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春
在
一
线
闪
光

通
讯
员
叶
柏
成

向
山：

综合 ２０25 年 7 月 16 日 责编 张晶晶 校对 李璞 组版 永涛 07秦巴文旅

站在石泉秦巴风情园蚕桑博物馆的展柜前，
我目光紧紧锁住那条金光灿灿的汉代鎏金铜蚕复
制品。 5.6 厘米的小小身躯，仰头吐丝的姿态栩栩
如生， 历经两千年岁月洗礼， 仍闪耀着动人的光
芒。 不禁想起解说员的话，这小小的铜蚕，竟是西
汉皇帝褒奖蚕桑生产的珍贵物证， 承载着这片土
地的蚕桑记忆。

走出博物馆，我来到了池河镇明星村。 这里是
石泉蚕桑产业的核心地带，也是远近闻名的“养蚕
明星”赖珍彩的家乡。 推开赖珍彩家的门，现代化
的小蚕共育室让人眼前一亮。 机器人有条不紊地
工作着，抓蚕、消毒、切叶、投喂，每一个环节都精
准无误。 赖珍彩笑着介绍：“现在我们用的是‘三段
式多批次’养殖模式，这可是经过多年摸索出来的
经验。 以前养蚕全靠人力，又辛苦又累，现在有了
这些自动化设备，不仅效率提高了，蚕茧的质量也
更好了， 我们产出的蚕丝都能达到 6A 级标准，在
国际市场上特别受欢迎。 ”

跟着赖珍彩走进桑园，阳光洒在桑叶上，泛着
点点金光。 一串串黑里透红的桑葚挂满枝头，还有
几株桑树上结着雪白的桑葚，在绿叶间格外显眼。
一个年轻的姑娘正踮着脚尖采摘桑葚， 见我好奇
地盯着白桑葚，便热情地递过来一颗：“尝尝看，这
是我们新培育的品种，比黑桑葚更甜呢！ ”我轻轻
咬了一口，清甜的汁水在口中散开，确实别有一番
风味。

桑园里，三三两两的村民们忙着采摘桑葚，欢
声笑语回荡在林间。 赖珍彩感慨道：“如今的石泉，
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男采桑，女养蚕，28 天见现
钱’。 ”养蚕成了我们致富的好门路，村庄沉浸在蚕
茧丰收的喜悦浪潮中。 白花花的蚕茧堆积如山，映
照着村民们眼角眉梢的笑意， 一场凝聚着千年桑
蚕文化的盛宴———蚕乡宴，也在此时拉开帷幕。

蚕乡宴的筹备从清晨就开始了。 庭院里，老人

们围坐在一起，将新鲜采摘的桑枝洗净晾干，准备
熬煮清香的桑枝茶；年轻媳妇们则手脚麻利地处理
蚕蛹和蚕蛾，她们一边劳作，一边分享着养蚕过程
中的趣事。 厨房里，香气四溢，厨师们以桑根白皮、
桑叶、 桑果为食材， 精心烹制着一道道特色菜肴。
桑果酿的酒在坛中散发着诱人的果香，桑叶裹着肉
馅的点心在蒸笼里慢慢膨胀，每一样食材都承载着
这片土地对桑蚕的深情。

蚕乡宴正式开始，全村老少围坐在摆满佳肴的
长桌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桌上，桑枝炖土鸡香
气浓郁，鸡肉吸饱了桑枝的清香，鲜嫩多汁；凉拌桑
叶口感清爽，带着独特的植物芬芳；油炸蚕蛹金黄
酥脆，是孩子们的最爱；桑果酒酸甜可口，喝上一
口，暖意从胃里蔓延到心头。大家推杯换盏，互相道
贺，分享着这一年的收获与喜悦。

宴会上， 最热闹的当数讲述蚕桑故事的环节。
老人们会说起 1984 年池河镇农民谭福全在河里淘
金，淘出一枚鎏金铜蚕的传奇来历，讲述先辈们在
这片土地上辛勤养蚕的艰辛岁月；年轻人则分享着
现代化养蚕技术带来的变化，憧憬着未来蚕桑产业
的发展。 孩子们听得入神，眼中满是对家乡文化的
自豪。

悠久的蚕桑文化浸润着这块土地，石泉作家李
思纯的长篇小说《蚕门》，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
版，贾平凹题写封面，属安康市文艺创作重点扶持
项目，书中讲述了石泉在改革浪潮中发展蚕桑产业
的故事，展现了石泉人“一只蚕，一个茧，一根丝，一
群人，一条心，一辈子，一起拼”的精神。 我被这种
精神深深打动，脑海里满是金灿灿的蚕茧、忙碌的
养蚕人、香甜的桑葚，还有那条闪耀着千年光芒的
鎏金铜蚕。 石泉的蚕桑故事，就像那绵延不绝的蚕
丝，将永远续写下去，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更加璀
璨的光彩。

在炽热的盛夏，当安康城的喧嚣如浪潮般将我淹
没，我突然无比渴望那片宁静的乡土。于是，我背上行
囊，从安康踏上了归乡之路，目的地是汉滨区早阳镇
早阳村周家河。 那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承载着我童
年的欢笑与懵懂的时光。

沿着蜿蜒的环江公路前行，车窗外的景色如同一
幅流动的画卷。山峦连绵起伏，恰似大地舞动的巨龙，
在阳光的轻抚下，山体的轮廓被勾勒得格外清晰。 山
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像是给大地披上了一件翠绿的锦
袍，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那是大自然奏响的最动
听的乐章。远处的田野，金黄的稻穗在风中摇曳生姿，
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层层叠叠的稻浪，涌动着丰收
的希望。

踏入早阳镇，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街边的老房
子错落有致，斑驳的墙壁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偶尔有
几只小狗在巷子里追逐嬉戏，发出欢快的叫声。 老人
们坐在门口，悠闲地摇着蒲扇，脸上洋溢着平和的笑
容。

在早阳镇，有一处不得不去的景点———东湖。 我
家门前就是东湖，东湖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在早阳的大地上。 湖水清澈见底，倒映着蓝天白云和
岸边的绿树青山，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清晨，湖面
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如梦如幻，仿佛人间仙境。傍
晚，夕阳的余晖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美不胜收。 沿
着湖边漫步，微风拂面，带来丝丝凉意，让人感到无比
惬意。湖边还有许多垂钓的人，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
等待着鱼儿上钩，享受着这份宁静与悠闲。

除了东湖，早阳镇的红叶也是一绝。 虽然我来的
季节不是红叶最美的时候，但我依然能想象到，当秋
天来临，漫山遍野的红叶如火般燃烧，将整个山峦装
点得如诗如画。 那时的早阳镇，就像是一个被打翻的
调色盘，红橙黄绿等色彩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游客
们纷至沓来，用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而当地的
村民们， 则在这美景中收获着红叶带来的经济效益。
农家乐里坐满了游客， 他们品尝着当地的特色美食，
感受着乡村的质朴与热情。

说到早阳的美食，那可真是让人垂涎欲滴。 首屈
一指的当属早阳“糊涂面”，这道面食看似普通，实则
蕴含着独特的风味。 面条粗细均匀，入口爽滑筋道，汤
汁浓郁醇厚，再搭配上各种时令蔬菜和豆腐，口感细
腻、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 还有“搅团”，
也是早阳的特色美食之一。 搅团的制作过程十分讲
究，需要将玉米面倒入滚烫的开水中，快速搅拌，直到
面团变得光滑细腻。 做好的搅团色泽金黄，口感软糯，
配上酸菜汤汁，让人回味无穷。 此外，漏面鱼、炒腊肉、
炖猪蹄、红烧土鸡等农家特色菜品，也都各具风味，让
人欲罢不能。

游玩早阳镇， 我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份旅游攻略。
如果您选择自驾，从安康城区出发，沿着 316 国道向
东行驶约 15 公里即可到达早阳镇。 如果您选择公共
交通，可以乘坐 39 路公交，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 到
达早阳镇后，您可以先去东湖游览，欣赏湖光山色，感
受大自然的魅力。 接着，前往红叶观赏区，虽然不同季
节红叶的景色各异，但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美。 在
观赏红叶的同时，还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食，购买一些
特色农产品，如熏腊肉、柿子酒、绿壳鸡蛋等。 如果您
对历史文化感兴趣，不妨去参观商周、西汉时期的鱼
翅遗址，红军渡遗址，探寻早阳的历史渊源。 此外，早
阳镇还有许多古村落， 这些古村落建筑风格独特，充
满了历史韵味，值得一去。

在早阳的日子里，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我和儿
时的伙伴们一起在田野里奔跑嬉戏，感受着泥土的芬
芳和阳光的温暖。 我们在汉江河里捉鱼摸虾，溅起一
片片欢乐的水花。 夜晚，我们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仰
望着星空，听着长辈们讲述着古老的故事。 在那一刻，
我仿佛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和疲惫，心中只有那份简单
而纯粹的快乐。

这次归乡之旅，让我再次为早阳镇痴迷。 它不仅
是我成长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旅游胜地。 这
里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和美食佳肴，都让人流连忘
返。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早阳，走进早阳，寻味早
阳，邂逅早阳，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清晨的秦巴山区薄雾氤氲， 紫阳县麻柳镇堰
碥村青山如黛。 驻村第一书记向山站在村为农服
务中心门前，看着满载化肥的卡车驶入村口，村民
们也一改愁容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这是 2023
年深秋在堰碥村发生的一幕， 也是向山扎根堰碥
村的缩影。

“当时地里庄稼蔫着，大伙儿急得不知如何是
好！ ”村民回忆道。 2023 年 11 月，正值耕地流出整
改与春耕备耕关键期，堰碥村面临化肥短缺困境，
导致大部分田地工作无法开展。 向山紧急协调帮
扶单位紫阳县供销联社， 一周内调运 5 吨优质肥
料送达村上。 这批总氮含量≥45%的 ISO 认证肥
料，不仅为 391 户村民节省成本 1.5 万元，更为农
业增产打下根基。

向山同驻村队员与村民一同搬运化肥。 汗水
浸透的衬衫下，是他随身携带的“民情笔记”———
里面记录着村里每块耕地面积、 作物类型和肥料
需求。 4 年来，向山累计争取帮扶资金超 10 万元，
从消费助农到产业造血，让村民减少了后顾之忧，
增收底气更足。

2024 年 8 月，两份特殊的“承诺书”在堰碥村
引发热议。一份是《拒绝“升学宴”倡议书》，另一份
是《新民风承诺书》。在该村的“集体升学礼”上，他
以“移风易俗”为主题，用鲜活案例剖析大操大办
的负担，倡导村民不攀比，用文明节俭的方式庆祝

孩子升学。 他讲道，过去村里有人为了办一场“升
学宴”，花费大量金钱在场地布置、菜品酒水等方
面，不仅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也在村里形
成了一种不良风气。 如今， 通过举办 “集体升学
礼”，既能让孩子们感受到大家的祝福，又能避免
铺张浪费。活动现场，他同包联干部一起为准大学
生颁发千元奖学金，还表彰了 11 位“好婆婆”“好
媳妇”等新民风典型。村民陈某感慨：“以前攀比办
酒，现在比谁家文明、谁家和睦！ ”向山深知，改变
一种风气并非一蹴而就， 还需要长期的引导和坚
持。 4 年来，他推动修订村规民约，通过“善行义举
榜”“星级文明户”评选等多种形式，让节俭之风、
文明之花浸润乡野。

当地农特产品丰富，然而销售却是个难题。为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助
力紫阳县“开麦吧！ 茶乡”文旅活动，2025 年 5 月，
紫阳县供销联社邀请安康红馆长电商直播团队走
进麻柳镇堰碥村，开展“云上茶乡·寻味紫阳”直播
助农活动。 活动当天，堰碥村村委会广场变身“临
时直播间”，向山与三农主播“红馆长方磊”共同为
当地农特产品“代言”。 向网友推介本地农产品生
态优势及手工饰品的纯手工工艺，吸引超 16.8 万
人次观看， 实时在线人数峰值达 2200 人，3 小时
内产品全部售罄。 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将
特色农产品推向网络市场， 当日销售额突破 1.5

万元，惠及 50 余户村民，为当地农户实现增收注
入新动能。

星光不负赶路人，翻开向山同志的驻村日志，
在日志的扉页写着这样一行文字：“脚沾泥土，心
贴乡亲。 ”从协调化肥保春耕的“及时雨”，到奋战
最前线的“排头兵”，再到革除陋习的“新风倡导
者”，他以点滴实事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誓
言。

2025 年在帮扶村开展的庆“七一”主题党日
活动中，他举起右拳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鲜红
的党旗与村民信任的目光交织成最厚重的勋章。
这位“85 后”书记以解民生之急、铸党建之魂、树
文明新风三件实事，让一个偏远山村焕发新生，更
以实干精神荣获 2023 年紫阳县优秀第一书记 、
2024 年中共麻柳镇党委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4 年驻村路，深深堰碥情。 当光阴沉淀为堰碥
山水间坚实的足迹时，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年
轻书记的成长蜕变， 更是无数驻村干部为乡村振
兴不懈奋斗的缩影。 心中装着百姓， 肩上扛着责
任，俯身为民，向山用自己的行动，为乡村振兴绘
制了一幅动人的画卷；更以一名党员的担当，在这
片秦巴沃土上，书写了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答卷。 脚下有足迹，心中有群众，这便是乡村振
兴路上，最平凡、最动人的风景！

老爸打来电话，说早上去老油坊
榨菜籽油，让我下午抽空回老家取几
桶油吃。 忙完手头工作，一看下班时
间到，立即驱车回老家。

盛夏时节 ，雨后天晴 ，行驶在熟
悉的乡间道路，沿途地里的庄稼长势
正旺，一片繁荣。 早种的玉米已经挂
胡须，晚种的玉米苗，也蹿到了小腿
那般高，豇豆、黄瓜、辣椒和茄子在阳
光雨露的滋润下，铆足了劲儿比着生
长。 清风拂过，乡间各种田园果蔬的
清香阵阵扑面而来，让人顿感神清气
爽。

老家不远，40 分钟就到， 刚坐到
院坝，还没来得及烧水沏茶，邻居大
哥热情地出来打招呼说 ：“水井沟有
树青脆李好吃得很，你去摘点。 ”在我
的记忆中，水井坎一直是周围群众挑
水洗衣服的地方， 周围是一片竹林，
怎么会有李子树呢？

水井坎只有 300 米远，自从吃上
了自来水， 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水井
坎。 带着新鲜好奇，顺着门前苞谷地
去一探究竟，果然见到一棵“压枝低”
的李子树。 树不大，果子倒结得繁盛，
一颗颗小青果压在树枝上，沉甸甸的
果子把树枝压得几乎贴近地面，摘果
子几乎不费神，唾手可得，估摸一棵
树结的果子怕有三四十斤。 摘一颗塞
进嘴里，呵！ 口感清脆，甜中带酸。 惊
喜之余，赶紧多摘了些，直到裤子口
袋装不下了，才终于罢手。

回到院坝洗李子，老爸说，“你还
跑那水井坎摘李子，咱们房前屋后到
处都是李子、桃子，葡萄也熟了，你们不回来吃，就
没有人来摘，都让鸟吃了。 ”

小鸟偷吃老父亲的果子， 这画面光想想就觉
得有趣而温馨。 这瓜果飘香、鸟语花香的场景，让
老爸的小院生机盎然。

老爸是个勤快人，门前屋后但凡有土的边角，
他都能精心打理成小菜园、小果园，不是种花草树
木就是摆弄时令蔬菜。 菜长出来了，果子成熟了，

老爸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每次我离开老
家，总是满载而归，要么韭菜豇豆葱蒜
一包，要么时令果子一篮。

在邻居家闲聊，表叔表婶大大小小
一大群，大家都热情打招呼。 抬头望去，
好繁盛的两树鸡血李！ 夕阳给树镀上了
一层金光， 李子显得更加惹人眼馋，未
吃到嘴，口水先在嘴里打转。

边说笑边上树了，前后左右都是红
得发紫的鸡血李，伸手即得，采摘真是
一种享受。 不大一会儿就摘满了竹篮，
高兴地邀请邻居们分享。 李子还有些
酸，但大家聚在一起吃，说说笑笑，只觉
得满是甜蜜。

摘完李子，老爸又让我把黄花菜摘
点。 他说不要小看路两边这点黄花，一
茬接一茬地长，每年他都能晒十几斤干
黄花呢！ 老爸种的菜常年吃不完，门前
那点油菜地今年就收了 420 斤菜籽，因
为天干， 出油率不高， 但也榨出了 140
斤油。 土地是老爸的命根子， 他常说：
“农民不种地就等于失业， 在地里刨一
刨，黄土变成金，人不负土地，土地就不
会亏待咱。 ”

还没等摘完黄花，老妈已经站在院
坝边喊吃饭了。 刚烙好的油饼香气四
溢，得趁热吃，我从堂屋搬出小茶几，洗
一盆自家的鸡血李，咬一口香酥掉渣的
油饼，喝一口干黄花韭菜鸡蛋汤，一猫
一狗在我腿上蹭来蹭去，妻子逗弄着躺
椅里的孩子，晚风清凉，这一刻，幸福的
感觉竟如此真实、清晰。

家是幸福的港湾 ， 带上家人回老
家，更是一种心灵的回归。 当你失意落

魄时 ，老家有老爸那句温暖的 “娃回来了 ”；当你
飞黄腾达时 ，老家依然有老妈那句亲切的 “咱们
娃回来了”。 老家永远是放松身心、治愈疲惫的地
方。

吃了喝了，趁打几个饱嗝的功夫，老爸又准备
了一包菜几桶油提到车边说：“你把后备厢打开，
带去城里吃，吃完回来再拿！ ”这一刻，幸福就在父
亲塞满后备厢的牵挂里。

仲夏时节的白河县西营镇蔓营村，远山含黛，满目苍翠。 位于蔓营
村田园综合体内的荷花、向日葵、水稻等农作物长势喜人，为美丽乡村
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生态画卷。 傍晚时分，游客纷至沓来，于绿
水青山中赏花、拍照，流连忘返。

悠悠蚕事
戴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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