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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贵州省遵义市聚焦城乡老年人学习需求和生活实际，推进“党建＋春风小
院”养老服务试点工作。该市播州区打造“党建+食堂+文化”服务体系场所，开展美术、摄
影、朗诵、书法、音乐等培训交流活动。图为桂花桥街道桂花社区春风小院内老人在学习
书法。 邓怀美 秦福义 摄

晚归。 李海波 摄

因为是革命老区的缘故，河北平山县在外地工作的干部
较多。我在平山工作时，进京公干常常打扰他们。说完正事
儿，西部山区的几个老乡就会迫不及待地问起家乡的大肚槐，
那语气就像打听村里的长者一样自然。谁知他们离开家乡这
么多年了，还像树上的鸟儿一样，眷恋着家乡的树木。

大肚槐！你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呢？直教人牵肠挂肚。
查阅平山县政协2009年编印的《平山古树名木》得知，大

肚槐，位于平山县杨家桥乡大坪村。经专家检测，树龄600多
年，胸围 470厘米。因树的主干被雷劈裂开形成一个大肚能
容十几个人坐卧而得名。当地人说滹沱、冶河两岸不少人家
是山西移民，大肚槐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同宗。

一个秋实累累的季节，我慕名来到大坪，专门拜访大肚
槐。远山如黛，滹沱奔流，漫步滹沱河大坪桥上，映入眼帘的
大坪村依山就势，建筑错落有致，间杂林木花草，显然一个太
行古村落。村干部告诉我，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繁峙，流入平山
到杨家桥一带就成了一条大河，大坪村因坐落河的冲积面，故
名大坪。它是平山最靠西的村，山那边就是山西盂县。

走进大坪，呼吸的是清新空气，听到的是鸟语虫鸣。村里
除少数红砖水泥建筑外，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古民居，青瓦灰
墙，古色古香。不少房屋的屋脊、梁柱、栏杆和门窗均有雕刻
装饰，特别是沿街巷的各式街门楼檐，砖雕艺术风格独特。在
街道的拐弯或宽阔处，点缀着老井、磨盘、石碾、石橙、捶布石；
小胡同里青石板铺地，背阴处苔痕青青，见证着悠悠岁月。村
里尚有不少住户。久居闹市，心情浮躁，到此让人顿生世事沧
桑之感，也更加明了“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也只有在深山
里，才能完好地保存这些古迹。

在大坪街上，我们共见到四棵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古槐，
大肚槐是其中之一。乡亲们见我问起大肚槐，纷纷说道：听爷爷说，百年前老槐树的主干
被雷拦腰劈裂，向西倒了。全村人都以为活不成了，谁知后来又活过来了，就是被雷劈的
地方成了一个大窟窿。为防上面的枝干承受不了，老辈人特意在树干下支起石柱撑着。
一个老大爷说：大肚槐可不服老，每年春天都抽枝、开花、结槐米，开花的时候满街筒子香。

眼前的大肚槐的根系深深扎入灰岩泥土之中，有的根脉裸露地面，成虎踞龙盘模样。
横向的枝干沧桑蜿蜒，树身弯曲，但仍保持着蓬勃的姿势。仰望可见其雷击劈裂处，又生
出两根垂直向上的侧枝，坚强地向着天空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我仔细观察它被雷劈而形
成的巨大窟窿，轻轻抚摸着它纵横开裂、似石像铁的树皮，和大肚槐进行了一次无声的对
话：大肚槐呀大肚槐，你历经元、明、清几个朝代，直到今天，一定目睹了无数往事、收集了
大量故事，还有许多委屈吧？几百年来，人砍羊啃、干旱少雨、风霜冰雪、地震兵火，你始终
坚强地生存，从没见你一丝丝抱怨。可能是你树大招风吧，雷神把你从中间活活避开，塌
天大祸，你九死一生，照样默默活了下来，且“笑口”常开，这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呀！

天打雷劈而不死，乱云飞渡仍从容，你虽是棵残槐，但残而美，你美在命运多舛而永不
放弃，饱经风霜而遒劲坚韧。站在你的身旁，见证着你的故事，我工作中的劳累，生活中的
烦恼，偶尔的人生茫然，在这一刻，都变得云淡风轻。

在大肚槐旁一户人家小憩，户主张大爷自小与古树相依相偎，见到我们他又念起了
古树。他说大坪山多地少，过去春种秋收全靠背篓，困难时期往山西背挂面换粮食、担煤
推炭、修水库修渠，老辈人吃苦耐劳。后来生活好了，但孩子们外出上学，来回一百多里山
路全靠两条腿，后人也能吃苦哩。听着张大爷的话，我感觉这儿的人多像大肚槐呀！大肚
槐就是站立着的人，太行山人就是行走着的大肚槐。

夜宿山村，是那样的宁净和安逸。挂在大肚槐枝头的月亮让我想起了冀南的故乡。
临走，我告诉送我的乡亲，真心感谢平山保护古树名木的人们，是你们让外出的游子记住
了家乡的符号，也让我深刻理解了什么叫虚怀若谷、静水流深。

舅舅以打鱼为生。舅舅的衣钵，来自外公的传承。外公也是打鱼的，不过并非专业，
多是打点鱼改善家中的生活，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看看山林、养养鸭等。小时去外公外婆
家做客时，外公总会拿一张撒网，到大溪里打点鱼给我们吃。溪里有浅浅的沙滩，沙滩下
便是清澈的溪流，一网撤下去，便能打到不少河虾、沙鳅、鲫鱼等。溪中清流长大的鱼，河
虾透明，沙鳅、鲫鱼鲜亮，外婆用淀粉炸的“粉鱼”，酥香鲜甜，十分好吃。

表弟的衣钵，来自舅舅的传承。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或是穷怕了，舅舅不想孩子留在
农村，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读书走出农村。但是，表弟的读书成绩平平，没有读多少书便踏
入社会。谋生，似乎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课题。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更加艰难。面对
无所事事的表弟，舅舅无奈地说：“你还是跟着我，捕一点鱼卖吧？”表弟也不知自己能够干
什么，便跟着舅舅捕鱼了。

捕鱼是看天吃饭的活儿。在山区溪里捕鱼，由于小小水域所限，而且还不只是一家人
捕，能抓到鱼的机会并不多，这也是不少山里人不愿以此谋生的原因。舅舅的一家，成了
村中抓鱼谋生的一户。这主要有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知道哪儿鱼情好、哪儿能捕到鱼、
什么时候有鱼，但也只能勉强过生活。

表弟虽然不会读书，但是脑瓜子灵活，且十分吃苦耐劳，经常起早趁晚捕鱼。可是，面
对父辈的衣钵传承，像这样简单的方式，确实看不到未来。农家孩子的发展，跟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一样，同样需要继承优良的传统，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虽然捕鱼不能提高生活
质量，但是他却看到了大山里养出来的鱼，与别的地方不一样，鱼鳞整齐锃亮，鱼肉更为厚
实鲜甜，城里人十分爱吃山里鱼。而这，便是很好的商机。

表弟改变了以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开始踏上以山溪水养鱼、卖山里鱼的求变之路。
他上揭西河婆、普宁流沙、揭阳榕城等地，走访菜市场、饭店、大排档等，寻求供货渠道。由
于他售卖的鱼，鱼身漂亮，鱼肚内一点鱼油都没有，十分干净，鱼肉鲜甜，很快便得到客户
的青睐，开始供不应求。于是，他便开始在四乡八里收购山里鱼，以满足供应。

创业的过程很辛苦，表弟起早摸黑披星戴月，经常是天还没有亮便出去了，至深夜回
到家中仍不能停下，要搬箱、分类、打氧等，十分辛苦。有一些比较难卖的鲮鱼，养着不是，
一时也卖不出去，表弟头脑灵活，想着办法，用鲜美的鲮鱼晒成鱼干，注册了商标、做好包
装，没想到鱼肉干非常美味，深受青睐。

慢慢地，附近乡里有抓到山里鱼，便拿来卖给表弟。哪儿有深山山泉鱼塘捕鱼的，也联系他
去收鱼。还有，通过鱼塘主的介绍，梅州、河源、揭阳等山里的鱼塘卖鱼，也会联系他。网络稳定
了，他收鱼、售鱼，从中赚取微薄的差价，忙碌而快乐着。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从原来的雇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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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黑龙江佳木斯市，地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而成的三江平原腹地，每年
十一月就开始下雪。故乡的雪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室外气温很低，家乡人为了享受寒冷带来的
美味，总会把一些食品冻起来后慢慢品尝，名曰“打冻儿”，当然“打冻儿”也是便于食品的保存。

家乡人“打冻儿”是少不了猪皮冻的。我总会想起儿时母亲熬皮冻的情景，那袅袅的香
气透过岁月至今让我魂牵梦萦。在熬制猪皮冻前要清理猪皮，母亲先把猪皮上的毛拔干净，
然后用刀除去皮上的肥肉，还要用开水把猪皮焯一下除腥，接着把肉皮切成碎块放进锅里加
热。熬猪皮是个技术活，肉皮中加多少水，用急火还是慢火，熬到什么程度靠感觉，母亲总是
把猪皮汤熬到汤汁发黏才起锅。猪皮汤熬好后要放置在阴凉处冻起来，有的人求速冻直接
把猪皮汤放在室外冻，结果汤中的水结了冰，猪皮冻里就有冰碴影响口感。母亲把猪皮汤装
进盆里，摆在窗台上让汤慢慢冷却。黏稠的液体凝固后呈琥珀色，晶莹剔透的猪皮冻吃起来
嫩滑爽口，啥时候想吃就切一点，配上蒜泥、葱丝、陈醋、香油，那真是雪天的美味。

在故乡每到雪天家家户户都会做冻豆腐，冻豆腐炖肉的香味会飘荡在家乡的大街小
巷。做冻豆腐是有讲究的，太嫩的豆腐不容易冻实，相比之下老豆腐更适合做冻豆腐。母
亲会把老豆腐切成小块，放在篮子里，挂在室外过夜。为了豆腐能冻得更实，母亲还会在
夜里起来两次给豆腐表面浇点水，等到第二天清晨硬邦邦的冻豆腐就做好了。冻过的豆
腐内有大量的孔，呈蜂窝状，特别能吸收汤料，拿它炖肉或者下火锅，味道非常鲜美。

在故乡很多水果经过“打冻儿”后，味道更美。故乡人做冻梨一般选用大白梨，它个头大，水分
足，甜度也高，做法非常简单，只需把买来的大白梨洗净擦干，放在室外存储，在天寒地冻的故乡，
只要冻上三四天大白梨就变成外皮黑色的冻梨了。和缓解冻后的冻梨果肉软滑，果汁甘甜，特别
是饭后吃颇为惬意。能“打冻儿”的不仅仅是梨，冻柿子和冻梨做法差不多，只是柿子在冻后颜色
比梨好看，冻柿子的外边会有一层白霜，冻柿子在冷冻之后味道会更甜。熟透的草莓很甜但保质
期短，草莓经过打冻后保质期变长，还能保留住草莓的营养成分和风味，吃起来也非常爽口。

家乡人喜欢吃饺子，而且包饺子时一次会包很多，东北的室外就是一个天然大冰箱，经过
“打冻儿”后的饺子被放入袋子里保存，想吃的时候就能随时吃。母亲一次会包上几百个饺子，
然后放在院子里的地面上冻，母亲还会在饺子上撒干面粉，铺上保鲜膜，以防饺子被冻成冰坨。
天然“打冻儿”的饺子比超市里买的速冻饺子味道要好很多。都说美食美味是有记忆的，味蕾深
处是故乡，如今住在不曾下雪的南方，唯有故乡“打冻儿”打出的美味羁绊着一颗游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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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山奇岩怪石，美妙天然。山以石奇竹秀而得名，雅胜而壮观。此为闽中道教名
山，好个神奇去处，自古为祈梦的地方。南麓山上，有橙瓦红墙古建筑，巧建在悬崖峭
岩，空中楼阁展雄风。雄浑殿阁前，蹬道蜿蜒。东侧缆车上下徐动，人来客往。迎清风，
俯瞰半山，东张水库多浩瀚，碧波荡漾，为福建最大人工之湖，壮哉！啊，石竹山这地方，
令人神往。

道观始建于唐代，传统文化赓续传承。数百年积淀的梦文化，今仍为人乐道。激情登
临石竹仙山，欣看石峰竹雨，心里生起多少梦想。石竹山间，有松偃藤延，映衬出危石奇
岩，洞天福地尽奇观。山麓鲤鱼湖，似镜辉光。山中历代摩崖石刻，引人观瞻。道释儒，三
教并存，长期共处千百年，故上有不少寺院庵观。啊！石竹山，不愧为神奇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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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捧着一碗热气腾腾清香暖胃的棒子面粥，想起小时候在家乡收玉米的情景。
一大清早，每家的青壮劳力，都会扛起铜矍头，三三两两，朝村外走去，那架势真有点像

奔赴前线的士兵，而阵地就是一片片行列整齐的玉米地。刨玉米秸可不是一件省劲的活，
他们一个个汗襟刹腰，或者只穿一件秋衣，右手抡起铜矍头，向玉米秸秆刨去，随着“咔嚓咔
嚓”清脆的响声，那一株株秸秆应声倒地，不一会儿，就放倒一大片。这时，日头升起来了，
阳光照射在一张张黝黑的脸庞，汗珠子沁出额头，闪闪发亮。

玉米秸被刨倒后，剩下的活就是掰玉米棒，这往往就成了妇女和大点儿孩子们的活。
那时，村小学会放秋假“帮秋”，我被父亲派到地里掰玉米棒。由于我的马虎，掰过的玉米
秸里，不断“丢三落四”，害得母亲和哥哥要在我后边进行“复查”，我少不了被责备。此时，
我还无理搅三分：“谁让我们落后呢？要是有机械帮忙，就不会丢落了。”没承想，我的话被
一旁的叔叔听到了，他笑着说：“那你就给发明一个呗！”

掰下的玉米棒聚成了堆，要用牛车或者马车甚至是人力车，往家里拉。我们家每次都
是由“车把式”爷爷赶上一辆牛车来拉。拉回家的玉米棒，都卸在了自家的房前屋后和院
子里，堆成一座座玉米棒的“小山”。

下边的一道工序是“剥皮”，就是把玉米棒的那层绿中透白的外皮剥掉，取出玉米穗来。我
最喜欢干这活了，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剥皮，一边唠嗑，真是其乐融融。我们小伙伴还常常
展开剥皮竞赛,我四下剥一个、你三下、他两下，竞赛让劳动的气氛变得高涨起来，欢声笑语不时
氤氲在农家院落的上空。一边是不断增加的玉米皮，一边是不断增多的金灿灿的玉米穗，倒是
那忙活的乡亲们，逐渐隐藏其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大概都被丰收的喜悦包裹住了吧！

剥掉皮的玉米穗，因为有点潮湿，还需要进一步晾晒。怎么晾晒呢？那时，家家户户
都住平房，房顶就是一处绝佳的晾晒场。装进袋里的玉米穗被拽上房，倒在房顶上，摆成
矩形的方阵。从远处一眼望去，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又是一幅金灿灿的丰收图景，这一图
景，常常要定格到来年的春天。乡亲们常常说：“房上有粮，心里不慌。”

如今，我当年的那句怨言，已经变成了现实，家乡收玉米，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联合收
割机一过，玉米秸秆就全被粉碎在田里，化作小麦的有机肥，而那金光闪闪的玉米穗，妥妥
地装进早已候在地头的汽车车厢里，很快就能运送至每家每户。由于现在家家户户都盖
起了楼房，房顶是上不去了，便改在水泥浇筑的院子里进行晾晒，也不失为一道新农村庭
院中亮丽的风景线。

■乡村纪事

一穗金黄映丰年□

魏
宝

山茶是与众不同的树，当我第一次走近它时，是在初冬，那茶花开放，碧绿的树叶非常
浓密，密得当我钻进山茶树林，去采摘花朵时，仿佛有缺氧的窒息感。我出来看四面群山，
除了松柏，许多树叶已经凋零了，屈服于冬天来临的萧瑟与凄凉。而山茶，绿意苍茫，鲜花
盛开，让我看得赏心悦目，精神焕发。

我曾在雪天早晨，去山冈上看盛开的山茶花。那精灵般的花朵，在雪中，在绿叶掩映
之下，纯洁浪漫，优雅美丽，生机勃勃。那红与粉红的山茶花，让山谷弥漫春意，恍然若
梦。山茶花，拒绝哗众取宠，它个性内敛，内涵质朴，张扬有度，在天冷萧条之时，并不失魂
落魄。那绿叶的精神，花朵的勇气，令人惊讶，心生眷恋。

山茶花期长，从初冬开到春天，数月之久。这样长的花期，让人欣赏了一个漫长的冬季，
那风采，那温暖，那气象，让我看得心境开朗。陆游诗云：“唯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
红。”郭沫若也赞美山茶花：“人人都道牡丹好，我说牡丹不及茶。”山茶花的花语：可爱、谦让、
理想的爱、谨慎、了不起的魅力。而我更欣赏的，是它的与众不同，热烈、挺拔，有野性奔放的
豪气与俊秀。我想，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就是一朵不惧寒风依然灿烂的山茶
花，有世俗之人看不见的善良美丽，她为了真爱，从奢靡腐烂的生活里挣脱出来，又为了真爱
重新步入肮脏的泥潭，留下的是顽强圣洁的灵魂。记得某年冬天，我去云南时，欣赏了无数
奇异的山茶花，有树龄600多年的“早桃红”，有树龄800多年、号称“植物界中的大熊猫”的金
花茶，还有腾冲的“东方神树”，真是美轮美奂，宛若置身于仙境花园。昆明四季如春，选择山
茶花为市花，我认为那山茶花，是昆明的魂，也是昆明的梦，昭示着一种精神。

■人与自然

冬日山茶花

□

鲍
安
顺

老婆在上海带孙女已多年没有回来了，我们每次通话都是视频。视频中老婆常常是
微笑满屏，我很享受在手机里面的老婆带给我的快乐。

今年七月，多年未回来的老婆带着孙女回家过暑假，我想这下可以真实地好好享受老
婆的微笑与热情。可现实却给了我“无情”的打击。

当老婆带着孙女进家门那一刻就给我了当头一句责问语：“屋子怎么这么大的霉味，怎
么不把窗子打开，茶几上灰都有，简直像猪圈。”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手机屏里那个关心温柔的
老婆不见了。我解释说最近因连续下雨可能引起了霉味，关上窗子自己可能习惯了，未感觉
到有霉味。老婆不听我解释，她进门的话与声调完全不是手机视频中的老婆，把我的希望重
重地骂落一地。我们放下行李，老婆进了卫生间，在卫生间又大叫起来，“卫生间这么脏，你还
在用，不打扫干净。”我假装和孙女玩，不与她辩解。老婆马上从卫生间开始打扫，接着是厨
房，当然是一边打扫一边责骂。从进屋开始就说这里不干净那里很脏，说家是个狗窝。

我原想与老婆像手机屏里一样亲切温暖地过个暑假，回来的却是事事不满的“母老
虎”，好像手机屏里那个人不是她。有一天，孙女说：“奶奶，不要骂爷爷，他一个人在家。”
老婆听了孙女的话，骂我的时间少了。短短的一个暑假，老婆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我的
体重也增加了2公斤。

暑假过完老婆带着孙女又回上海了。我又成了留守老人，又与老婆开始视频联络。
满屏微笑的老婆又出现在手机的屏幕上，温柔可爱的老婆又回来了。现在与老婆视

频通话多了一项内容，老婆要我把手机对着屋里走一遍，看哪里不整洁什么地方该清洗，
家里有没有菜（她希望我少在外面吃，多自己做饭），老婆总会隔着屏幕轻言细语地叫我做
这做那。我也很乐意接受老婆的指示。

我喜欢屏里的老婆，也喜欢屏外回家的老婆。

■亲情故事

屏里屏外话老婆

□

莫
小
君

近年来，三孩政策引发热议，有人响应，有人不愿多生。我也说说我的体会。
我是独生子，从来就不知道有兄弟姊妹是什么滋味。但自从结婚后，我一下子多了两

个妻姐。两个姐姐对妹妹照顾有加，我这个妹夫自然也就乐享其成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妻子三姊妹，那就是一台互相帮助、温暖和谐的励志戏。
说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岳

母家厨房里笑声不断，妻子和她两个姐姐一边洗碗，一边说笑。大姐负责洗第一遍，二姐
负责清洗，三妹负责把洗好的碗擦干。三姊妹组合成的流水线，快捷高效。其实，每逢节
假日，三姊妹都会结伴回农村老家看望母亲。平日里冷清的老家因女儿们的到来变得热
闹，邻居们都羡慕岳母福气好，三个女儿个个孝顺、贴心！

岳父去世得早，岳母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女儿成人，历尽了艰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苦的
生活条件不仅没有击垮三姊妹，反而加速了她们的成长。大姐为了体谅母亲的辛苦，高中毕业
后就考入银行工作，早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二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初中毕业就招工进
厂上班，把继续求学的机会让给了三妹。三妹也深知母亲和两个姐姐的不容易，学习刻苦努力，
终于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生活的磨砺让姊妹三个变得格外坚强，
她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让这个贫寒艰苦的家庭开出了三朵“幸福的花”。

妻子说起小时候两个姐姐对她的关爱，总是满怀感激。她说，高考那年，大姐刚刚结婚，
为了能让她考出好成绩，大姐让她住在自己新房里。高考期间又正逢大雨，大姐每天冒雨往
返考点接送她，姐夫每天变着花样为她做好吃的。二姐对她的关爱更是直接，天冷的时候，
三姊妹挤在一张床上，二姐总是把她冰冷的脚放在自己胸口，用自己的体温给她暖脚。

两个姐姐无私的关爱在妻子心里种下了感恩的种子。后来，二姐工作忙，没时间照顾
孩子，妻子就把二姐的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六年时间，妻子对外甥悉心照顾，关爱有加，胜
过己出。大姐对两个外甥也是格外疼爱，给自己孩子买吃的、穿的，总忘不了给两个妹妹
的孩子也买一份。姊妹三个虽然都已嫁人成家，但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她们互相
帮助，互通有无，常常是一家有了好东西，就分成四份，老母亲一份，姊妹三个各人一份。

我曾经对妻子说，没见过像你们姊妹三个这样的，都已经成年了，各自有了自己的家
庭，怎么还像一家人一样。妻子笑着说，怎么了，羡慕吗？羡慕的话咋不叫你妈当初给你
多生几个兄弟姊妹呢？

是的，我从来没有体会过兄弟姊妹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感，这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永远无
法弥补的遗憾。但是现在，妻子她们三姊妹亲密和谐的情感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也
成为姊妹情深的受益者。感受着浓浓的亲情，我心里满是对这幸福三姊妹的羡慕。

■时俗漫谈

幸福的三姊妹□

彭
涛

鱼，至自己买了一辆小卡车收鱼，还在公路旁建了自己的楼房和门面，日子越过越好。
三代打鱼人的衣钵传承，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的生活缩影。一代又一代的农村人，坚

守这片热土，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在祖辈勤劳的生活方式中传承与创新，创造幸
福的生活。我为卖鱼的表弟点赞，也看到了农村越来越好的明天。

山清水秀，野阔花芳，这里山州形胜，颇为美丽壮观。长乐区鹤上镇，像一颗明珠，在
福州闪光。原名鹤峰，明初有人登山俯瞰，一湖泊像上字，故得名鹤上。千年古镇，承厚德
多福祉，英才辈出，文明乡风相传。这里农工并举，产业兴旺，乡村振兴，乡人长乐奏华章！

长安久乐，世惠绵长。激情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勇担当。美好的鹤上镇，接合着城乡，
发展蒸蒸日上。人文荟萃，有“九头马”古民居建筑群、龙泉古寺，名胜古迹壮观。放歌美
丽乡村，魅力城镇，此刻豪情满腔，展望前程多灿烂……

放歌长乐鹤上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