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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访犍为工业园区访犍为工业园区，，探舞雩镇高龙村探舞雩镇高龙村、、定文镇方井村茶叶基地定文镇方井村茶叶基地，，逛罗城古镇逛罗城古镇、、芭沟镇芭沟镇、、犍犍
为世界茉莉博览园……近日为世界茉莉博览园……近日，，犍为县作家协会组织会员犍为县作家协会组织会员 2020 人人，，在该县在该县 66 个镇开展采风活个镇开展采风活
动动。。

采风所到之处采风所到之处，，大家深切感受到犍为在文旅兴县大家深切感受到犍为在文旅兴县、、工业强县工业强县、、社会民生社会民生、、乡村振兴等方乡村振兴等方
面取得的成就面取得的成就。。参与采风的会员们以散文参与采风的会员们以散文、、随笔随笔、、诗歌的形式诗歌的形式，，记录下家园的新风貌新变记录下家园的新风貌新变
化化。。本期海棠版特摘登此次采风活动部分会员的作品本期海棠版特摘登此次采风活动部分会员的作品，，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古罗城行

■张建红

变化中的古郡犍为

■张贵清

茉莉花的天堂 旅游者的乐园

■灵悦轻歌

罗城，云上泊方舟
■余可心

时值岁末，犍为县作家协会一年一度的大型采风活动拉
开帷幕。

11月27日，我们从犍为县委大院驱车出发，沿美丽的岷
江河畔一路向前。

9点20分，来到犍为县省级新型工业基地工业园区。走
进园区，眼前一亮。只见道路一纵两横，向下延伸至宽阔的
大坝。如今，园区已建成面积5平方公里，未来将建成一个
25平方公里的大园区。

今天，这里厂房林立，园区建设如火如荼，呈现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一幢幢漂亮的厂房在天空下耸立，沐浴着阳
光，伫立道旁。

车间里机器轰鸣，巨大的声响昭示着工业园的未来可期。
走进乙本摩托车整车总装生产车间，车间里整洁如家，地

上干净得没有一丝灰尘。
在浙江台森隆摩托车有限公司厂房，车间流水线下，灯光

明亮如昼。公司副总经理朱显义愉快地告诉我们，园区服务
搞得好，我们非常看好犍为，看好西南市场，公司入驻才一
年，就已建成投产。

我们走进该公司另一个厂房，只见满屋子的摩托车多达
数百台，整齐列队，机身油光锃亮，每台车上披挂彩带红妆，
如新娘待嫁远方。

在四川凤生纸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只见一排排耸入云
天的厂房连成一片又一片，厂房像大城市候车室一样宽阔而
高大。厂房里机器轰鸣，生产红红火火。我们沿宽敞的大道
行走，头顶上密布的管道纵横交错，编织着企业腾飞的梦想。

随后，我们还参观了入驻园区的绿之峰科协发展有限公
司、广东凯金负极材料有限公司、时凯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高能静脉产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很多企业项目正在加快
推进，有的项目在年内即将竣工投产。

从工业园区出来，我们沿“农村四好路”下孝公路往东而
去。只见犍为城隔河相望，美如图画。我们脚下的这片古老
土地，树木苍翠、良田沃野绵延不绝，起伏的群山如黛色的睡
美人，让人陶醉。

中午12点，我们来到舞雩镇高龙村四组一个小地名叫火
烧山的地方。在青山寨茶园，我们爬上幸福岭。登高望远，
眼前满眼的绿，茶山连成片。茶山有序，摆放整齐，一圈圈形
成波浪，如乡村振兴欢快的浪花，漫过无数山峦，村民们就生
活在这摇曳的浪花里。漫步茶园，让人惬意。如今，高龙村
种茶6000多亩，村民富了，很多人都住上了小洋楼。

在定文镇方井村，这里种植有茉莉花800亩，茶叶9000
亩。走在茉莉花和茶叶基地里，观光游览，闲庭漫步，文旅融
合让人心旷神怡。如今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走进家家
户户，你听到的都是村民们热情洋溢的笑声。

在村委会宽大的院子里，只见孩子们愉快地玩耍，村民们
则趁着农闲晒暖阳，聊家常，脸上荡漾着满满的幸福笑容。

下午4点，来到罗城镇。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天的罗
城镇通过治理，文旅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每到节假日，古镇
游人如织。他还介绍，县委县政府已作出规划，下一步将在
原罗城小学建罗城博物馆，在原仪表厂建一大片民俗民居供
游客休闲住宿。

从罗城旅游车站拾阶而下，我们漫步在廊腰缦回的长亭，
如走进古代历史画廊。

下午 4点50分，我们来到铁山湖边，行走在新修的环湖
路上，只见湖水碧波荡漾，山明水秀，秀色可餐。透过湖面望
过去，流光树影，冬日渐深，乡村振兴的一首歌，弥漫在乡间
田野。

11月28日，天气晴朗。9点20分，我们来到犍为世界茉
莉博览园。虽是冬日，这里仍然有百花盛放，金蕊送香，妙香
殊绝。花香是有语言的，如果有声，会让游客不知归途。

11点30分，我们来到芭蕉沟游客中心。一年一来，今天
又变了新样。沿游客中心石阶而上，是无数幢漂亮的康养
楼，这是政府打造的康养工程，其风貌是老工业建筑风格。
紧邻康养楼的山坡上有12幢民俗楼房，楼房是沉重的深黑
色。如今小镇的特色是苏式、英式建筑，小火车、矿工食堂、
影剧院，这些老工业留下的遗址，完全是一部怀旧的情景剧。

芭沟古镇，现在虽是旅游淡季，但这里的人气较旺，每天
游客达3000人次。

芭蕉沟山野风景之优美，抬头望去，可见让人胸怀坦荡的
山峰。而小镇残存的烟囱，如亘古时代先人留下的奇迹，让
人忆古怀今。

坐上铛铛车，摆渡到黄村井，漫游一番老矿区，让人快意
无限。

从黄村井沿一条古老的街道走出来，到处是密布的芭蕉
林。这里芭蕉林立，虽在寒冬，风撕裂了能遮天蔽日的叶片，
但春季一到，芭蕉叶又会重新撑起一片崭新的天地。芭蕉的
心是永远不死的，它象征着嘉阳人燃烧自己百炼成钢的性
格。

两天的采风活动，采风者收获多多。文旅兴县，工业强
县，一定会给犍为的明天注入活力，古郡犍为未来可期。

时值冬日，县作协组织大型采风
活动，驱车沿着县境内新修的高铁、
高速、快速通道，县、村、组道一路观
花赏景，心情特别舒畅。

流过老家的岷江，是一条见证犍
为沧桑巨变的历史长河，水质清澈，
溪草茂密，河岸滩、石密集，河边柳竹
成行。于是，便有了栖水而居的人
家。有河必有桥。岷江大桥、岷江二

桥、岷江特大桥、彩虹桥……老家因
河而妩媚，古郡因桥而多情。岷江特
大桥，远远看去，如碧空飞虹。

记忆中，小桥、流水、院落，原野
与烟火共生，宽广与悠长构成。一幅
三维而多彩的田园风景画，伫立眼
帘。

丝绸南路、“五尺道”、石板路、马
帮客……这些神秘的历史符号，给家

园蒙上了多彩的外衣，如电影镜头般
从脑海划过，让人痴迷。如今，这些
古驿道，已被岷江特大桥重新改写历
史。

小桥、大树、小房子、大石坡、流
水、农家院落……组成了一幅极具田
园风光的乡间美景。于是，这里的人
们便以此为乐园，释放着心中的欢快
与喜悦。

那路那桥

■阿雅

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古老的小
镇因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散发出
无穷魅力，每个古镇都有一个故事。

罗城，以“因为一条船、记住一座
城”闻名海内外，成为四川省历史文
化名镇，这里的一砖一瓦，凝聚着古
镇的深邃历史和文化根基。

罗城古镇虽算不上中国最完美
的古镇，但她的魅力却总让人探究且
陶醉。因独特的造型而给人无限遐
思，空中看古镇，“云上泊方舟”。

古镇的建筑散发出浓烈的明清
气质，所有房屋为木质结构，错落有
致，建筑雕梁画栋，飞阁流丹，镂空细
刻，曲尽其妙。

走在古镇的巷子里，追随着这条
弯曲的老街，仿佛回到了历史的画
卷，顿然有穿越另一个天地的感觉。
漫步在青石板路上，品读厚重的人文
历史，聆听古建筑无言的诉说，曾经
的沧桑与辉煌……一种悠远的况味，
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这里的慢生活
节奏，时光也慢，恍如隔世，让我们在
镜头下去慢慢体会。石板上的脚印
留下时间的碎片，长焦镜头记录岁月
的痕迹。

站在南华宫的石阶上，凝望着铁

山湖两岸的山峦，青山绿水遥相辉
映，石狮倒影在水中，形成了一幅天
然的图画。

回望历史，罗城古镇给人许多浮
想，感慨颇丰，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
先贤的胆略和智慧。

目前，罗城镇打造的“万顷茶浪、
橘子之恋、铁山湖环岛”等农旅环线
建设已初具规模，“观花、品茶、寻
古、健身、摘果”的文旅融合特色业
态，促进“文旅兴镇”大合唱，描绘着
罗城古镇文旅产业发展新篇章。知
名度不断提升，吸引了更多人慕名而
来。深挖古镇精致的建筑文化、悠久
的历史文化、深厚的武术文化、丰富
的饮食文化、独特的民俗文化，“麒麟
灯”“蔡氏武术”“罗城牛肉”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极具地方特色的人文
文化在岁月中流传，历经沧桑岁月的
罗城古镇，成为许多人心中的诗和远
方。

“古镇特色美食应有尽有，还可
以看到传统民俗、戏曲等众多表演。
一家老小玩得特别开心。”来自西安
的游客何女士说。由此可见，罗城印
象已经深深刻进了游客的心坎上。

“等绕城路、文化长廊、博物馆相

继建成后，罗城古镇将成为犍为文旅
新名片，向世界展示古郡底蕴。以文
化为灵魂，以旅游为载体，让文旅产
业成为罗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罗城未来发展可期。”罗城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罗城镇坚持不懈推进

“文旅兴镇”战略，厚植文化氛围，立
足于自身的地方特色和优势，文旅融
合使这片土地上丰富的生态自然资
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赞誉。

铁山巍巍，钟灵毓秀；湖水汤汤，
碧波荡漾。在静谧的时光中与你相
遇，一起探寻古镇前世今生的记忆，
一起感受罗城人传递的幸福温度。

漫步铁山湖畔，“峨眉月出照罗
城，两岸风清柳半斜。”春天，垂柳依
依，嫩荷青钿，蜻蜓点水；夏天，荷叶
田田，莲花盛开，群鱼戏水；秋天，卧
剥莲蓬，渔舟唱晚，轻鸥绕水。好一
幅“杨柳垂垂风袅袅，似此湖畔无限
好”的水乡画卷。

夜幕下，月光中，伫立在“山顶一
只船”上，船形街璀璨的灯火像一条
流光溢彩的长河在时光里流淌……
古镇这艘载满货物的“诺亚方舟”，在
时代的浪潮中稳步前行。

犍为世界茉莉博览园，位于历史
悠久的清溪古镇，流水淙淙的马边河
畔，是犍为文旅融合、农旅融合的典型
代表，是乐山旅游界升起的一颗新星。

这里茉莉花开，茶香隐隐；绿水
青青，游船如织；草甸葱翠，动物娇
憨。有爱情秘境可宿，有茶坊花茶堪
品；有上百种茉莉让你大饱眼福，有
百亩田园让你体验采摘茉莉之乐；还
有羊驼的憨态，滑道的缤纷，高空索
道的刺激，蹦床跳跃的欢愉，玻璃栈
道的独特，彩虹走廊的炫目，无一不
让你驻足，尝试，惊奇。然后心情愉
悦，心满意足。

站在高高的茉香山，极目望去，

四周的微风随意吹去俗世的烦恼，脚
下的流水洗去了双肩的微尘，旁边茉
莉的馨香熏醉了我这俗世的心。环
顾四周，山水绵延，田畴整齐，翠竹葱
葱，房舍精致。这就是一幅山清水秀
的嘉州山水风光图。

遥望前方，茉仙湖草棚的船、乌篷
的船、竹篷的船，悠闲自在，缓缓移动，
任意东西，有闲适逸气者的淡定从
容。塑料篷的船，色彩艳丽些，三叶两
盏扁舟，承载年轻的声音，欢乐飞扬。

这里是围绕“万顷茉莉、梦幻亲
子、绿野星空、爱情秘境、田园宿居、
文创妙想”六大游娱体验主题打造的

“茉莉天堂”，想想就让人神往，怎么

可能只是站在茉香山远观呢？
从玻璃栈道到湖中心，逗游鱼，

赏天鹅，看山观景。兴致好的，还拍
上几张照片，感受天空之境的仙味。

山坡上，道路旁，有黄茉莉、白茉
莉、双色茉莉；有单瓣茉莉、重瓣茉
莉；竟然还有树形茉莉，藤状茉莉。
品种众多，名字也雅，可惜记不过
来。每年三四月到年底，不同季节
来，都有不同的感受。这里，真是旅
游者的乐园，茉莉花的天堂。

天清地明，和风暖阳。我们“趣
驾七香车”，一起去感受“中国茉莉之
乡”——犍为世界茉莉博览园的无穷
魅力。

■张屏

家乡巨变,新生活如路边的杨柳、花草，摇曳着迷人的风
景。白墙红瓦的一栋栋房屋,如盛开在青山绿水间的白蔷
薇。最令人震撼的是,老家孝姑镇正在崛起一座现代化的工
业园区，得益于一条条宽阔大道，入驻了豪杰摩托、川南减
震、凤生纸业、航达电子等省内外一批骨干企业。

这几年,家乡将高石坝的荒滩进行开发建设，将全镇600
多户易地搬迁的农民落户到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让那些
原本生活在“交通闭塞、产业停滞、自然恶劣、水土不养人”的
打工人，易地搬迁到“统一规划、集中安置”的工业园区,同时
集约配套发展各类产业和服务业,从而实现搬迁户安居乐
业，稳定脱贫。

看着改革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环望山清水美的家园，我
深深感慨着。在我的情感深处，回荡着一种特别的气息，让
我感到温暖。

这些年,家乡最辉煌壮丽的景色之一，便是遍及城乡四通
八达的路。动车、高铁，国道、省道、高速路,路面越来越宽，
等级越来越高。一条条壮美的道路，一直通到老百姓致富的
心窝里。

行走在犍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一条条县乡道路宽
阔笔直、平坦畅通，一条条村组道路纵横交错、连环成网，一
条条产业旅游道路承载希望、延伸未来。

一路向南

抱八方，罗四维，崇祯成城山崚崚。三百年，今
又新，扛鼎之作文化兴。我与罗城三生缘，灵官庙
前步难行。昔日九阳天大旱，求雨高香绕山坪。
铁山徐徐峨眉风，天神托梦梦未醒。巨狮巍巍踏
世界，目击千里面狰狞。南华牌坊高入云，三教仙
人彩旗擎。天降一把梭，烟舟拥九宫。戏楼高腔
急，凉厅余音空。舱载百里客，满座皆高朋。佳茗
天地人，人来绿茶冲。踌躇水巷子，静安酒几盅。
文旅小镇热，明清古意浓。古意生新意，山色湖影
融。白鹤落芦苇，野鸭划碧泓。环湖听花开，闲觅
旧时踪。百年炳烛游，人生忽西东。今我至罗城，
愿作南归鸿。去去复又来，此与故乡同。

犍为清溪，世界茉莉博览园。依南昆古镇，李
白的清溪。抱郭马边河，潺湲，水也柔情；秀色，山
也灵性。辽阔的天穹下，空气馥郁，泥土也馨香。
时季隆冬，不见“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
满枝桠……”

花儿的蓓蕾，躲“藏”在料峭的凛寒；天地孕
毓，待春暖的分娩，盛夏的绽放。

天空下，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无不以茉莉命
名。冬令季节，难得今日阳光灿烂。好心情，沐浴
在温馨，暖暖冬天的明媚。

风儿，犹携着夏日茉莉盛开，送来花香，拂人鼻
息。此刻，陶陶，醉了游人——陶醉了你的心情，
我的心情。朵朵，小小，袖珍的茉莉，为犍为文旅
兴县，做出了它小小，实乃不可小视的贡献。

瞭望茉莉滴翠，株株招摇，长势茂盛。
目光所极，忽地，仿佛望见满眼弥山遍野，那万

朵千朵，千亩万亩，盛开在隆冬。
绝色堆秀，好一个花花的世界。“妆点”悦目了

眸子，乃“满园春色”——醉天香，世界茉莉博览
园！

流了亿万年的一江碧水，在龙溪口，就要变成
银水，因为大坝拦着谆谆告诫它，你很有能量，不
可白废。

岷江号子呼了几千年，那些血和泪，怎能白
流。江水说，我会用更长的时光来报答，殷殷呼唤
和循循善诱。

走马观花难见愁，与民亲近识烦忧。
为官一任责当尽，方向康庄第一楼。
撸袖干，猛加油，乡村振兴竞风流。
长将重任肩头放，绿水青山笑语稠。

醉天香，
世界茉莉博览园

■纪志南

龙溪口电站

■李卉

鹧鸪天·责任

■朱兴红

茶山寻香 王文明 摄

芭沟镇访绿 王文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