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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中，山庄门前的广场一片安
宁，猫栖在脚下，我坐于山前，山站在
天地之间。

东方隔着山头的阳光，借助一朵
云的眼睛，经一棵古老银杏的指引，把
一束红光抛向西天的山岭。一抹红晕
蜿蜒着前行，流动着扩大，点亮了大别
山腹地远山近水的精神。

每一个山坳里都窝着一团白云，
慢慢升腾，慢慢弥散。一枚露珠于树叶
的经络间悄然滑行，在叶尖沉思片刻，
落下。

春天的白马尖，绿海无边，映山红
在绿色的海上燃起熊熊火焰。而到了
深秋，尤其是霜降以后，经过炎热夏天
的洗礼，又经过秋高气爽的沉淀，山川
草木都换了心态，换了心智，换了新的
衣裳。太阳把七彩织成锦缎服，穿在了
山川草木的身上，山坡上千娇百媚，色
彩斑斓，赤橙黄绿青蓝紫，一样不缺，
而且兼有芦花的洁白，苍穹的湛蓝，像
高超的丹青手健笔描绘过一般。不，任
何妙笔丹青也画不出这样的色泽，大
自然的油画是凡间圣手万万不可企及
的，除了上苍，无人可以临摹，古往今
来，概莫如此。

山峦艳丽地站在天地之间，不声
不响，对炫目的姿容不置一词，对不计
其数的赞叹和仰慕缄默无语，无一丝
骄逸之心。昼与飞鸟白云相伴，夜同明
月星辰同眠，一站就是千秋万世，一站
就是千百万年。

有人抱怨生活无趣，人之乏味，生
命欠缺质量和光泽；有人感叹一生一
世倏然而过，没有预期的绚丽，没有预
想的高潮；有人陈述人生之路平铺直
叙，平平淡淡，潦潦草草。可以到白马
尖来看看，草的生命，树的生命，各类
植物的生命蓬蓬勃勃。大自然没有赋
予它们可以行走的腿，可以窥视的眼
神，可以歌唱的声音，它们依然活得自
信，活得自得，活得风生水起。他们各
自站在自己的位置，不与山比高，不与
云比远，不与每一寸土地争肥，不与声
色兼具的游人争功利，它们如此润泽，

如此美丽，如此灿烂，如此安然。
四周的群峰，植被浓密，无一处不

美，无一处不风光无限。高树矮草，各
自沉醉，自由自在，五彩斑斓。草木如
此，人的生命又怎么会贫乏单调呢？

一个老太太从山道上缓缓上来，
手中拄着拐杖，身边簇拥着儿女。老人
家一头银发，布衣布鞋，脚下步履沉
稳，脸上笑容平和，像个老神仙，更像
一枚深秋的花朵，风霜拂过脸颊，形也
不衰，香也不改。

“老人家，您今年高寿？”
“寿不算高，8866岁！”老人家竟然听

觉尚好，口齿清晰。
白 马尖是大 别 山主峰 ，海 拔有

11770000百多米，山顶常常在云彩家里玩。
连青春年少的姑娘小伙子爬山都得走
走停停，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未晓这
银发飘飘的老人家若何登临。

白马尖的山道忽而变得柔美而舒
缓，俯身迎承这位老者令人敬畏的登
临，你信不信？

我相信白马尖的山路和树木是通
晓人性的，会给予这位老太太以无比
体贴的轻风和阳光。不管她老人家最
终能够登到哪一级台阶，哪一座凉亭，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有孝儿孝女
扶持，有幸福相随；重要的是人间温情
永驻，人生不老；重要的是老而淡定，
生命无畏，心中装着永不言衰的豪情。

记得有一年夏天，几个文友到萧
县的皇藏峪景区游玩，景区多青檀，
3000岁树龄以上的就有好几棵，2000

岁以上的比比皆是。这些老树，见识过
刘邦的疲惫，见识过朱元璋落难，这些
赫赫有名之人早已经尸骨熟烂，大树
挺立依然。大家不禁长吁短叹，岁月易
逝，人生虚无。

其实，人类眼中极其长寿的青檀，
也只是大山肌体上匆匆的过客。大山
亿万年不动不摇，见识生命繁衍何止
千代万代。而在宇宙的背景下，时间长
河中，大山的生死也只是天地一瞬而
已。沧海桑田，更替无数。

世间万物的“长”与“短”，“变”与
“不变”都是相对的。所以，不必感叹生
命短暂，好好活着，世事莫去比较，当
下正好。

人生当如大树，安安静静三千年，
依然率性，依旧本真；人生当如草木，
一春一秋，荣也自然，枯也自然；人生
当如大山，可以妩媚，可以矫健，可以
风情万千，也可以风骨巍然。

这次乘兴而来白马尖，忽听游客
言上山下山至少得55个小时，还是腿脚
麻利的，竟畏惧起来，恐腿脚不听使
唤，跟我较劲，乃止步山前，以静心观
山之理由，一时偷懒。

而我的偷懒偷出了境界，让我看
懂了山。大山并不满足于人坐那看它，
更希望人走进它，亲临它的每一寸肌
肤。登山是人生的一课，86岁老太是前
面的一面旗帜，于是我信步而上，决定
登一登白马之巅。

步上湿漉漉的阶石，曲折向上，一
抹角，人就深陷于密林之中。山道上，
游人络绎，时而接踵，时而比肩，之前
坐于广场看到的山，空旷寂寞，悄无声
息，原来山内鸟声、水声不绝于耳。

鸟雀们在树林间上上下下，开心
全都写在扑棱棱的翅膀上。它们时而
独唱，时而和鸣，它们的亲人、朋友、左
邻右舍都在这里，这是鸟儿的家，这是
它们的天堂。鸟儿过着原生态的生活，
饿了觅食，饱了唱歌，自由恋爱，繁衍
生息。自然保护区一建立，它们更迎来
太平盛世，生于斯，老于斯，无忧无虑。
所以它们的歌声从不悲戚，喉咙永远
轻快。

溪流潺潺，仿佛在娓娓叙述一路
而来的故事。小溪的性格总是温和，即
便是跳过山崖，也不摆出那种唬人的、
决绝的姿势，它只轻盈地那么一跃，就
翻山越涧，一路前行。你甚至无法去陈
述溪流的清澈，任何语言都无法与之
匹配，再污浊的人，经这山泉洗礼，恐
怕就内外荡涤一新了吧？不得不这么
想，因为泉水清澈得入骨入髓，清澈得

直达灵魂。
时值初冬，山外的道旁树，已被季

节吃掉叶子，只剩光秃秃的树干在风
中叹息。而山中的秋叶，犹如风韵犹存
的少妇，时尚地站在枝头，钗裙若画，
螺髻如云。也有零落下去的，平静地躺
在树下，面色依旧滋润而饱满。

在一块山石上坐下，仔细端详落
叶，恍惚间，每一枚都幻化成一张脸，
优雅而端庄，与天地面对，无怨无悔，
无欲无求，一腔坦荡，目光静美。它们
爱着脊背下的泥土，更爱泥土下面永
难忘怀的根。

游人中，有一位美丽的妈妈，生下
孩子才刚33个月，也被传说中无限迷人
的白马尖风光吸引，抱着孩子进山了。
孩子的嘴巴刚刚从甜蜜的乳头上撤
离，她就把熟睡的娃娃往老公怀里一
放，兴致勃勃地踩着晨曦步上了登山
的台阶，怀里揣着奶香，脚下踩着欢
愉，眼睛里洋溢着母性的光辉。目之所
及，一草一树，一石一鸟，都是她的孩
子，深深的热爱充溢在胸膺，看山是
山，看水是水，山水入心。也许，等下山
以后，连喂孩子的奶水都浸染了山水
的灵性吧？

一路看景，一路遐思，1777米的高
峰已在脚下。站在极顶，环顾四周，英
山豪迈，岳西宏伟，千脉群山，万顷桑
园，五洲风云，尽在眼底。斯者白马，山
巅神奇。

站在这里，视野之广，逾越千山万
岭；胸怀之大，涵容幽壑林深；站在这
里，心中的锈斑也好，疙疙瘩瘩也好，
新疤旧痕也好，郁郁不平也好，一忽儿
荡尽；站在这里，前数不清古人，后望
不尽来者，时间浩瀚，无际无涯，我们
只截取属于自己的一段，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但是，山就是山，它在那里；水就
是水，它在那里。无论86岁的老妪，还
是三个月大的婴儿，尽得神谕。

生命的高处，轻风拂过，不染一
尘。

1966年，在军农生产的时代背景
下，按照伟人的“五七”最高指示，城
西湖正式围湖造田，围垦湖心部分有
330000多平方公里，农垦师和地方民工数
万军民住临时草棚，抽水筑堤，修机耕
路，开垦条田，人工挖河……先后有9

万多子弟兵在此奉献了青春和汗水。
1986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将农场交给
地方。1987年7月国务院批复决定城西
湖蓄水还湖，并要求切实抓好清障工
作，在大水来时蓄洪滞洪，不得贻误防
洪大局。当月，城西湖农场的大部分肥
沃的土地正式“退耕还湖”，恢复了它
原来的生态环境。如今，城西湖是淮河
中游最大的蓄洪区。

这些都是从史料中了解到的。我对
城西湖的认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关
注度的增强而不断加深的。之前闲暇时
也常去城西湖，在没有被水淹没的湖心
路上散步，亲历渔民打鱼归来，购买过
路边现剥现卖的城西湖特产鸡头果，很
直观地感受到城西湖的物产丰富。后来
因为工作性质接触到摄影，我开始关注
城西湖的景色，用镜头纪录晚霞时刻微
波荡漾的湖面、漂荡在湖面上的渔船、
与绚丽霞光相辉相映的芦苇花……唯一
的感觉就是一个词语——— 美不胜收。近
年来追赶无人机航拍潮流，我先后拍摄
了城西湖进水闸、反修桥、沿岗堤等灌
溉和蓄洪工程，对城西湖灌区和蓄洪区
的范围和功能有了新认识，原来工农兵
大桥西边的湖心区仅仅是城西湖的一部
分，城西湖的范围和作用远远超出我的
想象。

2018年11月，因沿岗河防洪治理三
期工程建设，需要将城西湖深水区的水
排出，历时一个多月，城西湖水位退至
湖底，从县城向城西湖眺望，能见到的
便是大片的淤泥、水泥路边的沟壑及星
星点点的水面，还有横七竖八的被搁浅
的船只，脑海里总闪动着波光滟潋的水
面。

城西湖是不会让人失望的，它的美
不因境遇的改变而改变。几个月过去，
在这日渐炎热的夏季里，它却以另一种
美展示在人们眼前。

行走在城西湖湖心路上，两边簇拥
着茂盛的绿色植物，枝叶间摇曳着或黄
或蓝或红的野花；微风习习，清香脉
脉，一抬头便见到湖底积水处成片的荷
花，高高低低，俯仰生姿；莲叶间有不
少翩飞的水鸟，野鸭，翡翠，白鹭，一
幅富有动感的靓丽风景画。为这幅画做
画框的是蓊蓊郁郁的蓼花，紫红的花穗
随风摇动，像一面面小彩旗。很难想
象，这些蓼草的种子在湖水里沉寂了这
么多年，居然一见天日又如此蓬勃地生
长起来，其生命力之旺盛不能不令人惊
叹 。难怪先民 们将这 片 土 地 命 名为
“蓼”！

行走中，遇见锻炼的熟人，触景生
情，谈古论今。有人说，如果城西湖不
再承担蓄洪功能，而开发成一个湿地公
园，种植观光农业园，那会是怎样的景
观，或许会重现当年军垦时代的辉煌，
也会保留一些军垦时代留下的历史印
记，或许会给霍邱经济带来另一种模式
的发展。当然，这只能是假设，因为从
全局看，城西湖的蓄洪功能不会改变，
作为它的属地霍邱只能牺牲局部的利
益。

行走中，偶尔也会遇见渔民，在尚
有蓄水的沟渠内打捞鱼虾，收获一些小
鱼和虾米。我边拍照边与他们交谈，听
他们道出自己的想法——— 希望政府尽快
放水入湖，让他们回到撒下一网鱼满仓
的时光。看来，一样生活在城西湖的
人，却有着各自不一样的梦想。

我想，过不了多长时间，城西湖就
会重现水波浩淼的画面。借着这个排水
建筑的机会，走进城西湖，用影像纪录
湖底的细节，挖掘城西湖不同时期的厚
重历史和发展轨迹，其意义还是深远而
重大的。

走进城西湖
唐书俊

面面对对一一座座山山
黄黄圣圣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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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在在 旅旅 途途

伴随着稚嫩童声演唱的《歌唱祖
国》，市文化馆的群众文艺沙龙拉开
了序幕。诗朗诵、合唱、舞蹈……这
些来自群众文艺团队选送的精彩节目
表达了大家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文艺沙龙的形式新颖、有
趣，让市民感受到我市文化建设带来
的满满幸福感。这是我市群众文化活
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市文旅局创新工作方法，改革机制体
制，探索走出了一条“政府搭台、社
会参与、群众唱戏”的群众文化活动
新路，全市城乡品牌群众文化活动蓬
勃开展。

建立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机制。印发《六安市乡村社区群众
文艺表演团队奖励扶持办法》，对
全市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群众文艺表
演团队给予物质奖励和相应的精神
奖励，鼓励推动全市群众文艺表演
团体可持续发展。20 1 9年共投入资
金130万元，扶持群众文艺表演团队
64个，奖励群众文化带头人30人。
市本级每年组织广场舞大赛、民族
器乐大赛、群众文艺调演、少儿文
艺展演、民营院团小戏小品曲艺调
演等展演赛事，为全市群众文化活
动提供舞台。

积极吸引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各类
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社区一
家亲 文化进万家”和“美丽乡村行
文化乐万家”系列文化品牌活动，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
位、国有民营文艺院团、学校、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广泛参与。市、
县两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吸引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每年开
展“送戏进万村”、龙虾节、桃花
节、农民丰收节等各类活动2300余
场。文化活动深入大街小巷，氛围浓
厚，确保了“周周有戏、月月有活
动，全年不间断”，已成为我市独特

的文化符号。
全市群众文艺调演、“红街周末

有戏”、京剧戏迷票友节、乡村春晚、
广场舞大赛等活动都是群众自编自
导自演的文艺作品。每年全市开展的
文化活动达2 5 0 0余场，线上线下直
接参与的群众达到90余万人次。在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建立了反映
公众文化需求的征询反馈机制和公
共文化服务考核评价机制，通过网
络留言、问卷调查、现场征询等多
种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及时
调整工作方向，大大提高群众参与
度、满意度。

本报讯(台春华)近年来，叶集区补
短板、强服务，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让更多
地群众享受公共文化发展成果。

阵地设施曲。建设集文化馆、城市展
览馆、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于一体
的区文化中心。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
6个乡镇街综合文化站、10个公共电子阅
览室、5个农民文化乐园、77个农家书屋、
72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逐步建成。

公益服务曲。文化馆开设舞蹈、器
乐、美术、书法、戏曲等培训班，今年已

开设两期公益艺术培训班，400余名群
众受益。培养草根文艺队伍，开展主题
文艺创作、群众文艺竟赛、送戏进校园
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目前全区共开展
各类文化活动50余次，惠及城乡群众近
8万人。

数字服务曲。积极推进文化馆、图书
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利用“安徽文
化云公共文化综合服务平台”，图书馆
开通图书数字资源检索、网上借阅、优
秀图书推荐等服务，进一步方便读者浏
览、借阅图书。

本报讯(霍 旅)为整体推进霍山县
旅游行业健康发展，打好生态、康养这张
王牌，以生态旅游带动区域内经济发展，
唱响“大别山人家”这一品牌，为发展大别
山旅游提供优质配套服务，近日，县文旅
局牵头组织市场监管局、卫生健康委、公
安局、消防救援大队等职能部门组成联合
验收组，对各乡镇申报的星级“大别山人
家”品牌经营场所进行初步验收和指导。

联合验收组深入16个乡镇106户乡
村旅游餐饮住宿经营场所，每到一处，
对照《霍山县“大别山人家”准入评定标
准》《霍山县“大别山人家”星级评定标
准》逐户进行现场检查，围绕经营安全、
卫生条件、环境设施、服务管理、风格特
色方面进行现场指导，指出存在问题，
提出整改要求，限时整改，下一步对整
改符合要求的予以星级认定。

金秋时节，走进金寨县果子园乡黄金梨种植基地，
枝繁叶茂的梨树整齐排列，一颗颗硕大的黄金梨挂满了
枝头。果园里，游人踮着脚采摘枝头的黄金梨，还有游客
迫不及待地把摘下的梨送入口中尝鲜，也有游客在果园
里拍照，欢笑声在园里回荡，好不热闹。随着该乡现代特
色农业的发展，不少新型职业农民尝试多元化种植，发
展休闲观光农业，由此催生的采摘游已成为很多家庭亲
近自然、体验农耕乐趣的选择。这一农事体验游不仅满
足了市民的消费需求，也成为许多农民增收的新门道。

本报记者 袁洁 摄

政府搭台 群众唱戏
杨 转

金秋飘菊蕊。10月25日是重阳节，当天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九九重阳节公益文艺汇演”举行，1号报告厅内座无虚
席，老少一起共度佳节。
“奶奶，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近10位小朋友端着自己冲泡好的茶水，弯腰
为老人敬茶，唤起所有人的敬老之心。庐剧小戏、花鼓灯、黄梅戏选段轮番上演，宛转
悠扬的曲调，韵味醇厚的表演，台下老人们听得入神，看得喜悦。最后，荣获第九届全
省百名福星称号的叶雨雪、百名孝星称号的陈娜走上舞台，与观众们分享家风传承、
互助友爱以及敬老孝亲的故事，赢得了阵阵掌声。精彩的文艺演出从“畅享庐韵 皋
城美哉”“九九重阳 且听童吟”“执子之手 传承孝义”3个方面传递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主题，现场洋溢着欢乐和谐的节日气氛。 记者 邱杨 摄

图图为为孩孩童童表表演演敬敬茶茶。。

共共度度重重阳阳欢欢乐乐多多

资 讯
叶集区：

“三部曲”奏响惠民乐章

霍山：

初步验收“大别山人家”星级评定

本报讯(陶小陵)9月1日—11月25日，六安市教育书
画家协会“培根铸魂”书画精品进校园巡展成功举行。此
次巡展历时近3个月，分别在金寨、霍邱、叶集、霍山、舒
城5个县区巡展，有万名师生参观展览，广大学生通过零
距离接触作品原作，深切感知到原作的色彩、线条、笔墨
等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也深切体会出作品虚实、节奏、
韵律等所带来的艺术感染力，对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
审美能力，促进学校美育的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了组织好此次巡展，保证作品在一定艺术性的基
础上，能够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市教育
书画家协会通
过广泛征集、专
家评选、层层把
关，遴选出涵盖
美术各个门 类
的书画 5 0多幅
精品。

蛤我市4例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
贫案例100”。近日，“世界旅游联盟旅游
减贫案例 1 0 0”发布，我市霍山县陡沙河
村、堆谷山村和金寨县小南京村、渔潭村旅
游扶贫模式成功入选。这些案例根据可量化
的减贫效果、创新性、可复制性、积极的社
会影响和可持续性等标准进行遴选，为国际
旅游减贫事业贡献了范例和智慧。

蛤六安民宿亮相2020安徽民宿大会。10
月15日，安徽民宿大会在黄山黟县举行，会
上，独山抹茶村作为全省重点民宿项目之一

进行招商推介。目前，我市 5家民宿入选
“安徽2019年度百家精品民宿”，已成为我
市促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程
倩)

蛤11月，天堂寨景区免门票。据安徽天
堂寨景区消息，1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六安市民(含3区4县)凭有效证件享受免门票
优惠。景区提示，天堂寨海拔高，天气早晚
凉，多云雾，建议游客尤其老年游客带好厚
衣服、雨衣、必备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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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巡展进校园

文旅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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