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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新秋
（外一首）

□ 郑峰

几场霎霎的风雨后
发蔫的燥热已经悄然溜走
草木摇落的“悲秋”尚未到来
只在过渡点上赠予自然的凉爽

“最爱新凉满袖时”
倏忽之间
街头和手机生鲜软件上
就见到了卖鲜莲蓬的
这是荷花向新秋献出的第一份果实

“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子”
白居易老先生已在秋风中咏吟
池塘里涂满了秋天的色彩
诗文里有太多季节的隐喻
夏天的浓绿是茂盛混沌的一片
而风格迥异的秋天
变成了色彩斑斓的金属

巧云

细想起来
观云是七夕的习俗
不过，北国的人们
七月八月看巧云
是一道不容错过的景物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弄出了此间云彩的舒卷自如
像薄薄的鱼鳞在天空铺洒
那是卷积云
一小团一小团整齐铺排着
缝隙间可见蓝天乍露
是漏光的高积云
像一道道波纹排列
仿佛在天空中拨弄琴弦
名为波状高积云

多种多样的云彩点缀晴空
轻拂着绿树和砖墙的影子
泡上一壶清茶，在绿荫下闲坐
可以看见很高很蓝的天
还常常听见鸽群掠过的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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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国
这天，随鲁中晨报组织

的老年记者文艺协会参观沂
源神农药谷，临走，沂源县南
鲁山镇党委书记赵希娟说，
时间允许可以去看看流水。
晓明也说，流水是乡村振兴
样板，还是北方“小丽江”。
这话勾起了我的极大好奇。

车行不长时间，来到一
个依山傍水的山村前。一条
小河自村前流过，是弥河上
游的一条支流。河东，一片
亭榭廊桥陈于荷塘之上，伫
立近前，如置身江南水乡。
荷塘再东，是鳞次栉比的村
居屋舍，一面面的红瓦屋顶，
沿一个缓坡渐次向半山铺
去。山叫大崮，崮顶生绿树，
如云如朵，崮上蓝天，有云白
如积雪，云接了树，树接了
村，有蓝，有白，有绿，有红，
好一幅大美山居图。

这就是流水村了。
流水村地处沂蒙腹地，

隶属沂源县南鲁山镇。之所
以人称“小丽江”，是因为村
里有泉号老泉，明代建村时，
就是先祖们发现了这个山
泉，品咂一口甚香甜，始停止
迁徙定居下来。泉是老泉，
村是新村，取个什么村名？
崮上多树，木能旺宅。山间
有泉，水能生财。泉水汩汩，
缘溪而下，四季不歇，就叫了
流水。现在，老泉依旧，泉眼
上建了水塘，底部不止一处

往上吐着银珠，一串串晃晃
悠悠浮向水面，泉水显得更加
清冽。上世纪80年代，人们
在老泉以北不远处打出一眼
自流井，水量更大，直供全村
人家饮用、田亩灌溉，多余部
分则溢出，沿村间青石板路
一侧的石渠，分两条河道穿
街过巷，流遍村里每户人家
门口，看得见村妇在清溪旁
浣洗衣服、涤濯瓜果，不禁让
人联想到云南丽江古城的四
方街，遍布城池的小桥流水，
始呼流水为“小丽江”，相比
之下，确有同工异曲之妙。

就是这样一个风景殊胜
之地，却没有天遂人愿，流水
村民饱受过无数年的贫困之
苦。直到二十年前，流水村还
叫北流水村时，戴着穷村、乱
村两顶帽子。全村262户，
703口人，耕地900亩，山地
2800亩，年景好的时候耕地
能有2000元的收入，山地也
就500元，贫困人口占到47%，
是山东省有名的贫困村。

巨变始于2001年。这年
初，经历了6年换过7位村书
记、14年没有清理过账目的
混乱之后，陈丙福出任村党
支部书记，在全部为负资产
的家底上开始了攻坚破难。

他一面面对陈年旧账引
发的集体经济纠纷，走马灯
似的去法院应诉，一面把14
年的糊涂账变成明白账，更
多的是带领“两委”一班人广

泛争取群众意见，“四议两公
开”，迅速得到群众支持，开
始在土地上做文章，很快便
确立了“引导土地流转，促进
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
新思路。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通过流转全村201户村
民、80%的土地，建成了1000
亩高标准“沂源红”矮砧苹果
基地、300亩大榛子种植基
地。陈丙福积极争取农业综
合开发等项目资金支持，建
设了蓄水塘坝，硬化了农田
道路，铺设了村内青石板道
路，引进了以色列水肥一体
化滴灌装备，流水村脱贫致
富驶上快车道。

南流水村、东流水村看
见北流水村的变化，希望与
他们抱团发展。2019年6月，
在上级党委的安排下，三个
流水村成立了联合党委，之
后三村并成一个行政村，取
名流水村。

在镇党委的帮助下，利
用流水村地下水富锶的先天
自然条件，流水村牵头打造
了“流水锶乡”富锶品牌，建
设了1900亩5个现代富锶农
业园区，通过发展富锶苹果、
富锶草莓等特色产品，实现
了流水村的快速发展，还带
动了周边8个行政村实现村
集体经济保底分红3万元，村
民人均纯收入2.5万元，成为
乡村振兴的一个典范。2021
年，流水村集体收入达到50

多万元。当下，“土地流转租
赁费＋社员年底分红＋合作
社打工工资”的利益分配模
式，实现了村集体利益与个
人利益的双“捆绑”、双推动、
双提高，正有力地激发生产
力水平大提升。

在果实累累的富锶苹果
园附近，一位农民大叔在玉
米地里为间作的白菜施肥。
他远远看见我，招呼我过去
说话。我向他询问起山半老
泉的年龄，大叔说，600年？
800年？谁也说不清。我说，
流水村因为有了老泉，变得
山美、村美、人美，是个功德
泉呀！大叔却说，“老泉再
好，农民还不是穷了一辈子
又一辈子？不是脱贫致富政
策好，不是陈书记带着我们
找门路、走新路，没有今天的
好日子！”我说，陈书记是党
的二十大代表，还是淄博市
唯一一个，出在咱们村，老乡
们脸上有光呢！大叔说，“可
不是嘛！集体富裕和建设美
丽乡村，咱没给国家拖后腿
啊！”

是啊！一个好政策换来
一个新时代，一个好书记带
动一大片，千年古村正迎来
山乡巨变。

离开流水村的路上，再
看路边石渠里的清流，变得
格 外 地 欢 快 、甜 冽 、清 透
了……北方的“小丽江”，果
真是独有一番风景！

北方“小丽江”

□ 李剑
落英缤纷，八百里沂蒙

秋意正浓，一头扎进群山的
怀抱，去感受丰收之美。

天空是湛蓝色的，悠然
飘着朵朵白云，近处的河水
欢快地流淌，远山的轮廓也
格外清晰。放眼望去，一棵
棵果树上挂满了五彩缤纷的

“灯笼”，茂密的葡萄枝叶向
四周蔓延，就像搭起了一个
绿色的凉棚。葡萄架上挂满
了大串的葡萄，红里透青，青
里透亮，像颗颗珍珠。那红
通通的苹果三五成群，头挨
着头，脸对着脸，好像在那里
说着悄悄话。鸭梨挂在树
梢，金黄金黄的像一个个小
巧玲珑的宫灯，可爱至极。
玉米撑破了外套；大豆乐开
了笑脸；高粱举起红红的火
把 ；稻 谷 羞 涩 地 低 下 了
头……农家院后的菜园，茂
盛鲜嫩的蔬菜把畦田遮蔽得
严严实实：辣椒红得像火炭，
大萝卜露出了地面，白菜像
列队的胖娃娃，黄瓜翠色欲
流，连茄子姑娘也穿上了紫
色的连衣裙，真是惹人喜爱。
一群群小蜜蜂，低声哼着小

曲，对对蝴蝶在不知名的山
花上翩翩起舞。好一幅优美
的丰收图画啊。

山楂沟果然名不虚传。
村外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
山楂树随风起舞，碧浪之间
红光点缀，似在尽享丰收的
喜悦。听附近的村民介绍，
这片山楂园有一万多亩，大
金星、大绵球、五菱、歪把红
等品种应有尽有。走进园
中，那一串串、一簇簇的果儿
在碧叶丛中探头探脑，让人
垂涎欲滴。随手摘下几颗放
进口中，那酸酸甜甜的感觉
清新纯正，耐人寻味。

这里地处偏僻，土地贫
瘠，交通不便，村民的收入就
指望这片山场，曾是脱贫攻坚
重点村。听村干部讲，近几年
仅修路、架桥、建电站……政
府就投入了几百万元。

村口的场院，是个自发
形成的小市场，农药、化肥、
种子、水果、蔬菜等，以地方
土特产为主，各种农副产品
一应俱全。

摆摊的人群中，有一位
小姑娘，十岁左右的年纪，穿
着打着补丁的衣裳，一大筐

山楂摆在跟前。比起左邻右
舍，她的山楂个头小，品相也
不好。别人都卖一块三四一
斤，她只卖一块，但还是无人
问津，看起来生意还没开张。
她孱弱的身体带着倦意，清
秀的脸庞上挂着愁容，与周
边的秀色格格不入，只有那
双 清 澈 的 眼 睛 透 着 天 真
无邪。

也许是出于同情吧，我
不由自主地在小姑娘的摊位
前停了下来。

“叔叔，您尝尝吧，虽然
果子长得不好看，但味道很
好，俺每斤还便宜三毛呢。”
她怯怯地向我推介着。

“小姑娘，为什么你的山
楂又小又不中看呢？”

“俺爹娘前几年患病相
继去世了，爷爷年纪大，没有
能力剪枝、施肥，精心打理，
所以俺们家的山楂树挂果
少，长得也不好看，但这山楂
果可是纯天然的。”小姑娘眼
含泪花认真地解释着。

“叔叔，您就帮帮我吧，再
便宜点俺也卖，马上快开学
了 ，俺 的 学 费 还 没 凑 齐
呢……”

本该是依在爸妈怀里撒
娇的年纪，可她却过早地承
受了生活的艰辛。望着小姑
娘近乎乞求的目光，我的鼻
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筐我都要了，再去摘
一筐来，我回去给朋友分分
吃。”

小姑娘带我来到了附近
的山楂园。不远处，一位衣
衫褴褛的古稀老人，正踩着
高凳摘山楂。

“爷爷、爷爷，这位叔叔
再要一筐呢，这下俺的学费
就够啦。”

听得出，小姑娘的声音
里透着喜悦。

一过秤，两筐山楂一共
60斤，我掏出200元。

“不用找啦，余下的钱给
妮子添件衣服、买些文具
吧。”

祖孙俩满含热泪，感动
不已。临别时，小姑娘又执
意到树下摘了几串又大又红
的山楂送给我。

车子启动时，小姑娘向
我频频招手，她的脸上挂着
甜甜的笑容，可我的心里却
是酸酸的……

那又酸又甜的山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