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 0 2 5 年 4 月 1 7 日 星期四 本版责任编辑 徐缓 版式设计 李娟春漫江淮·乡村走笔
春和景明，花开半妍，应邀走进“皋

陶医学”实是一大快事也。作为曾经的
患者，我对医学医师心存敬畏，但作为
一个文学爱好者，对“皋陶医学”就有了
想说道说道的渴望，当然，这一定是班
门弄斧。
医学与文学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

点。前者是一门科学，致力于维护人类
身体健康，以严谨的理论和精湛的技术
为依托，来不得半点虚伪；后者是一门
艺术，通过文字抒发情感，反映社会，探
索人生。两者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
紧密相连，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相互影
响，彼此交融。它们的核心都是人，医学
关注人的生理病痛，通过诊断、治疗等
手段，让人们摆脱疾病的困扰，恢复身
体机能；而文学则是聚焦人的精神世
界，描绘人的喜怒哀乐、梦想追求与挣
扎痛苦。二者都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
注，从思维方式上看医学与文学都需要
想象力，医学研究中，医师需想象疾病
的发生机制，探索新的治疗方法；文学
创作更是离不开想象，作家凭借想象构
建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奇幻的
故事世界。

当然，医文的差异性也是十分明显
的。医学具有很强的客观性、科学性，它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诊断和治疗都有明
确的标准和规范，追求的是精准和有
效，其语言要求准确、简洁、专业；文学
则充满主观性和艺术性，更注重情感的
表达与思维的传递，语言丰富多彩，富
有感染力，允许模糊性和多义性，通过
隐喻、象征、夸张等手法引发读者的共
鸣和思考。

古今中外，很多名医都是医文兼修
的，如葛洪、孙思邈、徐大桂等既有高超
的医道，又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其医书
若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也是不能得其
要领的。

历史上有很多仁人志士，如鲁迅、
郭沫若、冰心等早年都学过医，希望用医学来拯
救国人的身体，然而现实中他们认识到精神上的
麻木比身体上的疾病更可怕，于是弃医从文，以
笔为枪，借助文学之力剖析社会弊病和人性弱
点，以唤醒国人灵魂，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改革开放后，又有一大批医生当起了作家，
写了很多人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毕淑敏的《红处方》、冯唐的
《万物生长》等，之所以倍受追捧，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作者是名优秀的医生，他们掌握了大量真实
的人间百态、酸甜苦辣、痛心疾首，成为了文学创
作的宝贵源泉，其作品影响了一代人，促进了一
个时代的飞跃。

外国也有很多医生作家，如英国著名作家柯
南道尔，是医学博士，更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
医生；美国大诗人威廉姆斯是位全科医生，在日
常行医中深入地了解了人性，从医生独有的视角
观察生活的本真，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表
达内心感受的方式，更贴近生活，更贴近读者，经
他治疗的患者都得到了身心健康。

杜兆雄也是医文兼修，文青一枚。这次霍山
县中医院组织部分“省市作家走进皋陶医学”活
动，让文友了解皋陶医学，与中医(药)国粹亲密
接触，意义深远。

“全国优秀名中医”杜兆雄先生早
在1994年10月就提出创立“皋陶医学”
的建议，掀起这一微澜是大胆的、积极
的，更是可行的。
以皋陶之名命名，不可不谓之大胆；

顺应时代要求，预知未来发展，不可不谓
之积极；促成“北华佗、南新安、西皋陶”互
为犄角之势，弥补皖西空白，不可不谓之
可行。

皋陶，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
圣”之一，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
育家，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刑法体系《狱
典》，他也被称为中国司法始祖，是六
安籍蜚声中外的历史文化名人。用名
人效应以广其学说，符合中医学尊贤
仰圣的传统，一如《内经》依托黄帝、

《本草》依附神农。
杜兆雄，1956年生于霍山太平畈

乡，1975年安徽医学院毕业，曾任大别
山中医学校校长，主任中医师，从事中
医治疗、研究达50余年，发表《倡立皋
陶医学之我见》等论文40多篇，创作医
学著作《揭秘双斋医学》等数本，是“全
国基层优秀名中医”、“淠河钝斋学派
省级非遗传承人”、首届“安徽杰出青
年中医”，创办“杜兆雄中医肿瘤研究
所”。他长期在临床一线，在中医治疗
肿瘤、乙肝、结石、痛症、类风湿、强脊
炎、椎突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第一次提出“脏腑阳衰，经络气滞，
邪踞毒聚，气化紊乱”16字病机和“局
部温阳，整体滋阴，间歇攻邪，持续扶
正，重点调气，全面和营”24字治略，并
由此派生出系列疗法，广受推崇。自创
的“外敷肿瘤奇效止痛散”，使无数疼
痛病人得到缓解或根除。

杜兆雄基于对六安中医学的了解
和对中医药的认知，提出“西皋陶”来
振兴皖西中医药是一个创举。他认为
皖西中医学，一是历史悠久，自成体
系，著作宏丰；二是名医辈出，经验丰

富，各有专长；三是中药地道，资源丰沛，质量上
乘。皖西有一大批名医名著、奇术妙方，地处神秘
的北纬31° 线上中药材丰富。以霍山为例，民国
年间就有执业中医191人，中药店铺132家，医著
20余本，中药材1793种，霍山还是“全国中医中
药先进县”。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出台了系列扶持
中医药政策，西山药库的建立，更为皖西中医药
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这些都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
强劲优势，也是成就“皋陶医学”的坚实基础。

范仲淹说过: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以为这
8个字要比他“先忧后乐”的人生信条，要实际得
多、务实得多，体现出古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
独善其身”的儒家济世救民的价值观，也为中医
行业注入了“悬壶济世”的精神内核。

杜兆雄大学毕业后，曾是领导秘书，以他的
基因、素质、机遇在官场上混个“脸熟”问题不大，
他的人生应该是一篇精彩的大文章，可他偏偏弃

“吃香喝辣”而从“吃苦喝毒”，足见其“宁为良
医”的医者仁心。衣带渐宽，白发渐长，怎一个情
字了得？
在与兆雄兄的几十年的接触中，特别是在此

次采风、座谈中，我发现“皋陶医学”已深深植入
这片土地。艺术是可以夸张的，此时，我想说“西
皋陶”已绽放出绚丽之花。

皋
陶
医
学


人
文
与
自
然
的
健
康
融
合

金
从
华

在舒城县的西南大山深处，藏着一处如诗
如画的洞天福地——— 庐镇江山村。这里不仅风
光绝美，而且天生自带神奇故事元素，每一庹土
地上都散发着爱情的浪漫气息，是神仙伴侣的
赏花拾翠，留影存照，见证爱情山枯石烂、天老
地荒的绝世圣境。

顺着新崭崭的柏油马路，走进江山村时，首
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棵声名远播的雌雄情侣银
杏树，两树硕大结实的树干紧紧地攀援在一起，
有两个人合抱粗。说起它俩的岁数，据科研人员
考证，已有520年朝上的寿命，冠盖如碧云，撑
起差不多214平米的天穹。瞧，520，214，这俩浪
漫的数字，仿佛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密码，暗
示着情侣间坚贞不渝的爱情。这两株银杏树，雌
雄同体，活脱脱一对热恋的情人，紧紧依偎，不
离不弃。粗壮的枝干向着天空伸展，繁茂的枝叶
交织在一起，展示着五个一百年以来的坚贞爱
情。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一片片或金或银
的光斑。仰头望向树冠，幸运的情侣或许还能在
雨后看见七彩的彩虹挂在树头之上。无巧不成
书，此处的海拔竟然也是520米！怎么样？不知
天底下还有什么地方有如此妙哉的绝配！

520、214，这两串数字就像是爱情的烙印，
深深地刻在这片土地上，警醒着每一对情侣，爱
情需要相互珍惜，互掏心肺，真诚厮守，白头偕
老，直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大自然的神奇曼妙，真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这里，除了这对有520多年、214米高的古老银
杏情侣树外，更有2 . 3亿年前就已经矗卧在此的
巨大灵性石。往西移步四五十米的半山坡上，两
块坚硬有型的灵石赫然矗立，它们一高一低，相
依相偎，好似在山间小道赶路的小夫妻，这便是
充满传奇色彩的许愿灵石。相传，只要情侣们怀
着虔诚之心来到这里，将自己对爱情的美好期
许，默默地向许愿灵石倾诉，他们的爱情就会如
同这亿万年修成的灵石一样无惧风雨雷电，岿
然屹立，牢不可摧。德国诗人歌德云：“青年男子
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
性中的至圣至神。”年轻的人儿，请你手牵着手，
闭上眼睛，默默地祈祷许愿吧，这一刻，会镌刻
在你流金岁月里，镌刻在至上至纯的心灵神龛。

受深山密林气温较低因素影响，这几日，漫
山遍野的映山红才开始迎风绽放。深藏爱情密
码的江山村，又变成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海。红
的、粉的、紫的映山红，争奇斗艳，把远远近近
的波痕山峦装点得流光溢彩，明艳夺人。漫步在
花海中，花香四溢，彩蝶自在翻飞，蜜蜂嘤嘤成
韵。携手穿梭在花丛间，情侣们手机抓拍的每一
个身影，都会定格出私密相册中的惊鸿一瞥。

伫立江山村的山头，朝东南望去，一耸山峦
叠翠可见，那便是北宋时期我国著名山水画家、
号“龙眠居士”李公麟的故里——— 龙眠山，山那
边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桐城市。北宋时隶属于舒
州的这座古老城市，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
充满浪漫气息的江山村遥相呼应。其六尺巷中
布衣宰相张英与夫人姚含章冰清玉洁的爱情故
事广为流传，其白头偕老、生死相随的爱情令人
感佩。老宰相张英写下9000余字的《姚夫人性
状》，绝笔三个月，随即追随夫人驾鹤仙逝，合

葬于眼前繁华簇拥的龙眠山。一边是现代爱情
的殷殷期许，一边是古老文化的厚重沉淀，清风
徐来，怎不令人抚今追昔而心心念念？
年轻的朋友们，痴情的伴侣，江山春暖，杜鹃

绽放，神树灵石保佑，吉祥数字加持，值得你们为了
忠贞爱情，为了痴情的表白，来上一趟春山！不要担
心住宿问题，就在灵石南侧的半山凹里，一字摆放
着四辆露营房车。这些房车就像是散落在山间的梦
幻小屋，里面设施完备，不仅有高速的宽带，让你在
享受大自然宁静的同时也能与外界保持联系；还有
宽敞明亮的天窗，当夜幕降临，躺在舒适的床上，透
过天窗便能仰望璀璨的星空，找一找星空中的织女
牛郎。这里还有亲子套间，一家人可以在这里品味
温馨的时光，留下美好的回忆。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房车上，推开窗

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山间的鸟鸣声此起彼
伏，大自然间的曼妙乐章为你们奏响。

江山如画，如画江山！

这世间，总有一些地方，一旦涉足，便深深刻
进灵魂。金寨全军乡于我，便是如此。
怀揣着对远方的憧憬，我踏入兰花庄园。一

迈进那扇门，便似误闯进了另一个时空，开启了
一场独属于我的江南旧梦。
徽派建筑层层叠叠，粉墙黛瓦沐浴着日光，

轻抚过风雨，古朴的气息浓郁如墨，与四周山水
相依，宛如一幅天成的水墨画，每一处线条，都勾
勒着岁月的温柔。
我沿着蜿蜒的青石板路踱步，每一步都似踏

在历史的弦上，发出“哒哒”声响，仿佛与过去的
自己撞了个满怀。路旁的树木肆意生长，枝叶毫
无保留地伸展，满是生命的欢腾。

朱门半掩，菡老师像个调皮的孩子跑去敲
门，一阵风轻轻为她推开。她踏入的瞬间，就像走
进了一幅古画里。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鸟鸣，
瞬间打破宁静，却又让这宁静变得更加动人，像
心湖泛起的涟漪，一圈圈都是生活的诗意。
庄园里有个锦鲤池，锦鲤在水中欢快嬉戏，

你追我赶，时而又凑作一团，搅起层层好看的水
花。墙角、路旁、亭边，海棠热烈绽放，花瓣层层叠
叠，与古朴建筑相互映衬，一动一静，一柔一刚，
和谐美妙。
精致的小桥横跨潺潺流水，每走一步，一回

眸，一抬眼，皆是风景。不远处，亭台楼阁错落，飞
檐斗拱，雕梁画栋。亭中有闲坐之人，静静聆听时
光的故事。

墙边翠竹亭亭，竹枝相互依偎、交错。风
来，竹影摇曳；风去，枝叶摩挲低语。我沉醉
在这竹韵墨香里，身着一袭红裙的我，恍惚
间也成了画中的一抹亮色。
寻一处角落坐下，轻声吟诵起《江南梦》：

“江南梦，梦江南，梦里的山水，如诗又如画，
粉墙黛瓦间，藏着多少的牵挂……”恍惚中，觉
得自己也成了庄园里的一棵树、一朵花，尘世的
纷扰都被远远抛开，心里只剩一片宁静与安然。

兰花庄园的时光温柔得让人不舍离去，可听
闻藏在云雾深处的金寨金龙玉珠茶产地别有一
番天地，我满心期待，向着深山前行。山路蜿蜒，
云雾缭绕，如同走进一个缥缈的梦境。而那茶香
的源头，就隐匿在这如梦似幻之中。
走进茶园，满眼的翠绿扑面而来，像一片绿

色的海洋。微风拂过，茶树轻轻摇曳，茶香悠悠飘
散，清新又迷人，一下子就将我俘获。
晨雾还未散尽，茶园里已满是采茶姑娘的身

影。她们指尖灵动飞舞，嫩芽在指尖迅速翻飞，竹
篓渐渐装满。阳光洒下，映照着她们脸颊的汗珠

与质朴笑容。青山、绿垄、彩衣，构成一幅春日盛
景，她们采下的不只是茶，更是生活的希望。
制茶工坊里，茶香浓郁得近乎醉人。工坊内摆

放着各种传统制茶工具，泛着岁月的光泽。师傅们
专注地忙碌着，对待每一片茶叶都如同呵护珍宝。
杀青时，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锅中的温度，那专注
的眼神，生怕错过一丝一毫；揉捻时，手法娴熟，茶
叶在他们手中乖巧地变换形状；烘焙时，茶香愈
发醇厚，那香气仿佛带着阳光的味道，暖人心扉。
在金龙玉珠茶叶公司展示品鉴区，我迫不及

待地泡上一杯刚出锅的金龙玉珠茶。热水注入的
瞬间，茶芽如同被唤醒的精灵，在水中欢快地翻滚、
舒展，不一会儿，便渐渐挺立，嫩绿饱满，满是生机。
茶汤呈淡雅的金黄色，香气四溢，轻抿一口，鲜爽甘
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浑身透着清爽，感觉整个人
都被这杯茶洗净了铅华，变得轻盈自在。
金寨金龙玉珠茶，穿越千年时光，从唐宋贡

品龙凤团茶中寻根溯源，带着历史的厚重与岁
月的韵味，在袅袅茶香里，诉说着自然与人文交
织的故事。
当我转身离去，全军乡的轮廓在视野中逐

渐模糊，可那徽派建筑独有的古朴韵味与萦绕
鼻尖的悠悠茶香，却愈发清晰。飞鸟的啼鸣在耳
畔回响，我知道，它们留下的，是一颗名为“眷
恋”的种子，深深种在了我的心间。

听妈妈说20多位作家要到金寨铁冲乡采
风，我这个“小跟班”也沾了光。

杜鹃岭比去年更美啦！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
得正艳，像给整座山披上了一件火红的外衣。山
谷中的吊桥摇摇晃晃，走到桥中央时，一阵山风
吹来，带着淡淡的花香，我张开双臂，感觉自己像
一只自由的小鸟。我蹦跳着跑到观景台上，顿时
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层层叠叠的杜鹃花从
山脚一直燃烧到山顶，深红、浅红、粉红的花浪在
春风中轻轻摇曳。花丛中偶尔探出几枝洁白的野
蔷薇，让我理解了什么是“锦上添花”。吊桥上，步
道上，凉亭边，花丛中都是赏花人，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听说要去梅花鹿养殖基地，我攥紧了妈妈的
手。在武汉动物园见过梅花鹿，没想到家乡的大
山里有梅花鹿。我和妈妈采摘了许多新鲜桑叶，
叶片上还有青色的桑果，这是我们给小鹿准备的
礼物呢。
当我来到一扇门边，一只斑纹好漂亮的小鹿

踱步过来，头顶的鹿茸刚冒出毛茸茸的角苞。它
睫毛下水汪汪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身上的白色
斑点像一朵朵小梅花，让我想起童话里会说话的
精灵。当它卷走桑叶时，舌尖的温度像溪水，凉凉
的。湿漉漉的鼻子轻轻蹭过我的掌心，痒痒的，让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妈妈按下快门，记录下这温
馨的一刻。我忽然明白，人与自然的亲近，不是远
远的观望，而是掌心相触时那声轻轻的“你好”。

下午参观的香菇生产基地让我大开眼界。原
来平时妈妈用来烧菜的蘑菇是这样长出来的！工
作人员耐心地给我们讲解蘑菇的生长过程，从菌
种培育到采摘，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照料。“以
前咱们只知道上山采野蘑菇，现在有了大棚，一
年四季都能吃到鲜菇，还能做成蘑菇干、蘑菇
酱。”品尝环节最让人期待。蘑菇干酥脆，咬下去

“咔嚓”一声，满口生香。临走时，妈妈买了一大包
各种口味的蘑菇干，真的好吃停不下来。
收获最大的是参观天亿龟鳖养殖基地。两只

“天价”的乌龟被帅气的小哥哥捧在手里，它们的
背甲在阳光下泛着古朴的光泽。“你们看，这只乌
龟30岁了，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黄缘闭
壳龟。”他指着龟壳上的花纹说，“这些纹路代表
着二十四节气，这十二块整的花纹和半块花纹，
象征着一年的十二个月和闰月。腹部八块龟甲代
表着八卦。”更神奇的是原来乌龟的品相要看背
甲拱起的高度，弓形越高越值钱，养殖基地里有

1000多只种龟，它们的卵早就在直播间被预售
完了。看到我喜欢，哥哥送我一只金黄夹板龟的
模型给我。

哥哥说：“这些年生态好了，野生龟越来越
多，养殖基地不仅保护它们，还教会附近村民科
学养殖，产卵后公司回购帮助村民创收。”我看着
慢悠悠爬行的乌龟，忽然觉得它们背上驮的不是
壳，而是大山的年轮，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秘密。

最后一站是品春茶。我们来到杨玉兰阿姨家
的茶叶店，一进门就被浓郁的茶香包围了。阿姨
的围裙上沾着新鲜的茶草，忙得脚不沾地，一边
招呼我们，一边收购茶农不断来送早上现摘的鲜
茶草并付钱。妈妈见状，立刻挽起袖子帮忙洗茶
杯、烧水泡茶。

“这是今年第一茬新茶，最是清香甘甜。”杨
阿姨给我们每人斟上一杯，我学着大人的样子，
双手捧着小小的茶杯，看茶汤从淡绿渐渐变得清
亮，热气里浮动着细小的茶毫，像春天的绒毛。轻
轻吹散热气，抿一口，先是舌尖一涩，像触到了刚
冒头的草尖，接着苦味在舌根蔓延，却突然化作
清甜，顺着喉咙流向心底，连呼吸都带着草木的
芬芳。“好喝！”我惊喜地叫道，逗得大人们都笑了
起来。
妈妈说，杨阿姨作为乡里茶叶协会负责人，

带动整村茶农致富，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也回来种
茶了，“绿水青山真的成了金山银山”。我似懂非
懂，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最终安静地躺在杯底，像
在诉说土地与人们的约定。

回程的车上，叔叔阿姨们还在讨论着今天的
见闻。我回想着映山红坚强的开放，小鹿舔我掌
心的温柔，蘑菇房里的美食，乌龟背甲上的知识
密码，还有茶杯里沉浮的春芽。原来春游，不是看
遍花开，而是看见花开背后，无数人用双手让春
天变得更美的模样。我知道，在更遥远的地方，还
有无数这样的春天，正在金寨的山山水水间悄悄
生长，等着我去发现。欢迎您来我的家乡打卡。

张功国疲惫而沉默，举轻若重。一个真
正的创业者，在诸味尝遍、备极艰辛后，呈
现果实般的静默，应该是熟透了。

不管是哪个国家、哪种营商环境，创业
都是苦的。在中国，可能会更苦一些，因为
中国的企业家们拥有更浓烈的济世情怀。
他们创业的动因，除了累积资本，还有共同
致富，因此更累，也更有意义。
回来创业之前，张功国居家在张家港。那是

一个被吴文化泡软的地方，适合生长粮食和梦
想，一大批金寨人在那里淘到了第一桶金，人生
开始展现第一缕亮色。有时我想，如果张功国当
年不回金寨，此时，他应该坐在张家港的大宅里，
喝着功夫茶，抽着细枝烟，刷着微视频，盘算着交
往之道应酬之礼，脸上的皮肤肯定比现在细，也
没有这么多皱纹。
当下流行语中，“目的性”三个字频率颇高。张

功国回乡的直接目的，不是为挣更多的钱，而是要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一目
的并不符合创业逻辑。资本的属性往往是为了赚
更多的钱，而资本握在张功国手中，却包含了太多
救济的色彩，他使资本的属性复杂化了。
当年的金寨并不太适合创业：这是“三边”之

地，历史欠账多，区位无优势，文化不给力，手上
无余钱。那时时兴外出打工，黑压压的打工队伍
挺身苏锡常、鏖战珠三角，流血流汗不流泪，起早
贪黑挣钞票。那时的金寨电视台也很奇特，每晚
的天气预报，除预报本县天气外，也预报苏州一
带天气，好像丝竹江南纳入了金寨版图。
张功国像太多的金寨人，推小车，下码头，搬

钢筋，贩水果，一天忙下来，回到简陋的工棚里数
钞票。吴侬软语虽柔弱无骨，却暗含对实力的崇
尚，随着钞票的累积，人们认识了他、认可了他，
在异乡的土地上，有了他的一席之地。这是多少

打工人共同的梦想啊！
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喜欢思考一个词：逆行

者。放眼全球，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人口由乡村向
城市流动是历史必然，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
家也如此。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仍有小部分人由
城市返回乡村，成为时代大潮中的逆行者。

张功国回来了，回到曾经义无反顾离开的地
方——— 金寨县全军乡，这是精神的回归，责任感
和使命感大于创业本身。家乡的热土炊烟和花草
树木都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他要在这片熟悉
而陌生的土地上建一座兰花庄园，以庄园为引
领，让周边成为创业的热土、安居的乐土。商业的
大潮洗刷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对某些方面
的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在金寨，原始村庄的存
在往往是亲情维系下的守望相助，而今要去新建
一座庄园，则主要靠的是经济手段也就是金钱。
当初一分一分攒的钱投了进去，修路、架桥、

批地、建房、整田、耙地，种花、植草，一张白纸上
写满梦想，一片土地渐渐改变了模样。兰花庄园
是张功国的另一个孩子，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他出力、流汗、熬夜、叹息，这个朴实的农村汉子
相信因果，坚信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在兰花庄园成长的过程中，金寨县委、县政

府，全军乡党委、政府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与支
持。金寨县是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
家始终对金寨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但由于多种
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寨发展相对滞

后，县域经济起色不大，群众生活水平处于
较低水平。金寨太需要像张功国这样有情
怀、有担当的成功人士返乡助力了！
我和张功国共见了三次面，没有直接

对话。第一次和第三次去时，他基本上没说
话，第二次时情况好一些，那天他情绪比较
高，向别人谈了当年在张家港的情况，我静

坐旁听。尽管如此，每次去兰花庄园，我都会心生
感慨，这是一片颇似江南园林的建筑，小桥流水、
绿树花径、匾额案几、曲院回廊，从远处看，与徽
州古村落十分相像，这是一个人的村庄，更是一
个人的坐标。一个成功的人，如果都能回到家乡
做一点事情，那么乡村全面振兴的步伐肯定会更
快，美丽的乡村也一定会更美。
因为兰花庄园，留守的人们有了收入，撂荒的

土地恢复了生机，外出的青壮陆续返回，一批又一
批的游客走进了深山中的全军乡。张功国和他的
兰花庄园像一根杠杆，撬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也
展示了那方父老乡亲们的铮铮铁骨和炙热情怀。
我能理解张功国的沉默，真正的创业者大都

身心俱疲，真正的成熟者大都沉默如金，他们不
言不语，只是把自己的作品呈现在那里，功过得
失任人凭说。这既是成熟，更是底气。
我祝福张功国和兰花庄园，更祝福金寨！

茶茶香香氤氤氲氲 红红岭岭花花开开
宋安琳

默默行行者者功功国国
吴孔文

神神奇奇情情侣侣树树与与亿亿年年灵灵性性石石
晴空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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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县铁冲乡李
桥村的叶征文，2018
年投资引进20只梅花
鹿进行繁殖，目前已
经发展到存栏92头。
梅花鹿长角产鹿

茸，为贵重药材，鹿
茸、鹿血、鹿脑、鹿脂、
鹿肉具有益气补血、
增智补虚等功效，开
发出鹿茸片、鹿心粉、
鹿胎粉、鹿茸血酒等
系列产品，开展线上
线下销售。除了正常
用工外，还每年收购
周边群众种植的玉
米、小麦、藤杆等农作
物数万斤。
同时，梅花鹿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和幸福，在传统

绘画和神话故事中，梅花鹿更是被描绘为天庭仙物；“鹿”与
“禄”谐音，梅花鹿又被视为富裕和长寿的象征，深受人们喜
爱。
上图为4月12日，游客在喂食可爱的梅花鹿。

本报记者 徐 缓 摄

徽徽韵韵茶茶香香““画画””全全军军
蒋 莉

园园林林式式兰兰花花庄庄园园 方方观观男男 摄摄

唐唐继继根根 摄摄

观观赏赏可可爱爱的的黄黄缘缘闭闭壳壳龟龟

购购买买香香脆脆的的蘑蘑菇菇干干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徐徐缓缓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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