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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版图上，浙江是梦想浩荡的地方，浙江人以智慧和力
量锻造出火种，于国际国内舞台，不断创造着声名贯耳的传说。
浙西小县龙游，如饱读诗书的女子，文气、贴心，周身散发着内在
的修为之美。史料称，春秋时期，“姑蔑”古国即建都于此。

生命的刻度与深度成就了龙游“万年文明，千年古城，百年商
帮”之美誉，也不断丰盈着人们的记忆。这个传统的农业县，因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铸就了龙游独特的“烟火”气息，而时光也从
未辜负这座奋进的城。龙游是浙江历史上最早建县的 13 县之
一，建县历史已有2000多年。

现代与古典，并无“楚河汉界”之别，龙游是一座自信开放的城，
现常住人口36.24万人，隶属于衢州市，是浙江连接江西、安徽和福建
三省的重要交通枢纽。漫步街区，被现代文明气息点染的古城，带
着岁月沉淀后的贵气、开阔和包容。文明之风于小城处处弥散。

历史文化的传承怎能离开源远流长的水？发源于遂昌，由南
至北流向的灵山江被龙游人视为母亲河，其涵养土地之时，润泽
着小城内的每一户门庭。

灵山江于龙游城北，热情地投入了衢江的怀抱。大开大合之
处必有气象，两江相拥着大笑，舞之蹈之，不胜欢欣。灵山江与衢
江交汇处的冲积平原目前为龙游县的经济发达地带。明清时期，
灵山江“堪通桴筏，南乡一源，竹林薪米，悉由此出”，是龙游商帮
与境外通商的主要航道之一。“两江汇一龙”的独特水系风貌为龙
游百姓带来了福祉和商业文明。

龙游境内的灵山江两岸，多有早期文化遗址和古墓的出土，现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百余处，尤其是沉睡千年之久的龙游石窟是世界最大的古代地底人造建筑；荷花山
遗址则是浙西地区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龙游的富庶，江、山为证。山为实，水为动。
灵山秀水育人，亦能养德。崇贤有礼的龙游，享有“儒风甲于一郡”之美誉，据统计，历

朝历代，腾蛟起凤，有据可查，162位状元和进士出自龙游，有对乡邦文献影响巨大的徐伯
珍；有为张九龄撰写墓志铭的徐安贞；有《龙游县志》《浙江通志》的编撰人余绍宋；有创立河
流泥沙学领域“何氏公式”的何之泰……

海纳百川是龙游人的崇高境界，这一理念也铸就了小城的灵魂。龙游人大度地看世
界，谦和而不懦弱，骄傲而不张扬。当审时度势的目光遇见艺术之光，龙游为传播“因水而
生，因水而美，因水而兴”的水脉历史文化找到了新的路径。

“瓷米文创”坐落溪口，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隐喻，是艺术色彩的朴素底色，也是乡
愁情愫的具体影印。它是吴琴芬结合自然生命和人类文明的感悟，突出艺术的当代性、属
地性和实验性，让“瓷米文创”中的每一粒“米”都蕴藏龙游大地草木春秋的情怀，以耳目一
新的方式讲述龙游故事，让乡建之旅充满了别样的韵律与风采。

龙游成了八仙过海的舞台。130多位艺术家驻地创作，为人与自然、艺术与生活、艺术
与环境、艺术与旅游、艺术与经济建设搭建出一条彼此增辉的通道。曾经灿烂的溪口古镇
和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在新风的沐浴下竞相展现着古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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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初秋，我第三次到湖南省怀化
市沅陵县，实地采访沅陵县保护好一江碧
水的故事。

沅陵北枕沅水，南傍阜陵，得其名。沅
水俗称沅江，源出贵州云雾山鸡冠岭，流经
黔东、湘西，入洞庭湖，是长江的一大支
流。沅水还有一条支流，叫“酉水”，在县城
汇入沅水。她们都是沅陵的母亲河。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河上建高滩、凤
滩、五强溪水电站，10万移民“后靠”，舍小
家顾大家，为国家工程让路。2018年以来，
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又有10万渔民
惜别母亲河，为保护好一江碧水作出了巨
大贡献。

在几天的采访中，所见所闻、所访所
问、所感所悟，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亲力亲为者，是响应国家号召、转
型创业的不懈奋斗者，是我觉得应该大写
特写的奉献者！

护水者

我们是“河小青”，大家都是“河小青”。
守护母亲河，守护生态文明。
大小河流，碧波荡漾，
干干净净入洞庭……
我们是“河小青”，大家都是“河小青”。
大手拉小手，守护好一江碧水。
大小河流，碧波荡漾，
干干净净入洞庭……
他们录制了歌曲，歌声悠扬。在河边，

在歌声里，张显兵带着一群穿坎肩，低头弯
腰的小学生，正在捡垃圾。他们三人一组、
两人一对，一手握着垃圾夹，一手提着垃圾
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沿河捡拾饮料瓶、
塑料袋、碎纸片和烟头，还把收集的垃圾统
一运送去垃圾点。

这是今年 9月 10日上午，在酉溪河河
滩上，由沅陵县二酉苗族乡和沅陵县电视
台牵头，联合县河小青行动中心、二酉乡棋
坪村等单位开展的“争当河小青 保护母亲
河”志愿服务活动。类似这样的活动，他们
定期或不定期都在举办。

张显兵直起腰来，用拳头捶捶后腰。
细腻的额头，在阳光照射下，挂着几颗晶莹
的汗珠。

他将近50岁了，是沅陵县棋坪九校的
一名教师，当过兵，入了党，2016年11月至
今担任沅水河段县级民间河长，另外还有

“沅陵县生态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兼党支
部书记”“沅陵县民间河长办主任”“沅陵县
河小青行动中心主任”这些头衔。

微风拂过他佝偻的背，吹散他头顶的
几缕头发。

就是他，担任民间河长，总是主动经常
性巡河，每周至少要有一次。他打开手里
的“巡河宝”，就能看到河面有无漂浮物、河
岸两侧有无垃圾，就能看到河道沿岸有无
污水直排的人、有无倾倒废土废渣废弃物
的事，就能看到河里有无垃圾淤积、水的颜
色是否变得浑浊，就能看到有无电鱼、炸鱼
的，甚至能看河长公示牌是否完好。目之
所及，记录在案，或立即报告有关部门，或
招呼“河小青”前来打扫。

“河小青”是河湖长制实施以来，诞生
的一个新名词。“河小青”并不是单指学生，
还有党员、群众、教师以及其他志愿者。他
们联合县上的一些单位、机关和部门，专门
成立了党员护河队、青年护河队、巾帼护河

队，开展许多“争当河小青 保护母亲河”，
“保卫母亲河 守护绿水青山”，“爱水、护
水、惜水”活动，来参与的党员、群众、干部、
志愿者、学生，已有几万人次之多。

张显兵是个有心人。他兼任党支部书
记，把沅陵县“河小青”建设纳入到党建工
作来抓，与职能部门联动，完善阵地建设，
推进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把例
会、财务、培训、活动、巡河、净滩、党史一系
列制度都上了墙，抬头可见。

在接受采访时，他额头红润，眼角的皱
纹里挤进去几分紧张，眼睛里还有几分拘
束。“我是土生土长的沅陵人，以前看到河
滩上到处都是垃圾，垃圾被带进江中，把江
水都污染了。通过这些活动，让全社会都
来保护生态环境，让家乡的山更绿，水更
清，人更美。我觉得这很有意义，我会坚持
做下去！”他说。

……
大小河流，碧波荡漾，
干干净净入洞庭……

播水者

李泽辉有个梦，叫“水产致富梦”。
他出生的二酉苗族乡，离河边不远。

小的时候，他没少去河里捕鱼，有时到河边
垂钓。中学毕业后，1991年参军，1994年复
员，在栗坡小学当老师。

2009年，国家鼓励五强溪库区发展网
箱养殖，每平方米补助30元。他和一个股
东商定，建个六七千平方米的网箱。他们
说干就干，利用国家补助的几十万元，又自
己投资一些钱，把网箱布置到水里。当年，
收入了五六十万元。

他手里拿的是票子，脸上“开的是花朵”。
2012 年，他正式辞去老师的职业，创

办了辉佳渔业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不仅
从事水产养殖，还经营水上餐饮，日子蒸
蒸日上。

然而，一连三次天灾，给他带来巨大
损失。

2013年，一场淡水鱼发病，几十万元付
之东流；2015年，一场大洪水袭来，数十吨
活鱼被冲之一空。

在挫折面前，李泽辉拉直了眉头，只说
了一句话：“从头再来！”

2018年7月，上级宣布网箱上岸，转型
发展，保护生态，还一江清水，他却犹豫了。
他几次来到网箱前，望着网箱里的鱼蹦出
水面，黝黑的脸庞涂上了惆怅，眼神中糅杂
着惋惜。他的眉头也紧紧地皱了起来。

县里、乡上的领导来找他，希望他带
头实现网箱上岸、产业转型，示范引领全
县水产养殖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脱贫
致富。

“我是一名党员，带头响应国家号召，
义不容辞。只要养殖技术还在，就不怕。
断了水路，还有陆路，只要有想法，终会有
出路！”他说。

就在这个7月，李泽辉舍了打拼半辈子
的网箱养殖和水上餐饮。不料，到了8月20
日，渔业苗种基地再次遭遇大洪水，被夷为
平地。

“从头再来！从头再来！”李泽辉一鼓
作气，在鸡公山下大洪溪畔，建起流水养殖
示范基地。转眼5年过去，汗水成金、春华
秋实，示范基地初具规模，合作社小有名
气。2015年，辉佳渔业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被评为省级示范社。2020年，被评为国
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从县城驱车20余里，我们来到大洪溪
沟谷。远远看见他们合作社的牌子，看见
泛黄的一块块稻田，看见流水养殖的鱼
池。李泽辉听到车喇叭声，已经迎出门来，
带我们到池边。

他介绍：“合作社主要从事工厂化流水
养殖和稻田综合种养。总投资980万元，总
面积241亩，其中水产苗种培育区45亩，稻
田综合种养示范区180亩，工厂化流水养殖
示范区16亩。”

他说：“目前，合作社形成了叉尾鮰和
四大家鱼为代表的，养殖鱼类、苗种培育、
养殖、食品加工和电商高度融合的全产业
链，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绿色生态环保产
业经济发展模式。”

他说：“我们主要采用‘合作社+农户+基
地+市场’的产销链模式进行经营。近两
年实现年销售收入达 650 万元，带动当地
农民户均增收近千元。”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模式：把养殖尾
水经过处理后，通过封闭式管道引入稻
田，进行综合种养，不仅解决了稻田的灌
溉问题，还为稻田综合种养的水产品和秧
苗提供一定的饵料和肥料，同时让工厂化
流水养殖基本达到尾水零排放，实现“绿
色循环发展”的水产养殖，这叫工厂化流
水养殖+稻田综合种养模式。

他见我点赞，更是滔滔不绝：“大鳍鱯和
光唇鱼是我们远景规划的养殖品种；目前，

‘稻鳖共生’课题正式启动；和湖南农业大学
协议建立了水产养殖专家工作站……”

我更感兴趣的是，李泽辉把他的产品
都注册了商标。大米叫“酉情米”，取“有
情米”之意，广告词是“山溪水、稻‘蟹’
米”，倡导“原始生态模式”，落实“农户精
准耕作”；鱼是“辉佳山泉鱼”，顾名思义是
在山泉水中养的鱼，包括沙丁鱼、金枪鱼、
鲫鱼、鲢鱼、多春鱼……

“我们今后的方向，就是为客户提供高
质量的水产品。”他说。

若水者

第一次，在厨房开展采访活动。
我们来到麻溪铺镇马家村时，天近中

午。马家村在一个平缓的山坳里，周围青山
如黛、溪流绕村。中间是崭新柏油公路，四
通八达。司机师傅不认识路，绕来绕去绕
来、进进退退进进。车子到了小山顶，停在

“沅陵县新潇湘腊制品有限公司”院内，然后
我们来到一侧的小木屋前。小木屋没有牌
子，墙上贴着“做新时代的拓荒者”的标语，
屋内是饭厅的样子。舒脉英匆匆迎过来，说
话干脆利落。她说：“你们先坐，我去做饭，
咱边吃边聊！”说着，系上围裙去了厨房。

我也跟进厨房，见她切瓜、坐锅、点
火。锅里响起“吱吱”的声音，传出干呛的
味道。舒脉英把瓜块放进去，用铲子翻来
翻去。

“炒南瓜呀？我们北方一般是蒸南
瓜！”我说。

“这是村集体的，用来招待客人的。”
她说。

她一边炒菜一边接受我的采访。
“该叫您什么呢？经理？老板？”我问。
“我现在是职业经理人，叫经理吧！”她

很爽快。

“你是马家村本地人吗？”
“不是，我是盘古乡丑溪口组的。”
原来，2022年7月20日，舒脉英家的两

条大船上岸，告别了世世代代打鱼为生的日
子。7月23日，她利用“补偿金”在城里开启
了“舒姐腊味店”，开业大吉、顾客盈门。一
天，湖南省政府办公厅驻马家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的人，突然来到她的店里，要聘请她为
职业经理人，利用她的手艺在马家村开发腊
味品。第一次，舒脉英没有答应，理由是孩
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不需要她再劳筋动骨
了；第二次，还没等来人开口她就接受了，她
说还要带领离水上岸的渔民闯生活。

舒脉英的经历着实让人感动！
她在沅水边出生，三岁多就到河里洗

澡。长大后，嫁给了高高大大的“鱼鹰王”
宋贻卫。夫唱妇随，日出而作，船行在大江
上，鱼鹰站在杆头。到了深水区，鱼鹰噗啦
啦、呜呜叫着扎进水里，然后把鱼叼上来。
舒脉英亲眼所见，只有十来斤重的鱼鹰，竟
然叼回一条百十斤的大鱼。原来是4只鱼
鹰，分别叼着鱼的两翅和后尾，齐心协力把
大鱼送到了他们眼前。从此舒脉英感悟：
只要大家抱团，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两年后，舒脉英生下儿子宋海。月子
后，她来到码头，见数十条渔船排出长长的
队，船家争相卖鱼，鱼却卖不出去。第一个
晚上，很多鱼死去。第二个晚上，很多鱼臭
了。舒脉英看着看着，眼里噙满了泪水。
她把小宋海交给婆婆抚养，自己专门收购
活鱼，卖到重庆那边去。每当渔舟唱晚，百
十条渔船把一天的收获，全部过秤装上自
己的大船，她欣慰地拭去额头的汗水。大
船离开沅陵缓缓前行的时候，她说心里是
忐忑的。如果这船鱼卖出去，赚了钱的时
候，那是好事；如果卖不出去，赔了钱的时
候，真是连个放眼泪的地方都没有。

几十年，舒脉英对鱼鹰有了感情。她
有空就要到船上看看，甚至用手捋捋鱼鹰
的羽毛。“我们养活了几只鱼鹰，鱼鹰却养
活了我们一家人。”她说。

当大船停泊在湾里，鱼鹰就要被人带
走的时候，舒脉英对宋贻卫说：“我们带头
上岸吧！”

宋贻卫疑问：“为什么？”
舒脉英说：“我是党员，大家都看着

我呢！”
宋贻卫点头。

“你都上岸了，我们还拖什么？”果然，
舒脉英一动，大家都动起来。

之后，舒脉英到马家村腊制品加工厂
当起了CEO。2022年，加工厂营收68.8万
元。“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乡亲们有活干、有
钱挣。”她说。

吃饭的时候，进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
人。他就叫宋海，是大学生村官，是马家村
的党支部书记。

……
我离开沅陵的清晨，从陈家滩库区走

水路到县城。小船水上游，青山两岸走。
灿灿红日从水底折射出一道光芒，格外亮
堂。阵阵秋风撩起我的衣衫吹拂我的面
颊，神清气朗。股股水汽丝丝入鼻入肺入
心，彻彻的凉、彻彻的爽。期待，真诚期待，
沅陵的天常蓝、水常绿、山常青；沅水的蟹
儿壮、鱼儿肥、虾儿美……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水利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接第一版）相比其他编号树，它挂果格
外多、成熟早、果粒皮薄肉黄、生吃爽脆甘
甜、熟食软糯，用它的枝条嫁接后板栗收购
价曾经每斤高出三四元。”

“它的后代可太多了。现在全国各地
只要说是 3113 品种的板栗树，嫁接用的枝
条都来自这棵母树。我们县共有 4 大板栗
品种，其中 70%以上品种来自 3113。”站在
那棵依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板栗母树
下，杨家峪村党支部书记陈昱妗言语中充
满自豪，他说这也是杨家峪被称为“中国板
栗第一村”的重要依据和标志。

诚信经营擦亮迁西板栗地
域品牌

“围山转”工程带来全县板栗栽植数量
翻番式增长，推广 3113 等优质品种带来全
县板栗品质大幅提升，面对量质双升的大
好盘面，迁西人又在反复琢磨着，在广受海
外市场青睐的基础上，如何让迁西板栗在
国内市场同样响亮起来。

首先是“请进来”，2002 年迁西就领板
栗主产县域之先，举办首届板栗大会，向
全国各地板栗炒货商发出邀请，请他们前
来实地看栗品栗加深印象；同时还“走出
去”，鼓励本地板栗大小经销商，背着炒锅
进入 180 个大中城市现场炒制，让消费者
品尝迁西板栗特有的软糯。结果如愿以
偿，迁西板栗很快成了各地炒货商订货进
料的上选，背着炒锅走四方卖板栗的迁西
栗 商 ，也 纷 纷 在 各 地 安 营 扎 寨 站 稳 了
脚跟。

相较于整县式源源不断发力用心，迁
西各村镇、企业、合作社乃至个人对板栗
质量的把控，也同样精细严格。“我们就是
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最好吃的板栗在我
们迁西。”面对个人研制的电控板栗炒锅
和以“大胡子”为商标的 30 多种板栗加工
食品，最早在国内成立板栗合作社的喜峰
口有机板栗合作社理事长张国华告诉记
者，为了保证合作社卖出的板栗真正有
机，他们按照有机生产标准保证栗果自然
成熟度。

“不是合作社社员的、用脱栗机打下的
栗子，一律不收购，相反的每斤价格多加两
元。”因为40多年前做生意时老顾客只认他
留胡子的面孔，为宣示诚信，胡子一直留到
现在的张国华说，他们合作社 110 户成员，
年产有机板栗 300 吨，自建了 12 个板栗保
鲜冷库，“合作社有自己的农残检测仪、糖
度分析仪，每年板栗采收之前都要召开收
购会商定收购价；交售板栗实行农户身份
证登记，便于质量可追溯。对不按有机标
准管理、检测发现问题的，一律取消成员资
格和待遇。”

“全体村民注意，今年咱们村和一家
公司有合作，会有专人来村里收栗子，同
等品质会高于市场价格。我要强调：第一
不能使用脱栗机，只能手工扒栗蓬；第二
不能拿外来栗子冒充咱村的富硒板栗。
往年各家各户板栗产量都有汇总，今年一
家一个账本，如果哪家板栗产量出现不正
常的高，那就说明你家板栗有冒充的。一
旦发现立刻取消收购资格……”这段话，

是在板栗采收前夕，白庙子镇喜峰寨村党
支部书记郭二玲在全村大喇叭里的一次
动员提醒。

张国华、郭二玲所说的板栗“家常”，
只是迁西精心呵护地域品牌的缩影。据
迁西县副县长宋晓华介绍，近年来全县积
极做好板栗绿色有机生产，大力发展规模
栽培，已经建成 3 个万亩、20 个千亩标准
示范园区，全县形成板栗专业村 320 个、板
栗专业合作社 358 家、板栗企业 35 家，在
全县范围形成了标准化生产的辐射带动
网络，愈加擦亮了迁西板栗这块农产品
品牌。

借“栗”发力谱写迁西板栗
新篇章

为了让板栗从当年的“口粮树”（计划
经济年代用板栗换取奖励粮）转化为农民
最想实现的“摇钱树”，迁西县围绕板栗展
开的头脑风暴和尝试创新，数量之多就像
那棵古栗树枝头结出的簇簇栗蓬。不论
是走进迁西的板栗博物馆，还是来到任何
一家板栗加工企业，都会为那里以板栗为
原 料 、由 板 栗 而 派 生 的 加 工 制 品 称 奇
惊叹。

说吃，除了大锅现炒满街飘香，更有带
壳开口的熟栗、去壳即食的栗仁、冷冻特制
的冰栗，全部都是生产线加工精装上市，另
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板栗粉、栗仁馅饽饽、板
栗糕点；论喝，有甜润可口的板栗露、栗香
甘回的板栗保健酒、风味独特的鲜嫩栗蓬
茶；谈美，有各种板栗面膜、板栗花精油；讲
用，有用板栗木精制的古典家具、家居用
品、饰品摆件，还有用板栗花编制的各种图
案、动物造型。

当这些目不暇接的板栗家族制品，在
今年 8 月底迁西举办的板栗发展大会上群
芳集萃，迁西板栗这个纯山区县的土特产，
已经不再局限于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小
食品范畴，而是在产业化链条上纵横延展，
创造着更多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里已经被迁西看准的，
应为大力度首推发展的栗蘑。为凸显用
意和决心，这次板栗发展大会上，迁西还
把栗蘑字样与板栗并列写入了会议名
称。迁西为什么对栗蘑如此看重？请看
这组来自迁西栗蘑的数据：目前全县以栗
蘑为主的食用菌产业栽培总量达到 1 亿
棒，鲜菇年产量两万吨，实现产值近 4 亿
元，101 家迁西板栗栗蘑直营店遍布大江
南北。

“我们公司正在抓紧布局，大规模流
转栗林山地，建立自有板栗基地，同时成
立栗蘑生产加工基地。”在县政府会议室
里，向县领导汇报工作进展的尚禾谷食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计校告诉记者。据介
绍，学名灰树花、被视为美味食用菌的栗
蘑，只有用板栗树木碎料为主料制作菌
棒，才能正常培育保证品质。让迁西板栗
成就大产业，让迁西栗蘑成就新产业，正
是看到这又一独具优势的产业前景，在近
年栗蘑成势露头的基础上，迁西又将在
8000 万棵板栗树下，精心培育一朵山乡富
民的特色产业“新花”。

一个纯山区县“土特产”的破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