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阳光如同金色的织女， 将宁陕县城
的山川河谷织成一幅绚丽的画卷。

宁陕县城四周的山峦， 此刻正披着翠绿的
盛装，热情地迎接这盛夏的洗礼。 山林间，树木
枝繁叶茂， 层层叠叠的绿意像是大自然精心调
配的颜料，从深绿到浅绿，从墨绿到嫩绿 ，交织
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天地。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洒下斑驳的光影， 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
的碎钻。 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
吟唱着夏日的赞歌。

长安河穿城而过，宛如一条灵动的玉带，将
宁陕县城紧紧环绕。 河水在夏日的照耀下波光
粼粼，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河水清澈见底，河底

的鹅卵石在水流的冲刷下圆润光滑， 偶尔还能
看到小鱼在水中欢快地穿梭嬉戏。 拦河坝将河
水蓄积成人工湖，湖上人字桥连接两岸。 微风轻
拂着水面，泛起层层涟漪。 快完工的人行步道工
地上，没有机器轰鸣声，只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在
收拾残砖碎石，一条崭新的步道沿河而建，在工
人的打磨下呈现新姿。

长安街上，生活气息浓郁而热烈。 清晨，当
第一缕阳光洒在街道上， 人们便开始了新一天
的生活。 里街的早点摊热闹起来，热气腾腾的包
子、油条、豆浆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吸引着过往
的行人。 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小桌旁，一边享
受着美味的早餐，一边闲聊着家常，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在
上学的路上，不时地回头和小伙伴嬉戏打闹，清
脆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

午后，阳光变得炽热，人们纷纷躲进屋内避
暑。 然而街头巷尾依然热闹非凡。 广场上老人们
坐在树荫下，摇着蒲扇，下着象棋，谈论着过往
的岁月和生活的趣事。 年轻的妈妈们带着孩子
在拱桥的座椅上休息片刻， 孩子们好奇地东张
西望，不时发出咿呀声。 桥的廊道上，人们闲坐
在长椅上，看着四周满眼苍绿，静听河水静流，任
凉风拂过脸颊，享受着夏天的清凉。 街边的店铺
也热闹起来，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吸引着顾客的
目光。 一辆辆小车有序地停在街边，小贩们热情
地招呼着， 顾客们则仔细地挑选着心仪的商品，
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长安河上，河水
被染成了橙红色，波光粼粼，如梦如幻。 人们纷
纷来到河边，有的顺着步道开始休闲散步，有的
在河边戏水、纳凉，享受着这浪漫的时光 ；老人
们则带着孙辈， 坐在河边的石凳上， 欣赏着河
景。 滨河公园的广场上，音乐声响起，人们随着
音乐的节奏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舞姿翩翩，笑
容满面， 展现出山城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
好的追求。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宁陕县城变得更加璀
璨夺目。 街道两旁的路灯亮起，三星街两边树上
的灯带也格外引人注目，如同繁星点点，吸引着
人们驻足打卡，也照亮了人们的回家路。 街边的
夜市也开始热闹起来，各种小吃摊、烧烤摊散发
出诱人的香味，吸引着人们前来品尝。 人们围坐
在小桌旁，举杯畅饮，谈笑风生，尽情享受着这
美好的夏夜时光。

这便是宁陕县城的夏天， 一个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季节。 山的翠绿、河的灵动、街的热闹，共
同勾勒出一幅山城人民美好生活的画卷。 在这
里， 人们享受着自然的馈赠， 感受着生活的美
好，用勤劳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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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清晨，沿着镇坪县曾家镇街道散步，太阳跃出山顶，阳光洒
在身上，和煦而温暖。 站在小镇西桥头的护栏边环望四周，尽显苍
翠，正如宋代郭熙的诗句“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 ”

山风拂面而来，温柔之中夹杂着洋槐花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
景观道边的香樟树已亭亭如盖，阳光透过树影，落下一地斑驳。 河柳
的枝条随风轻曳，将残余的柳絮轻抛入河。 鸟儿在林间婉转着歌喉，
似在欢庆每天如期而至的晨光。 西桥头的月季园里，红、黄、粉、白等
各色月季争相怒放，尽情展现着春夏应有的模样。

小镇数百年来就藏在陕鄂渝交界的大巴山褶皱里，显得毫不起
眼，但在纵横交错的大巴山里却是难得一见的山间盆地。 群山环伺
叠翠、河流潺潺而过，周边有超过 85%森林覆盖率的化龙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飞渡峡景区的加持，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然氧吧。 据
传其得名于清代，因曾姓家族在此聚居开垦、形成集市而得名“曾
家”。 又传明末清初“湖广填陕西”移民潮中，曾姓家族从湖北、湖南
等地迁入陕南山区，在此定居垦荒而得其名。

小镇西高东低，四面环山，洪石河从中穿过，一分为二地将其割
裂开来，河水潺潺流动，自西南往东北蜿蜒而去，一如时光一去不
返。 两座石桥架在河流的东西两端，两桥相距约七八百米，方便镇子
南北的行人与车辆通行。 南面镇子的街道狭长，东西向约 2 公里，对
向而居的两三层民房显得整齐划一。 他们或经营民宿，或经营商超，
或经营饭店，或经营客运，或经营特产等等不一而足。

北面的山脚下是移民搬迁安居工程的和顺家园小区， 黛瓦白
墙，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下，显得干净整洁。 镇政府、派出所，镇医院等
自西向东沿着山势一字排开，错落有致。 小区的休闲广场上，法治文
化长廊、百姓大舞台、休闲健身园等融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 沿着河
道边的人行道转至东桥，一路上，行人和车辆在晨曦中有序行进，广
场上晨练者在悠悠的乐曲中怡然自乐。 东桥的两端，村民自种的无公害蔬菜在晨光
下还滴着露珠便已经出现在街头，鲜肉鲜蛋无一不刺激着人们的购买欲，没有叫卖
声，需者自购，尽显自然。

小镇的人们好客，曾家高速出口和政府广场上的“曾家是我家”标语即可见一
斑。 工作关系，走村入户之中，村民的房屋皆是沿山路、河道而建，忽而鳞次栉比，高
低搭配得当，待转过几道弯，却又星罗棋布，散落在茶园边、梯田旁或林地中。每每路
过，他们都会操着浓重的乡音打招呼，“坐一下嘛！ ”“喝杯水嘛！ ”，真让人心暖！

平日里镇上的商户们各自在店内品着当地产的春茶，静待顾客，独守一份宁静，
要么会在店门口三五相聚，与他人共享短暂的愉悦。 小镇上的人们喜欢这种恬静悠
闲的生活。

小镇，在光阴交替中自有韵律，好像时光故意在这里放轻了脚步，唯恐惊扰了这
份亘古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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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如一条巨龙，横亘在我国中部，以
其雄浑壮阔之姿划分南北， 塑造南北两地
迥异而丰富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特色。 那些
隐匿于巍峨山川间的秦岭古道， 宛若历史
长河中的脉络，连接着往昔与未来，诉说着
南北文化交融的辉煌与沧桑。

走进秦岭南坡的石泉、宁陕两县，走上
子午古道南端的池河流域，沿着历史印记，
寻找人文史迹。 在鎏金铜蚕出土地谭家湾
遗址、鎏金铜蚕展馆，用心探访国家一级文
物鎏金铜蚕的前世今生；在郭家坝遗址、万
家堡遗址、 柳家堡遗址共同构成的子午古

道南段驿站遗址尽情感受历史的魅力。
子午古道是秦汉时期京畿通往汉中郡

的官道，开通于战国时期。 北端在今西安市
长安区境内， 因北端为汉朝直南直北的汉
直道， 且入山口为秦岭的子午谷， 故而得
名。

子午古道的栈孔遗迹依旧坚韧地存在
于河畔石壁之上，它们像是时间的守望者，
默默记录着过往的繁华与落寞。 那些寨堡
的护墙与宋砖明砖交相辉映， 它们虽已斑
驳， 却依旧诉说着一个个关于坚韧与守护
的故事。

近年来，随着旅游
业的蓬勃发展 ， 一方
面，文旅部门积极组织
力量深入各遗址点位
进行细致考察，与当地
政府携手，对遗址周边
的无关建筑、生活垃圾
进行了全面清理 。 同
时，加大巡查保护经费
的投入，强化日常巡查
与隐患排查，联合开展
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
宣传教育，并建立了长
效的巡查保护机制，为
子午道及辖区其他文
化遗址的保护工作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设立
了界碑 、标志碑 、公示
公告栏及宣传栏，让每
一位到访者都能深刻
感受到这份厚重的历
史文化底蕴 。 另一方
面，围绕子午古道开展
了一系列特色旅游活

动。 推出子午古道徒步之旅，让游客在行走
中感受历史的韵味； 打造子午古道文化主
题民宿，打造“民宿+研学体验”“民宿+农耕
体验”“民宿+生态农场”等农业种植、观光、
研学等业态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住宿体验。
子午古道，穿越时光的洪流，化身为现代的
脉络———G210 国道。 沿途还能看到很多子
午古道的历史遗迹，又因风景美丽，现如今
已经成为“最美公路”“打卡胜地”。 春日里，
山花似锦，绚烂绽放，为大山披上一层绚烂
的华裳；夏日，清风徐来，凉爽宜人，宛如置
身避暑的天堂；秋风起时，层林尽染，金黄
与火红交织，绘就一幅壮丽的画卷；及至冬
日，白雪纷飞，银装素裹，仿佛是一个童话
世界，静谧而神秘。 一年四季，一季一景。

我们行走于沿途的遗址之间， 沐浴景
色，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回响，每一眼都能
洞悉文化的深邃。 沿途的遗址，如同历史的
见证者，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行走在这条古道上， 不仅是在探寻历史的
痕迹， 更是在感受一种超脱尘世的宁静与
美好。

这不仅仅是行走， 更是一场与历史的
深情对话。 悠悠岁月将子午古道的遗迹掩
藏于葱郁植被之中， 仿佛有意将往昔的辉
煌与沧桑深藏。 这些曾见证了无数行人足
迹与故事的古道，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
轨迹，成为一段遥远的记忆。 青山无“价”、
古道含 “金 ”，子午古道就在那里 ，不言不
语，仿佛在向每一位踏入这片土地的人们，
发出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唤， 诚挚地邀请大
家共同步入秦岭的怀抱， 去触摸那份历经
千年的文化脉络， 去体会那份流淌在中华
民族血脉中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让我们
共同努力， 在子午古道勾勒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最美模样。

走进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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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滨区张滩镇大桥下的东侧起始， 逆着
黄洋河的流水，经过 3 公里的探索之旅，抵达了
张滩镇东沟村的大沙河。 这条河流源自坝河镇
寺姑村伏羲山下的马坡垭， 沿着沙河口汇入汉
江的重要支流黄洋河。

在东沟青山的庇护下， 一条名为大沙河的
溪流蜿蜒流淌。 它宛如大自然不经意间遗留的
一根翠绿丝带，在村庄的脊梁上轻轻绕过，悠然
自得地流向黄洋河。 它不仅是东沟的标志，更是
这片土地的生命线，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沿着河岸行进，山色青翠欲滴，河水曲折蜿
蜒。 河水绿得仿佛能洗涤心灵，让人沉醉其中。
河畔的柳树院子及沙河沿线， 散落着五六十户
人家，他们的房屋错落有致、依山傍水，显得古
朴而宁静。 百余亩的良田在暖阳的普照下闪烁
着希望的光芒。

河的右岸是连绵起伏的山峦， 一直延伸到
县河镇。 河水宽窄不一，最宽处约有 10 米，最窄
处也不过 3 米。 两岸的竹柳杉松相互映衬，茶园
和庄稼地与小径相连，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
画卷。 整洁的水泥路在河岸边蜿蜒伸展，它的尽
头是山势崎岖的山峰。

春日里，大沙河两岸万物复苏。 嫩绿的柳丝
轻拂水面，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 桃花在
春风中欢笑，杏花在枝头闹春，花香与水汽交织
在一起，令人陶醉。 勤劳的人们已经开始新一年
的忙碌，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创造着这
片土地的美好未来。 在乡村的晨曦中，鸡鸣声与
潺潺的流水声交织成一首宁静而独特的晨曲。
水中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弋， 仿佛在这份宁静
与自由中找到了乐土。

夏季，大沙河成为孩子们的避暑天堂。 河水
清澈得可见河底的每一颗石头， 他们或是在河
边尽情嬉戏，或是勇敢地跳入浅水中，溅起欢快
的水花。 岸边，整齐排列的香菇大棚是东沟人智

慧的象征。 菌棒上，香菇如伞盖般展开，散发出
淡淡的清香。

秋风中， 东沟的丰收季节带来了更多的喜
悦。 农家院外，土鸡在林下自由觅食；鱼塘边，渔
民收获着辛勤劳动的果实， 鱼虾在清水中欢快
地跳跃。 同时，香菇产业也稳稳地迎来了丰收的
季节，一袋袋鲜、干香菇被运往各地，带着东沟
的味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到了冬季，大沙河默默展示着静谧的魅力。
尽管天气寒冷， 东沟却因文旅融合的推进而焕
发新活力。 古朴的民居、特色的农家乐以及丰富
的文化活动吸引着游客们体验乡村的慢生活。
在这里，他们可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也可以在
农家民宿中享受美食、品茗谈心，体验世外桃源
般的乐趣。

东沟村的发展正如大沙河般充满生机。 近
年来，村里采取长中短、点线面的发展策略，积
极发展养鸡、养猪、养羊、养鱼、养虾、养蜂等特
色养殖业以及蔬菜、金银花种植等特色产业。 通
过资产收益、灵活务工、入股经营等机制，东沟
村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

在村委会旁，14 组的徐胜康经营着一家规
模稍大的土蜂养殖场， 他精心照料着超过 130
箱的蜜蜂，年产值高达 30 多万元。 这一成就不
仅为他自己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还为村里的村
民带来了稳定收入。 徐胜康回忆起与蜜蜂的缘
分，那还要追溯到 2011 年的春天。 当时的一个
清晨，2 只 “侦查” 蜂开始在他家的房前屋后盘
旋。 他注意到这些小生命后，便用容器小心翼翼
地将它们扣留了下来。 5 分钟后，它们的家族成
员如潮水般涌来，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他灵
机一动，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它们引入了自家
的蜂桶中，从此开启了他的养蜂事业。 从最初的
一桶蜜蜂开始， 徐胜康凭借着对养蜂技术的不
断学习和摸索， 逐渐将蜜蜂数量发展到了上百

箱。 他的蜜蜂成为村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他的
成功不仅为自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还为村民
创造了就业机会， 帮助 7 户家庭实现了脱贫致
富的梦想。

在大沙河畔，坐落着一片生机勃勃的“菇
满园”香菇种植基地。 这里 40 余个种植大棚内，
香菇生长得正盛，每一处都弥漫着生命的活力。
环绕着这片种植基地的， 有 48 座养菌大棚，它
们宛如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里面的 10 万根
菌棒。 这些菌棒在负责人王仁兵的精心照料下，
正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着。 农历八月，当这些菌棒
被安置在特定的架子上时， 它们将在不久后的
中秋节至次年的清明前后陆续上市， 为市场带
来满满的丰收喜悦。

位于村内 18 组的“沁园坊”养鸡场，则是另
一番热闹景象。 上万只鸡苗、仔鸡、成年鸡在这
里欢腾跳跃，叽叽喳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负
责人王仁林不仅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还带动了
10 余户村民一起务工增收。如今，“沁园坊”养鸡
场已发展成拥有 5 个鸡棚，共计 10 万余只鸡的
规模。 对于未来，王仁林充满信心，有着清晰的
思路。 他计划采用循环农业的模式，用鸡产的天
然有机肥做肥料，种植果树、蔬菜。 他还打算流
转附近的林地，进行林下养殖；加盟有意愿的农
户放养一部分跑山鸡，加快变现增值，以拓宽更
大的市场，促进稳步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东沟大沙河，这条见证了岁月变迁的小河，
如今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一个关于勤劳、
创新、和谐与美丽的乡村故事。 在这里，养鸡、养
猪、养蜂、养鱼和养虾与香菇产业相得益彰，文
旅融合让古老村落焕发新生， 和美乡村的愿景
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大沙河， 不仅是自然的馈
赠，更是东沟人心中的骄傲，它静静地流淌，流
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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