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房坪
市直 李焕龙

一到号房坪的村部，就被广场上朝
气蓬勃的老人们吸引住了。

东边的树荫下，十几个大妈正在跳
舞，音量不高，刚好听清，那个领舞的，
衣背都汗湿了，还在时前时后、时左时
右地奔忙着。一曲终了，有人上前点评，
才知他们从昨晚到今天赶学的这个咏
茶舞，为的是代表八仙镇去平利县城参
加活动。

南边的树林里，休闲的老人三五成
群，有打川牌的，有下象棋的，有看报纸
的，有闭目养神的。 蓦然听到“啪啪”声
响， 那是下象棋的杨大爷吃了一子，对
方反而拍手称快。这点响声丝毫没有打
扰健身的人们，你翻单杠，他大摆臂，各
务其好，不亦乐乎。

西边的花坛上， 围坐着四个人，从
他们偶尔露出的三言两语及各自的表
情判断，这是两位退休的老干部在帮一
对婆媳调解家庭矛盾。当儿媳的脸上流
出一滴透明的泪水， 婆婆立马伸手去
擦，儿媳一把抓住婆婆的手，一头扑进
怀里来。此时，一个老干部站起身来，说
声“好了，回吧！”那对婆媳分明只是“嗯
嗯”应着，我却似乎听到了她们发自肺
腑的道谢。

跟着一个戴草帽的老人走进政务
大厅，就见穿红马甲的女子立马起身招
呼，不多时，老人乐呵呵地告辞了，女子
高声送行：“过细走哦！过几天我给你送
去！ ”

房子里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有读
书、看报的，有写字、绘画的，有上网、直
播的，五六个老年人，三四个中青年，还
有七八个少年儿童。 看到这些孩子，我
才知道：今天是周六，他们有的在这儿
参加留守儿童课外学习，有的是来当文
化志愿者的。

走出村部大楼， 环望四周高山，我
在心中追问： 这个远离城市的小山村，
何以过上了市民化的现代生活？

号房坪村的文化广场，是我在其可
视范围内见到的最大一块平地，目测只
有三亩多，位鸦河东岸。村人指认：号房
坪就因有了这个“坪”而得的名。 我听
后，心中一愣，回想车出平利县城后，从
广佛镇穿越冯家梁隧道，一路所见那么
多这河、这湾、那山、那梁的村名，偶遇
这个以“坪”命名的村子，心中自是感觉
良好，还不知别村有多羡慕呢！ 村人又
说：取地名也是表达一种愿景，寄托一
种理想，缺啥才想啥，没坪才盼坪，小坪
就当了大坪！不过，也有一个好处，骗来
了不少后山的俏姑娘！人们听得哈哈大
笑，我却笑不出来，只在心中揣摩着他
这“愿景”二字。

观望四周， 空间距离不足百米，视
线便被山阻。陡峭的青山架着悠闲的蓝
天白云，拍出来是养眼的美景，驻下来
却是一声叹息。化龙山作为大巴山的第
二高峰、汉江以南的陕西最高山，顶端
高达 2918 米， 而地处化龙山主脉上的
这个高山村，真是“山头在云端，坡地挂
天边”的偏僻村呀！

眼前的村貌，却是一片祥和，当我
站在广场边的桥头上，分明是在欣赏着
从蓝天白云上垂挂下来的一幅风景画。

号房坪地处鸦河上游， 河流端直，
落差较大，河床虽是满目石头，耳边却
响着哗哗的水声。 河道做了处理，那高
大、坚固的河坎，是用河石砌的，又灌了
砂浆，打了护桩，被老村长称为“固若金
汤”，由此免除了洪水冲地毁房的险情。
这安静的河床因而成了露天奇石博物
馆，诱着西安市、安康城的人时常来此
觅石。

河坎上的柳林、 竹林和桂花林、桃
李林，时而独立，时而间套，用四季的青
绿、常年的花卉为山乡勾画出一条风景
带。后边的房子，是凿石为基而建的，时
大时小，时高时低，虽说是随山就势，但
均为白墙黑瓦， 在青山绿水间分外醒

目。 无论建房辟基多难，各户门前都留
足了路基，因而，号房坪的村道宽如旅
游专线，可供两车对开。由此，足见村里
的管理能力强， 村民们的集体意识强。
或许， 正因为有了这干群一致的 “强”
字，号房坪无论集体经济、公益事业，还
是村民致富、社会治理，均是当地强村。

走过河桥，来到对面院落，便见每
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都是花样繁多的园
地，里边分成小块，种着不同的蔬菜、庄
稼。 68 岁的王应稳指着眼前的几座房
子说：这通组的公路、入户的硬化道路、
每一户的硬化院坝，都是村上统一给做
的。 他走到地边的李子树下，拍着路旁
的栅栏说：这也是村上给做的，起初是
竹木的，不经用，现在改成钢管的，既耐
用又美观！看大家在观赏他家门前的花
坛和房檐下的几盆兰草、女贞、芍药，老
人顺手取下挂在墙上的剪刀，边给女贞
修枝边说：养点花，不仅看着养眼，闻着
开心，还能让人和环境都文明起来。 客
人走到房侧，去看由瓜果、树木组成的
网红打卡花蓬，老人跟过来，采一串金
银花，递给身边的女士后，朝里边指：里
头其实是厕所、猪圈，村上实施“改厕工
程”和“圈舍改造工程”时，把露天的脏
乱差给取掉了，改成了房舍，我又在周
边栽上花卉，在房顶铺上南瓜，在房檐
吊上金银花，这一下子就美气了！ 问他
生活来源，他说三个渠道：儿子两口儿
在外打工，自己两口儿在家务农，对门
还有一大块加盟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的茶园。

从王家房头走到山头，视线越过了
院落的房屋和树林，看到后面满坡的茶
园。 转身向东，目光越过山包 ，看到了
河对面的连片茶园 。此时 ，才知晓了
号房坪村 “河道种粮 、坡地务茶、山
上兴林、林下养殖加药材”的产业规划，
看到了茶叶这个主导产业在这里的高
质量发展。

女能人朱林艳经营着千亩茶园和
一个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 她村里是
“公司＋农户”产业链上的掌舵人。 这里
的人都信赖她，因为她的统一加工与销
售，让大家因为茶叶的品质提升而效益
大增。 去年，她又办起了全村最好的民
宿。 当经商的、休闲者从重庆、西安、安
康等城市慕名而来，在游玩、观赏、体验
中，争先恐后以视频传播、代销经营、团
体消费等方式， 把村子里的无公害蔬
菜、粮食、水果和土酒、腊肉、野菜都销
了出去，村民们称赞：这个民宿，是鸦河
一带农产品走出大山的好平台！

沿河下行半里路，走到第 19 户，就
到了董正学家。一院平房，雪白的墙面，
与四周的果树、苗木、花卉园子相搭，很
是协调。 年方六旬的老董，年轻时外出
务工伤了双腿，拖着一家老少受了不少
罪，现在，两个儿子都在大城市成家立
业了， 他和老伴之所以还住在这里不
走，只因这儿的村美、人富、环境好。 如
今，他们菜园、茶园和苗圃里的东西都
成了俏货，坐地生财的日子让大伙过得
家富心足。前年，政府给他送来了轮骑；
去年， 又帮他在房檐坎上修了坡道，他
可以驾着轮椅自由出入、 融入社会，心
里自是感激与高兴。 正说着，他把轮椅
开下坡道，打开手机和我们拍照，并与
千里之外的儿子视频。

回到文化广场上车返程时，我心目
中的号房坪已不再是深山峡谷，而是一
个大平台———是村民们走上现代化生
活方式的大平台，是村子里推行现代化
经营模式的大平台，是小山村融入大都
市、大社会的大平台！是啊，只要奔上现
代化的发展平台，你的出路就是平的一
一号房坪是平的，秦巴山是平的，五洲
四海是平的，地球也是平的！无论城市、
乡村，无论山民、市民，只要同处于一个
平台，我们就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就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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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景南山对于其他人而言，只是一个浪漫诗意的名字，可对于万琴棋来说，
则是一场追梦筑梦的大爱之旅，人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她把对家乡的爱、对
茶业的爱、对传统文化的爱，都落实到行动中，付诸产业发展、创新创业的舞台
上。

时值深秋，层林尽染，站在秋山脚下，听秋河水潺潺，极目远眺，山川绵延，层
层叠叠的茶园连片延伸，平利土层深厚，雨量适中，四季分明，独特的气温、土壤
特点，非常有利于茶叶生长，勤劳的平利人也将小小的一片叶子发展成当地群众
“因茶兴业，因茶致富”的金叶子。位于平利县广佛镇八角村的帝景南山国学茶苑
内，负责人万琴棋正在给游客做介绍。 这里是农旅融合产业项目，集学生研学实
践基地、周末亲子农场、冬夏特训营地、富硒农产品加工销售、地方特色餐饮、技
能人才培训、文学艺术创作基地为一体，经过十余年的不断努力 ,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走进帝景南山茶苑，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的心安静下来，感受以国学传茶
文化，以品茶析茶文化的完美融合，儒学大师孔圣人的雕像矗立在正前方，每一
面墙都是一个传统故事，用国学推动茶文化，用茶文化带动乡村旅游。 这里的人
与时俱进，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奋进景象。 对面的田野里，举办了丰收节的迎宾
门还在，田野里各种各样的稻谷花束、稻草人、南瓜球等，村民的房前屋后挂满了
金灿灿的玉米，红彤彤的辣椒，河两岸的茶树郁郁葱葱，从浓密的枝叶间隙透出
来的阳光,在乡亲们收获的喜悦中，感受和美乡村悠然自在的幸福生活场景，看
到了这个小山村的魅力。

万琴棋是帝景南山国学茶馆的创办人，是全国优秀农民工、高级职业农民、
劳动模范、安康好人、优秀党员。 她美丽温婉，落落大方，一双满含笑意的眼睛散
发着睿智的光芒。她把对茶的情愫和自己的创业经历娓娓道来：八十年代中期我
出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上大学才第一次走出平利。 曾经，我用了十几年刻苦学
习的时光才让自己走出了大山，可是为了挚爱的亲人、为了家乡的建设，我还是
回到了山里。我是大山的女儿，我要留在山里，把茶叶和农产品卖出大山。大地就
是我的琴弦，农具就是我的棋子，我要把茶树种成诗行，推进茶文旅融合，把土地
变成画卷，在南山实现我的梦想。躬耕南山茶园十余载，孜孜以求平利三杯茶。她
的话语里流露出满满的欢喜，为产业发展流过的汗，吃过的苦，在村民和孩子们
的笑容和肯定中都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如今，帝景南山茶业有限公司以原秋坪学校和农场茶园为基础，那是她和丈
夫曾经上中学的地方。万琴棋利用公司的秦巴富硒农产品、思乡味助农直通车等
电商渠道将他们的产品实名对接到电商平台,免费帮助农户推广销售。 她积极参
与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先后为家乡铺设通村水泥路五公里,改善了
村民的出行困境。 她还特别关心农村的孤寡老人、弱势群体和困难家庭，每年都
拿出钱物慰问困难户、五保户。

万琴棋家住桃花溪，是那里的大山中走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近十年来将大
部分精力放在茶产业的生产研发、创新销售上，随着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正努
力将茶饮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 打造中式茶空间，传递国学传统文化。 在研学基
地和国学茶馆打造国学长廊、美丽乡村规划师、围炉煮茶、睦邻茶话会等项目，开
展了茶文化课堂、知识讲座、书画体验、手工制作等活动，激发孩子们对经典国学
和茶文化的浓厚兴趣。

诗会当天，在职院领导的带领下参观了学院，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人与校园
近距离地接触。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 2004 年，先后两次共整合安康十一所
学校后而成为今天的规模。安康第二师范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安康第二师范学校
是我的母校，现在的安职就建在原安康第二师范学校所在地。 在参观中，昔日母
校的旧貌不再，一栋栋现代的建筑群、一个个功能齐全的楼宇、一排排枝繁叶茂
的大树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为母校的学生， 毕业后没有真正深入母校了解母校的发展变化。 校园干
净、雅致，浓厚的文化氛围扑面而来。我留心校园内供人休憩的石椅，每一个石椅
两边的侧面上都刻有“安康职院”四个字。有人说图书馆是一所院校文化的高地，
参观职院图书馆后我对这句话才有了更深刻地理解。 图书馆一楼的校史馆图文
并茂，让我了解了职院家庭中十一个成员的历史。 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本本泛
黄的手稿、一件件锈迹斑斑的老物件，让人耳目一新。 看到许多学生在各个厅内
的身影，他们有的面前摆着笔记本，有的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阅读，也有
的在书架上正在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在偌大的图书馆，我没有看到一个在图书
馆内干与读书无关事情的人。当我们绕到图书馆二楼的一个小书厅，看见几十个
职院的学生正在进行阅读分享活动，“安康职业技术学院知行读书会”“安康职业
技术学院知行读书会匠心分会” 两面红色会旗分列于电子显示屏两侧，“会员分
享节气故事” 的阅读分享活动正在举行， 学生们没有因为有人的到来而暂停活
动，活动有序进行。

在图书馆的四楼，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地方文献区和学生作品成列区。
在地方文献区，收集有安康家谱、当地作家出版的作品集、地方历史文化及文献
等。 当我们参观完地方文献区，就对当地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图书馆也就成
了人们了解当地文化的窗口。 学生的书法作品、美术作品虽比不上各路方家，但
对学生来说，其作品能够收藏是对其成果的最大认可，是对其鼓励与鞭策。

参观完几个场馆后，大家意犹未尽。 同行的人说安康职院就像是一座宝库，
我们不可能半天时间了解它的全部。

安康书
姜华

一座城，浮于水上，汉江飞奔
三千里妩媚，三千里粗犷
三千里忧伤
岁月如下弦之梦，把千古
风流吟哦成关关雎鸠
河床上翻身而起的秀才
走过唐宋风月
乘船去长安
有明明灭灭渔火闪烁前朝旧梦
水之上，白鹭斜飞

江风抬高了水鸟羽翼
扑打着潮汐
洇湿了一城人的妄想
过往的灰尘，早已被风吹远
秦巴山昔日的神秘
被一条高速洞穿
龙舟炒醒端午
汉调二黄把京剧看低
浪涛声、鸟鸣声、汽笛声
叫卖声提醒你
这座人间城市，烟火正盛

多么内敛含蓄、从容的一座城
风吹不动，水冲不走，鸟鸣
越来越高，民歌民舞雾岚一样
起落，然后合作一处
吹打出一个戏曲的慢板
把一座城的安康娓娓道来

落叶
周益慧

秋天开始深了
树们忙着摘掉所有的叶子
仿佛一叶不留
才能多接住雨水阳光和风
大地变得更柔软
小路都藏起了曾经的脚步声
而树们一个个临风而立
仿佛卸掉了负担
才能藏起能量，准备过冬

风
孙远友

风，到处都有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
我在大西北待过
新疆的风能把天上的云朵吹落
堆满南疆，北疆
能把无垠的沙漠
吹成香甜的瓜果之乡
变成大大小小的粮仓
只是，新疆的风认生
初来乍到的人
肯定口鼻干燥，甚至流鼻血
但是，半个月之后
连梦里都念想着
那充溢着腥膻味的风

我在东南方待过
比如说广东那里的风

带着很咸很咸的铜臭味
让口干舌燥的农民工
不得不掏钱买水解渴
让幻想淘金的冒险家们
白天冷汗洗澡
晚上惊恐难眠

我去过很地方
许多记忆日复一日淡化
唯一忘不了的是不同地方的风
比如说故乡的风吧
把我从摇篮里吹醒
是我人生的温柔之乡

我的故乡
王庭德
绕着楼梯走出家门
横在阳台前方的是楼群
那个山村一别多年
那里有奶奶和她的满堂儿孙
屋檐下零乱的堆放着柴草
一只花毛狗蜷缩在里面贪睡
喜鹊在门前的树上喳喳叫
房后的竹林浓密
白鹭在高高的颠梢当风而立
挨家挨户升起淡淡的炊烟
明净的湖面倒映着大山和夕阳
阿哥挎着背篓，阿妹走在前面
守住小溪渠的一个出口
可以等到鱼儿或者蝌蚪
杜鹃花映红山坡的时候
黄牛走出窝棚
沉淀了一冬的田野里织起犁铧

秋天的宁陕，白云舞动着裙裾，在阳光里变幻出各种
的形状,山坡上的树丰富而立体，葱绿、黛绿、红棕、赭黄，
一些小白花、小黄花或是紫色、淡粉的花点缀其间，柿子
在枝头架起灯笼，银杏在树梢挂满书签，枫叶在山间织成
挂毯，它们相互融入渲染丰富着秋天，这是小城最美的时
光。

秋天，小城五郎关的银杏大道，金碧辉煌的银杏树，
随风抖落满身的黄金甲，引来无数的游客来此打卡留念。
小孩们奔走其间，拾起叶片抛洒,用树叶搭建城堡，老人们
在儿孙的指挥下做着各种姿势，还有身着旗袍、汉服唐装
的美女们娇羞含笑，为五郎关增添别样的风采。 滨河公园
里红色的厚厚的松针铺满石道， 踩上去仿佛是踏着温暖
的地毯，阳光从树的间隙漏出，无数的光斑闪烁。

此时，若从乡村经过，那金黄的柿子就在农家小院的
一隅默默守候，每逢看见它我就想起老屋。 柿树是父亲在
世时所栽，每年总会果实累累，父亲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做
了夹子，仔细地夹下那些泛着光亮的果实递给母亲，整个
过程，父亲目光专注，母亲有条不紊，不多时，簸箕里便放
满了柿子，他俩一边整理着，一边唠着家常，于是故乡土
墙瓦顶的院子就在他们的话语里清晰起来。 老家屋前空
地平整，老榆树下拴着的牛悠闲地啃着玉米秸秆，屋后是
碧绿的菜畦、清澈的水井，阳光折射到水井里，漾出金色
的光芒。 老家在父母的叙述里，不管身处何方，那份牵挂
随四季轮回。

在秋天的小城走过，总会嗅见各种各样的味道。 温暖
的阳光味、稻谷的清香、瓜果的味道、露湿的草叶味道。 父
亲走了很多年，当年他亲手培植的那些花草果蔬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杏树在一
场暴风雨里轰然倒下，化为一堆柴禾，葡萄因为无人打理枯萎凋敝了，花椒树不
知所终，唯有那一树柿子年年丰茂，只是这么多年任由它繁茂，成为鸟雀频频光
顾的乐园。 从树下走过，我常常恍惚父亲就坐在藤椅上看报读书，偶尔抬头瞥一
下树上的鸟雀，和一两声鸟哨音。 父亲是极喜爱鸟儿歌唱的，我们曾不止一次驱
赶过树上的鸟雀， 可父亲却说那树上的果实本就是留给鸟雀的， 人和鸟吃都一
样，鸟儿用鸣叫感激人呢。父亲这样说时，便不由自主地吹起鸟哨，那一支我从外
地捎回的土陶鸟哨，哨音响起，头顶的柿子在鸟儿的抢啄中应声而落，那一刻让
我觉得父亲和秋天一样的可爱。

窗外，秋色亦浓，我在心底默念：秋天，请慢行，让我能在秋天里回味童年，晚
霞中的红蜻蜓，崖畔上的救命粮，咬一口爆汁的柿子，还有那个秋天离去的父亲。

生命里难能可贵的是
一直能以植物为伴。 我和
很多热爱生活的人一样 ，
感恩大自然馈赠我们那象
征生命力的颜色。 那是新
芽萌发时的嫩黄， 是幼叶
初生时的浅绿， 也是茎叶
拔节时的浓茵……

喜欢莳花养草， 早在
幼年时就已被激活。 无论
身处何地， 一旦待得时间
长了， 若是没有盘弄些植
物， 心中总觉得是空落落
的。植物从不言语，只需提
供一定的水分、 充足的空
气和适宜的温度， 就会生
长得很好， 仅仅是静静地
看着它们， 也就足以慰藉
浮躁的心灵。为此，多年下
来，我在房前屋后，田沿地
边植下了不少的花草树
木。只要回到家中，看到植
物在生长、 在开花、 在结
果，不难心生惬意。

周 敦 颐 写 下 《爱 莲
说》， 在世人皆盲从时，其
不跟风，独爱莲。 以“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昭世恪守同流而不和
污的高贵品性。 五柳先生将菊花写进了“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里，自此开启了文人雅士以歌
颂菊而自诩品格高洁的风流。 菊花，总是开在了
深秋的日子里，任风霜凌厉，独守那一份发自内
心“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初心。

荷，终败在了夏末。 菊，始盛于深秋。 在这清
秋的日子里，细数能开的花并不多。 纵观家中的
花草，目前尚有盛放的木芙蓉。

木芙蓉是我喜欢的木本花卉之一。 木芙蓉生
于河谷，无需肥沃的土壤，即使一粒微小的种子
落在乱石堆里，依旧能够生长得枝繁叶茂；木芙
蓉没有醒目的枝叶，毫不打眼，灰白的树皮，宽大
的叶子，像极了构树，在杂木丛生的地方，往往不
打引人注意；木芙蓉没有艳丽的花瓣，每每只有
零星几朵绽放在清风里， 会一直持续到暮秋；木
芙蓉也没有浓郁的香气，浅浅的味道只会随河水
流向远方，吸引着蜂、蝶前来传粉。

在当地，能将木芙蓉从野外移植于庭院做景
观树的人家并不多。 很久以前，当我采摘了木芙
蓉的花后问及母亲，母亲道：“这是臭牡丹”。 我明
白在野外的花卉，大多清雅，极少带有大红或是
大黄的颜色，往往不过是纯白或淡粉。 但木芙蓉
以淡妆、浅香、幽居示人，却冠以“臭牡丹”的名，
实在难以理解。 花瓣似荷，着生于枝丫的顶端，在
风中摇曳，它不负于木芙蓉的雅称。

多年前的一个国庆期间，我随父亲在河边干
活，无意间发现了盛开的木芙蓉，欣喜若狂，便移
植了一株蘖芽分生的幼苗。 不过二年的天气，长
成了大树，每到秋天，花朵准时开满了枝头，煞是
好看。 深冬里，当叶子凋零，种子悄然成熟，像极
了棉花的荚果， 数十粒种子被棉絮纤维包裹着，
随风散落在周边。 待到二年春天，满地都是幼苗。
择取一二株健壮的幼苗，种在坡地边。 不过几年，
长成一面花墙，别说有多么壮观了。

清秋的日子里，盛开的木芙蓉是执着的。 它
在晴日里尽情绽放，不娇柔，也不妩媚，只是静静
等待蜂蝶前来传粉。 若是晴天没能完成，即使在
雨天的日子里，也不会就此闭合，任雨珠滴落在
娇嫩的花瓣上， 静默地期待着其它昆虫的到来。
无论是秋日暖阳或是清冷秋风， 还是秋雨滴落，
都无法打消它的执念。 木芙蓉是我心中永远的仰
面花，无惧风吹雨打，只为自己盛开。

木芙蓉不与万物争春，不与夏花斗艳，不与
冬雪明志，在清秋的日子里绽放，携清风与细水
流向我的心间。

晨雾缭绕农家院 马桂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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