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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我踏上这

片熟悉而又亲切的土地，回到我生
命起点的山乡——— 金寨全军。

车过桃岭大桥，一条向右伸展
的彩虹路，宛如飘逸的丝带，牵着我
们驶入山水画中。全军乡素有金寨
县城梅山的后花园之称，此时，爱琴
湾温柔地环抱着梅山湖，湖面鹭鸟
翩飞，湖水绿波潋滟，仿佛在诉说着
这方土地的过往与今朝。

记忆的丝线悠悠打开———
(一)

当年正值风华正茂的父亲，怀
揣着宏图，用他那接二连三饱含热
忱的申请书，终于打动了领导，获得
应允。1963年春寒料峭之时，父亲带着母亲，从
六安皖西文联，踏上了这片红土地，在当时被称
为“穷山恶水”的全军公社安了家。从此，全军便
深深融入我的生命里，成为我履历表上一生相
守的印记。

当我走进“红28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纪念
园”，往昔的画面又映入眼帘：记得年少时我曾
追问过父亲，为何要从六安大城市来到山里头
呢？父亲的回答坚定而深情：这是他一生永不后
悔的选择！当年在《皖西日报》当记者的父亲，曾
多次骑着自行车到金寨采访，而英雄公社全军，
这片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深深烙印在他的心
里。于是根正苗红、热血澎湃的父亲，响应着伟
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有出
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

当我以花甲之岁走进父亲口中常提及的“烈
士鲜血染红的土地”时，内心与父亲一生执着的
初心产生了共鸣。纪念园里，一幅幅布展的图片，
无声述说着红二十八军在全军乡留下的深深足
迹。那218级台阶，分明是红28团铿锵的脚步，踏
在史册厚重的页码上，踏出历史的回声。熊家河
保卫战、破碉堡等战斗，以及金寨十万儿女前仆
后继的身影，深刻诠释了什么叫“一寸山河一寸
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此时一首赞歌在我心中悄
然响起：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
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父亲
60年代曾写出的一部反映大别山革命斗争的16
万字长篇小说《一声春雷动》，是否囊括了这里的
大刀、长矛以及红星闪闪、杜鹃花开呢？

从纪念园返回，跨过汩汩东流、送走岁月的
熊家河，仿佛打开一本红绿相映的书籍，左页是

昨天的沧桑，右页是今天的发展。
(二)

步入两山峡谷间，不远处，大别山兰花庄园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片红土地上。这座
占地600亩的农业生产综合体，承载着一个游
子对家乡的情义。

2016年，在外创业有成的张功国，怀着对
家乡的拳拳赤子之心，毅然归乡，回到熊家河
村，将多年在外打拼的6000多万资金，全部投
入家乡的土地上，他创办西楼生态旅游有限公
司，竞得全省第一宗集体土地入市，开启了大棚
生态果蔬种植、十万盆兰花育苗、千头黑毛猪养
殖和乡村生态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带动一方
百姓致富、村集体经济增收。

他投资1 . 1亿元兴建的古色古香的民宿，满
是江南园林的婉约，颇有“回廊不欲直，曲折足
延步；一转一致幽，迎人递佳趣”的吴侬软语的
意境。张总告诉我，回乡投资文旅产业，就是想
在这片青山绿水红土地上，将绿色生态与红色
教育融合，为研学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学习、历练
的成长时空，更是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这份对
家乡的爱，如同一颗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
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兰花庄园的落成开业，仅是全军山乡蜕变
的一个精彩片段。在全军乡的广袤天地间，从高
山之巅到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红土地上的人们
一如当年的父亲一般，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炽热
的爱，心系故乡，用智慧与勤劳的双手，诠释着
对根的眷恋与责任。

(三)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全军的

山川，遍布葛藤，当年，葛藤曾
是无粮断炊的红军口粮，养育
着革命的摇篮。如今，这《诗经》
里的草木，已被广泛种植，成为
当地群众取之不竭的财富之
源。这些泛着白月光的葛粉，生
态美味保健，广受市场青睐，成
为“我把金寨带回家”的最佳旅
游伴手礼。而山葛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孔文，也是一位外
在创业成功，却始终铭记家乡
滋养、给力家乡发展的游子。他
的努力，让山里山外有了对葛
藤情的牵挂、爱的表达。

我们又驱车迂回盘山而
行，赶往全军村创福豆腐公司参访。大红的“良
心做事，善心做人”的标牌映入眼帘。生产车间
干柴烈火正旺，百年非遗技艺正将一锅煮沸的
豆浆，清香扑鼻。全军村的创福豆腐，用的是中
华老品种——— 肾形黄豆，这种有着2700多年栽
种历史的肾形黄豆，像粒粒金豆，产量不高却营
养价值很高。创业有成的施余国，从繁华世界转
身回乡后，一门心思地带着父老乡亲创富创福，
他那跑惯城市的迈巴赫坐骑，成了他送货上门
的工具车，硬是把豆腐盘成了“肉价”。

从厂区出来，放眼青青春山，但见一根根春
笋破土而立，一垄垄茶园香飘烟雨，采茶人正把
那最珍贵的明前茶，一篓篓送往大团山茶厂，加
工成闻名遐迩的金龙玉珠，成为极品“贡茶”。附
近竹制品加工厂，一群乡土匠人正在以竹为媒，
以爱为梭，编织最美的生活。乡人大主席刘当宴
动情地说，这个村有2000多人口，现在有一多
半在家务工，多亏这几家企业，留住了人留住了
心，留住了全军村发展的力量，点亮了和美乡
村的幸福底色。

(四)
创福豆腐公司大门前，两棵河岸上

的古树引起我的注意，如同两座巨型雕
塑，那粗壮的树干，高大、挺拔，遒劲的
枝条如万千手指触摸着天空，让人顿生

“行人不见树少时，树见行人几番老”的
感慨。此时，树上的鸟儿朝我喳喳欢唱，那
冒芽的新绿，向我遥招手，忽然就有一种被
亲情拥抱的穿越感袭遍全身。

这一片曾经是全军老乡政府所在地，前面
就是全军村农民文化乐园。记得上小学时，父亲

曾带着我渡水、翻山、穿林，寻根全军，少年时的
记忆一直刻在脑子里。

古树旁逶迤而过的小河，一定牵过父母亲
的手，也沐浴过我的幼年，这里可是我用第一声
啼哭宣告来世的地方啊！可我的父母都已离我
而去了。那一刻，我抚摸着满脸皱纹的古树，心
有千千语，泪水不觉已打湿衣衫……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逢，我走
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拥”。60多年前，父
亲走在这片山寒水瘦、豫皖接壤之地，他看到的
是战争创伤带来的疼痛未愈，看到昼夜守望的
山民与贫困不懈的抗争……

父亲或许未曾想到，在岁月的流转中，在一
代又一代全军人的努力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传承着先辈们的红色基因，用勤劳的双手，将爱
挥洒在每一寸土地上，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绚
丽多彩的山乡巨变画作。

如今，蝶变的全军，今非昔比。红岭公路连
着家家户户，成为与时俱进的致富路；网络覆盖
山山岭岭，电商平台为山珍插上了翅膀；随着金
寨全域旅游的推进，农家小院、乡间民宿不断涌
现，往昔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已发展为多元化
的特色产业；国家4A景区龙津溪地更是为这片
土地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这些变化的背后，是
全军乡人民对家乡深深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
执着追求。他们用汗水与智慧，为这片土地锦上
添花，书写属于自己的诗篇。

走在全军的明媚春光中，走进山欢水笑的
好光景里，我仿佛听到龙吟凤鸣的声音，把爱留
这里，用爱描绘你，我生命起航的美丽全军。

去林水寨这个地方一共
两次，一次是在收获的秋天，
一次是在备耕的春天。收获
的林水寨满目丰盈，备耕的
林水寨暗涌生机。我喜欢这
里，它像是我的故园。说林水
寨像我的故园，因为那里有
环绕庄宅的沟塘水域和土坯
做墙、麦秸杆为顶的土坯房。

我的故园，人们叫它东
庄子，因远离村落的最东端
得名。庄子里住着两户人家，
其一是我家，其二是黄姓人
家。我与黄姓人家的小女儿
是玩伴，后来她成了我的小
婶娘。这是故园里的一个故
事，这个故事和“私奔”这个
词密不可分，这个故事个令
我感动至今。我感动一对年
轻人为爱不顾一切，远走他
乡的勇气，正如感动那位叫
艾启凤的女子，沉浮商海功
成名就后，心系故土；为反哺
父母生养之恩，倾力打建林水寨，助力家乡发展
的铿锵玫瑰不输铁汉须眉的精神。

一条大圩塘环绕着东庄子，塘水长年清盈盈
的，未曾见过干涸。塘里有莲荷、浮萍、红菱、香
蒲，还有各种鱼虾。鱼虾不用人工投喂饲料喂养，
草盛时期，不定时的撒些青草即可，鱼肉细腻鲜
美。我最喜欢喝奶奶用铁锅子炖岀来的鲫鱼汤，
奶白奶白的，不仅冒着香气，还带着清甜清甜的
味儿，就象在林水寨里品尝过的那样。奶奶炖的
鲫鱼就是从大圩塘里逮上来的。林水寨里的鱼儿
也不用喂养人工加工的饲料，它们生长在纵横交
错的引水渠里和不施化肥不打浓药的稻田里，以
浮游生物及水生植物为食，与稻秧共生。

大圩塘的岸上有许多老柳树，都是歪脖子
的。夏日的中午，骑在老柳树上听知了声声地唱
歌、看荷花在风中摇曳生姿是我的最爱。荷花的
香气清新淡雅，令小小的我着迷，不由地会浮想
联篇，想变成一朵美丽的荷花。深感幸福且惊喜
的事是有的时候，长我两岁的小叔会突然从水中
冒出来，咧着豁了门牙的嘴，给我递上一截白嫩
的鲜藕，或几只碗囗大的莲蓬，或用荷叶盛着的
红菱。坐在沟岸上看“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也是我在故园的乐事
之一。
莲荷，林水寨里也有，种植在西大门入囗的

一片水域里。待到荷花盛开时，一定是香入骨，醉
明月，诗意翩翩。据说，荷花盛开时，引来白鹭无
数，与荷共舞，美不胜收。
故园的房前，院落很大，比林水寨子里那座

民居的大近一倍多。院落里，一棵需两人才能合
抱过来的大枣树和一株高大的栀子花树是我对
光阴的期盼，期盼栀子开花，期盼枣子成熟。然
后，奶奶会把香喷喷的栀子花别在我的小辫上，
把蒸熟了的还拌了红糖的枣端到我面前。这些，
也颠覆了母亲说的奶奶不疼我的谎言。我其实是
奶奶疼不够的大孙女。

故园的土坯房是我们的生活居所。林水寨子
里的那座土坯房多的是禅意。林水寨里的那座土
坯房是供爱慕田园山水的高士或享尽繁华、向往
渔樵生活的倦客短期停留居住、体验生活，以歇
疲惫之心。院落是四合小院。三间正房座北朝南，
右箱房，左厨房，中间天井一方，承接雨露阳光。
在小院里，若是晴日，白天晒太阳，夜晚沐星光；
雨天则煮茶、喝茶、听雨，当美妙安逸。院落的东
侧是一片菜圃。菜圃齐整，时令菜蔬葱绿馋人，想
必侍弄的人一定是将身心交付这里了。

记忆中，在故园的院子里，夏夜风凉如水，我
和小叔要么拿着蒲伞奔跑着捕逮流萤，要么依在
爷爷奶奶的身边面向天空数星星，无论怎么数都
不曾数得清。我们把捕得的流萤装进一只小玻璃
瓶中，挂在床头，躺在床上，盯着流萤闪闪亮亮，
渐渐入梦。想必，在林水寨，夏夜也可以捕流萤
的；应该，还可以听蛙鼓。因为林水寨是生态寨
啊。蛙是田园的歌唱家，也是护卫稻秧虫害的卫
士；蛙鼓是我梦回故园的牵绊。

在故园大圩沟的一旁，也有一片菜圃，那是
奶奶的杰作。奶奶在那片菜圃里冬种青菜萝卜，
夏种茄子瓜豆，辣椒坠成了灵动的耳坠子。我很
是奇怪，从不沾农事的奶奶怎么能将那片菜圃打
理的一年四季都是满目生机，足够一家十来囗人
的佐餐供给。每天，做好了饭菜，等待耕种来家的
爷爷用餐是奶奶一生的幸福；好像土坯房里的充
满烟火气的爱情才真实，才天长地久。

人生百年，转瞬即逝。爷爷奶奶均已作古，我
也长大成人，离开家乡，来到喧闹的城市。故园早
已不在，但常常思念至梦里再现。梦终归是空，幸
好有林水寨在，可以常去那里走走。

对对根根的的眷眷恋恋
王王洪洪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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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晨曦缱绻轻吻的窗台之隅
第一缕芬芳，幽幽自酣梦醒来
露珠熠熠闪烁，仿若梦逸出的晶钻
那是生活，初显端倪的一抹绮丽色彩?

青葱的山野间
春花如脱缰的思绪肆意铺展
红，似烈烈燃情的烽火，炽热得毫无保留
粉，若佳人柔婉的情思，缱绻着无尽温婉
微风信步轻拂，宛如灵动的纤指
拨动着生命那幽微而深沉的韵律
日子，就这样悄然在花蕊中隐没?

广袤的田畴上，馨香如缥缈的仙乐悠悠漫来
那是麦苗散发出的，崭新生机的希望
一阵阵笑声，在麦浪里畅快涌流
恰似缤纷花雨纷纷扬扬洒落
满满尽是欢畅

当暮色的序曲在傍晚奏响
村口的千年银杏树下
晚霞如怒放的玫瑰，晕染着悠悠韶光

村民三三两两，树下诉说着丰年
岁月的霜华，沉为邻里和睦的画卷

农家小院里，
孩童如翩跹的蝶儿嬉笑奔逐
追逐着那遥挂云际的梦想，熠熠而欢跃
一只纸飞机，悠悠飞上枝头
幸福生活的长卷，如此缤纷绚烂

灶房内，火苗温馨跃动
野菜的醇厚香息，氤氲在黄昏每一处角落
家人围聚火炉，话语轻柔而暖煦
幸福，恰如盛开的繁花，永不凋零

每一次在砥砺奋进后的欣然浅笑
每一回于困厄挫折后的坚毅远眺
皆是生活傲然绽放的骄傲
它们仿若熠熠星辰
妆点着迢迢人生征途

生活，恰似花儿一般绝美
在四季的悠悠轮回里沉醉

愿我们，以满心挚爱
编织五彩斑斓的花篮
让世间美好，永远相依相随?

我与春天撞个满怀
在残冬徘徊的街角
风，还带着凛冽的尾音
裹紧对春天的向往
匆匆走过空旷的巷子
转角处，银杏步道上
猝不及防
春天就撞进了眼眸

田野间，麦苗在疯长
那是春天的诗行
步道边，怒放的红梅
是春天缤纷的笑靥
远山粉的樱、白的李
都在肆意绽放
河畔的垂柳，长发飘飘
在春风里摇曳
鱼鳞堰中的锦鲤
不时跃出水面
与竹林里的小鸟相谈甚欢

熬过寒冬
不经意间
我与春天撞个满怀

倒春寒
春的田野，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冬的余威，冷不丁杀了个回马枪
料峭寒风，如一把把锐利的箭
射穿了春日短暂的暖梦

昨日，还见桃花浅笑
蜜蜂在花蕊间飞舞吟唱
今朝，却乌云密布，冷雨敲窗
残红满地，写满离殇

枝头的嫩芽，瑟缩着颤抖
似无助的孩子，迷失方向
刚刚被唤醒的大地，又裹上
一层霜雪冬装

但春天，终究是已经来了
脚步又怎会被轻易阻挡
暖阳，正积蓄磅礴的力量
待驱散阴霾，消融残霜
世间，将重披五彩霓裳

听，那雷声轰鸣恰似春的誓言
看，希望的田野正悄悄把生机酝酿
倒春寒，不过是冬天回来串了个门
明媚春光，终会洒满每一寸土壤

生生活活，，若若春春花花绽绽放放((外外二二首首))
熊晓霞

乘着三月的温暖东风，嗅着碧波如
浪般潮涌的绿麦清香，目力所及还有一
大片一大片将要抽苔绽放的翠绿油菜，
嫩黄花蕊正在向空中拔节，流淌的芬芳
充溢在春天的田埂山岗，也弥漫在游人
的眼帘心房。

我们一行人坐着中巴车，在柳条抽
芽、花儿吐蕊的春天里穿行。
很快，车子抵达目的地。一大片灰苍苍的

水稻秸秆在碧蓝如洗的天空下倔强。环绕稻
田的沟渠，浅水盈盈、清澈如镜。小野鸭正在
悠闲自得地嬉戏。面对游人饶有兴趣的目光
和此起彼伏的声浪，它们恍若未闻，依然自得
其乐。

“现在正是麦苗碧绿、油菜含苞待放时
节，你们这么一大片稻田闲置着，为何不种麦
种菜啊？”友人不解地疑惑道。

“我们这里的水稻是自然成熟的，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鱼虾也都是养在稻田里。”接待
我们并引领我们参观的左依姗总经理微笑着
说道。“一般的水稻成熟周期是120天，而我们
这里的水稻却要很长，至少是210天。”

“需要这么长时间，那一年只能种植一次

了？”
“是的，我们的水稻一年只种植一季，每

一季都是等到大雪过后才收割，即使那一年
没有大雪天气，也是等到三九天过完才收割，
因此我们的稻米叫‘鱼田雪稻’。”左依姗微笑
着娓娓道来。

“请各位看一看，我们的每一粒米都有胚
芽，都可以做种子的！”左依姗取出一小袋米
(3斤装)耐心地指给我们看。

“现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带有胚芽的大
米了。”同行的人说道。“你们水稻收割完后，
这些田地就放在那里闲置着不觉得可惜吗？”

“你们这些疑问，当地的老百姓都问过很
多遍了。”左依姗看着远方继续道。“我们艾总
(艾启凤)在2014年开始生态园的打造规划，
对于3000余亩的高标准稻田进行休耕三年、

育种两年的‘休养生息’后，才种植沐
雪经霜的有机水稻。当地老百姓祖祖
辈辈都是依靠田地生活，见不得田地
被闲置荒芜，许多人很是不解，有些
性子急的还很生气，总是围着艾总和
我们一遍遍地询问因由，更多的是表
示质疑，甚至还有许多人都暗暗笑话

艾总傻！”左依姗清脆地述说着往事，眼神中
透露着自豪。

“能做到如此休耕养息，只为了人们能吃
上放心米，这样的胸怀确实令人钦佩！”我们
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敬佩之声。

暖风轻抚，一群鸟儿从眼前飞过，仿佛间
我们又来到“鸟的世界”。我们纷纷拿出手机
对着绕圈飞舞的鸟儿们拍摄。“昨天晚上我们
这里出现了热闹的蛙鸣，我用手机录下来
了。”左依姗说着，播放起“蛙声一片片”。我们
围聚在一起聆听，听到了大自然本来的声音，
令人陶醉。

正是因为有了休耕的情怀，才有了养分
充足的鱼田雪稻；正是有了静待成熟的胸怀，
才有了鱼虾在稻田里嬉戏，鸟儿在田地间悠
闲，蛙儿奏出春天的旋律。

踏入望春谷
像跌入花叠绿织的梦
柔和的风，拆解了冬的寒冷
拂过山谷、溪流、林间，传递春的密语
一湾溪水苏醒了，哼着童谣
潺潺悦耳，溅起一路的欢笑

朵朵玉兰花托举着春光
栖于春的枝丫，无声地诉说
春的蓬勃，生命的炽热，岁月的奔腾
似挣脱寒冷的茧，又像圣洁的灯盏
无声地燃着，把积攒一冬的梦
刹那间点亮整个山谷

漫步溪桥凭栏回望
缓步栈道痴痴寻觅
沉醉在玉兰花河中
轻柔地亲吻花瓣，世界只剩你我
怎么能远离红尘浮华
谁不羡慕山花烂漫的人生

站在望春谷中
我与玉兰花私语，不负相遇
倾听春天的心跳，灵魂在契合
心中的荒芜被春色填满
牵我奔赴这场热恋而至的春约
把希望，种进每一寸山谷

望望 春春 谷谷
安 军

乡乡乡村村村走走走笔笔笔

杜鹃岭位于金寨县铁冲乡境内，距离
县城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是一个很小众
的景点。多次听朋友提及，心想不就是杜
鹃花吗，作为土生土长的金寨人，小时候
就天天看，虽然很喜欢，也一直没有放心
上。
近日，一老友从杜鹃岭回来，我不禁

随口一问：“好看吗？”他连忙点头，回道：“好
看，确实好看！”作为资深的老金，他不会没看
过杜鹃的，就连他，一般人认为不爱花的男士，
都说好看，莫非真得很好看？便按耐不住内心
的疑惑，也想着周末能亲近一下自然，决定一
探究竟。
奈何天公不作美，头天晚上就狂风大作，

我又打起了退堂鼓。好在同行人一再鼓励，这
点风算个啥，要是大太阳，保证你又会嫌晒人
呢？
好友很乐观，一边驾车一边安慰着我们，

山里风会小些，这凉爽的天气看花才最好。他
的话语也渐渐缓解了我一路的顾虑，静静地感
受着车窗外的呼呼大风，看着路边摇摇晃晃的
大树，路上此起彼伏的树叶；想到小时候母亲
经常对我说，春天的大风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风刮得越厉害，树木长得越快。

一下车，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
只见停车场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不同地方
的旅游团队接踵而来，游人络绎不绝。我的心
情瞬间开朗起来：原来大风天气根本阻挡不了
人们赏花的热情。

映入眼帘的是群山夹一水，山不是很高，
却草木葱茏，绿树丛中掩映着成片成片的粉

红，有一种蔓延之势。连接着山那一边的就是
杜鹃岭吊桥。这是一座小型的景区吊桥，连接
着长江河水库一小支流的两岸，漫山的杜鹃花
恰恰就在桥对岸。河水清澈见底，岸上的响沙
被吹成了各种造型，从桥上看下去，多像咖啡
杯里天然的拉花。一阵狂风吹起，吊桥也跟着
摇摆，呼呼声，哗哗声，啦啦声，游客不觉止步
惊呼，增加了过桥的刺激性。
近了，近了，由吊桥上来，便进入一片杜鹃

花的海洋，成团成簇，争奇斗艳。从木阶拾级而
上，两边的杜鹃花旁枝逸出，让人应接不暇，看
看这一株很美，看看那一株也很美。照片无法
拍出杜鹃的美，视频也显得太草率，文字也很
苍白，只觉得自己不小心误入了人间仙境，美
了眼，醉了心，甚是喜欢。随行的人儿啊，你们
怎么能理解？小时候，随父母上山，每每看到绿
树丛中的杜鹃花，总会眼前一亮，多远以外就
开始惊呼：“咦，那儿有一棵映山红！”只觉得那
就是这世间最美的存在。杜鹃虽没有兰花的清
香，可她凭借自己的独特颜色，依然引人注目。
杜鹃红得纯粹，红得顽强。杜鹃的红是一种独
特的红，比粉红更艳丽，却不耀眼。从远处看星
星点点，凑近了看，却又是满树繁花，花朵硕
大，长在大山深处，不为人知，可依然傲然怒

放，把最美的姿态献给大山，好像不
为人所动，又好像专门等人而来。

那个时候就想，如果有个地方
满山都是成片成片的杜鹃花，该是
何等仙境。从吊桥来到观景台，顷刻
间便觉得自己落入这杜鹃的花海，
感觉儿时的梦境一下子实现了，不

觉惊艳惊叹震撼。站在观景台，整个长江河水
库尽收眼底，夹岸的杜鹃如火如荼。一阵狂风
吹来，所有的杜鹃花球就开始在风中疯狂地摇
曳抖动，好像和这肆虐的狂风顽强地抗争着。
虽然地上有成片的落红，但大风中却未曾见到
杜鹃花瓣纷飞的景象。好友告诉我，杜鹃茎干坚
韧而有弹性，能够在风中保持直立，不易折断。
想到杜鹃是金寨县的县花，鲜红的颜色象征着
革命老区英雄儿女的热血，表达着人们对先烈
的崇敬和怀念，不禁让我对杜鹃花肃然起敬。难
怪，中华儿女都有着难以释怀的杜鹃情结！
顺着步道逆行而上，别有洞天。古木参天，

苍翠挺拔，青翠欲滴，时有翠竹摇曳，路的尽头
有一道狭长的清泉从山间倾泻而下，若不是古
木太茂盛，我定要寻得这清泉的源头。走在归
去的路上，忽而又一阵狂风大起，风摇树枝，噼
里啪啦穿林响，陡然间想起苏轼在《定风波》中
的写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人生百态，人生的旅
途，谁还不经历个“大风大浪”呢？
鸟语花香游人旺，山青水绿杜鹃红。短暂

的杜鹃岭之行，一路反思。我曾在“做”和“想”
之间徘徊了很久，其实无论是“想了再做”，还
是“做了再想”，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休休耕耕””情情怀怀
任 俊

风风雨雨杜杜鹃鹃岭岭
蔡先凤

梅梅香香 摄摄

方方观观男男 摄摄

在大别山深处 ,有
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金寨县吴家店镇。每逢
春日,这里便被漫山遍
野的映山红染红,仿佛
被大自然泼上了一层浓
艳的胭脂红，绘就了一
幅幅震撼人心的自然画
卷,成为无数游人心驰
神往、如痴如醉的乐享
之旅。

吴家店镇的映山红
景观,尤以太平山、黄狮
寨最为壮美。太平山作
为金寨县面积最大、百
年树龄保护最完好的野
生映山红群落,主峰香
炉观海拔933米,万亩花
海4月中旬进入盛花期。
成片的映山红簇拥着山
脊,与苍松、怪石相映成
趣,木制的步道蜿蜒其
间,漫步其间，游人如入
画境般。

映山红既是自然景观的象征,又深深地与
古镇吴家店的红色基因交融在一起。黄狮寨古
炮台和石屋遗址,见证了宋金相争的烽火连
天;在近现代,这里曾作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的一部分,孕育出无数可歌可泣的红色史话。
正如当地红色传承人所说的那样:“这漫山遍
野的映山红,恰似一面面染上了先烈热血的革
命旗帜。”依托“三关五寨”的历史遗存,吴家店
镇将古寨文化与生态旅游融为一体。游客在赏
花之余,可游览穿石庙等红色遗址,或亲身体
验西庄温泉十八盘漂流的惊险刺激,感受“红
绿交融”的多元文化新韵。

花海经济，催生富民之路。近年来,吴家店
镇以映山红为媒,推进推动“文旅+生态+农业”
融合发展。通过举办文化旅游节、开设“云直
播”赏花等活动,连年吸引游客数量攀升。据统
计,2024年全镇旅游综合收入突破400万余
元,带动100余户村民经营农家乐,当地群众受
益于旅游产业链，纷纷吃上了旅游饭。在吴家
店，只要一提到映山红，他们的笑容便宛如映
山红一样绽放开来，热情地发出邀请：“花开的
时候来看我。”真让我们流年忘返，意犹未尽。

花花
开开
的的
时时
候候
来来
看看
我我

刘
博
雅

大大别别山山兰兰花花山山庄庄一一隅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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