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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县义仓积谷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总计 12 页，计 1615 字，落款是光绪七年（1881）七
月。

仔细阅读该《章程》，开明宗义讲述为什么要
订立义仓积谷章程，接下来是“义仓积谷八条”规
定，章尾讲义仓积谷管理人员如何照章行事。 言简
意赅，有相当的操作性和警示性。

建义仓积义谷是封建社会“乡绅治理（乡）制
度”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封建王朝和统治者为巩固
自己政权的产物。 乡村乡绅治理是社会自治的体
现。 乡绅是指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未中或未出仕的
士人、中小地主、退休或赋闲的官员以及宗族元老
等组成， 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和影响力。 他们通过宗族和乡约等组织形式，参与
乡村的公共事务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乡绅
们凭借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组织和协调地方事
务，确保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行。

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他们通过捐
资办书院兴教育，设私塾化童子，修道路造桥梁、
兴水利筑河堤、建义渡捐义船、置义田助公益、设
粥棚赈灾民等方式，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
利事业。 这在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 《重续兴安州
志》、乾隆年间的《兴安府志》、光绪年间的《兴安义
渡乘》、民国初期《花园沟义渡志》及散落于安康各
地的碑版均有大量记录。 同时，乡绅阶层大多受过
良好的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致力于传
承和弘扬儒家文化，通过教育后代、举办文化活动
等方式，维护和提升乡村的文化基础。

乡绅治理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地方自治特
点，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
响。 办义仓积义谷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其有效的统
治，是乡绅治理制度的产物，是办义仓积义谷产生
的历史背景。

为什么要建义仓积义谷？ 义仓、积义谷，顾名
思义是合宜的公益事情。 章程第四款讲：“义谷宜
酌量出借，以期便民也……如遇年岁歉收，即可禀
请出借。 ”根据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在安康山地多，
水浇地少的现实条件下和靠天吃饭的年代里，秦
巴山区年岁歉收是常事，尤其在青黄不接时，人们
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个大坎，要越过这个“坎”就得
有社会帮助和外力支撑， 建义仓积义谷便应运而
生。 应该说，建义仓积义谷是那特殊时期的特殊措
施，是适应民众需要的事情，是过去安康储粮应对
灾荒、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为什么要严管义仓积谷？ 章程讲：按照巡抚的
要求，安康县劝办义仓积谷以来，成绩巨大，所有
安康城关暨四乡二十四铺均完成捐献义谷积谷任
务，有的地方已建仓妥储，有的地方借庙宇公所改
作仓舍暂存。 这项工作从开始创建就非常不容易，
要做好管理和善后工作尤其艰难。 所以，没有章程
制约，怎么能有长久之计？ 经过县府筹划和商讨，
制订简明章程若干条，细则明确，希望各乡官员、
仓库管理人员等，务必遵照章程下大力气力执行，

不能顾此失彼，要有始有终地贯彻执行。遵章守规，
不能把章程规定视为一纸空文。 若发现违规者，要
查封义仓和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关于章程八条规定的主要信息归纳如下：义仓
建设必须专建，不可小觑。 建义仓的时间要求是当
年秋收后开始，建设经费要按照章程规定，由各乡、
铺、乡绅集资筹钱。

大地方要求建设义仓两处， 小地方建一处，同
时要求义仓必须建设三间，用于广泛积义谷，以应
对大灾荒之年，让民众度过艰难时刻；管理义仓的
“仓正”官府要发给执照并要求严格按照“执照”要
求行事， 遇有关义仓义谷的事情必须上报办理，不
得超越权限范围使用执照。

仓正到职后，要与管理乡铺的区域长官“乡正”
共同将义仓内谷数登记造册两本， 一本送县存案，
一本归仓正掌管。同时规定每年农事忙完，乡正、仓
正两人到场共同开仓，在共同监管下对仓内粮食晾
晒保存，防止粮食变质腐坏，造成损失；对义谷出借
问题做了详细规定。如果遇到年份不好，粮食歉收，
准许第二年二月报请县府核准后方准出借。对管辖
境内需要借粮的户，乡正、仓正要秉公核查上报县
府，由县府核准后张榜公示，并明确开仓日期，使各
借户届时赴义仓自行借领，杜绝胡作非为和隐瞒欺
骗之弊端。凡借的粮食，借粮人秋收后偿还，借什么
还什么。如果是丰收之年，每石加息谷二升，用于仓
正工作报酬。如果年份歉收，仅够养活人口，酌情减
一半息谷。如果是灾害年，缓至下年麦收后还仓，并
免其利息。总之，借义仓义谷必须慎之又慎，如果混
报烂借，查出后勒令仓正、乡正赔还。

从这些规定看，还是有人性的；义谷以各乡绅
捐献粮食数量的记录为准，捐献的粮食不准随便动
用，必须存储三年方准出借，保证做到有备无患。同
时，正谷与息谷要分别存储，不准混杂一体，做到各
有其用；对义仓积谷管理者———仓正的任用为期三
年。仓正任用三年既有收入，又积累有经验，会谨慎
行事，但仍然要按照严厉的规定进行管理。 当任用
期限满，乡正和仓正要共同监督，将所管义仓的存
粮、新收粮和利息粮食一律收归仓库，并分门别类
登记造册，上报县府，等候交割。 对谨慎行事、为公
乡里、民众认可的仓正，准许蝉联接办，并给予花红
匾额，以奖优罚劣。

为什么说建义仓积谷是封建社会安康乡村治
理的典范之作？ 章程第六条有沾沾自喜的骄傲之
语：“查得我邑积谷，实收实储属有备无患而尽善尽
美，尤当裕不匮之源。 此次捐积之后，如遇岁收上
稔，仍当酌量续捐。 总期好善乐输，母使极盛难续，
则仓廪充实，礼仪自兴矣。 ”此段话说明，安康县的
义仓积谷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 是当时社会治理、
稳定民心工作的“经验之谈”。

在此也号召、动员、鼓励社会成功人士和社会
贤达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多做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
的事，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温暖，让所有人站到同
一片蓝天下。

地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记
忆，是承载历史与追念的文化符号，是人
民群众的情感寄托， 积蓄着老百姓的生
活智慧和社会共识。是历史的活化石，也
是精神的坐标，更是现实的情感依附。对
外出闯荡的人来说， 故乡的模样或许越
来越模糊，聊以慰藉、寄托情思的或许只
余下嘴边上时常要唠叨的那个熟悉而又
陌生的小地名。

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乡村都有出处，
都有各自的故事， 而地名就是这些故事
的特殊载体，一次次的地名更替，记录下
的是社会历史变迁与传承。 随着乡村振
兴的如火如荼， 城镇乡村都有了大的变
革，地名更替越来越多，一些富有文化内
涵的老地名逐渐被人淡忘， 甚至不复存
在。 好在还有记忆，还有志书，可以在那
里边寻觅、翻检、找回，得到一丝安慰。

岚皋唯一的旧志《砖坪县志》，里边
记录有老家的小地名草鞋垭。 幸运的是
草垭村现在还保留着， 只是不该为省事
去掉“鞋”字。 在苏州阳澄湖畔看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草鞋山遗址， 马上想到
老家草鞋垭，人家把鞋当宝，我们说脱就
脱了，未免草率了一点。 父母不在了，老
家回不去了，那地儿永远忘不掉，一定会
在梦里出现， 因为草鞋垭的水土已经沉
淀在身体里，流动在血管里了，只要还有
一口气，就会活灵活现在我心里，无处诉
说的乡情乡思就会奔涌在我的笔下。

旧志的认真、用心、精到，让人非常
敬佩 ，不仅记录准确名称 ，还不厌其烦
记下方位和里程 ：“东路由厅至蔺河口
十五里， 由蔺河口至草鞋垭十五里，由
草鞋垭至放牛厂二十五里，由放牛厂至
茅坡梁二十五里与平邑交界”。 从中可
以看出 ，我引以为自豪的 “芳流 ”，是从
“放牛” 化得， 于是才有后来的芳流公
社 、芳流乡 ，可以说 ，这一化是出神入
化，神来之笔，文化品位上了一个档次。
民主建政时，土改分给我家的房子要做
芳草乡的办公场所， 父辈们另起炉灶，
挖土筑墙建起现在的老屋 ，他们不住了 ，都 “走 ”
了，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虽然这个建置
早已不在，但我仍然对“芳草”二字情有独钟。 乡
镇合并时舍弃芳流保留蔺河，手板手背虽说都是
肉 ，一碗水也难端得平 ，让我唏嘘惋惜了许多时
日。 好在我还能写，只要身体许可，头脑清醒，会
不停地写老家，写芳流，让它永远留存在纸上、文
字中，谁也无法抹去。

30 年前陪著名作家贾平凹老师上南宫山，当
时还叫笔架山，在山上住一宿，冷得向护林员借棉
裤，围炉烹茶，夜雨清响，谈兴浓得化不开，回西安
后他写了《游笔架山》一文，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笔
架很形象，古人起的名，套用时髦语“没毛病”，考
虑到全国重名的多，会让游客一头雾水，分不清何
方神圣，再好也得换。 旧志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南
宫观山山脉，在岚河东北，发源于平利之化龙山，
至东瓦溪沟脑独树崖始入厅境。 山左分支在厅境
者有三：一自独树崖分支为笔架山，秀峰高耸，石

尽人立，有宝莲、石门诸胜境，又有莲盆为
五瓣石片所成，高悬崖侧，人工不及，为岚
河名山之一。 时任市旅游局局长提议笔架
山改南宫山，在场的人没有异议，举双手
赞成。 虽然将南宫观山中的“观”省略，目
的显而易见，叫起来顺口，喊起来响亮。

说到南宫山，就不得不说一下现在的
南宫山镇。 该镇原名花里，旧志称化鲤墟。
人家鲤鱼跳龙门，这里鲤鱼化山脉 ，蹊径
独辟也。 墟者，农贸市场也。 广东、广西、
福建等地乡村集市称墟。 范成大有诗曰：
“墟市稍来集，筠笼转山忙”。 可见化鲤墟
的人户多是外地移民， 背井离乡远道而
来，自然珍惜脚下的水土，他们在乱石窖
里修梯田， 在岚河边造船， 上山狩猎砍
柴 ，下河撒网捕鱼 ，开发龙安贡茶 ，使不
毛之地成了鱼米之乡。 他们还用愚公移
山的精神，智慧加汗水把韭菜岩凿穿，不
亚于现在打通秦岭隧道， 一下子有了通
向外界的出口。 志书上说：“街下十余里
有韭菜崖 ，壁立千仞 ，下临岚水 ，土人于
崖腹凿为通衢，最称险要。 ”出洞经界梁、
蚂蟥碥 、柴垭子 、涧池 、溢河坝 、白家拐 、
蟒蛇吐箭、蔺河口、黄龙溪、五里堰、柑竹
坝、菜籽沟、河街到达县城。 这一路上的
名字如珍珠一串，都美，都有个性。 用墟
作集镇名，陕西可能找不到第二家，改掉
真有点可惜。

《砖坪县志》在记述西部山势里有“西
北山势复耸，直抵汉滨安康咀而尽”一句，
足见将安康县改汉滨区并非随意，而是有
根源的。 地名更改并不为奇，别说小地名，
省名、县名都可以改，改得妙锦上添花，改
得好过目不忘，叫人文思泉涌。 1917 年砖
坪改岚皋就是成功案例， 不仅大得人心，
还增加了一定的文化含量。 当然，改要有
因由，要遵循约定俗成，不能乱来。 王樾、
谢焜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砖坪纯粹为岚河
流域，岚河水经注称为岚谷，而本县书院
碑记称为古岚皋地， 盖以其据岚水上游
也。 我曾在不同场合说，砖坪改岚皋，一改
生光华，一改出锦绣。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有“我与一座城”栏目，我写了《小城岚皋云雾飘》，
自豪满纸，一往情深。

还有一些很美的地名，如无暇河、观音碥、火
烧坡、斑鸠关、木竹坝、芙烟坝、明珠坝、石滚坝、花
坝、黄泥坝、火石沟、锁龙沟、歇憩桥、学堂湾、金鸡
河、三溪口、茨竹湖、漆朳街、葵花寨等，每一个地
名都有来历，都有一段传说故事。

地名就像老树上的鸟巢，把孩子暖大了，飞走
了，自己却老了，甚至如烟尘般慢慢消失了。 不过，
凡是生养之地，即使改换了门庭、换了人间，没人
会忘记。 哪怕经历过磨难，受过委屈煎熬，赌咒发
誓不再回去，仍要魂牵梦萦、朝思暮想，一提起就
感到亲切，一落笔就热泪盈眶。

安康乡村治理的典范之作
□ 罗先余

世上人与人， 人与自然界万物结识交
往，都是一种缘分。

我因耳道发痒，耳内“咚咚”跳响，且听
力持续下降， 就去汉滨区中医医院请李呈
爱大夫诊治， 李大夫与我结为医患关系将
近十年。 我可以负责任地评价：在汉滨区她
不仅医德高尚，而且医疗技术精益求精，特
别是中医针灸，是她一大特长。 每天登门找
她针灸治疗的患者络绎不绝。

针灸疗法最早见于战国时代问世的
《黄帝内经》， 针灸疗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先后经历了三次总结，即：《天枢》《针灸
甲乙经》和《针灸大成》。 针灸这一古老的医
术 2000 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传承，早在公元
6 世纪， 中国的针灸学术便开始传播到国
外。

我缘何相信并结缘中医针灸呢？
从小受家庭环境影响 ， 父亲是位中

医，家里开中药铺 ，字号 “永茂堂 ”。 20 世
纪 50 年代父亲担任神河区卫生协会主
任， 神河区各乡的中医生常在我家开会，
学习和交流看病经验，常看到他们用针灸
和拔罐给病人治病 ，耳濡目染 ，自然就钟
情于针灸。

令我难忘的是，1961 年，我到旬阳县城
菜湾我大哥家去玩，当天突发急性气管炎，
接二连三咳嗽不停，无法平躺下睡。 无奈，
大哥请来同一庄院住的一位农民医生，姓
郑，原籍河南人，约四五十岁。 你别小看这
位农民医生，他仅用一根长银针，从喉结下
方进针，先直刺，然后向下斜刺。 谁知，进针
两三分钟，咳嗽竟然停止。 一针见效，这简
直是“神针”啊！

后来， 我才知道当年郑医生扎针的穴
位叫“天突”穴，主治“上气咳逆，气暴喘”。

自此后， 我也尝试着用针灸给自己治

病。 几次因受寒腹部抽筋，学名叫痉挛，我
就用灸条灸关元和神阙二穴，约三十分钟，
症状解除。 我虽年逾八旬，还常早晚按摩百
会、涌泉、内关、足三里、膻中等位，有助于
老年养生保健。

中医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科学，
乃“中华国粹，世界非遗”。

1980 年，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
“四十三种推荐针灸治疗”的适应病症。

1987 年， 世界针灸联合会在北京正式
成立。 2010 年 11 月 16 日， 中医针灸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医针
灸正款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 十分重视继承发扬
祖国医学遗产， 针灸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普及和提高。 弘扬中医针灸是我们的责
任，今后，要让中医针灸在传承基础上发扬
光大，更好地造福祖国和世界人民。

原来每次经过安康城区鼓楼街口，总
能看到亭亭如盖的梧桐树下聚着一群身着
对襟衫、脚穿解放鞋的挑夫，确切地说应该
是搬运工，他们或三五一伙打牌，或圈成一
堆谝闲。 若是夏日有人用草帽遮住脸打起
瞌睡来，如有需要拉东西的，立马凑上前去
讨价还价，讲好价就开始行动。

挑夫，旧时是指给人搬运货物、行李的
人。 老家在原安康县朝天乡，地处偏远，不
通车辆，全乡人的生活用品、劳动工具只有
供销社经营， 经常要跋涉五十多里山路到
石转区供销社进货，全靠人力肩挑背驮，是
个力气活、苦差事。 记得上小学，常年为供
销社挑货的是一个姓年的老头，个子不高，
但长得敦实，时常肩抄一根扁担，手握一个
打杵，腰挎一个鳖壶，脖子上挂一条汗渍渍
的毛巾。 一大早，年老汉揣着供销社开的进
货单，挑着粽、麻、黄姜等土产，一路爬坡蹚
水，约莫中午时分到达区供销社，赶忙趁工
作人员发货空隙匆匆吃口饭， 又沿路往回
赶，太阳落山时候返回乡上，一街两边的大
人都伸长脖子看看挑回了啥东西， 我们老
远都闻到了一股水果糖的香味，啧啧吐舌。
营业员清点了货，付过工钱，年老汉要了二
两散酒，坐在门槛上慢慢品咂。 “挑夫得钱
何所营？ 身上衣裳口中食。 ”一百多斤的担
子，来回一百多里山路，一天时间往返，风
雨里的艰难跋涉，雪地上的负重独行、烈日

下的汗流浃背， 他们肩挑着山里群众的多
样生活，背负着乡亲们的美好希望。

与挑夫打交道， 是我调到汉滨区信用
联社办公室工作后。 有一次负责印制制度
汇编，作为员工培训教材，由于时间紧，直
到开会的前一天下午厂家才印好通知去提
货，我说不是送货上门吗？ 老板称不包含运
费， 急急忙忙跑到鼓楼街找到一个拉架子
车的，把几十捆书装上车拉到单位，又一包
一包搬上六楼会议室， 帮着放在学员的座
位上。 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这都是年轻
人没经验。 印东西提前要讲好包送，不然的
话就要另外付运费。 ”我连声感谢，付了工
钱记下他的电话，老汉姓张。 年底腊月的一
天，下起小雪，单位采购的一批宣传品急需
搬到储藏室，掏出电话打过去，显示无人接
听，我连忙骑着自行车找到鼓楼街口，见老
汉双手蜷在袖筒里，蹲在架子车上，我埋怨
为啥不拿手机，他却说：“忘啰！ 只要家里没
有要紧事， 只要没有恶风暴雨， 我都在这
里。 ” 顿时心里涌起一股由衷的感动，挑
夫———这群再苦再累不吭声的群体， 不论
风里雨里，无论冷眼风言，他们蹲守在城市
的角角落落，用粗粝的双手，使尽浑身的力
气，为人们提供方便，为市民排忧解难，撑
起一家人的生活，他们的坚守、坚毅、诚信，
让人心里踏实，让人心生敬意。

那年新房装修的时候，正值夏天，由于

经济拮据， 就和装修公司约定自己买材料。
砂石水泥、木材油漆、墙砖地板、电线灯具
……一连好几天，顶着酷暑，照着装修公司
列的材料清单， 跑遍建材市场各个门店，货
比三家，谈质论价，不时有挑夫跑上前来问：
“拉货吧。 往哪里送？ ”原来，运费是根据材料
多少、路程远近、楼层高低而价钱不同，“恭
喜呀，房子这么大面积。 这东西（材料）不少，
得四车拉，给两百块吧。 ”我已跑得精疲力
尽，大体一估算也没多讲就应承下来，他们
分门别类搬上架子车，用绳子横缠竖绑捆结
实，沿着马路边人行道一溜子往回拉，下坡
时，他们小心翼翼，双手架着车把子，双脚前
蹬，身子后靠倚着车身慢慢滑行，生怕蹭碎
了地砖、玻璃，遇到上坡路，他们聚全力于一
身，肩勒麻绳，压低车把，前脚弓、后脚蹬，俯
身向下几近贴面， 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太
阳下，那前仆的身形，黝黑的皮肤，如注的汗
滴， 活脱脱一幅镌刻在城市一隅的劳动雕
塑，这不正是市民百姓不畏艰辛、吃苦耐劳、
乐观向前的真实写照吗？ 挑夫的形象在我心
里兀自高大起来。 他们一趟又一趟把材料搬
到屋子里，又匆匆赶往下一站，我让擦洗一
下，休息一会儿，他们连连摆手，“我们负责
把材料拉到家，不乱窜、不乱看、不乱说。 我
们靠这个行当养家糊口，也有行规呀。 ”看着
他们远去的身影，我默默祝福他们：日子安
好，满载而归，幸福安康。

遇见一座座山

初冬的陕南，迎来第一场雨雪。 烟雨濛
濛，寒意阵阵，雪驻宁陕。

踏入宁陕地界，一半银装素裹，一半灿
烂若霞。

“哇，你们快看：这边雪松银灰，白雾升
腾；那边焰叶婆娑，红衣起舞。 置身冰火两
重天的山下，满车的人亢奋起来。 这个名叫
青龙娅的香菇小镇，惊艳众人眼眸。 ”

这是宁陕的山，左边白雪皑皑，右边红
波拂动，千树万叶，千娇百媚，让人心旌荡
漾，遐思曼妙。

迎着湿冷的风，打着寒战，听解说员介
绍。 这个只有 240 多户 809 口人的村庄 ，
2023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9522 元， 先后荣
获 “宁陕县乡村振兴示范村”“宁陕县产业
发展之星”等荣誉称号。 如今的香菇小镇青
龙娅，走上生态旅游引领、多业融合绿色发
展之路。

走进村里，房舍幽静，院落干净，农人
纯朴。 30 多位来自西安、安康文艺界大咖，
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拍摄难得一见的美景。

有的拍院坝边红彤彤的柿子树， 有的
拍雾蒙蒙的雪山，有的拍五彩绚烂的红叶。
我看到满头银发的著名作家和谷认真拍摄
那棵硕果盈枝的柿子树，红柿灯笼挂果丰，
柿柿如意福安康的画面，走进他的镜头，也
装进每个人的心间。

次日，在浓雾弥漫的悠然山，在去往海
棠村千山万壑的途中，两次集体合影时，和
谷先生都亲切呼唤随行的讲解员、 司机等
工作人员一起合照留影。

解说员胡静涨红着脸说：“你们都是名
家大腕， 让我们挤在一起照相多不好意思
呀……”

和谷先生更是提高嗓门告诉摄影师 ，
把他们都装进镜头，把角度调整好了再照！

随着年逾七旬和谷先生“秦岭之心”地
喊出，同志们也高声附和“绿都宁陕”，并挥
手点赞。

座谈会上， 安黎先生回忆着自己与宁

陕县的深厚渊源。 他说十几年前，因为采访
跑遍全县所有乡镇。 不通公路的地方，就搭
坐乡亲们的摩托车进村入户， 跑的次数越
多就越有情感， 自己与宁陕的山山水水结
下了难分难解的情缘。 见山叩首， 见树相
拥，见水情深，宁陕如同美丽的姑娘，让其
忘情以怀，忘情以期。

用餐时，有幸与周养俊先生同桌。 他主
动找话题，边吃边聊。 印象深刻的话是：“你
们这里的山俊 、山奇 、植被丰茂 ，景好 、水
甜”，一脸和颜悦色。

著名作家和谷、安黎、袁国燕和安康文
联主席李春平来了。

秦岭山高。宁陕山重。 和谷、安黎、周养
俊、李春平等群贤毕至，也是众文友心中崇
敬的一座座文学上的大山。 选择远远地看
着他们的背影就好，不索要电话，不添加微
信，默默地膜拜，安静地朝圣。

仰望一座座高山，不必去傍托，不难为
他人，不违和自己。是尊重，更是敬畏。 成不
了大山，就做独立迎风的树，成不了树木，
就做默默无闻的小草。

“秦岭之心、绿都宁陕”万山绵延，千峰
竞秀。 在我的眼里、心里已进驻这些山一样
的人物，他们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和蔼可
亲，谦逊低调，风趣幽默，读山品水，引发阵
阵共鸣共情。

靠近山，阅读山，期待着成为小小山。 潜
下心来，加强学养，沿着先生们的登山之路，
去攀缘。仰望挺拔俊秀的文学师长，膜拜一座
座心中的高山，致敬心仪的文学。 甚好。

邂逅一座座谷

宁陕山众，河谷遍布。 寨沟朱鹮野化放
飞基地，稻田沿山就势层层叠叠，大小不等
的荷塘， 点缀在高高矗立的朱鹮驯化孵化
大棚旁边。 田间的泥鳅、小鱼和其他水生生
物都是朱鹮的采食对象。 天空、河溪边、收
割后的稻田里，常常有爱情鸟朱鹮翱翔、观
望、踱步、觅食的身影。 恬适、自然、安静的
环境， 让众多朱鹮走出人们为她们搭建的
鸟笼，回归到美丽家园。

筒车湾的欢乐谷， 河清水浅， 适合漂
流。 每年夏季成为八方客人旅游打卡胜地。

渔湾逸谷，风光旖旎。 溪水潺潺，四季
有绿，精品民宿，高端大气。 坐着小火车遨
游，体验放飞心情的节奏。 原味现代融合，
过去未来衔接。 看书品茗休闲，播种希望心
田。 自然山谷，宜养灵魂。 来了还想来，一走
三回头。 座座溪谷深山藏， 吃住休闲醉他
乡。 怡情养性可康养，梦里画乡滋味长。 山
谷悠然，自在人间。

长路与桅杆

这次到宁陕， 看到一条彩色塑胶步道
由县城直通向上坝河森林公园。 20 多公里
的步道，成为县城一道亮丽风景线。 彩色步
道拉近了市民与天然大氧吧的距离， 带给
人们更多更实惠的运动体验， 也给游客提
供更多可能的休闲选择。 高山流水，步道长
长，让人倍感温馨情长。 路在脚下，也在心
上，绵延伸向远方。 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
只要考虑到生态环境、 人类需要与社会和
谐，自会得到如许的称赞。

城隍庙是宁陕县城一处年代久远的古
建筑，屹立于长安河中央。 年年洪水肆虐，
整座庙宇无恙。 凡来此参观的人，每每听到
咆哮而下，声如雷鸣的洪水，无不为这座气
势恢宏的建筑而揪心……

通过观察， 不由得钦佩古人高超的设
计理念和建造技术。 选址如同都江堰的“鱼
嘴 ”，河水走两边 ，中间大石山 ，庙宇似泰
山，安稳千万年。

“金鸭凫舟，安宁陕西。 ”宁陕县名由此
而来。 奇特是在浮舟后半部旺盛生长着一
左一右，十分对称的两颗巨大油松，树干挺
拔直入云霄，树枝如巨臂相握，壁画出相抚
相牵自然倩影。 年轻人看着它们就叫“夫妻
树”，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都说这是上苍植
种在舟船上的巨型“桅杆”。 正是有了“桅
杆”的作用，才保护着沿河两岸百姓生活的
安宁康泰。

时代新程，桅杆劲鼓。 活力宁陕，正朝
着生态、文明、富裕的方向扬帆远行。

乡土 风物

悦山品水在宁陕
□ 余佑学

街头 挑夫
□ 赖家斌

人在 旅途

结缘中医针灸
□ 屈善性

世相 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