居。 在她培养下， 儿子考上西安财经大
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

公公在世时腿疾手术，她不辞辛劳，
往返于紫荆镇和城区照料。 2018 年公公
去世后， 她把 83 岁婆婆接到身边同住。
婆婆身体差，常年需住院吃药，她把唯一
采光通风好的卧室让给婆婆。 她独自照
顾婆婆，一日三餐、洗衣梳头，事事尽心。
婆婆生病，她独自背婆婆去医院，办妥事
情才告知儿子儿媳，怕影响他们工作。

儿子成家后，家庭新成员陆续到来。
2019 年大孙女出生，2024 年二孙女降临。
儿子儿媳工作忙，陈守艳和儿媳开启“交
接班”带娃模式。 天未亮，她起床给婆婆
做早点，再骑车去儿子家。 儿媳送大孙女
上幼儿园后， 她照顾小孙女。 中午换班
后， 她赶回给婆婆送饭， 下午又回儿子
家。 大孙女放学，她和丈夫分工接孩子、

做饭、陪练体育。 儿媳加班时，她督促大
孙女写作业，培养其学习习惯。

陈守艳自己患有严重痛风， 每天需
打针维持，她也乐观面对生活。 她常说：
“我觉得我很幸福，家人都在，一家子相
亲相爱就是最大的幸福。 ”她的付出赢得
亲朋好友赞誉，在紫荆镇，她和婆婆的婆
媳关系传为佳话， 她也当之无愧地获得
“好儿媳”美誉。

在邻里间，陈守艳备受喜爱。 她与邻
居相处融洽，有困难也向她求助，她总是
尽力帮忙。 凭借精湛厨艺，她常应邻居和
亲戚之邀操持宴席， 尽心尽力把事情办
好。

在社区工作中， 她也是积极配合的
典范。2022 年夏季创文关键期，40 多度高
温下，社区要粉刷老楼墙面，许多人望而
却步，她却站了出来。 虽刷墙非专长，但
她毫无怨言， 累了热了就回家喝水休息
一会儿，接着又投入工作，连续 10 天高温
作业，圆满完成任务。 她的行动感染了身
边的人， 一些居民开始主动加入社区服
务中来。 她用自己的汗水为社区换来了
新颜，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 在粉刷
工作结束后， 她还积极参与社区的后续
维护，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无
论是清理垃圾还是修剪花草， 她总是冲
在前面，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岁月无声，大爱无痕。 陈守艳用行动
和坚守，在平凡生活中勾勒出不凡色彩。她
是孝老爱亲的践行者、邻里和睦的守护者、
社区建设的奉献者，她的故事如温暖之光，
照亮身边人的心灵， 激励着更多人传递爱
与善良，成为永不褪色的道德模范。

巴山之中有“蓬莱”
薛小斌

安康汉江排子席
罗先余

薛蓉：

渔湾村的逐梦人
通讯员 柳阳欢

薛蓉

陈守艳

蓬莱村风景

从紫阳县城向西驱车约 8 公里， 远远看见一
排红叶李花开正艳，映得陕甘茶马古道 AAAA 级
景区标识牌熠熠生辉。 下一小坡，过一闸门，便入
景区。 靠任河边的一顶遮阳伞下， 一群中老年男
女以二胡、短笛等乐器正在演奏湖南民歌《浏阳
河》，优美婉转的旋律漫过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时
间的韵味仿佛在指间流转。

行走在桥如亭、 亭似桥， 亭桥浑然一体的廊
桥， 一抹追想旧时光的情愫悄然滑过。 桥的另一
头就是会馆码头，人头攒动，绿荫映阶。拾级而上，
向右一瞥， 见一幢三开间两层砖木结构的徽派建
筑。 大门的套板、门墩和对称于两端的回纹格木
窗， 油漆脱落且炸裂出些许小口， 露出本真的容
颜。 唯墙体青砖不老， 两只神似的壁虎伏于大门
的两侧，张望着“川主会馆”的牌匾。 厅堂内伫立
着被东晋史学家常璩称其为“陆海”、川渝民众奉
为水神的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的塑像，符合川主崇
拜的解读。 室内陈设简约， 八仙桌边商贾举茶欢
饮，归格的算盘、合卷的账本雕塑，栩栩如生，表明
一桩买卖的圆合；斗升量器、簸箕背篓等用具显示
出农产品交易的繁盛。 川主会馆也是现保存较好
的历史遗存之一， 与江西会馆以及清同治年间由
秦、晋、鲁、鄂、豫五省商帮共建的西北五省会馆一
道构成了瓦房店会馆群， 见证了当年商贸繁荣之
景象。

再上一台，是 2014 年春由向阳镇在外创业成
功人士筹集善款修建而成的财神殿，虽大门紧锁，
但门框楹联却很有意思，是为“本有几文钱舍谁是
好，全无半点德与尔何能”。 明白如话，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无德之人，财神焉能眷顾呢？ 凝思间，
忽听文友喊：“快来荡吊桥。 ”李花争春，含笑凝望
着凌空索桥， 这座建于 2005 年的钢索吊桥 ，以
215 米的身躯横卧在任河之上，宏伟壮观，联结着
两岸民众的往来。 行走其上，如置身空中，随着桥
体的晃动，身心如若飞天一般，畅快自由。 行至桥

中间 ， 但见桥下绿水悠
悠，南岸狮子堡的山景倒
映在水中， 微波簇浪，散
作满河青绿。 看着这浓绿
得化不开的碧波，似有别
于其他河流水质。 或因任
河与其最大支流的渚河
在这里交汇，原生态的两
河之水叠加一处，使得河
水更加碧绿诱人。 更奇特
的是任河之水注入汉江
后 ，水色分明 ，长时间不
相容，成为任河口的一大
奇观。

站在桥上看风景，别
有风趣。 在这里可走出会
馆群的迷宫，一览北岸山
坡建筑风物。 3 座会馆依
山而建 ，门庭各异 ，密集
而不失气度，错落又彰显
雅致。 中间的一棵 400 余
年的桂花树枝叶繁茂，引
人瞩目，仿佛在向人们诉
说着昔日会馆之繁华。 桥下呈现数米宽的水位升
降带，露出米黄色的河床肌肤，我极力想象着旧时
瓦房店河街的模样，眼前浮现出青砖黛瓦的民居，
炊烟袅袅，幌子高悬，河面上帆樯点点，商船争流，
上通川蜀，下达荆湘，一队队马帮在会馆晨钟暮鼓
的召唤下启程又归来……

绕过茶山步道，驱车直抵半亩茶园。 这是紫
阳富硒茶的优质产区，在北纬 32 度的云雾和土
壤里，孕育着天然的“叶子”。 在观江茶楼，半亩
茶的空间，我们又一次品尝富硒茶的雅味儿，甘
之如饴。 携着一壶茶的精气神，走进茶园。 你兴
园一亩，我送半亩与你，便有了“半亩茶园”的美

誉，其经营推介之道尽在其中。 虽此时节茶树正
在复苏而略显干枯 ，来不及体验种 、采 、制 、艺 ，
但放眼望去， 满坡的茶园似玉龙缠腰， 蓬勃待
发，空气中分明弥漫着新质的茶香，醉倒在园林
中，不忍归去。

离开之时，已夜幕四合。陕甘茶马古道景区三
节乐章，浑然一体，彰显出文茶旅契入融合的审美
范式，我此时的小宇宙激奋不已，仿佛亦在瓦房店
这一茶马古道的起点，取道汉中、天水，途经兰州、
西宁，西出疆藏而奔向世界！

古道漫漫伴茶香
吴固民

川川主主会会馆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