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用远赴世间惊鸿宴，就近可睹人间盛世颜。 石泉县
鬼谷岭景区画意秋色浓，云海仙境奇景中，奇峰险峻红叶
遍，错过再等一年哦！

11 月初，踩着秋天的尾巴，市摄影家协会和石泉县摄
影家协会一行 30 余人来到鬼谷岭景区进行 “画意秋色”
采风。 早晨，在云山雾绕中向鬼谷岭山顶冲锋，长枪、短
炮、无人机、手机齐上阵，把鬼谷岭的秋色尽收囊中。 漫山
遍野红叶美醉了，云起云落，雾开云绕。“快来这里看!”“快
看哪里的景色！ ”此起彼伏的惊叹声不绝于耳。

相传，鬼谷岭是战国时期思想家、谋略家、纵横学派
鼻祖鬼谷子出生、授徒和讲学的地方。 据史载，秦汉时期，
这里就建有鬼谷子庙 。 迄今鬼谷岭古建筑遗址面积达
8000 多平方米，境内有大小建筑 20 余座，悬崖上有鬼谷
子石棺， 沟谷中有鬼谷子授徒洞及其母亲居住过的圣母
洞。 2003 年， 全国首届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石泉召
开，使云雾山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鬼谷岭景区海拔 2008 米，珍奇植物，野生动物俱全。
2019 年 12 月，陕西省旅游
资源开发管理评价委员会
发布公告，鬼谷岭景区被确
定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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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露水是长在乡村的，只有古老的山野乡村，
才能孕育精灵一样的露水。

我的童年是在露水的浸泡中度过的。 早晨出门，一脚
踩去，车前草上的露水将全脚湿透。 走过一片玉米地，或
是一处灌木丛，从头到脚再无一片干爽的地方，衣服都贴
到了后背上。 被湿透的我并不厌烦，吆喝着继续向更多露
水聚集的地方走去。 与玩伴儿相约河边的芦苇荡，卷起裤
管下去，脚下的软泥滑腻清凉，一碰芦苇，露珠儿簌簌洒
一身，从脖子到后背，露水的凉意在皮肤上蔓延，似乎还
带着微甜的味道。 出芦苇荡时，手上拎几把又长又嫩的，
还滴着露水的青草，脸上、身上、眉毛上、眼睛里皆是露
水，仿佛洗了个露水浴。

儿时傍晚，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或坐在台阶上，或躺
在晒席里，有的连空碗也懒得端回去，有一句没一句地聊
着天，一些孩子把晒席卷起来，藏在里面躲猫猫。 夜深人
静，大人们打着哈欠进屋睡觉，伙伴们“叽叽喳喳”地带着
凉席，来外婆家的院子睡觉。 我们简直成了原始人，天地
为帐，星光为灯，感觉自己就像草叶上的一滴露水。 到后
半夜，露水重重地落下来，裹身的毯子又凉又软，翻身贴
着伙伴儿的后背， 听她们断断续续地说着梦话， 偷偷窃
喜。 星星在耳边垂垂欲落，虫蛙之声都已歇了，四下寂静，
满世界只剩下露水的清凉气息在漫溢。 在露水里睡着，又
在露水里醒来。 清晨的房顶，常常看见邻家的瓦楞上结着
蛛网，蛛网上悬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在晨风里摇摇欲坠。

无数露水挂在狗尾巴草上，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像无数个小小的太阳。 万千露
水，万千珍珠。 许多年后，每每忆及于此，内心仍感觉到养有一畦露水的清凉。

秋后是露水丛生的时节。傍晚的时候，天气热烘烘的，湿漉漉的。远望天边，
树梢上总是一闪一闪的，露水如约而至，似小小的彩虹，像短暂的闪电。 仿佛一
个梦，明明看见什么东西闪了下，却又似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一恍惚而已。 村
里老人常说，一滴露水养一方人，意思是世间万事万物无论高低贵贱，上苍都以
一滴露水待之。 露水养大了一株草，滋润了一朵花，人也是露水养大的。 露水是
和树、花、草、泥土、瓦房、猫狗、蜜蜂……一起长大的，所以它无处不在，它的地
位既高又低。 高的时候，高到了树梢顶，星星上；低的时候，低到了草丛下，尘埃
里。“种草养露水”据说是古人常干的事情，那种草的人，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一株
草了，生于青萍，长于泥沼，等待一粒露水来喂养。

成年之后，庸庸碌碌。 一日，读到《枕草子》里写露水的几句话，才想起自己
似乎好多年没看见露水了。 忙时，只顾着抬头往前赶路；闲时，只想饱饱地睡会
儿懒觉；起床时，草木上的露水已经消散。 以致我以为，露水是属于童年的。 当
然，我明白并非如此，露水一直在下，下在童年，下在乡村，下在有闲情闲趣的人
那里。 也许，是人身上的灰尘太厚了，露水怕一旦掉进灰里，瞬间就消失不见。
能够照料露水的人，想必也是露水般冰清玉洁，这样的人往往居住在《诗经》一
样的古书里，要千呼万唤，才会如露水般倏忽一现。露水生于天地间，装得下天，
也装得下地。 然而露水只是露水自己，长于乡土，隐居草莽，晶莹剔透的一滴而
已。 可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尽管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然而露水并不是为求回报才施之
于人。露水之恩就像露水本身一样纯洁，露水之恩虽小却奉献的是全部。露水是
自己的星球，是自己的宇宙。 露水包容世间万物，却经不起一颗尘埃的玷污。 露
水短暂，玉碎自己，滋润着草木的生命。 再遇露水时，当倍加珍惜。

痴想着终有一天，养一畦露水，在露水
里养一个清凉的自己， 让露水把我浇灌，让
一生沉浸在一粒露水里。 生命短暂渺小，唯
求澄澈晶莹，无尘无染，如少年时。

“把商品收进店子里面，把门前垃圾
清扫干净”“把车辆停在线内，摆放整齐”
……11 月 4 日早上 6 点， 汉滨区新城街
道办事处城市综合管理办公室的陈力花
就来到兴安市场， 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市
场整治工作， 这也是她抽调到兴安市场
环境整治组连续工作的第 151 天。

“我 2017 年参加工作， 单位安排我
在新城南路， 主要是让大街上卖菜的商
贩进入市场经营，不要在大街上乱摆，维
护道路两边车辆乱停乱放、出店经营、环
境卫生、乱贴广告、烟头乱扔、拖把乱挂
等不文明行为，到学生放学时候，又到育

才路那边负责学校周边环境维护。 如果
有紧急任务， 我还会参加办事处安排的
防汛抢险、禁燃禁放、秸秆焚烧整治等工
作。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时我又被抽调到
兴安市场，参加市场环境整治。 ”陈力花
说。

在一开始的整治过程中， 有少数商
户不理解、不积极配合，给创文工作带来
很大难度。 有一次， 陈力花在执勤过程
中，一位卖豆芽的摊贩不听劝阻，指着陈
力花的鼻子说 ：“我就是要放在坎沿下
卖，看你拿我怎么办？ ”陈力花毫不畏惧，
给他讲解政策， 说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对市民的好处，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耐心
劝导， 这位摊贩自觉把豆芽放到坎上黄
线内经营。

“你看，现在这条路商户全部进店经
营，道路也干净整洁了，感觉宽敞漂亮多
了，人的心情也好了，创文让我们见到了
实惠，我们必须积极支持和参与。 ”居住
在兴安小区的陈先生说：“原来这条路卖
菜的摊贩把菜都摆到了路中间， 走路极
不方便，更不要说过车了，进出很困难，
通过整治组坚持不懈地整治， 现在这儿
多好啊！ ”陈力花和整治组的工作成效得
到群众认可。

“她人长得漂亮， 爱学习钻研业务，
干事认真，原则性很强，也很有耐心，许
多商户在她的劝导下，规范经营，文明服
务，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同志们都说她是
创文路上的‘一枝花’”，和陈力花共事的
同志说。

作为一名普通的文明城市管理员 ，
陈力花在平凡的岗位上， 没有惊天动地
的大事，也没有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但
是她用服务诠释钻研的快乐， 用责任演
绎拼搏的生命， 用信念孕育人间的正能
量， 用全心全意干事业的实际行动书写
了无怨无悔的人生。

从汉滨区流水出口下高速的人，为何都爱相约到半公里外的“桐子
沟农庄”会合呢？ 今天我们一行四辆小汽车到流水古镇去搞活动，刚从
安康东上高速，就接到了这样的信息，我便想去一探究竟。

出了收费站的引线，沿着桐子沟下行，有 3 个拐弯处可以停车，却
没人在这儿停车相候。下到“桐子沟农庄”门前，见到一个丁字形的公路
交汇处，平行的乡村公路，东向连着洪山镇瓦仓村的村道，西向是到流
水镇去的旅游专线。 “桐子沟农庄”在丁字路的横向之东，门牌号码为瓦
仓村 155 号。

我们的车子一到，汉滨区慈善协会的副会长李成旭就迎了上来。据
他介绍：前一辆车先到镇上去打前站，后一辆车还需上 10 分钟。 于是，
我们便下车散步。李成旭问谁的杯子需要加开水，可到对面的农庄去随
便加。 我便拿上保温杯，向着农庄大门匆匆走去。

这是一座分两次建造的四间三层楼房，坎边向后的地下是负一层，
地面有两层。 西边的两间早两年建， 二楼支着个巨幅招牌 “桐子沟农
庄”，其实是别人租用开了农家乐，已有四年没经营了。之所以还保留着
这个招牌，房主说是给行人行车当路标用的。 西边的两间，也在二楼支
了个巨幅招牌，上书“桐子沟商店”，其实只在一楼摆了几架日用饮食
品。

西房门口的檐坎上，放了一只 2 米长的木质茶几，茶几下依次摆着
四个热水瓶，几案放着一塑料壶凉白开，一茶壶热茶水，还有一袋子一
次性口杯、一袋子富硒茶和一卷卫生纸。

我从热水瓶里倒出开水，把我和同事的保温杯灌满。然后取出一只
塑料杯，尝了下主人放在这儿的茶水。这茶汁浓味重，后劲微苦，是地道
的流水秋茶，拿到安康城去每公斤能卖 400 多元。

李成旭过来，指着茶壶介绍：这是为路人解渴的，免费供应的，一年
随随便便要花费二三十斤茶叶！

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主人出来了，是位身材高大、腰板硬朗、头发
花白的老者。 他迎着李成旭，喊了声老镇长，就笑呵呵地说：“自产的茶
叶，不算计啥钱。 谁家门上不过人，谁个出门能封嘴？ 住在大路边，就给
过路人行个方便嘛！ ”

他这方便，行得真够周到。你看，西头檐坎下，这个当年别人开农家
乐搭的厨房棚子，他没有拆除，搬走灶具、杂物后，留下通往棚围之外的
铝制烟囱，接个带铁桌的石炭炉子，既能烧水，也能供行人在这儿围着
桌子歇息、喝茶、取暖。这不，刚从高速路口被通村班车接过来的瓦仓村
几个老乡，这会儿买了方便面，用免费开水泡好，便坐在炉子周围，一边
聊着，一边吃着，一边叔呀、爷呀地叫主人给取油泼辣子、大蒜瓣子，随
意的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

主人名叫李德财，今年 68 岁。 儿子在两公里外的村部当文书，早出
晚归的。 儿媳在城里陪幺孙子读书，大孙子已到外地上班了，平时家里
就他一人。

13 年前，他家住在桐子沟的沟道上游，靠种植、养殖为生。 修高速
公路引线时占了他的房屋和土地，他就被安置到这儿，建了楼房，真是
得了公路交通的地利，享了路通家兴的福分。他最初经营日用百货和山
货特产，算是走上了农商并举的富路。 这几年跑不动了，就只卖些为过
路人行方便的食品、饮料，兼着做些免费服务的杂事，过着半义工、半退
休的闲适生活。

说到乐于为路人行方便，李成旭还为我们指认了一道“方便门”。主
人在东边这座房子的东头，开了道小门，门板上钉着“洗手间”的牌子。
同行的伙伴跟去看了，说这门开得不好，像是在人脸上贴了片膏药。 李
德财老人却说：“最初家里人也反对，说把厕所建在前边不美，在前墙开
个厕所门更不美；我说上厕所为啥叫方便呢？ 就是要与人方便嘛！ 你把
厕所修到后边，只方便自己，不方便路人；你把厕所门开在后边，或者开
在屋里，过路的人咋知道呢？ 尤其是过路女客，行夜路的，就更不方便
了！ ”

参观了厕所里的便池、 洗漱等便利设施， 再回到西屋门口去取水
杯，看了茶几上的抹布、卫生纸和肥皂、洗衣粉、水果刀等用品，以及西
墙头、大门顶子上的路灯，我感到没有一样不是为路人行方便的。 挂在
墙边的棕刷子，刚刚就为一个从小路上走过来的小伙子，提供了刷鞋的
方便。

我们的最后一辆车来了，大家互相招呼着出发。 同伴走了几步，问
这大叔叫啥名字，李成旭说叫“李方便”。 李德财哈哈大笑，一脸自豪地
说：“过路的人，都这么叫的！ ”

我出生在紫阳县城，长在汉江河边。 小
时候，母亲下河洗衣服常常带着我，热天时
我就泡在河边的水里，时常手都泡涨了。 那
时，小小的县城“地无三尺平”，想寻个嬉闹
的好场所就得去河边沙坝上。

1964 年前后，我四五岁，和同伴相约去
河坝玩，看到全是白白的沙滩，我们高兴地
把鞋子袜子脱掉，赤脚在沙坝上狂欢，跑累
了就坐在沙坝上过家家， 扯点野草当菜，弄
点粗沙当米。 又把脱掉的鞋袜埋在沙里，当
肚子咕咕叫，准备回家时，却发现不知鞋袜
埋在何方？ 我们把周围的沙都翻了，就是找
不着鞋袜。 那个年代一年有一双鞋都不错
了，没了鞋袜回家肯定要挨大人的打。 我说
天都快黑了，总不能不回家吧！ 实在找不着
鞋袜的我们赤着脚，小心翼翼地从河坝走回
家。回家后，我把真实情况给母亲说了。母亲
默默未语，让我赶紧吃饭……

1972 年 “三线” 建设开始， 当时我 12
岁。 紫阳县城的建筑工地需要沙子和石灰
石，二哥带我去小河坝捡石灰石，涨水过后
形成一个三边是沙石的小水潭。为了少走沙
石路，二哥找来一块大木板，我们坐在木板
上划向对面。快到对岸时，我就跳下去，哪知
道水深不见底，我在水里扑腾了几下，忙喊
“救命！”，二哥急忙跳下水把我救上岸。这下
我才知道：水是十分可怕的。 没有经历在水
中挣扎的人，是无法体会那种难受。 这次给
我了一个教训，便决定要学游泳。慢慢长大，
我一姑娘家家的，没人教游泳，在河坝边换
衣服都不方便，怎么学游泳就成了问题。

高中时，身为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的我
们由老师带着学游泳，其他人还没机会。 老
师给我们十几个人每人发一个救生圈，让我
们下河去学蛙泳， 慢慢地也能漂起来了，我
们十分高兴！ 渐渐的，老师带我们往返于西
门河和任河嘴之间， 后来老师就不照看我
们，他一人快速游向对面，让我们追赶，看我
们谁先上岸。

有一年，紫阳县组织游泳活动，参加游
泳的人员从西门河口(现在的彩虹桥)出发游
至任何嘴(现汉江公路桥口)，上岸后统一乘
坐机动船回江北。 我们几个女生坐在船上，
就听有人说 :“你们从西门河口能游到任河
嘴也可以游回对岸去吗？ ”听了此话几个女

生挂着救生圈扑通扑通就跳进了汉江，我看
她们跳下水去了，我也跳下水。 实际上我游
泳的技术不如她们，她们既能蛙泳，也能自
由泳，我只会蛙泳并且离不开救生圈。 眼见
着快到马马石附近， 有的女生开始游自由
泳，我只能蛙泳。马马石是一个危险河段，像
我这样只有一点游泳基础的是非常危险的，
我竭力地游着就是上不了岸。幸亏我眼疾手
快，奋力地抓住停靠河边船沿，哪知水的流
速太急，救生圈从我腰间冲走，我赶紧把脚
搭到船沿上，才避免救生圈被水冲走，否则
后果十分可怕。 我当时十分难堪，双手抓住
船沿，双脚搭着船沿呼救。 河坝边的行人看
到我的情况，马上上船，一人抬起我的双脚，
一人抬起我的双手才把我抬上船。还有一女
生也上不了岸， 被冲到了马马石下面去，所
幸是那个女生游泳基础好，看到快被吸进船
肚子时，她及时扎了一个“迷子”从船肚子下
面划出来了，否则她也有生命危险。

又过了多年， 安康水电站建成蓄水，紫
阳就成了库区，水位高了几十米，原来的河
街被淹没在水中，现在谁也不敢在水里嬉闹
玩耍，河坝也没有了，只有游泳技术好的人
才下河游泳。然而在库区水面我又一次经历
了有惊无险的水上事故。那是 1997 年，我在
城关镇任副镇长时，我包联的是过去的汉南
乡，经常下站、村工作。 汉南离县城十来公
里，每次下村都要坐船到西门河口，当时又
没有停船港口， 水涨到那里船都停靠那里，
加之小路曲折陡峭，悄不留神就有滑倒跌入
汉江的可能。一次，天下了小雨，我穿了一双
不防滑的平底塑料鞋， 一不小心踩滑了，顺
势就往船上冲。船头上站了着一个十来岁的
男娃，他看我冲向船头，急忙避让，由于惯性
大，我就冲到水里了。此时，我看到一条拴船
的绳子就势抓住绳子，所好的是绳子拴得结
实。 岸上人见此情形赶紧施救，这才把我从
水中救起来。 事后在想，假若那个小男娃不
让我，我可能将他也推入水中，我也抓不住
那根绳子，我们俩都可能被汉江吞没。

长在汉江边的我，经历那么多的生死一
线的事，现在回忆起来真是让我抱憾没有真
正地学会游泳！ 如今的我已六十好几，再没
有精力去学游泳了，也许这就是人生该有的
遗憾吧！

本报讯(通讯员 凌召兵)近日，在白河县清风路交通局家属楼改造
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挖沟、布放光缆、安装直熔箱、熔接光纤，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连日来，该县县城弱电入地改造工程正加快施工，在极大地改善人
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将消除城区“空中蜘蛛网”，让城市“无线
美”。

“前期工作线路管道已经基本铺设完成，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做好光
纤入户和光缆熔接工作”，施工技术人员张庭安介绍。

经过改造的白河县财政局家属楼， 只见建筑外墙上的线槽内各类
缆线统一放置，整齐划一，住在楼上的毛金香看着原本凌乱的“蜘蛛网”
变成现在的样子，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她说：“以前这些线都是乱七
八糟的，现在都是整整齐齐的，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居住环境”。

据了解，白河县本次弱电管线改造重点针对老城区主次干道、主巷
道、旧改小区以及有条件的其他街巷和小区，统一采用电信、移动、联
通、广电网络四家运营商“四网合一”模式进行，实现“综合改一次、一次
改到位”。 截至目前，老城区 8.2 公里主次干道弱电改造引上点位共 125
处，已完成 86 处，老旧小区楼单体四网合一涉及 64 栋楼 1029 户，完成
光交箱安装 40 栋楼 650 户，其中已完成割接拆除 4 栋楼 87 户。

本报讯（通讯员 唐清 张晓）为进一步延伸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触角”，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石泉县首个“红色驿站”
于近日在迎丰镇城镇社区揭牌成立。

据了解，“红色驿站”坚持“党建引领、资源共享、服务群众、凝聚人
心”的理念，下设“一屋一站一墙一港湾”，即党建书屋、“刘晓琴”连心驿
站、“心愿墙”、爱心港湾。 党建书屋通过动员辖区老党员、退休教师、创
业能人、爱心人士等捐赠图书，为党员群众提供学习交流场所的同时，
丰富了学习资源；“刘晓琴”连心驿站通过“望闻问切”工作法，听民意、
询症结、看实地、解难题，不断提升协商议事、矛盾调解、法律咨询等社
区管理服务水平，破解部分治理顽疾；“心愿墙”是党员干部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重要纽带，通过收集微心愿、党员认领微心愿，解决群众
实际需求；爱心港湾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保、金融、政策咨询、代购业
务、农产品代销等服务。

创文路上“一枝花”
通讯员 柯贤会

白河弱电入地让城市“无线美”

迎丰镇“红色驿站”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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