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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繁星 王慧/摄

《花为媒》曾是改编自聊斋故事的评剧经典
剧目，一出爱情喜剧。在“青山绿水秀美之地”、大
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庆，刚入早春二月，李花、桃
花、油菜花、郁金香等各种花卉便赶集似的，在城
乡之间而尤以乡村为盛地次第开放了。这是另一
出“花为媒”：以花为媒介，邀约人们走出蜗居，到
公园，进乡村，徜徉大自然的无限春光与花样年
华。

且不说早负盛名的中国花卉苗木之乡重庆
静观镇，涪陵的大木花谷、垫江和潼南的油菜花
海、南山植物园的樱花，也不说高等学府如四川美
院的校园油菜花、重庆大学的郁金香、西南大学的
校花玉兰，更不用说城市小区和花园中的绿树繁
花，单说丘陵山地为主要地貌的巴渝乡村，不用离
主城多远，往往近在咫尺已是花香袭人，不经意间
就使得无数市民闻香而去。重庆人的朋友圈，不管
原创还是盗图，早已鲜花盛开，流光溢彩。

这不？春节从老家返回北碚，我就开始留意
网上的线索。因为曾经答应过已上高一的女儿，
她十分向往樱花“渲染”的武汉大学，一是其道也
远，二是成绩尤需努力，现在还只能是一种理想
愿景。冲着樱花想报考武大，花为媒或许也是一
场梦想之约。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理想要生根
现实，我承诺：今年春天，带她去南山植物园看樱
花，让烂漫的花儿给她的梦想打气鼓劲儿。正在
到处浏览信息之时，北碚区一名记者好友的朋友

圈映入眼帘：2月16日，北碚区澄江镇五一村“樱
花橘乡”农业公园开园。点开新闻，放大图片，几
十亩白色的红色的樱花随风荡漾，更有花前的沃
柑硕果累累，真是诱人。赶忙转给妻子女儿，干脆
调整计划，就近原则，第二天便去耳闻还没目睹
的五一村去看樱花，品沃柑。

难得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搜导航，离学校
也就16公里，经缙云山麓、北温泉、十里温泉城、
烟湖滩（听着名字就很诗意），拐弯进入一条乡村
公路，看得出路边正在扩建，曲里拐弯的，路边零
星开着的李花、桃花、油菜花，就把我们导航到了
目的地。自以为这里似乎还“鲜为人知”，哪知眼
前已是“游人如织”，又以为初次开门迎客，可能
车行拥堵，停车困难，岂知村里早有预案：刚到村
委会路口，就有村民指引前面拐弯处偌大的停车
场：虽然还不太规整，但也秩序井然。这真令人有

些意外。
来不及“意外”，一家人买票入园，汇入人群，

欣赏起一排排红似火、白似云的樱花来。目前种
植的樱花面积还不是很大，红的两三行，白的两
行，各有不到一千米，花林小径，大约二三米，但
花枝招展已有些“林荫蔽日”，人在花海走，花开
人群中，人面樱花相映红。正是周日，看得出大多
数游客都是一家一家前来，花园成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家园，花香四溢之间也亲情满满。除了
一家老小你拍我拍你甚至“卡嚓卡嚓”自拍外，也
有人“有备而来”，举着长枪短炮，有几波美女还
穿着婚纱，尽情摆拍，都想借着自然美景烘托，让
自己再美白几分。在两棵较大的樱花树下，我们
抬头就见一位白色婚纱女子，竟然高达三米有
余，捧着一架古筝，纤纤玉手弹拨着古筝名曲“汉
宫秋月”。“她怎么这么高？”女儿刚想惊叹，就发

现，原来她坐在一个人字梯上，下面几架摄像机
对着，人家“鹤立花群”玩着高级摆拍呢。这也是
园中一景，游客们纷纷用手机偷拍。那女子倒也
一脸自然，沉浸花香乐曲，一脸幸福满足。

最让游客惬意的是，还可免费品尝园中的沃
柑。原本规定是路边果篮里随便品尝，但游客们
还是禁不住一边赏花，一边走进果林，现摘现吃。
看护的村民刚开始还招呼几句，后来好像“法不
责众”，索性满脸和气地嘱咐：“吃吧，别把果皮扔
土里，别往兜里揣就行了。”

自媒体时代，随时随地都有现场直播。忙不
迭地发了朋友圈，马上就有朋友发现新大陆似的
找我发定位。果然，不到1小时，就遇见好几波同
事也“挈妇将雏”地自驾而来了。原来，朋友圈也
是媒子。谁说不是呢，花为媒，媒也为花，传递就
是感染，于是现场口占一首打油诗：“早春樱花晚

熟柑，红霞白云落乡间。碚城随处有美景，寻芳何
须上南山。”刚发到朋友圈，也是好友的北碚区某
领导就@我：感谢宣传咱们的乡村振兴！随即给
我传来好几个资料。“哦，原来如此。”我不禁为之
感叹。

五一村是北碚区八个乡村振兴试验示范点
之一，目前已建成樱花橘乡农业公园、树葡萄农
业观光园、仙女湖游览区、生态湿地水上公园、开
心农场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公园。当问到闻所未闻
的“五一村”为啥突然“冒”了出来时，这位领导给
我转来《重庆日报》的一篇报道，还介绍了干成这
件事的基层干部杨海。

杨海出生在北碚区澄江镇运河村。五年前，
他不顾家人反对，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做了一名
基层干部，不久就被选派到邻近的五一村任村支
部书记。看到乡亲们守着绿水青山过苦日子，他
提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决定打破既有思
路，以企业理念来经营五一村。他和同事们走访
调研，并寻求上级部门和西南大学支持，编制了
农业公园规划方案，随后成立股份合作社，以企
业垫付资金并提供苗木和技术、村集体相关财政
补贴投入、村民们以劳动力和田土投入的“众筹”
模式发展主题农业公园……几年光阴流转，樱花
盛开，沃柑飘香，名符其实地诠释着“劳动创造
美”“劳动创造幸福”的内涵。

这不是更为动人的花为媒么？

我在碗儿田挥锄劳作或者扶锄歇息时，
溪水在不远处流过，季风从我身边吹过，翅膀
从我头顶飞过，庄稼和蔬菜绿了又黄、黄了又
绿。

我手中的锄，是父亲去世后被递过来的。
如同接过接力棒，我必须像他、像舅父一样，
往掌心啐一口唾液，用锄挥出淋漓的汗水，挥
出种子破壳发芽，挥出碧浪满田野，挥出乡间
的好梦。挖地时，我右脚在前，左脚在后，两只
手握住锄把，抡起锄头，像蚕食桑叶般，一锄
一锄地，挖着板结的泥土。双脚交替着向前移
步间，整个碗儿田就挖完了，泛出新鲜好看的
褐色。

然后，我又回到下锄开挖的地方，捡杂
草、削田坎、起水沟、敲土块、打排窝，播下种
子，然后浇粪，掩土、培窝……一块碗儿田，通
常要花费我两三天的光景，因而要种完家里
的所有地，必须抢农时，必须追着晨曦，与落
坡的太阳比速度。

我刚拿起锄头学着挖地那会儿，手把锄
把握得死死的，使出了浑身力气，大幅度摇晃
着身体。很快，我的身体就疼得像要散架；很
快，我的手掌心就磨出了血泡；很快，血泡就
磨破了。晚饭时，在昏黄的灯光下，舅父喝一
口辛辣的酒，“噗”的一声往我摊开的手掌吐，
叮嘱我反复揉搓。揉着揉着，我的眼泪就掉下
来了。

舅父告诉我，握锄的力度，要拿捏好。太
松，使不上劲儿；太紧，地没挖完，手掌先磨
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掌握好这种力
度。渐渐地，我挥舞锄头的身姿，我挖地的速
度，我打排窝的水平，像一个壮劳动力。我在
四邻中有了口碑，甚至惹得过路的人驻足观
望。他们都说，这娃长大了，是种地的好手，日
子穷不了他。

日子穷不了人，是说土地是实诚的，它不
会骗人，你挥锄用多大的劲儿，它就还给你多
少。这是舅父告诉我的。他说，要相信土地。在
田野，在山坡，只要我们把锄头挥得锃亮、锋
利，在汗水挥洒中，种子们就会发芽、扎根、破
土，土地就会长出水稻、小麦、高粱、玉米、红
薯、花生、土豆、胡豆、豌豆、四季豆、南瓜、冬
瓜、苦瓜、黄瓜、萝卜、白菜、莴笋、葱蒜等庄稼
和蔬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七岁时走
进教室第一次读到这诗句时，懵懵然略懂其
意。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扛一把小锄头，
跟在父亲身后去攒一些土。我十二岁那年父
亲去世后，要正儿八经地挥锄种地填肚子时，
才切身感受到，诗句所蕴含的真滋味，远非课
本上配诗的插画能再现出来的。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攒土”。那时候土地极
为金贵，田埂、地角都被打理得干干净净，种些
豆啊菜啊什么的，人们偶尔还会因为我少栽了
一排秧、你多种了一行麦，而与相邻土地的邻
居吵个天翻地覆，哪会像现在，把极好的良田
都撂荒。所谓“攒土”，就是在种完“正地”之余，
在空的石坝子上和草旮旯里把一些薄薄的草
皮、碎泥用锄头攒拢来，组成一块簸箕大小的
地，然后我们就把坡上长出的野南瓜苗、野红
苕苗挖回来，移栽到这里，或者泼上粪水洒满
草灰，育一些蔬菜种子。

我记得种地多年的老农民爱说的那句
话：“戏在人唱，地在人种；精耕细作，日子好
过”。一把锄头的锋利，来自与泥土的亲近。因
此，农忙自不必说，农闲时我也会像他们一
样，吃罢饭扛一把锄头，去田坎、坡上走走，像
鸡啄食一样，把一株玉米旁边的杂草除了，把
田埂的缺口垒一下，或者干脆拄着锄把，抽一
支烟，看风吹田野、满山翠绿，和不远处的人
们打个招呼、拉拉话。也许，这就是我们与土
地亲热的方式之一，就像看见某个亲人和乡
邻，相处真诚、率性。

对种地的人而言，骨子里有一种朴素的
观念：土地杂草少了，人心上的杂草便自然少
了，日子也就敞亮了。我想，这是一把锄头教
会的。锄头还教会了我们知敬畏、懂冷暖、怀
虔诚。

一把锄头，是乡间的一块好铁，是我们的
一截肋骨。在挥锄耕耘中，我们用汗水获取衣
食，在衣食里渐渐老去，然后让一把锄头为我
们起土垒坟。一代又一代人。

西山坪

花香漫古道，鸟雀满山飞。
不尽春光意，经年又复归。

温塘峡三绝

一
崖深峡陡破天开，隔岸青峰两不猜。
坐看秋池坨口处，一顷碧水向东来。

二
深幽峡谷路人惊，古道林荫鸟雀鸣。
满砚秋池关碧水，长留此地写丹青。

三
古道温泉傍峡开，东流碧水不归回，
陵江鸟宿千竿竹，待等远客踏青来。

参观美龄堂

依山傍水好风光，小巧洋楼战史藏。
将士当年疗养日，同心为国度沧桑。

游紫云台

驱车登上紫云台，靓丽春光入眼来。
鸟唱高枝花满树，闲游雅趣向天开。

北温泉九号好吃街

暮色徐来饮啄欢，霓虹万盏落玉盘。
猜拳慢酌三更过，醉意朦胧道早安。

夏日缙云山

骄阳驱雾尽，踏顶看天低。
翠竹依蝉闹，苍松任鸟啼。
狮峰观近树，炉塔望遥溪。
习习凉风爽，幽幽远客迷。

缙云山奇石

深山藏怪石，隐匿竹蒿蓬。
恍若苍穹落，珍犹罕世空。
恨无真眼识，憾绝贵人逢。
笑傲经盘古，依然孤独中。

走张飞古道

两岸青山竟岫涯，轻波碧影浪飞花。
密林古道千年走，猛将功臣万世夸。
峡谷野泉常浸泡，陵江盛景偶思遐。
人生代际无穷尽，留下英名有几家？

西大校园

十里绿荫桃李园，车行人走不嚣喧。
香樟喜树立边道，银杏红枫靠壁垣。
鸟雀临湖鸣翠柳，鱼儿潜水共鳖鼋。
隆冬无雪犹春日，信步闲庭醉雅轩。

北碚诗韵
（组诗）

■廖成江

“摇啊摇，摇啊摇，一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夸
我好宝宝，请我吃块大年糕。”外婆家位于县城郊
外，因刘姓人家居多，故得名刘家坝。外婆生于兵
荒马乱年代，幼年丧母，随后其父抽上鸦片两年
后也死了。外婆兄妹俩只能投靠伯父，小小年纪
就煮饭、挑水、割猪草，受尽白眼，饱经生活磨难。

外婆 18 岁与外公相识成婚，共生了六个儿
女，生活贫困。外婆的脚仅有巴掌大，严重变形。
她每天起早贪黑洗衣煮饭、养鸡喂猪，攒足一筐
鸡蛋就拿到县城卖，路不好走，每次都得忍着脚
底钻心的疼痛。

家里孩子多，吃了上顿愁下顿。外婆抽空帮
人做衣裳、鞋垫，熬更守夜赚点微薄的收入艰难
度日。有一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外婆咬牙将外
公送她的定情物——一只银手镯卖了，才挨过饥
荒。

三姨妈两岁时，突然害了场大病，高烧不退
浑身长满红疹。没钱去医院只能拖着，后来病得
越来越严重，才四处借钱去了医院，医生说孩子
没救了。“闺女还有一口气在，我不能丢下她。”
外婆把三姨妈抱回家，想尽办法，半月后，三姨
妈竟真的活了过来。

不管日子再难，外婆也没轻易掉过泪，与外
公共同把儿女抚养成人。二舅 17 岁时，外婆送
他当了兵。二舅所在部队远在西藏，环境恶劣，
透露出畏难情绪。外婆不识字，就托村里的读书
人给二舅回信，鼓励他安心学本领，为国家做贡
献。二舅谨记外婆教诲，在部队一呆就是二十
年，转业后当上了税务干部，成为刘家坝第一个
端上铁饭碗的人，这让外婆一生都引以为傲。

记忆中，外婆慈眉善目，头发齐整地挽在脑
后，系一根蓝色围腰，说话轻言细语像唱歌一
样。每次刚到院门口，外婆就笑吟吟地出来唤着
我的乳名：“惠儿，来啦？”我喊声“外婆。”一头扑
进她怀里。

外婆从坛子里抓出瓜子胡豆或是糙米糖，
塞进我的荷包，香喷喷、甜丝丝的。最馋的是外
婆烙的葱油饼，又香又脆。外婆裹的碱水粽也是
一绝，小巧玲珑，蘸上白糖吃，香软不粘牙。

一次，和外婆去后坡上摘桔子，我看隔壁家
的桔子又红有大，便想去摘，外婆拉住我说：“别
人的东西不能乱摘，做人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
心。”当时并没真正体会到话里的含义，长大后
才明白外婆是在教我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外婆热心善良，左邻右舍有啥难事，她都尽
力相帮。村里不时有要饭的人，她就给一碗米或
是几件旧衣服，从不让他们空手而去。

乡村夏夜，我们在院子里乘凉，月亮挂在树
梢，夜空繁星点点。外婆教我们唱起儿歌：“一闪
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
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仰望夜空，小星星真
的对我眨着眼睛呢。我睁大眼睛数星星：一颗、
两颗、三颗……数着数着就乱了。倦意袭来，一
头歪在外婆怀里睡去。

岁月的风霜染白了外婆的一头青丝，她从
不避讳生死，亲手为自己做了老衣和亲人的孝
服，并交代好自己的后事。前年外婆百岁，记忆
力衰退，说话也没条理。去年，外婆患胆结石医
治无效，走完了她平凡的一生，成为刘家坝屈指
可数的百岁老人。外婆下葬那天，村里几百号人
都赶来送她最后一程。

有关外婆的记忆，温暖着我整个人生，随着
时光的流逝历久弥新，她乐观豁达、善良坚韧的
品格让我受用一生。午夜梦回，外婆依旧笑吟吟
地唤着我的乳名，我吃着葱油饼，和外婆一起坐
在月亮下数星星。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徐光惠

“太阳出来喜洋洋啰”，重庆的天气虽然总
是阴雨连绵，但是重庆的火锅却让重庆人热力
十足。重庆火锅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已经成为巴
渝历史的沉淀，云雾山城的文化印记。

冬季晚上将至九点之时，北方大街上已经
少有行人了，大多都躺在家里柔软的沙发上看
电视或者开始洗漱，准备休息，但是在重庆，人
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口碑不错的火锅店生意相当火爆，门口排
队等待吃火锅的人群组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长
龙。排队的人有上了年纪、白发苍苍的爷爷奶
奶，也有大嗓门、性子爽快的幺妹，来吃火锅的
小孩更是从脚步踉跄的儿童到放学归来的中学
生不等。

“来重庆要多吃辣，祛湿气嘛。”重庆在九月
份连续下了一个月的雨，这在中国所有城市中
也是少见的。即使在旱季，重庆的天气也是阴沉
沉，所以生活在光照充足的北方人初次来到重
庆会有许多不适，比如膝盖疼、长痘痘，吃火锅
则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在北方吃辣椒会导致长

痘，但是在重庆，不吃辣椒才会长痘咧。
刚在火锅店坐下，嬢嬢就热情洋溢地打招

呼“妹妹啰，要哪个哟？”然后把菜单迅速地递到
食客手边。北方把中年妇女叫做阿姨、大妈，在
重庆则叫嬢嬢；北方把二十来岁的女子叫做姑
娘、丫头，在重庆则统叫妹妹或者幺妹。

重庆火锅的菜谱是相当丰富的，有魔芋、鸭
血、毛肚、豆皮……比较奇葩的是重庆火锅竟然
把肉与鱼放在一起涮，这在北方是无法想象的。
北方人对于鱼与肉的吃法是区分开来的，因为
鱼有腥味，与猪肉或者羊肉一起烹饪会串味，而
在重庆火锅中，所有的鱼腥味、羊膻味全都被辣
椒和花椒的香味掩盖住了。

北方火锅的鸳鸯锅是一个太极图的形状，
而重庆火锅是两个圆形套在一起，只有中间一
块小小的地方是清汤，周围全是红汤。大火烧开
后，红汤咕咚咕咚地翻滚，冒出喷香的味道，引
得人食欲大开。

北方人吃火锅的配料中少不了芝麻酱，而
重庆人吃火锅的调料是少不了油碟的。拉开迷

你油碟易拉罐的瓶盖，香油的味道扑鼻而来，渗
入脾胃。北方人初次吃重庆火锅可能会被辣得
满脸通红、满头大汗。虽然嘴巴被辣得有微微的
红肿，但是也吃得过瘾。

火锅店常常在自助区放许多酸萝卜，这种
酸萝卜酸辣爽脆，嚼起来又有汤汁滋润舌头，回
味时又品得出几分甘甜。在重庆，冬天吃火锅的
时候还少不了吃上一盘红糖糍粑，软糯香甜却
不粘牙。在夏天吃火锅的话，重庆人则热衷于配
上一碗“冰粉”，“冰粉”颜色透明，口感犹如果
冻，却比果冻还要轻盈，还有山楂丁、红豆、碎花
生、葡萄干、凉虾等配料，这些被浸在红糖水中，
冰凉香甜，嫩滑爽口，生津解暑，清凉降火。

重庆人的性格也如这火锅一般，辣、爽！一
家人围着火锅摆龙门阵，在一阵哈哈大笑中，所
有郁闷、愁苦的事情都烟消云散了。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特别的故事，而重庆
的故事就蕴藏在一桌桌火锅间，想听重庆故事，
就要吃上火锅，细细听重庆人那抑扬顿挫的方
言诉说出来的家长里短。

重庆火锅
■王瑞

乡村振兴花为媒
■郑劲松

锄头
■李美坤

田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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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耿敬春遗失残疾证，残疾证号：
51021519580221043934，声明作废。

▲邓吉伟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
50010919870103791243 声明作废。

▲赵月桂遗失优抚证，证件号码：渝碚
民优000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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