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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一年梧桐绿，安康市汉滨区西大街的
梧桐树身披绿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洒下一
片片斑驳的光影。我漫步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
不自觉地就来到了那家隐匿于街角的“安康书
城”。

在这“君到此处是江南”的汉江城畔，安康
书城坐落在这一眼千年的水西门边，她是一座
宝藏文化与传播知识的殿堂，让阅读者又多了
一处驻足地。

午后的阳光明媚温情，我从兴安公园穿过，
沿路呼吸着清新的气息，走走看看，各色鲜花和
枝头的萌叶都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当与培
新街的路面相遇时，安康书城的倩影也就闪现
在了眼前，此行的目的就是她。

安康书城的门楼大气庄重，灰白色外墙上
铺设的灯饰将在夜晚展示她的迷人风采，鎏红
的毛体“新华书店”四个大字伟岸挺立，每一分
每一秒都让文化光芒四射、历久弥新。 门口两
边的铁树也愈发的亭亭如盖、英俊蓬勃……于
寒来暑往中迎进送别到访的阅读者。 看到这
里，我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要走进书城去
看看， 去一睹宝藏秦巴明珠深处的文脉芳华，
读一本自己心爱的书，品一杯现磨咖啡。

午后的安康书城更显书香萦韵，书城里，或
站或坐或走或看的读者围绕在木黄色书架旁。
迎面而立的书架，每一格每一眼都彰显着文化
的力量，传递着新华书店的磅礴气势。

我在临窗处寻到了一个座位，透过玻璃的
阳光被散射成一缕一缕倾斜的光瀑布，在桌面
上温馨地跳跃着，不吵不闹的环境正适合阅读。
于是，我起身在书城的水吧处点了一杯生椰拿
铁……随后取了一本自己爱看的小说《你当像
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塔拉·韦斯特弗的故事无
不打动着每一颗向上的心。

现在的人都很忙，闲下来的时间有限，能够
找到闲暇的时间与书城邂逅一段美好的阅读时
光，那属实是弥足珍贵，所以我很享受阅读与咖
啡的寸光寸阴。 洁白瓷润的咖啡杯在木黄色的
托盘上显得格外精致，斜置的咖啡棒向我深情
地鞠躬。将咖啡棒轻轻一挑，咖啡与生椰的融合香气瞬间顺着呼吸到达心
灵深处。 静思细品中犹如欣赏着一株正在绽放的芙蓉，芬芳雅致、恬淡惬
意……手腕上的书不知不觉间已经看了七八页， 一页书香一口浓郁的咖
啡，抑或抿一口咖啡忘我的读几页文字，那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就着醉人
的拿铁香气，怎能不使人心旷神怡？ 于书香的韵味中醉去，从椰香的咖啡
中醒来，一方天地，书、我、咖啡，三者合一，宁静舒适、悠然自得……

阅读不仅能够让我们享受美好的时光， 同时阅读还是我们成就人生
的有效方法。当今社会，人们热衷追求快餐式的成功捷径，浮躁迷茫，很难
静下心来体验沉浸式的拼搏历程和阅读积累的蜕变环节。经典用语“书中
自有黄金屋”本就有它合理的逻辑所在———通过阅读，我们能够改变知识
结构，提升我们的认知水平，丰富我们的思维方式……当一个人的思维方
式发生高维度变化时，他的人生更容易走上较高的境界。你会发现但凡在
事业上或者在人生的旅途中能够做出一番业绩的人， 大多都是拥有非凡
思维方式的人。 这些非凡的思维方式多来源于阅读或者是通过大量阅读
最终在知识的相互碰撞中被激发出来的，可见阅读的不凡作用。

捧一本书，握一杯咖啡，让我们在时光的怀抱中享受阅读的美好、积
蓄阅读的力量。

夏日的傍晚，总有着一种吸引人出
门的魔力。 我与三两好友，一拍即合，骑
车向着漩涡镇茨沟村而去，奔赴一场与
落日云朵的约会。

出了镇子， 风便有了不一样的质
地，带着田野的潮气与麦香，扑在脸上，
把骑车的疲惫一点点揉碎。 车轮碾过乡
间小道， 细碎的光影在路面上跳荡，像
是提前来迎接我们的小精灵。 道路两
旁，是望不到边的绿野，庄稼在晚风里
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似在诉说
着夏日的秘密。

渐渐靠近茨沟村，山峦的轮廓在暮
色里愈发清晰。 远远地，就望见天空像
被打翻了颜料盘，橙红、金黄、淡紫，一
层层晕染开来。 等骑到开阔处，那幅落
日云朵的画卷，彻底在眼前铺展开来。

云朵像是被落日点燃的棉花团，在
天际肆意飘舞。 大团大团的，泛着暖烘
烘的光，像是天空垂下的金色绒毯。 它
们形态万千， 一会儿聚成巍峨的山峦，
仿佛要与脚下真实的青山比高；一会儿
又散开，变成灵动的羊群，在天空的草
原上慢悠悠“吃草”。 阳光透过云层，射
出一道道光束，像是天空垂下的金色丝
带，给整个茨沟村都蒙上了一层梦幻的
薄纱。

我们停了车，找了处高地，静静伫
立。 好友率先开口：“咱天天上班忙忙碌
碌，哪见过这么好看的云哟，这一趟值
了！ ”话语里是藏不住的惊叹。 是啊，城
市的天空被高楼切割得零碎，晚霞也总
是匆匆一瞥。 可在这里，天空像是一块
巨大的画布，尽情挥洒着色彩，云朵是
最灵动的笔触，每一笔都戳中人心。

山风轻轻拂过，带着青草与野花的
香气。脚下的茨沟村，安静又祥和。错落
的屋舍，升起几缕淡烟，与天上的云朵
遥相呼应。 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在暮色
里悠悠地荡开， 更衬得这傍晚愈发宁
静。 我们聊着生活里的琐事，从工作的
小烦恼到学生时代的趣事，笑声混着风
声，飘向远方。

看着那云朵，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

也是这样的夏日傍晚，和小伙伴们在村
子里疯跑，追着天边的云彩喊。 那时候
的快乐很简单，一朵好看的云，就能让
我们兴奋好久。 长大后，忙着赶路，忙着
追逐所谓的“重要”，却把这些最本真的
美好丢在了身后。 茨沟村的这一场落日
云景，像是一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了心
底那扇被遗忘的门， 让那些温暖的回
忆，重新涌了出来。

云朵在慢慢变幻 ， 颜色也愈发深
沉。 橙红渐渐染上紫调，像是给云朵镶

了一道神秘的边。 阳光不再那么耀眼，
变得柔和起来，给每个人的脸上都镀上
一层金边。 我们谁也不着急走，“要是能
把这云装进口袋就好了。 ” 另一好友轻
声说。 大家都笑了，可心里都明白，这份
美好，早已装进了我们的眼睛，印在了
心底。

暮色渐浓， 云朵慢慢隐入夜色，可
天空依旧泛着淡淡的余晖。 我们骑车返
程，车轮滚动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
外清晰。 风依旧吹着，可心里却装满了

茨沟村的晚韵， 装满了那片绚烂的云
朵， 还有和好友共度的这一段悠悠时
光。

这一趟茨沟村的骑行，看的是落日
云朵，收获的却是心灵的归处。 在夏日
傍晚的风里，在好友的笑语中，在那片
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云朵下，明白生活的
美好， 往往就藏在这样不经意的奔赴
里，只要愿意停下脚步，抬头看看天，听
听风，那些被忽略的珍贵，就会扑面而
来。

每日进出岚皋县堰门镇政府大门，
目光总会与门旁那两株静默的铁树盆
栽相遇。 它们黝黑的躯干盘曲如虬，稳
稳立于浑圆的盆中，枝叶舒展，自有一
种挺拔昂扬的气度。 这无声的伫立，恰
似近日在岚皋县反腐败警示教育基地
中那些“身边案”“眼前事”在心中激起
的回响，铮然长鸣：那看似限域的盆沿，
实乃生命得以傲然挺立的根基；清晰的
边界之内，方是自由与尊严真正生长的
天地。

铁树之盆，如纪法戒尺，看似约束，
实为守护。 那浑圆盆体包容其根须，亦
以分明的圆周界定了其生长的空间，不
容逾越。 这多像警示教育中那振聋发聩
的警言———“权力不分大小， 监督不容
缺位”。 展厅里，那些因“蝇贪蚁腐”而身
陷囹圄的党员干部，不正是在“三资管
理”、惠农补贴、微小工程建设等看似不
起眼的环节失守， 如同根系蔓延越界、
冲破了盆域的规限， 最终扭曲变形、轰
然倒塌？ 作为一名基层市场监管执法人
员，我深知手中权柄虽微，却关乎市场

主体公平经营、 牵动食品药品安全命
脉、维系消费环境和谐。 每一次现场核
查的严谨细致，每一份执法文书的依法
出具，都是在为市场运行划定清晰的规
则红线。 唯有让纪律的“圆周”常悬心
间，内化为行为的标尺，才能在人情请
托的软磨硬泡前站稳脚跟，在利益诱惑
的糖衣炮弹前守住底线。 犹记一次下乡
检查，当事人情急之下意欲通融，我当
即严词拒绝并依法处置———那一刻，门
旁铁树那浑圆稳固的花盆，仿佛传递来
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撑着我肩头的公平
秤砣，不为所动。

铁树之根，深植厚土，其坚韧映照
理想信念的深沉。 它们安守盆中，以沉
默而强大的根系汲取大地养分，支撑着
向上生长的渴望。 警示教育中那些“因
理想信念滑坡、纪法意识淡漠而坠入深
渊”的鲜活案例，其根源无不是精神沃
土的贫瘠与流失。 我们的工作日常，穿
梭于喧闹的市场、琳琅的超市、隐蔽的
小作坊之间，琐碎而平凡，恰似铁树扎
根于这一隅。 然而，正是在这平凡深处，

更需要滋养一份根植于民的赤诚初心。
当消费者为权益受损而焦虑，当经营者
为许可办理而奔波，我们每一次耐心细
致的政策解答，每一次公正高效的纠纷
调处， 每一次严格规范的监督检查，都
是信念之根向“为人民服务”的深情延
伸。 唯有根系深扎于此，方能在风浪考
验中岿然不动，如铁树般历经寒暑而苍
翠依旧，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
色。

铁树新叶， 刺破规束向上生长，其
锐气正是清廉自守的锋芒。 新生的叶片
如出鞘利剑，即便生长于盆域周圆的规
约之内，亦不改其锐意向上、直指苍穹
的本色。 这正呼应着堰门镇“把严的基
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的坚定决心与行动宣言。 清廉作风的养
成，绝非朝夕之功，它需要我们如铁树
抽发新叶般，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
一寸寸累积，在每一次与诱惑的无声较
量中一次次淬炼———从坚决拒收一瓶
饮料、一包香烟的微小坚持开始，到严
谨核查每一份抽检报告数据的科学态

度，再到公正处置每一起消费投诉举报
的职业操守。 这些“防微杜渐”的自觉，
正是以叶为刃，在细微之处斩断贪欲滋
生的藤蔓，守护自身的职业尊严与生命
的纯粹光华。 铁树无言，却以其终年不
凋的苍劲与锐利，默默昭示着持守的力
量：清白，是穿透时光阴霾最锋利的剑，
是生命最恒久的光彩。

暮色四合或晨光熹微中，驻足凝视
镇政府大门旁的铁树，圆周如规，根系
如磐，剑叶如锋。 这静默而坚韧的物象，
无声地为我们勾勒出安身立命的坐标：
以纪律为盆，方能塑形正骨，行稳致远；
以信念为根，方能立地坚实，风雨不侵；
以清廉为锋，方能破浪前行，守护公正。

愿我们每一位基层工作者，皆能如
这铁树，在规矩周全的护持中深深扎根
于为民服务的沃土，以理想信念的坚韧
支撑起担当的脊梁，让清廉自律的锋芒
刺破一切阴霾与诱惑。 唯有如此，方能
在时代的风雨洗礼中，成就一片挺拔昂
扬、万古长青的生命气象，无愧于肩负
的职责与人民的信任。

安康多山，山一多，水就长，各处溪水涓
涓汇聚，诞下了耳熟能详的恒河、月河、旬河、
岚河……大小 1300 多条清流。 这些密密的水
流，如血管般穿行，滋养着这片土地。

盛夏时节，我踏入了这“1300 多条水流”
中的“双河口”，去探寻那些在茶马古道上消
逝的光阴。

当车子绕进群山，双脚刚踏上土地，那些
曾经的人影马影， 仿佛在石阶旧痕上摇曳。
“千茧挑长安， 担盐半月还”“脚歇双河街，一
气出沣口”的歌谣，就跟随缓缓而来的山风实
虚交替，冲击心灵。

“双河口”， 地处汉阴县城北 27 公里处，
既不毗邻大河边缘，也不在人烟稠密之地，却

因其古朴的建筑群落而格外引人入胜 。 古
镇四周石砌的高墙 ，像个山寨 ，步入其中
却豁然开朗 。 只见碧空如洗 、山水环绕 、木
楼重重 ，像是一处古时候的 “江湖 ”，家家
皆悬牌挂幌 ，有酒肆 、医馆 、铁匠铺、油坊
等；又像是一处景区，步道蜿蜒、青石铺地、花
草相随。

漫步长街， 极具代表性的景观是一队马
帮雕塑。 在气势恢宏的马帮雕塑群中，领头的
马夫紧握缰绳，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 他身后
的马匹背负着沉重的货物， 蹄声似在耳畔激
昂，鼻息仿佛喷薄。 而那些落在后面的驮夫，
背负的货箱比他们自身还要庞大， 使得他们
与队伍的距离逐渐拉开。 这组雕塑栩栩如生，

它既再现了茶马古道上的艰辛， 又让人不禁
产生一段遐想。

穿过主街，再往里是小街。 小街虽小，但
宛如碧玉，有精雕细琢的美。 街顶纸伞点缀，
街面青砖横陈，街角活水联通。 小街美在活水
之沟，一拃宽的沟，四季之水奔涌不断 ，带来
了生气和潺潺童趣 ； 美在四处的摆件 ，有
的人家在门前排列瓦缸 ， 缸里莲花朵朵 ，
粉若闺秀 ； 门前摆放的石件也是一美 ，顽
石经年累月，在水的滋润下生出些许青苔，翠
色欲滴，赏心悦目；还美在精心修饰，一些人
家在房侧空地依势修了台阶， 又筑石栏、石
亭、石凳，植密密小竹、簇簇细花，秀美之气简
直不输诗词所歌。

赏完小街，登至古镇高处 ，便获得了一
个俯视全局的视角 。 四周山头仿佛顶着
天 ，山体的葱茏似乎漫到空中 ，与蓝天白
云相互衔接 。 水的走向清晰了 ，一条从古
镇脚下直直地钻进远山 ， 另一条行于古
镇 ，也蜿蜒逃进了远山。 一座座木楼，露出了
用石片缮葺的顶子， 似一条条搁浅的大鱼敞
露的鳞。 靠河道一侧的木质山墙，也一面面显
露出来；半开和紧闭的窗，一扇扇错落搭配，
构成一派独特景致。 水声听不见了，人声也听
不见了，唯有日光照过我，再从一家家山墙斜
射到地上，勾画出一条条明暗交替的线，连接
着喧腾的过去和静寂的现在。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 能在繁华落幕后继
续坚守这方土地呢？ 我开始思量， 也开始叹
服。 渐渐，山风裹挟了草木清香迎面吹来，舒
爽极了。 我开始放下世间的纷杂，并在这高处
小憩片刻，呼吸了这里的山水灵气后，才突然
像被点醒似的明白了一二。 在纷扰的世间，我
们的得失如同变幻莫测的白云， 那些追逐名
利的人，最终不过是换来几声空洞的吆喝。 而
我们的每一步行走， 却始终离不开故乡的陪
同与守候，它既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
灵魂的归宿。

当我把时间拉长， 站在茫茫历史长河上
再来审视这片土地时，山依旧是那山，水依旧
是那水，六百年风雨兼程的双河口古镇，依旧
养育着一方人，温暖着一个个行客。 逝去的归
于这方厚土，走来的将继续扎根。

铁 树 为 镜
吴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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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日日茨茨沟沟村村
苟苟玉玉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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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茨沟村

双河口镇 王建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