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插画<呱咕

落叶归根自力村
文<罗捷媚

开平碉楼侨乡文化之旅

线路简介：开平碉楼与村落是世界文化遗产，亦是中西合璧的侨乡文化丰碑。线路串联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强亚村村委会祖宅村、仓东遗

产教育基地、谢创故居红色教育基地、此间·国际研学空间等标志性景点，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侨乡文化之美。

行程路线：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自力村景区→强亚村村委会祖宅村→塘口空间→塘口旧墟→“两山”理论展示馆→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立

园景区→仓东遗产教育基地→谢创故居红色教育基地→此间·国际研学空间

从佛山驱车前往开平观赏碉楼，

小车像一艘轻捷的快艇，飞驶在佛开

高速路上。盛夏时节，岭南早上的天

气 不 算 太 热 ，车 里 暂 时 不 用 开 空 调 。

摇下车窗，公路两旁葳蕤的花草树木

散发的清香吹进车厢里，让人神清气

爽，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也不觉得累。

把车停在自力村外的停车场，进

村 要 穿 过 一 片 很 大 的 稻 田 。 此 时 正

值 稻 谷 成 熟 ，稻 田 像 铺 了 一 层 黄 绸

缎 ，又 像 铺 了 一 地 金 子 。 一 阵 风 吹

来 ，层 层 翻 卷 的 稻 浪 ，以 及 铺 天 盖 地

的窸窸窣窣声，仿佛一层柔柔的水漫

过身体，酣畅淋漓。

沿着稻田间的小路往村里走，迎

面 是 一 口 荷 塘 。 荷 塘 里 挨 挨 挤 挤 的

荷叶，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一朵

朵粉红的荷花各领风骚，随心所欲地

展 示 自 己 的 绰 约 丰 姿 。 荷 塘 边 的 一

丛修竹下，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扒

开 树 叶 啄 食 虫 子 ，咯 咯 地 叫 着 ，旁 若

无人。修竹下的小路上，一只小狗摇

着 尾 巴 从 村 里 走 出 来 ，优 哉 游 哉 ，闲

散自由。朝阳穿过修竹，洒落金光点

点，小狗的毛发犹如太阳照耀下的汪

洋，波光粼粼。

我 们 的到来，并没有影响鸡和狗

的雅趣。它们和朝阳、微风、碉楼、居

庐（西式别墅）、稻田、荷塘一样，怡然

自乐，让人恍入陶潜的世外桃源：“土

地 平 旷 ，屋 舍 俨 然 ，有 良 田 美 池 桑 竹

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自 力 村 位 于 广 东 省 开 平 市 塘 口

镇 ，开 村 于 清 道 光 十 七 年（公 元 1837

年），由 安 和 里 、合 安 里 和 永 安 里 三

条 方 姓 自 然 村 组 成 。 20 世 纪 初 ，旅

居海外的华侨回乡建房屋，多以碉堡

形式设计建筑，形成中西结合的侨乡

文 化 。 2007 年 ，“ 开 平 碉 楼 与 村 落 ”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徜 徉 村 中 ，亦 中 亦 西 、错 落 有 致

的九座碉楼、六间居庐像老电影的布

局 直 冲 眼 球 。 四 面 悬 挑 、四 角 悬 挑 、

正面悬挑、后面悬挑的钢筋混凝土或

混凝土包青砖墙体，厚铁板所造的门

和 窗 ，柱 廊 式 、平 台 式 、城 堡 式 、混 合

式 结 构 ，古 希 腊 、古 罗 马 等 多 种 特 色

风 格 ，如 老 电 影 中 的 特 写 ，饱 含 沧 桑

气 息 ，逐 浪 般 铺 陈 延 绵 ，在 宛 如 仙 气

的炊烟里舒展筋骨，舒坦、怡然。

老 布 景 中 最 令 人 瞩 目 的 要 数 铭

石 楼 。 它 由 方 润 文 1925 年 回 乡 始

建，花了两年时间才竣工。方润文早

年 在 美 国 谋 生 ，经 营 过 餐 馆 ，后 以

“ 其 昌 隆 ”杂 货 铺 发 家 ，成 为 自 力 村

首富。铭石楼高六层，像一座巨大的

古堡屹立在稻田边，彰显着主人曾经

的富足和荣耀。

碉楼边，一个老伯坐在树荫下摘

花 生 。 我 们 问 他 是 否 可 以 进 碉 楼 参

观 ，他 拿 出 钥 匙 ，打 开 铜 扣 圆 环 大

锁 ，推 开 厚 重 的 大 铁 门 ，一 股 古 旧 的

气息扑面而来。一楼原为厅房，还保

留 有 完 整 的 家 具 、生 活 设 施 、生 产 用

具 和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 我 们 沿 着 靠 墙

边 的 直 梯 往 上 走 ，二 至 四 楼 为 居 室 ，

虽然不再居住了，但还是按原来的模

样摆设和布局，尽显奢华。五楼为祭

祖 场 所 ，有 柱 廊 阳 台 和 四 角 悬 挑 塔

楼 。 六 楼 的 平 台 正 中 有 一 中 西 合 璧

的六角形瞭望亭。

站在瞭望亭上放眼望去，整个自

力村如一幅水墨画铺陈在大地上，远

处 的 万 亩 良 田 、水 塘 、草 地 ，近 处 的

荷 塘 、村 舍 、青 石 板 小 路 …… 画 中 的

一 个 个 布 景 ，藏 着 一 个 个 久 远 的 故

事，等待世人来倾听。

自 力 村 开 村 之 初 ，只 有 两 间 民

居 ，周 围 均 为 农 田 ，后 购 田 者 渐 多 ，

又 陆 续 兴 建 了 一 些 民 居 。 鸦 片 战 争

后 ，人 民 生 活 困 苦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国

家来华招募劳工，村民开始一个带一

个地远渡重洋赴北美打工，挣钱回家

买地建房，再返回海外继续谋生。

村 中的碉楼和居庐，皆为 1917 年

至 1948 年 间 建 成 。 岁 月 在 它 们 身 上

留下沧桑，雨水在它们脸上留下霉点，

时光将楼身的铜墙铁壁啃噬得凹凸不

平。但岁月苍老了它们的容颜，却摧

毁不了它们的精神气，它们依然气宇

轩昂、光彩照人，扎根在开平大地上。

岭 南 人“ 落 叶 归 根 ”的 意 识 极 其

强烈。对于漂洋过海的侨民来说，身

体虽然离开故园，心却系着家乡。他

们在外节衣缩食，却把钱带回家乡大

兴 土 木 ，建 造 碉 楼 和 居 庐 ，除 了 炫 耀

财富外，更蕴含着一种朴素的家国情

怀 —— 有 屋 就 有 家 ，把 根 留 在 故 土 ，

无 论 走 多 远 ，也 不 会 忘 记 家 在 哪 里 ，

根在何方。

村 中 的 众 多 碉 楼 、居 庐 结 构 坚

固 ，建 筑 精 美 。 混 凝 土 外 墙 厚 实 坚

固 ，大 门 是 沉 重 的 钢 板 ，窗 户 小 并 装

有 铁 栅 ，俨 然 一 副 防 卫 保 守 的 姿 态 。

这 与 当 时 社 会 动 荡 有 密 切 关 系 。“ 时

局 分 更 ，匪 风 大 炽 ”，在 土 匪 眼 里 ，华

侨 便 是“ 肥 肉 ”。 为 了 防 御 土 匪 劫

掠 ，“ 富 家 用 铁 枝 、石 子 、士 敏 土（水

泥）建 三 四 层 楼 以 自 卫 ；其 艰 于 资

者 ，集 合 多 家 而 成 一 楼 ”。 碉 楼 都 设

有 枪 眼 ，先 是 配 置 鹅 卵 石 、碱 水 、水

枪等工具，后又有华侨从外国购回枪

械。侨民漂洋过海，深受西方文化熏

陶 ，因 此 建 碉 楼 时 ，往 往 融 入 西 方 建

筑特色，让防匪防洪的欧洲古堡在南

粤大地上复兴。

在铭石楼的瞭望亭上，我扶着亭

子的圆拱形门柱往远处张望，朋友趁

机 按 下 快 门 ，村 中 风 景 尽 入 镜 头 ，很

契 合 一 幅 画 的 意 境 。 在 这 样 的 美 景

面 前 ，我 除 了 赞 叹 ，还 有 惊 喜 。 清 风

徐 来 ，在 幽 幽 的 稻 香 荷 香 中 ，一 曲 优

美 的 岭 南 粤 曲 正 在 唱 响 ，清 新 、自

然、欢快、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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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长河
文<杨林防

诗画研学之旅

线路简介：感悟历久弥新的红旗渠精神，领略淳朴厚重的古村风貌，红

旗渠是亲子研学、红色培训、自然科普、劳动实践的好去处。徜徉石板岩小

镇，可以了解“旅游+写生”为小镇带来的新变化；游览太行大峡谷，可以欣

赏“八百里太行之魂”的秀美山水，体验爬坡登顶、一览群山的壮美风光。

行程路线：红旗渠风景区→任村镇八路军办事处冀南银行旧址→南丰

村 八 路 军 第 五 野 战 医 院 旧 址→盘 龙 山 村 红 色 粮 仓→卢 家 拐 乡 村 民 宿→石

板岩镇→高家台村→太行山大峡谷→南湾村

夏 日 的 太 行 林 虑 山 苍 翠 欲 滴 ，绿 浪

滔 天 。 乘 着 徐 徐 山 风 ，沿 着 陡 峭 山 坡 拾

级 攀 登 ，来 到 半 山 腰 。 松 柏 掩 映 下 ，一

渠 清 水 绕 山 奔 流 ，让 人 不 由 得 忘 记 了 登

山的疲惫，心情也舒展开来。

山上有渠，在山下已是满心向往，真

正 见 到 它 ，更 是 惊 叹 不 已 —— 它 不 是 想

象 中 的 小 水 渠 ，而 是 一 条 缠 绕 在 茫 茫 太

行陡峭山崖间的人工天河。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红旗渠。

沿着渠岸走，绕着群山行，同行的人

打 着 红 旗 ，唱 起 红 歌 ，铿 锵 前 行 ，构 成 一

幅 人 在 景 中 游 、亦 是 景 中 景 的 美 丽 画

卷 。 触 景 生 情 ，敬 仰 之 情 油 然 而 生 ，仿

佛看到了当年开山修渠时满山猎猎招展

的 旌 旗 ，听 到 了 轰 轰 隆 隆 的 开 山 炮 声 、

叮 叮 当 当 的 锤 钎 撞 击 声 ，劳 动 号 子 一 浪

高过一浪……

1960 年 2 月 11 日 ，农 历 正 月 十 五 ，

借 着 元 宵 节 的 喜 庆 和 吉 祥 ，林 县 人 民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毅 然 决 然 将 红 旗 插 到

太 行 山 上 ，吹 响 了 劈 山 修 渠 、“ 引 漳 入

林 ”的 战 斗 号 角 。 满 山 红 旗 漫 卷 ，人 人

斗 志 昂 扬 ，人 也 成 了 红 旗 ，要 修 建 的 引

水 渠 也 成 了 红 旗 。“ 红 旗 渠 ”这 个 名 字

一 经 喊 出 ，就 响 彻 太 行 山 巅 ，传 向 四 面

八 方 。

红旗渠注定是不平凡的。在那个极

其 艰 难 的 年 代 ，林 县 党 员 干 部 群 众 苦 干

追 梦 、大 干 筑 梦 、巧 干 圆 梦 ，用 勤 劳 、智

慧 和 双 手 削 平 一 个 个 山 头 ，凿 开 一 孔 孔

隧 洞 ，架 起 一 座 座 渡 槽 ，终 于 建 成 长 达

1500 多 公 里 的 人 工 天 河 ，引 来 祖 祖 辈 辈

期 盼 的“ 生 命 水 ”“ 幸 福 水 ”，打 开 了 通 向

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大门。

渠水奔流，滋润山田，滋养百姓。这

是 修 渠 人 的 初 心 ，更 是 红 旗 渠 的 使 命 。

红 旗 渠 在 践 行 使 命 中 成 为 风 景 ，也 成 为

丰 碑 ，被 周 总 理 誉 为 新 中 国 两 大 奇 迹 之

一 ，被 评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一 项 水 利 工 程 有 这 么 多 光 环 ，这 是 不 多

见 的 ，为 什 么 ？ 因 为 它 是 一 条 精 神 长

河 ，满 载 着“ 自 力 更 生 、艰 苦 创 业 、团 结

协 作 、无 私 奉 献 ”的 红 旗 渠 精 神 。 有 人

说 ，在 科 技 发 达 的 今 天 ，修 建 红 旗 渠 也

绝 非 易 事 。 而 在 那 个 物 质 匮 乏 、极 其 艰

难 的 年 代 ，林 县 人 民 建 成 了 人 工 天 河 ，

这里面，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

满怀敬仰之情，漫步在太行山腰，眼

前 的 红 旗 渠 犹 如 一 条“ 水 飘 带 ”，盘 旋 于

陡 岩 峭 壁 间 ，与“ 雄 、险 、奇 、秀 ”的 太 行

山 自 然 风 光 巧 妙 结 合 ，绿 水 青 山 与 渠 岸

相映成趣。红旗渠让太行山显得更加雄

壮 、更 加 险 峻 、更 加 奇 特 、更 加 秀 美 。 山

的 雄 壮 ，直 观 地 展 示 着 红 旗 渠 工 程 的 浩

大 ；山 的 险 峻 ，无 声 地 诉 说 着 修 建 红 旗

渠 的 艰 难 ；山 的 奇 特 ，彰 显 着 修 渠 人 的

智 慧 才 能 ；山 的 秀 美 ，映 衬 着 红 旗 渠 的

婀娜与妩媚。

顺 着“ 水 飘 带 ”一 路 前 行 ，来 到 红 旗

渠 的“ 咽 喉 ”青 年 洞 ，身 临 其 境 感 受 到

“ 劈 开 太 行 山 ，漳 河 穿 山 来 ”的 雄 壮 豪

迈 。 跟 随 着 奔 流 的 渠 水 ，行 进 至 红 旗 渠

分 水 苑 ，走 进 红 旗 渠 纪 念 馆 ，聆 听 那 扣

人 心 弦 的 难 忘 岁 月 ，听 到 动 情 处 ，不 由

得 举 起 右 拳 ，重 温 入 党 誓 词 ，内 心 涌 起

满满的正能量。

青 山 不 墨 ，渠 水 长 流 。 红 旗 渠 是 一

条 流 淌 不 息 的 精 神 长 河 ，满 载 共 产 党 人

的信仰、初心和使命，流向幸福的远方。

听风九宫山
文<廖辉军

清凉一夏欢乐之旅

线路简介：这 条 线 路 非 常 适 合 暑 假 亲 子 出 游 。 在 博 物 馆 博 古 览 今 ，了

解 咸 宁 历 史 变 迁 和 文 化 民 俗；在 松 鼠 部 落 水 上 乐 园 放 松 一“ 夏 ”，畅 玩 水 浪

和沙滩；在田野乡村公园汲取农耕文化知识，接着探溶洞、登高山……这个

夏天不炎热，从此你会爱上咸宁。

行程路线：D1：咸 宁 市 博 物 馆→松 鼠 部 落→贺 胜 鸡 汤 小 镇→田 野 乡 村

公园→蜜泉湖旅游度假区 D2：隐水洞→九宫山

艳阳高照，风就像夏的爱宠，金屋藏

娇 ，从 不 轻 易 示 人 。 此 时 友 人 说 ，来 吧 ，

到九宫山来，风一定在这儿等着你。

清 晨 ，车 子 沿 着 蜿 蜒 曲 折 的 山 路 攀

升 。 窗 外 满 山 翠 绿 ，缥 缈 如 烟 的 云 雾 仿

佛 拈 手 可 得 。 缓 缓 摇 开 车 窗 ，一 股 大 自

然 的 气 息 扑 面 而 来 ，洋 溢 着 淡 淡 的 清

香 ，沁 人 心 脾 。 我 知 道 ，那 是 九 宫 山 的

风来了。

风渐行渐近。你听，松涛阵阵，如山

泉 潺 潺 ，又 如 书 声 琅 琅 ，却 听 不 见 任 何

喧 嚣 。 九 宫 松 树 满 山 遍 野 ，千 姿 百 态 ，

被 称 为“ 八 景 ”之 首 的 百 年 迎 客 松 高 大

笔 挺 ，立 于 道 路 边 ，像 极 了 一 名 长 年 站

岗 的 战 士 ，不 畏 风 吹 雨 打 ，无 惧 严 寒 酷

暑 。 它 的 枝 丫 向 着 一 旁 伸 展 ，如 同 招 手

致 意 ；树 冠 向 着 一 侧 低 垂 ，如 同 屈 身 行

礼 。 山 风 拂 过 ，那 不 断 摆 动 的 松 枝 ，分

明在热情欢迎你的到来。

风渐行渐远。你看，竹林摇晃，有如

稻 菽 千 重 浪 ，尽 情 荡 漾 在 绿 色 的 海 洋

里 。 九 宫 之 竹 随 风 起 伏 ，满 目 青 绿 。 走

进 竹 海 深 处 ，踏 着 满 地 枯 枝 ，发 出 窸 窸

窣 窣 的 响 声 。 山 风 里 散 发 着 竹 子 的 清

香 ，时 不 时 有 落 叶 摇 曳 纷 飞 ，置 身 其 中 ，

顿感神清气爽。

循 着 风 的 脚 步 声 ，我 小 心 翼 翼 地 揭

开 云 中 湖 的 神 秘 面 纱 。 悬 崖 瀑 布 如 喷

雪 ，在 飞 流 直 下 途 中 褪 去 雪 白 的 衣 裳 ，

渐 渐 与 云 雾 融 为 一 体 ，将 游 人 紧 紧 缠 绕

在 怀 中 。 这 时 候 ，你 只 需 屏 住 气 息 ，闭

上 眼 睛 ，静 静 享 受 滋 润 的 水 汽 ，默 默 聆

听自然的倾诉……此刻，伫立湖畔，人流

如 织 ，湖 影 婆 娑 ，我 不 禁 想 起 宋 代 诗 人

葛 天 民 的《夏 日 池 上》：“ 微 波 漾 漾 雨 濛

濛 ，岸 脚 烟 莎 间 水 葓 。 照 影 已 无 双 鬓

绿 ，关 心 犹 有 一 丝 风 。”更 多 时 候 ，湖 畔

蓑 翁 垂 钓 ，湖 面 云 雾 缭 绕 ，恰 似 一 幅 美

轮美奂的山水画。

九 宫 山 主 峰 铜 鼓 包 海 拔 1500 多 米 ，

像极一只巨大圆鼓。山上屹立着一座座

高 耸 入 云 的 大 风 车 ，片 片 风 车 叶 像 巨 鸟

张 开 的 大 翅 膀 迎 风 转 动 ，与 绿 草 、野 花 、

青 山 构 成 独 特 的 景 致 。 夏 夜 露 营 山 顶 ，

繁 星 满 空 ，偶 有 几 只 萤 火 虫 在 身 旁 逗

留 ，风 车 相 伴 ，凉 风 习 习 ，令 人 一 时 竟 分

不清是天上还是人间。

寻 奇 石 ，观 山 瀑 ，看 流 泉 ，赏 异 木 ，

石 龙 峡 应 为 首 选 。 然 而 ，它 们 都 离 不 开

风 的 指 引 。 山 道 弯 弯 ，曲 折 迂 回 ，景 未

至 、风 先 至 ，有 山 风 、树 风 、竹 风 、河 风 、

沟 风 、路 风 ，人 在 深 山 密 林 中 ，依 靠 识

风 ，远 远 就 能 辨 别 出 每 一 种 属 于 大 自 然

的 独 特 风 味 ，真 可 谓 一 风 为 一 景 —— 或

许，这便是“风景”一词的由来？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

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

荒 。”这 段 凤 阳 花 鼓 ，唱 出 了 凤 阳 数

百年来逃荒要饭的沧桑历史。

安 徽 省 凤 阳 县 小 岗 村 是 淮 河 岸

边 的 一 个 普 通 村 庄 。 1978 年 ，18 位

农 民 冒 着 坐 牢 的 风 险 ，按 下 了“ 生 死

契约”，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河。

车行至小岗村村口，凤阳县文化

馆 的 老 朋 友 汉 寿 兄 已 等 候 多 时 。 停

好 车 ，穿 过 社 会 学 家 费 孝 通 题 词 的

“ 凤 阳 县 小 岗 村 ”牌 坊 ，一 条 大 道 直

通村中。汉寿告诉我，脚下的这条大

道 叫“ 改 革 大 道 ”，小 岗 村 成 为 红 色

旅游景区后，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人

次已突破百万。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

弯 。 保 证 国 家 的 ，留 够 集 体 的 ，剩 下

的 都 是 自 己 的 。”这 首 1979 年 在 当 地

传 唱 的《大 包 干 歌》，在 大 包 干 纪 念

馆 内 不 停 地 滚 动 播 放 。 纪 念 馆 大 厅

正 中 的 一 座 雕 塑 复 原 了 1978 年 冬

天 ，18 位 农 民 秘 密 在 一 张 纸 上 按 下

鲜 红 手 印 的 场 景 ：18 位 农 民 或 坐 或

站 或 蹲 ，在 同 意“ 分 田 单 干 ”的 字 据

上 ，摁 下 18 个 鲜 红 的 手 印 。“ 我 们 分

田 到 户 ，每 户 户 主 鉴（签）字 盖 章 ，如

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

上 交 公 粮 ，不 在（再）向 国 家 伸 手 要

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

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

孩养活到十八岁。”

丰 富 翔 实 的 资 料 、图 片 ，完 整 地

再 现 了 当 年 小 岗 村 人 大 包 干 发 展 的

历史过程。走出纪念馆，我们又走进

纪念馆对面的一个大棚，这是村民杨

伟 和 妻 子 开 办 的 家 庭 农 场 。 2012

年，转业回乡的杨伟看到家乡变化之

大 ，决 定 放 弃 外 出 打 工 ，留 在 村 里 做

一 名“ 新 农 人 ”。 2013 年 ，他 流 转 了

20 亩 土 地 ，开 始 种 植 西 瓜 、蔬 菜 ，但

成 效 并 没 有 想 象 中 好 。“ 慢 慢 琢 磨 发

现 ，小 岗 游 客 多 ，西 瓜 、蔬 菜 这 类 不

能 带 走 ，应 该 种 一 些 既 能 让 游 客 参

与 ，又 方 便 携 带 的 品 种 ，于 是 想 到 种

植 草 莓 。”杨 伟 四 处 考 察 学 习 草 莓 种

植 技 术 ，建 起 8 个 草 莓 大 棚 ，打 造 了

一 个 可 供 采 摘 、游 玩 的 家 庭 农 场 ，游

客络绎不绝。

中 午 时 分 ，我 们 来 到“ 金 昌 食

府 ”。 汉 寿 介 绍 道 ，这 家 食 府 的 主 人

就 是 大 包 干 带 头 人 之 一 严 金 昌 。 如

今 ，“ 金 昌 食 府 ”已 成 为 小 岗 村 的 网

红打卡地。

今 年 已 经 79 岁 的 严 金 昌 十 分 健

谈 。 被 问 及 当 年 他 们 是 怎 么 想 起 大

包 干 的 ，严 金 昌 放 下 手 中 的 碗 筷 说 ，

大 包 干 之 前 ，我 们 村 一 直 是“ 吃 粮 靠

返 销 、用 钱 靠 救 济 、生 产 靠 贷 款 ”的

“ 三 靠 村 ”。 1978 年 又 逢 大 旱 ，被 生

活 逼 得 走 投 无 路 的 我 们 才 有 了 18 个

红手印的事。真没想到，大包干第一

年 ，我 们 村 就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 ，粮 食

产量是过去 5 年的总和，油料产量是

过 去 20 年 的 总 和 ，自 1956 年 合 作 化

以 来 ，第 一 次 向 国 家 交 了 12488 公 斤

公 粮 ，人 均 收 入 由 上 一 年 的 22 元 一

下增长到 350 元。

说 到 这 里 ，严 金 昌 一 脸 兴 奋 ，话

题 一 转 继 续 说 道 ：由 于 各 种 原 因 ，之

后 这 些 年 ，我 们 并 未 真 正 走 上 致 富

路 。“ 一 夜 迈 过 温 饱 线 ，20 年 没 进 富

裕门。”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村曾

经 流 传 的 一 句 话 。 直 到 进 入 新 世 纪

后 ，我 们 村 开 始 了 第 二 次“ 革 命 ”，就

是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将 土 地 集 中 起 来 ，

改“ 化 整 为 零 ”为“ 化 零 为 整 ”，改“ 分

田 到 户 ”为“ 分 红 到 人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壮 大 集 体 经 济 。 我 家 60 多 亩 地

全 部 流 转 了 出 去 ，每 亩 800 元 的 租

金，去年我们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05 万元。

吃 完 饭 ，我 们 来 到“ 当 年 农 家 ”。

小 院 门 前 ，一 石 碑 上 刻 写 着“ 滁 州 市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中 国 农 村 改

革‘大包干 ’发 源 地 ”。 走 进 小 院 ，院

里 只 有 几 间 泥 巴 垒 成 的 矮 旧 茅 草 小

屋 。 低 头 弯 腰 走 进 屋 内 ，坑 坑 洼 洼

的 地 面 、袒 露 的 土 墙 壁 、分 不 清 颜 色

的 桌 椅 板 凳 、一 盏 没 有 灯 罩 的 煤 油

灯 ，目 睹 眼 前 这 一 切 ，一 种 历 史 的 沧

桑 感 让 人 心 里 发 颤 。 谁 能 想 到 ，就

是 在 这 样 一 间 破 旧 的 小 屋 里 ，18 位

农民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

革的序幕。

走出“当年农家”，汉寿又带我转

了转。在村委会办事大厅的墙上，我

们 看 到《 小 岗 村 美 德 银 行 积 分 办

法》：好 人 好 事 每 次 积 10 分 ，遵 守 村

里 红 白 喜 事 公 约 每 次 积 200 分 ……

所有积分，可兑换各种生活用品。在

农 产 品 深 加 工 产 业 园 ，我 们 看 到 ，盼

盼食品、蒸谷米等一个个知名农产品

加工企业的现代化生产线，正开足马

力 、昼 夜 不 停 。 在 葡 萄 采 摘 园 ，一 串

串圆润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透着诱

人的光泽，游客们冒着酷暑体验采摘

的乐趣……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

美 ，农 村 必 须 美 ；中 国 要 富 ，农 民 必

须 富 。”站 在 村 口 ，面 对 眼 前 宽 阔 的

“ 改 革 大 道 ”，我 想 ，小 岗 村 的 蝶 变 再

次向我们证明：幸福美好的生活都是

奋斗得来的。

十八个红手印
文<王唯唯

“红色新征程 立夏烽火行”红色之旅

线路简介：这里有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里有安徽首个工会组织遗址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淮河水利建设成就的蚌埠闸 、标志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发展的拖附厂，这里有渡江战役纪念馆 、新四军淮上办事处，这里有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这里有张家店战役纪念馆……这

里地理环境优越，乡风乡貌独特，红色资源丰富。你可以在红军广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鄂豫皖革命纪念园重温革命史，在大湾景区回顾大

别山革命老区特色脱贫致富之路；可以在非遗园接受剪纸 、铁字 、吴氏船模 、根雕 、竹雕 、陶艺等非遗传承人亲手指导；还可以在马郢乡柬 、马郢

客栈等特色民宿感受浓浓的乡韵乡愁，在梅山湖体验湖光山色。

行程路线：小岗村→4300 农业产业示范区→七星农场→金小岗→小韩庄文化体验园→龙亢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淮北西大门抗战烈士

陵园→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中国（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青峰共享农场→马郢田园旅游区→合肥北乡双河景区→张家店战役

纪念馆→横排头景区→独山革命旧址群→鄂豫皖红军纪念园→金寨县红军广场→梅山水库→大湾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