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 警 ： 47563111 急 救 ： 120 （ 手 机 拨 打 47524120） 气 象 ： 12121 救 灾 ： 47525193 报 刊 编 辑 部 ： 47558359 网 媒 编 辑 部 ： 47570502 网 络 群 工 部 ： 47588207 运 营 部 ： 47523888

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副 刊 4责编 徐莹 编审 谷亚淋

□ 封林

四面山，像一颗璀璨的巨大绿色宝
石，镶嵌在江津境内。它是地球同一纬度
上唯一保存完好的一片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拥有奇山、异水、红石、厚文，每年
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和国内外科研工作者前
来观光和考察。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过去的四面山是
以伐木为主。从 1949 年到 1985 年，江津
为“江八县”供应木材52万立方米。新中
国成立以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
路，江津为之奉献出了建设用材57612根。

四面山的旅游开发以1985年8月四面
山林区实行封刀禁伐令为标志开始起步。
我当时在江津县委宣传部任新闻干事，有
幸见证了这一历史转折。

1985年8月，江津县委书记辜文兴带
着县的几大班子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驱车奔向距县城92公里的四面山，我
随同前往。当时，县委、县政府面对日益
枯竭的森林资源，决定停止砍伐、封山育
林、保护森林、开发旅游。但是，停止砍
伐后，整个四面山林区1000多名林业职工
的饭碗就“吊起来了”。怎样才能找到解
决这道难题的“金钥匙”呢？

来到四面山，林场领导高兴地上前
汇报说：“我们全体林业工人和家属，真
是望眼欲穿地盼着县领导来解决吃饭问
题呢！”

晚饭安排在头道河伐木场食堂，我们
就餐时，食堂外面坝子里站满了工人及其
家属，他们望着这群“不速之客”，有的
充满希望，有的流露出困惑，有的表示不
满，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面对此情此景，辜文兴等领导心情十
分沉重，端起饭碗又放下，想向群众解
释，欲言又止。是啊，林场上下几千号人
的生计无着落；四面山林区不保护，我们
愧对父老乡亲呀！一定要找到一个两全其
美的办法才行。

这时，几个泼辣的妇女冲进食堂，有

的一把夺过桌上的饭碗，有的去甑子里舀
饭，“你们当官的吃得，我们老百姓也吃
得！”几位伐木场领导急得手足无措。只
见辜文兴书记放下饭碗，不恼不怒，默默
地注视着冲进饭堂的几位妇女。此时此
刻，他胸中激荡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这
些都是勤劳朴实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好姐
妹，民以食为天，没有解决好她们的吃饭
问题，作为县委书记，他不仅万分难受，
而且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蓦地，辜书记站了起来，他动情地注
视着几位妇女，注视着围观的群众，大声
说道：“工人兄弟们，家属姐妹们，你们
的困难县委、县政府已经知道了。我们这
次上山，就是来调查情况，想方设法为你
们排忧解难的，这次不拿出具体的方案，
我们决不下山。请你们放心，党和政府一
定能够妥善解决你们的困难！”

一席出自肺腑的滚烫话语，温暖了工
人和家属们的心，围观的停止了吵闹，抢
饭的也停止了行动。群众期待着他们的书
记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

次日，天刚启明，我随县领导们驱车
来到大窝铺原始森林，徒步登上1552米的
插旗山。钻入林间，腐叶松软、藤萝横
蔓，充满原始情调；登上山峰，无垠的原
始森林，半球形的树冠构成茫茫林海，浓
绿接天；遍山野花烂漫，处处秀竹苍翠、
山野风味浓郁。大家感叹：多美的大自然
风光啊，如果再不下决心，这片林子很快
就毁光了。

辜文兴书记对大伙儿说：“这样宝贵
的森林资源，决不能让它毁在我们这班人
手中，我们要对林区人民负责，对江津人
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国家负
责。”一行人对四面山的旅游资源进行了
全面考察后，当即在林区召开现场会，作
出了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决定：停止砍伐树
木，封山育林，大力开发四面山旅游事
业，并把它作为振兴江津南部山区经济的
重要战略措施。

会上同时研究出具体措施，以解决林

业工人的困难。
“保护、利用、开发、管理”四面山

的“战斗号角”吹响了。
艰苦创业，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

始。当年，四面山接待游客1145人次。
1987年初，全县公开选聘3名旅游局

副局长。他们上任后，就一头扎进四面山
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勘线路、控景点、
定食宿处，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绘
制出了规范、准确的四面山导游图，为全
面开发四面山奠定了基础。江津电视台、
重庆林科所率先用电视专题片的形式，向
社会展现了《旖旎风光四面山》的神奇风
姿。随后，市、省以及中央的数十家新闻单
位慕名而来，向全中国、全世界广为宣传。

1987年9月，江津县人民政府四面山
管理委员会成立，为开发旅游和建镇做准
备；同年12月，江津县旅游局正式成立，
由此，江津的旅游管理体制从无到有，迈
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外国朋友、海外侨胞、国内游客纷至
沓来。沉睡的四面山苏醒了，沸腾了。改
变山区贫困面貌，振兴山区经济的“金钥
匙”找到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条金
光大道。

1987年4月21日，聂帅住所。88岁高
龄的聂帅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家乡送来的

《旖旎风光四面山》录像片。荧光屏映出
四面山浩瀚的林海、壮观的瀑布、秀丽
的湖泊、奇特的山石、奇花异草、飞禽走
兽……啊，绘不尽大自然美妙神奇的画
图，唱不尽大自然朝气蓬勃的生命之
歌。聂帅连续看了三遍，心情十分激动，
欣然命笔，在宣纸上写下了“四面山风
光”5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1988 年 10 月，江津撤头道河乡，设
四面山镇，四面山镇肩负着开发旅游和发
展农村经济的双重任务。1988 年，四面
山兴起旅游热，当年接待游客突破 3.59
万人次。

随着四面山旅游事业的开发，山里人
旅游意识、商品经济意识和艰苦创业意识

有了明显增强，在这沉睡的深山老林里，
奏响了一曲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
者之歌。

洪洞村，群山怀抱，深沟壑谷，与世
隔绝。1989 年 6 月 25 日至 1990 年 5 月 1
日，洪洞村村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投资投劳折资50多万元，没向国
家要一分钱，仅用307天时间，打通了长
272米、高5米、宽4.5米的洪洞隧道，修
通了 2.5 公里的水 （水口寺） 朝 （朝阳
观）公路，使千古天堑变成了通途。

四面山人为国分忧的精神，激励着全
县人民向旅游事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道
路、景点、食宿、娱乐等一系列旅游服务
设施先后建立和完善。场镇规划逐步展
开，商业网点鳞次栉比。林业工人一部分
转行为旅游服务，一部分搞营林造林，
1000多名林业工人及家属脸上绽放出满意
的笑容。

1990年，入夏的四面山，处处花红树
绿，笑迎远客。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
事、著名书法家、诗人柳青等10位书画家
们来到四面山，创作出200余幅精美绝伦
的墨宝。

1985 年到 1990 年，四面山累计接待
中外游客40多万人，创收650万元。1988
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四面山为市级风
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1989年8月，四
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四面山为省级风景名胜
区；1994年1月，四面山被国务院确定为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同年接待游客突
破7.7万人次。

亲身经历了四面山的旅游开发和蓬勃
发展，我情不自禁写下了《野趣迷人的四
面山》一诗：

山长青／水长流／绿水青山任我游／
飞瀑流泉洗征尘／栈道索桥慢步走／原始
森林多奇观／洪海荡舟乐悠悠／啊／野趣
迷人的四面山／绿色名珠美名留……

青山不语花常笑，绿水无音鸟作歌。
四面山是一座巍巍丰碑，颂扬着那些保护
绿水青山并将其变为金山银山的开拓者！

□ 庞国翔

我在乡村工作近22年，在城里已工作
16年，行走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山村的山
清水秀和城市的热闹喧嚣，我都有深刻的
体会和认识。

我行走于山乡小道和城市街巷。且走
且读，且行且吟。感受到生活工作的艰辛
和幸福，在生活和工作中，我又感受到寻
找和阅读古典的快乐与喜悦。

其实，我的工种非常单一。工作近四
十年，一直都与“文化”二字沾边。刚参
加工作时是乡镇文化站长，后来任宣传
委员，再后是任分管文化的副镇长。调
到城里后任区委党史办副主任、文广新
局副局长、文化委副主任，到后来又任
区文联主席……这都与“文化”有关，但
我不是“文化人”，我只是为“文化人”
服务的！

在读书时我就有写写画画的爱好，还
曾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工作后
我就常常写一些酸不溜啾的文章和无病呻
吟的诗歌投稿。发表了几次后竟然欲望膨
胀，想要当一个研究地方文学的专家……

18年前的春季的一个周六上午，我在
江津长江边贾坝沱过江去九龙坡区西彭
场。老艄翁说这里清代曾出了一个秀才叫
钟云舫，写了上万的楹联，还写了1612字
的天下第一长联，刊行了《振振堂联稿》
多卷……可惜这古书没了。闻此言我十分

激动，立即开始打听这钟秀才的后裔。打
听了一周，终于在第二周周六打听到钟秀
才的曾曾曾孙辈在巴南区一个叫百节小乡
上的一所学校居住。于是，我由江津乘客
车到巴南区鱼洞，又转车到百节场，左找
右找，找到钟云舫后裔钟先生。他很热
情，向我展示了祖上钟云舫所著光绪三十
二年刻版线装本《振振堂联稿》4卷、《振
振堂诗稿》2卷、《振振堂文稿》2卷，虽
然很陈旧，有虫眼，但能辨认。我非常惊
喜，在我反复要求下他同意我在附近乡场
上唯一的复印店用一天时间将8卷古籍复
印完。费用竟达500多元。我立即将发现
清代著名巴蜀才子、有长联圣手之称的钟
云舫所刊行的《振振堂》8卷的消息告诉
了当时正在研究楹联文化的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康纲有和重师教授黄中模，
他们大受鼓舞。该书的发现，对研究楹联
文化和巴蜀名人钟云舫起了突破性的作
用。后来对重庆大学等完成的20部钟云舫
及其楹联研究专著、钟云舫影视作品的创
作，市级相关钟云舫的研究课题等等，该
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2015年的某一天，我在江津南部山区
蔡家镇公干，与我一亲戚、江津某镇宣传
委员闲聊时，得知某处有古籍线装书《巴
山七种》 22 卷。天呀，这不就是 1985 年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以来包括后来“二
普”“三普”时江津文化部门一直在追踪
的清代四川温江县文人王侃在任江州州判

时，因对社会现状不满而隐居江津县圣泉
寺所著的书籍吗？王州判殁前将此书稿高
藏于圣泉寺石岩一洞窟，并锡封无痕。
150多年后当地一石匠悬岩采石建渠发现
书稿，取出后流失于民间。在我的努力
下，《巴山七种》得以送到江津区图书馆
收藏。作为分管副局长，我先睹为快，快
速而认真地通读一遍。《巴山七种》共分

《皇朝冠服志》《治官记异》《放言》《衡
言》《江州笔谈》《白岩诗存》等共22卷。
读后真有酣畅淋漓、醍醐灌顶之感。后来
图书馆张馆长奖励了宣传委员500元，我
给他发了证书。

2017 年年底，我在江津区鹤山坪采
风，经一位姓谷的同行好友引见，我发
现一部清代江津进士李嗣元的线装诗集

《日慎斋诗草》，这也算是一个大的发
现。在后来召开 《江津清代诗人李嗣元
与曾国藩研讨会》 上，专家们如获至
宝，高度评价。李嗣元不仅是曾国藩的
得意门生，而且这部书是重庆目前发现
的唯一由清代重要历史人物曾国藩作序
的诗文集。

三年后的一天，我因事拜访綦江区文
友熊君和母君。在他们处我偶然看到一箱
馆藏古籍《船山诗注》20卷。细看这编注
者，竟然是江津清代进士李岑和江海清。
张船山可是清代大名鼎鼎的诗人，与袁枚
等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

“青莲再世”“少陵复出”，也是清代“蜀

中诗人之冠”，算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
人。我左劝右说，他们勉为其难，才将古
籍借用于我。我与我的团队商量进行古籍
再造后奉还。

其实，在30多年间，除江津本土外，
我还到隆昌、合江、叙永以及温江、华
阳、简阳等巴蜀之地，收集到了著名文化
人钟云舫、吴芳吉、陈独秀等一些文献。
我认真阅读这些书籍，受益匪浅。它们也
是我的宝贝。

行走于斯，我发现古典，我阅读古
典，我吸收了最为丰富的中国古典传统文
化的营养。且行且吟，我撰写了大量的读
书笔记，我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取得较好
的成绩。我被重庆市评为第一届和第五届

“十佳读书人”，创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
《红色掌柜》（与会合作）、《钟云舫诗话联
话》《钟云舫民间故事》《日慎斋诗草笺
注》《江津往事》一、二卷和编辑了《江
津历史古诗词选》《江津诗词70年》《沙城
纪事》等文学和文史专著共22部。其中，

《钟云舫民间故事》获重庆市第八届文艺
奖。在各国各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作品8000
多篇 （首），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创作并
投拍的九集电视专题片 《联圣钟云舫》，
进入文化部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库，并在相
关电视台和平台播出……

山乡市井藏古卷，吹尽尘沙始见金。
在山乡和市井中，我快乐地寻找古典，我
幸福地阅读着古典……

我在乡村和市井之间寻找和阅读古典

□ 王忠德

清明节之后，朋友约我到嘉平，踏春
赏花。去参观一个果园，再感受一把春天
的繁荣，享受一通被枳壳花盛开的清香所
包裹的氛围。

嘉平是江津区南部山区的一个镇。四
面山庇护着她，骆崃山滋润着她，猫山宠
爱着她，笋溪河环绕着她……实实在在的
青山绿水，明明白白的山清水秀。

嘉平的春天很美。满目苍翠，山花烂
漫，浓妆淡抹，多姿多彩。起伏连绵的山
丘上，缓缓流淌的笋溪河畔，新枝新叶，
浓绿翠绿，色彩斑斓。各种各样的鲜花纷
呈，竞相绽放，百花争艳，各美其美。更
有那漫山遍野的枳壳花，给人一种特别之
美、深沉之美、广阔之美。

我们去的嘉平镇天水村果园，在嘉平
镇笋溪河上游两公里处，是一个得天独
厚、自然清纯、人见人爱的地方。到达果

园附近，枳壳花的香气从车窗钻了进来，
免不了让人做了几个深呼吸。一下车，香
气漫过全身，把你紧紧包围其中。看不见
的香味，从你五脏六腑中流窜，从外到内
又从内到外，欢快着欢跳着与你相伴。迫
不及待地去看那枳壳花，花朵不大，小朵
小朵，密密匝匝。或单朵或簇拥，怒放的
似笑脸，待放的如微笑，单朵的犹独处，
成簇的似聚会。洁白的，淡黄的，舒展
的，相拥的……好多好多，朵朵飘香。一
树一树，一片一片，那纯洁那规模，足以
一见一闻就陶醉。这是一种连山连沟的
美，成片成林的美，这也是一种树树枝
枝喜上眉梢，朵朵花开都充满希望的
美。她美得纯真，美得实在，美得简
单，美得深厚。

天水村果园，现有518亩枳壳林，还
有60多亩多种多样的小水果。果园的主人
告诉我们，枳壳是一种传统的优质中药
材，也是很好的健康饮料，市场前景很

好。江津境内笋溪河边的嘉平镇与綦江河
边的广兴镇、夏坝镇一样，有种植枳壳的
传统。为了提高品质，增加产量，塑造品
牌，果园从树苗栽种到日常管理都十分认
真精细，而且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为了保
证果树浇灌，专门修了三个小水库，两个
山平塘。安装灌溉用的水管120千米，滴
灌面积 400 多亩。修了环果园公路 15 千
米，生产便道 20 千米，先先后后投资
2000万元以上了。规模逐步扩大了，并带
动全镇种植了枳壳四五千亩，增加了农民
收入。他们果园的枳壳年收入130万元以
上，其中支付果园施肥、打药、修枝、捡
枳实 （青枳壳）、采果等费用每年就50万
元左右，这都是当地打工农民的收入。

成群的或单飞的小蜜蜂，飞来飞去，
忙个不停。我特地观赏了蜜蜂的家，一派
忙碌景象，那蜂房的家门口，蜜蜂们进进
出出，井然有序，十分繁忙。它们也不负
春光，不负枳花，采蜜不停，酿造甜蜜。

拍了好多枳花照片，一朵一朵的，一簇
一簇的，一树一树的，一坡一坡的，一山一
山的。特别是蜜蜂采枳花蜜的场景，动感十
足，天然组合，各得其所，和谐生活。

我即时选择了一些照片，发给了在重
庆中心城区的朋友，发给了在江津城区的
亲友，也发给了远在黄浦江畔的小外孙。
分享这春天之美、乡村之美、家乡之美。

我闻着花香，遐想联翩，画面可以传
递，这香味呢？什么时候可以像发送照片
和视频一样传递香味，那该多美多好啊！
我会即刻分享这枳花的香味，把它传到解
放碑，传到黄浦江，传给所有的亲朋好
友，让朋友们都能即时闻到这清新淡雅又
浓郁醉人的枳花香。

天随人意，一阵阵春风吹拂。吹过了
山坡，吹过了果园，吹过了笋溪河，吹过
了嘉平镇，风中带着花香，风中带着欢
欣，吹到了远方，送给了亲友。朋友们会
闻到的，远在浦东的小外孙也会闻到的。

曾冬的小渔船
□ 施崇伟

我家门前有条小河，瘦瘦窄窄，清清
澈澈。河码头边，常泊着一条小渔船。长
梭梭的，浮在水面，风轻轻来，船轻轻
漾，像一条大鱼，起伏着深呼吸。一根细
缆牵着，荡开后，又漂回来，那份牵挂，像
我对家乡的感情，久不久，就会回来看看。

站在岸边，望及河边，眼睛里像渗进
沙子，目中所及之物感觉异样。河埠头缺
了个口子？水位高低不平地倾斜？定睛分
辨，哦，是小渔船不见了。

此前也常有不见小船的情形，一般是
晨起时，那时，曾冬早已起身，划向下游
更深的水域，撒网捕鱼去了。

曾冬是邻居。他老汉和我爹是儿时同
桌，我们虽算是世交，我却比他大出十
岁光景。我上师范时放假回家，总能在
小河里见到这个“浪里白条”。等我成家
后再回故里，他已成当地有船有证的正
式渔民。

曾冬和小渔船的忙碌在早晚。
傍晚，是一天劳作的人们的闲暇时

分。村民们端着茶壶，或烧着纸烟，在院
坝里闲淡地说着春播秋收，或张家女出阁
李家猪下崽。曾冬却没有功夫应付闲聊。
他长篙一撑，小船利索转身，便向着河下
游的深水处驰去。我在岸上望着，像望着
一片悄然而去的树叶，在金色波浪中摇摇
晃晃，一会儿就没了影子。那是捕鱼撒网
的最佳时间，仿佛农民处于雨水时间的插
秧播种，误不得时节。等他撒网归来，各
家烛火已剩余烬。他却吆喝着，来二两
酒，暖暖身子，消消寂夜。

待到天明，便迎来了捕鱼人的收获时
分。小渔船沿着头晚上的水路驶去，虽然
网在水下，捕鱼人熟稔每一个网格的方位
与深浅，也清楚不同时节、不同水域，有
不同的收成。好像鱼儿是他自家养的牲
口，胖瘦、长短都在预料之中。所以，哪
家来了客人，想要水蜜子，哪家要去城里
走亲戚，想捎上一条河鲤，头天都可以向
曾冬预订。他能很有把握地告诉人家：

“明早八点来取！”
果然，取鱼的守在岸边片刻，便能看

到船影飘来。等船一抵岸，曾冬揭开船头
的板子，舱板下的清水里活蹦乱跳，便分
装进了袋子、水桶。有捧在手上的，双手
紧抱着，不敢有半点放松。不然，鲜活的
鱼儿可能会用力挣脱人手，狡猾地溜进河
里，逃之夭夭。

有次，得到曾冬许可，我也曾参与过
他的捕鱼。

等曾冬解下缆绳，我一步跨上渔船。
船体太小，摇晃得厉害。蹲下身子，趴在
船沿，鼻尖几乎触到了水面。曾冬不紧不
慢，沉着地，一脚蹬向岸石，脚一收回，
船利索地离岸，惊起潜伏在水草丛里的小
鱼，朝霞映出它们金色的鳞光，向着四处
迸射。

船儿摇摇晃晃，当驶到了撒网的沙沱
子时，曾冬便停止了划桨，任船儿在水中
漂浮。然后，他蹲在船头，捋到网线的头
子，慢慢地往上拉网。我也靠近曾冬，帮
着他拉网。左手右手交替，网线慢悠悠浮
出水面。渐渐地，有水声哗哗，那是鱼儿
在网上翻卷细浪。看，网出水面了，我俩
用劲一拉，直接拉到船头的舱板上。绿色
网线间，挤挤挨挨，蹦蹦跳跳，有草鱼、
鲫鱼、撅嘴鲢鱼……有的我叫不出名。曾
冬拉住网底，一股脑倒进盛有水的舱里，
得水的鱼儿和得鱼的人儿，一样欢快。

这次回家，村里也没了从前的喧嚣，
枯水的小河露出寂寞的石头。那条记忆中
的小渔船哪儿去了呢？找曾冬问问去。红
漆门上铁锁一把像闭口的老人。转身间，
那熟悉的瘦削身影出现。

“你不打鱼了？”
“政府要治理綦河，不允许捕鱼了。”
“船呢？”我不禁为之着急，不捕鱼的

曾冬，日子咋过呢？
“船被收了。被一条大船拉走，往大

江而去了。”手向下游指去，脸上的微笑
很平静。

原来，为了保护綦河生态，几年前就
不再让捕鱼了。所有渔民都交船上岸，政
府给另外安排了工作。曾冬去了工业园区
上班，新学了烧电焊的手艺。难怪他的皮
肤被熏得黑黑的，牙齿还是那么白，像河
边的贝壳。

我怅然若失。递去一支烟，不知道用
什么话来安慰失去了渔船的曾冬。

他 摆 摆 手 ， 没 接 我 的 烟 ：“ 这 样 也
好，生态改善了，水更清，鱼更多，我们
生活在河边的人，不是更好吗？”

没了渔船的曾冬，才不像我这般失落。
他开了门，拉我进堂屋。堂屋正中墙

上，挂着他父亲的遗像。墙下有个木柜，
严严关着。他走过去，打开木柜锁，小小
心心地，取出一条长长的木板——船桨！

“交船的时候，我悄悄留下了它。”
这时，他伸手向我要了一支烟。然

后，蹲在地上，大口地吸烟。仿佛在和一
个老朋友促膝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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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过嘉平送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