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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猕猴桃上市的季节，也是
孩子们开学的时候。

伟刚先生的女儿考上了大学，
我和文友们前去祝贺。伟刚的家
在博山区池上镇小峰口，这是一个
美丽的小山村。宴席设在村口一
个农家饭店，我们一边开怀畅饮，
一边唠着眼前的新农村变化。

回去的时候，伟刚的姐姐搭我
们的车回家。

车在山区公路上飞驰了一段
路程，在一处长满庄稼的坡地前停
了下来，伟刚的姐姐到达了目的
地——— 博山镇石泉村，我们和她告
别，她指着窗外的坡地对我们说：

“前面就是我家猕猴桃园，你们去
看看吧。”时间还早，我们决定去猕
猴桃园看看。

两边是种着玉米的山坡路，在
距离一座砖房不远处停车。我们
在伟刚姐姐的带领下，来到砖
房前。

“到了，就是这里了。”伟刚的
姐姐说。

听到我们的声音，砖房里走出
一位50来岁、瘦高挑的男人。

“这是我那口子。”伟刚姐姐指
着男人说。男人叫韦杰永，他一边
对我们表示欢迎，一边介绍起了这
两年农村的变化。

猕猴桃园有数亩，去年以来，
采用了有机农业的新技术，猕猴桃
是和豆角间作的，桃架挨着豆角
架，两架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埂。桃
架上挂着密密的、饱满的、绿褐色
的猕猴桃，像一个个摇曳的小铃
铛；豆角架上垂着一穗穗长长的、
绿绿的豆角，如少女脑后的马尾
辫。耀眼阳光下的“小铃铛”和“马
尾辫”相互映衬，展示着勃勃生机，
呈现出一种另类的美。

在我的想象中，猕猴桃应该长
在高山之巅高高的树上，不应在农
田里和豆角比肩。眼前的猕猴桃，
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想象，原来现
在新农村已经成了这样一番美好
的景象。我好奇又兴奋，既为其另
类的美所吸引，也为其勃勃的生机
而欢欣鼓舞。

“你们站着干啥？快到园里摘

吧。”杰永递给我们每人一个精美
的果品箱。我们接过纸箱，纷纷下
到园子里，选取那些个大的、饱满
的、成熟了的猕猴桃，迅速摘下并
放进纸箱。

桃子很快溢出了纸箱，因为超
重，纸箱的提手都坠断了，我们抱
着箱子回到砖房前。

杰永又指着豆角说：“你们再
摘些豆角吧。”

我们又走进园子，采摘那一穗
穗长长的豆角。我们抱着豆角走出
园子，杰永对我们说：“来，我给你们
整整，要不不好拿。”

他把豆角一根根捋起来、顺整
齐，剪去多余的蒂，用细塑料绳捆
成胳膊般粗的一捆捆。

我问他：“猕猴桃和豆角好卖
吗？”

“现在的农村政策好了，每年
桃和豆角下来后，都有客商开着货
车来收购，我们在市场上再卖掉一
部分，都能卖得出去，虽然客商的
价格低点，但他们收购的量大，还
是划算的。”

“收益咋样？”
“现在农村变化大了，博山南部

山区，因了水土特性，非常适合发展
有机农业和特色种植业，出现了很
多种植水果、蔬菜、花卉和其他经济
作物的专业村和生态园，农民的收
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也显著提
高。”

我们听后频频点头。
和杰永夫妇道别后，我们启程

回家。这一次，我们五个人都收获
满满，也很高兴。

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每每想
起此事，我就有许多感慨，在这一
片充满了生机的土地上，孕育着淄
博新农村蓬勃的未来。

讲述人：赵增龙（淄博市作家
协会会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波 整理

去年8月的一天，我照例在齐
盛湖公园海岱楼下练拳，但这天
的感觉与往常有些不同，是哪儿
不对呢？从拳友们的议论中，我
恍然大悟，正南方向，三个巨大的
白色半球形建筑物，像是一夜之
间冒了出来。原来，它们就是淄
博市全新打造的会展中心，被我
们亲切称为“大珍珠”的气膜结构
建筑。

2020首届淄博青岛啤酒节在
那里举办。这不仅是它的首秀，
还是国内首个举办大型室内展会
的气膜式建筑。

“大珍珠”位于淄博新区核心
位置，由淄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设计，中建八局承建。中建八局
仅用100天就完工了，为淄博打造
了这一地标性建筑。

在联通路以北、北京路以西，
沿着齐盛路西行三五百米，你很
容易就能找到地处淄博新区中轴
线，总占地面积12.64公顷，总建
筑面积3.45万平方米，由三个球
形展馆组成的淄博会展中心。

白天站在海岱楼旁，看到三
颗“大珍珠”的侧影，那低调的原
白色，呈现一种雍容典雅的静态
之美。夜晚，3颗珍珠发出的光，
与夜灯、景观灯交相辉映，在夜幕
衬托下，就像3颗熠熠生辉的夜
明珠。

谈及“大珍珠”的设计初衷，
淄博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四所所长
张彤昌表示，伴随着城市高速发
展，淄博市亟需一处现代化的大
型综合会展中心。“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高水平进行城市规划，加大
公共空间开放力度，进一步提升
城市品质。”仅用4个多月，“大珍
珠”完胜了至少2年工期同等规模
的常规建筑。

我没有在会展期间探访过
“大珍珠”，热闹与鼎沸是属于别
人的。我只在闭展期间专门前
往，我更喜欢它静如处子的温柔。

“大珍珠”的大门关闭了，我的心
门却打开了。手搭凉棚，凑近旋
转玻璃门观望，里面的材质像是
软软的，膜材焊接的纹路像极了

绗缝的被子。没有任何框架与梁
柱支撑的空间，宽广但不空旷。
目之所及，虽看不到穹顶，深邃悠
远之感反而自心底升腾起来。

搜索得知，这种建筑是用优
质建筑纤维膜材焊接而成。不仅
拉伸强度好，有利于造型设计的
创新，还成本低，建设快，安全系
数高，抗震、抗风强。更关键的在
于，其简约实用的环保理念与新
淄博的城市发展思路极其吻合。

全球41个工业产业门类，淄
博拥有39个。作为一个老工业城
市，淄博已经开启了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材
料、电子信息、新医药、高端装备
制造业“四强”产业的转型升级之
路。“大珍珠”膜材自重轻，拆卸快
捷，便于运输，可重复利用，而且
建筑挪走后，原场地无损伤，随时
可以恢复为公园、绿地等。

烈日下，我打着太阳伞看完
三个场馆。突然回味到，这个

“品”字型的场馆安排，中正、稳
定、厚重，与淄博的传统文化底蕴
极其贴合，彰显了淄博作为齐国
故都、聊斋故里、世界足球起源
地、全国陶瓷名城的古老、深厚。
不仅如此，三角形排列所特有的
对称之美，极富张力。半球造型
的设计像淄博人骨子里的朴素与
包容，新型材料带来的时尚感、现
代感、科技感，又让人不由得联想
到正在转型升级、充满活力的新
淄博。

今夜，“大珍珠”散发着霓虹
的光彩，如处子般静雅；明朝，数
字、智能、绿色的新材料、新医药、
新金融、新文旅等新兴产业，如同
五彩的珍珠，纷纷撒落在淄博这
块古老又年轻、厚重又充满活力
的大地上。

亮丽的“大珍珠”让我看到，
动如脱兔般的城市已经迅捷奔跑
在转型升级的路上了……

讲述人：柴洪舸（淄博市作家
协会会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波 整理

丰收季的故事 “珍珠”辉映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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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猕猴桃已经成为淄
博农业数字赋能的龙头农产
品之一。

夜幕下的“淄博珍珠”非常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