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巳年谷雨日，我随同文友前往谭坝镇马
河社区游玩。 社区入口处古朴的文化墙，瞬间
吸引了我的眼球。

文化墙上关于瓦匠、篾匠、木匠、砌匠、泥
匠简单的介绍，勾起了我对这些传统技艺的回
忆，泥匠、篾匠们劳作的场景顿时浮现在我的
眼前。 一面看似简单的文化墙，让我看到了这
里的文化底蕴、内涵。

我在和社区书记的交谈中了解到马河社
区的过往。马河社区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前叫马
湖街 ，由于人们口语习惯把 “马湖 ”叫作 “马
河”， 马河街的名字就这样得来。 随着社会发
展，马河街所处的位置先后改名为“新庄村”和
“马湖村”，后来才更名为“马河村”。 撤乡并镇
合村之后，便有了现在的马河社区。

行走在马河社区干净的道路上，我的内心
是愉悦的。 道路一边是土坯墙的老房子，一边
是哗哗流水的人造小水沟，微风带着淡淡的花
香，让人心旷神怡。

在陈家院子， 两扇打开的院门像张开的双

臂迎接我们的到来。 院子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
保持了历史的原貌。 门簪上雕刻着吉祥的文字
和图案，门钹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的光泽，门墩
则以精美的石雕讲述着古老的故事。 房屋屋顶
高耸，飞檐翘角，展现出一种庄重而威严的气势。
屋内的陈设也极为有讲究，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厢房的门窗形式多样，有菱花窗、槛窗等，窗户上
的木雕图案细腻精美，或为花鸟鱼虫，或为各种
精美图案，充满了生活气息。

在四合院里穿行， 如同走进了一座小型
“历史博物馆”。 室内的老物件唤醒了我的回
忆，我在一个铁吊罐前驻足拍摄留念，仿佛看
到了吊罐里有外婆炖的腊猪蹄，内心深处的记
忆浮现在眼前，我的眼角湿润了。 老院子不仅
是一种文化的符号，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
记忆， 如今保留并维护老院子就是留住乡愁、
留住我们的根。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老院子，望着对面
几栋颜色统一的现代房屋，感觉自己穿越了古
今两重天。 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古文化与现代

文明的碰撞，让我思绪万千。迎着午后的暖阳，
我沿着社区的道路又走到社区入口，听到社区
入口右边屋里爽朗的说话声。我走进去和他们
攀谈起来，听一位健谈的中年男子介绍，马河
村传统村落是他们的骄傲，到了周末，就有游
客慕名前来游玩。居民将自己种的稻谷、核桃、
黄豆、魔芋等土特产拿出来售卖，每年有不少
的收入，游客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到当地的特色
美食。 从他灿烂的笑容里，我看到了他对家乡
深深的热爱与自豪。

马河社区厚重的历史积淀给予马河人无
穷力量与源泉， 今天的马河人创新致富新模
式，由过去单一的种植业变为多措并举：依托
国家级传统村落打造旅游业；依据地域特色发
展养殖业、种植业；利用传统文化打造研学基
地等特色基地。

如今的马河社区如沐春风，敞开胸怀迎接
八方来客，共享历史与现代有机融合的乡村画
卷，谱写乡村振兴的时代乐曲。我不由得感叹：
“高山出雄鹰，思路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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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静：

丁蕊蕊：

为传统添新韵
通讯员 赵晓骞 董克澄

让生活更“睛”彩
通讯员 李永明

熊静（右）

丁蕊蕊

在镇坪县， 丁蕊蕊从事基层文化工作 17
年以来，心装书字、身为书忙，为书消得人憔
悴，让书香润泽镇坪人民，为镇坪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元素。

丁蕊蕊 1986 年出生于镇坪县，毕业于西
安外国语大学，2009 年至今都在镇坪县文化
图书馆工作。 她深深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勇
于开拓，守正创新，把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工
作搞得有声有色， 赢得了广大群众和同事们
的一致好评。

2021 年她担任图书馆馆长职务，她以“小
而美、小而精、小而强”的理念，“以人民为中
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宗旨 ，围绕 “开
放、创新、融合、效能、智慧”五大定位，以“资
源、产品、公益”的直达措施，努力做到成为群
众心中满意的图书馆。

镇坪县图书馆自 2021 年从原镇坪县文
化图书馆分设独立后， 她巩固发展面积 1500
平方米，拥有阅览座位 252 个，馆藏图书 6 万
余册，每周定时延时开放 56 个小时，节假日
均向群众免费开放。 她让镇坪县图书馆实现
了真正全面、高质量的免费开放。 在服务体系
建设上，她坚持五统一：统一标识体系、图书
资源、借阅管理、文化专员、绩效考核，撰写出
台了《文共体工作方案》《重点任务清单》《“国
心书房”建设标准及规范》等规范性文件，保
障了服务工作的高效运行。

面对群众对图书阅读的多样化需求 ，丁
蕊蕊围绕“图书馆+”“阅读+”多元化模式，打
造 7 大类 40 项点单配送项目。 通过扫码点

单，电话点单、主动下沉方
式配送至基层。 截至 2024
年， 镇坪县借阅 51624 册
次 ， 较 2023 年 增 长
66.52%， 开展阅读推广活
动线上线下 1300 余场次，
其中点单配送项目完成
310 项次， 较 2023 年增长
了 158.33%，全年服务超过
8 万余人次。 群众参与感、
满意度、幸福感大幅提升。
建立阅读体验区， 完成从
无到有， 匹配公共文化服
务项目， 以及群众所需设
置的 VR 阅读、 下棋机器
人等， 以科技成果赋能镇
坪文化， 让群众共读现代
文明。 同时， 她积极推进
“图书馆+”与教育、艺术、
科技、国学、思维等领域的
融合；与企业的融合，在酒
店、民宿、露营基地等地建
立国心书房，通过“阅读+”

服务项目走进景区，共建共享。 以文化促进经
济发展。

针对镇坪县常住人口严峻的老龄化趋
势，丁蕊蕊积极组织图书馆开展送图书、送展
览、送讲座、送培训等“四送”活动。 每周三上
午 9 点至 10 点，她邀请志愿者讲师，从手机
软件下载、微信功能使用及发送朋友圈、手机
挂号和医疗服务、手机拍照、手机导航使用，
查气象看新闻等数十种中老年人高度关注方
面的内容进行扫盲式面对面教学。 每期课程
平均吸引超过 25 名老人参与，累计完成实操
练习人次超过 6000 人次。

她还定期举办阅读分享会， 邀请老年人
分享阅读心得；开展游艺手工活动；组织专题
讲座和展览，就老年人关心的健康、养生、法
律等话题进行讲解。 100 余期活动，图书馆帮
助 3000 多名中老年人掌握了视频通话、在线
听书、 电子医保卡使用和养老保险资格认证
等技能。 她创建的“艺养天年”老年阅读服务
工作得到了省市县图书部门的肯定， 走在了
全市的前列。

她的业务工作亮点纷呈，果满盈枝，她以
《点亮巴山文化之光》为题，分享镇坪县“五位
一体”文共体建设经验，成为全市文化服务创
新的典型案例； 她撰写的论文获业务论文大
赛三等奖；创新开展的《国心书房———构建镇
坪全民阅读共同体》 获得安康市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创新案例大赛一等奖。 镇坪县
图书馆被授予 2023 年“陕西省新时代文明实
践示范基地”荣誉称号。

夏日的宁陕街头，到处花团锦簇、绿意盎
然。走在街头巷尾、旅游景区，随处可见身着汉
服的游人。他们或执扇漫步，或驻足拍照，飘逸
的衣袂勾勒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

早上九点，走进县城长安东街的一家汉服
体验馆，笔者见到了正在化妆镜前忙碌着的妆
造师熊静，她正在为今天的首位顾客精心打造
造型。工作台上，整齐排列着数十种妆造工具：
螺子黛、胭脂、花钿、发包，每一件配饰都承载
着历史韵味和妆容智慧。

“你选了一身唐装， 唐朝女性社会地位较
高，妆容大胆自由，以高贵华丽为主，今天的底
妆会偏白一些，根据你的脸型给你选择偏
细一点的眉毛，唇部会画得小巧而圆润。 ”
她一边向顾客介绍服饰和妆容特点，一边
手法娴熟地上妆。 这样的场景，对于从业
五年的熊静来说已是驾轻就熟，但两年前
刚转型做汉服妆造时，她还需要反复查阅
资料才能完成一个造型。

回忆起今年子午梅苑景区的火爆场
景，熊静仍记忆犹新。 “最忙的时候，一天
要完成 30 多个妆造。 ”她笑着说，“从清晨
到日暮，连喝水的时间都要精打细算。 ”这
样的繁忙景象与 2023 年刚入行时的冷清
形成鲜明对比，也印证了汉服文化正在从
小众走向大众。

这份对汉服的热爱 ，
其实早在熊静童年时就已
生根发芽。 “小的时候喜欢
看 《欢天喜地七仙女》《宫
锁心玉》 之类的古装电视
剧， 加上每个女生小时候
都有 “仙女梦 ”，所以那时
候就喜欢披着床单和小朋
友一起扮演电视剧中的角
色。 ”这份童真的热爱，最
终指引她走上了专业妆造
师的道路。

说 起 自 己 的 职 业 道
路 ，2024 年参与央视春晚
西安分会场演出妆造的经
历让她记忆尤为深刻：“春
晚的彩排到了后期， 每一
遍都要带妆， 为了最大程
度还原出大唐盛世， 很多
妆造上的细节都要经过反
复推敲才能确定， 这也是
对自己能力的一次考验。 ”

在熊静看来， 汉服复
兴不仅是服饰的回归，更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表
达。 工作之余，她潜心研读《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华夏衣橱》等典籍，通过线上课程学习历
史知识。“我打算继续进修，深入学习各个朝代
汉服的款式特点，妆容、发髻的搭配以及相应
的礼仪文化，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更好地为顾客呈现古装的神韵和美感。 ”

向熊静告别时， 她还在化妆镜前忙碌着，
手中的化妆刷在顾客脸上轻巧舞动，五彩的颜
料在调色盘里晕染开来。 这方寸之间的创作，
不仅装扮着现代人的面容，更装点着博大精深
的汉服文化。

桑海池河丝路宽
犁航

马河行记
李华磊

晨光微露， 我和先生背上干粮和水启程
了， 完成早已许下的愿望———徒步牛蹄岭步
道。 当我站在牛蹄岭步道起点，湿润的空气裹
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远处的山峦在薄雾
中若隐若现，宛如一幅未干的水墨画，这充满
诗意的画面，瞬间点燃了徒步之旅的期待。

踏上步道，脚下是蜿蜒的石板路和盘山而
上的台阶，耳畔山风裹挟着松涛与鸟鸣，鼻尖
萦绕着青草与野花的芬芳，瞬间将都市的喧嚣
抛诸脑后。 沿途层峦叠嶂，葱郁的林木如绿色
海浪起伏，每一步都能邂逅不同的风景。 没走
多远，四周的绿意便浓得化不开了。 高大的树
木遮天蔽日， 阳光只能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
在地上织就一片片斑驳的光影。 微风拂过，树
叶沙沙作响，宛如大自然演奏的轻柔乐曲。 偶

尔有几只小鸟从头顶掠过， 留下清脆的鸣叫
声，为寂静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生机。

起始，我兴奋劲儿十足，可走了两面上坡，
我的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扶着冰凉的栏杆直
喘气，我便打退堂鼓了。 我央求先生：“咱们返
回走大路得了。 ”先生转身朝我伸手搀扶并说
道：“累了就歇会儿，坚持就是胜利。 ”说着就从
背包取出我最爱吃的全麦面包，撕开包装的瞬
间，浓郁的面包香味儿驱散了些许疲惫。 他指
着前方的山顶鼓励我：“再爬几十级台阶，就能
休息了。 你看，能看见观景台了。 ”见我还在犹
豫，他突然蹲下身子，背对着我拍拍肩膀，笑着
说：“要不要本人提供免费移动座椅服务。”“哈
哈，得了吧！ ”我们的笑声回荡在山间，一阵凉
风掠过，我咬着牙又往上挪了几步。 先生始终

守在身后，时不时伸手扶着我
的手臂，像棵扎根的树给我无
声地依靠。 我使出全力终于登
上观景台啦！ 他赶忙掏出保温
杯， 热气腾腾的红枣茶里，几
颗枸杞正随着波纹轻轻摇晃。
瞬间， 我浑身充满了劲儿，哼
着歌儿，继续前行。

越往深处走，步道的坡度
愈发明显，每一步都变得更加
艰难。 汗水渐渐浸湿了衣衫，
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正当我
感到有些疲惫时，忽然眼前一
亮，“铺沟水库”几个大字出现
在眼前，水库水面如一块巨大
的翡翠，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
光。 水库四周青山环抱，巍峨
的山峰倒映在澄澈的水中，形
成一幅对称的水墨画卷。 三三
两两的垂钓者静坐水边，鱼竿
的倒影在水中微微晃动，我放
慢脚步，静静感受着这份独属
于山林的宁静与美好。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登上了
一处高地———兴贤塔。 极目远眺，连绵起伏的
山脉尽收眼底， 层层叠叠的绿色在视野中延
展，仿佛没有尽头。山风吹过，虽然吹乱了我的
头发，却吹不散内心的震撼与喜悦。那一刻，所
有的疲惫都化作了登顶的自豪，我深刻体会到
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

徒步牛蹄岭步道，让我懂得原来最好的攀
登不是独自咬牙坚持， 而是有人始终在我身
旁，用温暖的手掌、幽默的话语和恰到好处的
鼓励，将崎岖山路铺成充满爱意的坦途。 这次
徒步不仅是一次身体的跋涉，更是一场心灵的
净化之旅。 不但是一次体力与意志力的挑战，
更是一场与自然和历史的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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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河是汉江在石泉县境内最大的支流，古
称直水， 其河谷是旧子午道南段的重要线路，
以河名镇，故有池河镇，又因该镇西依马岭关，
亦名马池。

池河流域自旧石器时期已有人类部落聚
居，奠定了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而今，池河
镇是全国重点镇、国家级卫生镇。 1984 年，在
池河出土的汉代鎏金铜蚕，被列入国家一级文
物，印证了池河蚕桑业的辉煌过往。

“蚕”是个象形兼形声字，其甲骨文像是一
只向上攀爬的蚕， 形象上进， 其身体分为头、
胸、腹 13 节，但出土的鎏金铜蚕却为 9 节，“9”
是古代阳数中的极数，既表现了古人高超的艺

术创造力，也象征着池河蚕桑业的极盛之相。
池河镇明星村的舞台上，歌舞《采桑》正在

靓丽上演， 石泉县民歌代表人袁国辉先生介
绍，这个节目已连续演出 16 年，经久不衰……

“中国醉美桑海”采摘园已经开放，正处旺
季，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检票队伍排得老长。我
们坐在采摘园门口的长椅上休息，正值正午时
分，长椅上投下一片阴凉，抬头望去，遮阳的竟
是一片硕大的绿色桑叶，而上方正趴着一只笑
容可掬的白色蚕宝宝……

一入桑园深似海， 我沉溺于无边无际的
万亩绿野之中， 看一垄垄桑树在整齐划一地
餐风饮露，吸天地灵气，汲日月精华 ，绿叶满

枝，在阳光下若翡翠般晶莹剔透。 桑葚
密密麻麻地集结在枝干上 ， 周身镶满
绿色、黑色或是珍珠白 ，与桑叶同柄而
生，深情陪护！ 吹来的风撩拨起桑叶翩
跹轻舞，有神秘的音乐在空气中律动 ，
无数的画面走马灯般浮现在眼前 ：富
商巨贾 、往来小贩 、采桑的女子 、育种
的蚕娘 、马帮的吆喝 、翻飞的酒旗……
沧海桑田 ， 时空流变 ， 那一枚鎏金铜
蚕 ， 镂透了时光 ， 携带历史深处的记
忆，自西汉窈窕而来 ，悬挂在眼前的枝
丫上……

品味着历史的气息 ， 咀嚼着甜蜜
的桑葚，追随着桑叶的脚步 ，直达明星
村蚕种孵化工厂 。 池河镇党委书记段
昌明介绍 ：蚕很神奇 ，也很娇气 ，很难
“伺候 ”。 一大早就要投喂 ， 早中晚三
餐，顿顿不能少 。 对声音极度敏感 ，要
避免光线照射 ，对卫生极其苛刻 ，一丁
点污染就会生病 ，养蚕极其辛苦 ，技术
要求亦高。

在古色古香的明星山庄品尝桑叶
茶、桑葚酒、蚕桑宴等特色美食，感受到
了地地道道舌尖上的池河风味， 感慨石
泉县旅游业能位居全市翘楚， 过硬的产
品质量就是赢得游客青睐的底气。 池河
镇还实施丝绸服饰、 桑葚果酒等系列副
产品开发及桑旅融合全产业链培育，将

蚕桑业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蚕，这只造福人类的“小虫”，一生竟能吐

出一千多米长的“丝”。正是这一根根神奇的丝
线，织就了一匹匹光彩照人的绫罗绸缎，装点
人间！难以想象，这么长的蚕丝，到底能勾起世
间的多少牵牵绊绊？有形的蚕丝，富裕了民众，
无形的丝线，缠绵着游客的脚步，链接着时空。
作别明星山庄时，发现山庄门前那棵硕大古槐
正在焕发新枝， 树干极像一只朝天登攀的蚕，
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蝶变。

金蚕小镇，把一根根细细的蚕丝编织成了
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把一片片桑叶铺就成了
池河人民的希望云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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