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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猛

在很长很长的时光格上，乡村的花事是
那些庄稼花，那是乡村的一日三餐，那是身
上的温饱。于是，在乡村的视野里，大地上
只有一种植物，它们的名字叫庄稼，它们的
牵挂叫收成，庄稼之上是生存和生活。

村庄没有花事，村庄只有农事，很多年
前的永共村就是这样。

永共村的村名是张海生告诉我们的，除
了村上的老人，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喊这个
村庄的名字，纷至沓来的游客，他们是奔着
盛山植物园来的。

张海生现在的身份是盛山植物园的园
主和党支部书记。他永远记得永共这个村
庄的名字，他清楚地知道，要是回去几十年，
自己把一坡地种上树木、种上花草，会被全
村人骂败家子的。一个农民不在土地上种
庄稼，不干农事干花事，那还是农民？那还
是本分？

张海生的老家在永共村李家坝。说是
坝，其实就是一片荒坡。他从小在荒坡上长
大，早些年，荒坡上还有零星的田和地，开州
区作为重庆市最大的劳务输出大区，村里外
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荒坡上田地开始荒
芜，漫坡丝茅草，漫坡荆棘丛。

张海生心疼那片坡，更心疼村里看着他
长大的老人们，老人们没有心思和力气种
地，成为村庄望天的人。

张海生18岁离开村庄，在外打拼多年，
在开州城里开上了自己的电器公司，从小喜
欢种花种树的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老屋周
围的荒坡开垦出来，种上树，种上花，圆他多
年的植物梦。

1998年，公司员工突然发现他们的总
经理张海生一有空就赶回老家永共村，回到
公司，满脸的疲惫，满身的泥点。

老总在干什么“私活”？
大家悄悄跟着张海生，发现原来他们的

老总在老家的荒坡上种花种树。
干了10年的种树“私活”，到2008年，

张海生自家承包地上种满了花木，老家那些
花草树木，技术上他指导，平时的管护就交
给村里老人，让老人有了庄稼之外新的“活
路”，让乡村的土地有了另一种“庄稼”，成为
远远近近爱好花木之人的打卡之地。

村里支书找到他，“海生啊，种树种花可
以挣钱，你能够带着我们村里人一起干吗？”

让村庄开满鲜花，让乡亲们从“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古诗中超越，在自己的
田野上种鲜花，让城里的人们到村庄看鲜
花。

张海生说，他等乡亲们这句话等了10
年。

让800亩荒废多年的山坡开满鲜花，这
是一种超越庄稼的全新耕耘。全村100多
个留守的老人有了家门口的工作，大家用怀
疑的眼光扛起锄头，跟着张海生一起在荒坡
上种上鲜花和各种珍奇植物。土地上不种
庄稼，他们担心秋天会有收获吗？最心疼的
是他的母亲，说你好不容易跳出农门，现在
又回来刨土地，你图个啥啊？

张海生给自己的植物园取名“盛山”，盛
山是开州城边的名山，张海生把盛山的名字
搬到自己的植物园，看中的是那个“盛”字。
2010年3月2日，张海生在植物园党建会议
室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2011年
4月上级批准植物园建立党支部，张海生当
选为党支部书记。他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就没有今天的盛世，就没有他和乡亲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

植物园接待中心、农耕园等建筑请了专

门的设计和施工单位，但植物园哪里种什么
树，哪里种什么花，哪里建湖，哪里建潭，哪
里建花径……都是张海生自己设计的，他说
他太熟悉这片山坡，老家的地还是自己做
主。

听说哪里有古树，赶过去；听说哪里有
名贵的花木，赶过去……

在张海生的乡村花事图上，盛山植物园
引进栽培了近万种绿植花卉苗木品种，其中
国内外珍稀品种达300余种。整座植物园
根据李家坝天然的地形地貌，以中式古典园
林风格为主，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的亭台
楼阁、雕梁画栋与湖泊、植被、流水、岩崖等
巧妙融合，山水楼台，错落有致，迂回幽静。

“乡村旅游，不是让人来看看就算了，要
想办法把人留得住，变着法儿让人还想来，
这样乡村游才能‘活’！”这是张海生的乡村
花事生意经。

那么，人从哪里来呢？搞活动，搭平台，
做餐饮，展民俗，忆乡愁。

春天的时候，植物园举办玫瑰文化旅游
节，成片的玫瑰花芬芳吐蕊，竞相绽放，一对
对新婚夫妇园区内拍摄婚纱照，远远近近的
游客踏青赏景。

秋天举办油纸伞节，汇聚各地丰富多彩
的油纸伞，在天空，在花丛，在草坪，在花道。
伞骨为竹，竹报平安，节节高升。伞形为圆，
美满团圆，花好月圆。撑一把伞，撑起共同的
情感记忆，撑起乡村文化的经典符号。

第一场瑞雪下来，张海生把三峡种种民
俗搬到植物园空地上，作为冬月末腊月初举
办“年猪文化节”的序曲。民俗文化节的日
子，喜庆的锣鼓响彻南河两岸，慕名而来的

游客重温那些渐行渐远的乡村民俗。大家
吃植物园特有的桂花鸡、桂花兔，还有秘制
的桂花酒、乡亲们自家地里种出的绿色蔬
菜，勾起无尽乡愁和美好记忆。

植物园火啦，更火的还是村里的群众。
“别看我今年都快60了，但在这里做

‘活路’一个月能有4000多元的收入，这可
是我们这些老农民最好的活路！”陈老汉一
直跟着张海生在景区种花，已经算得上是位
花卉养护专家，很多外地山庄都高薪请他去
种花，陈老汉说我得先把自家土地上的花种
好。

像陈老汉这样的村民在景区固定工作
的有几十位，这些当年村里出名的庄稼老把
式，如今成为各地植物园抢手的“花农”“花
匠”。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来加
入到种花的行列，说在家门口打工更踏实。

平时乡亲们管护植物园的花草树木，客
人来了，大家放下锄头，拿出当年乡村的老
手艺，和游客一起打盛山豆腐，推盛山糍粑，
蒸盛山阴米，酿盛山桂花酒，拉洋车，唱薅草
歌，扭秧歌，打连响。

每月月底，看着村里群众在植物园财务
手上领取工资，张海生就想到当年生产队分
口粮的情景，看着群众脸上舒心的笑容，所
有的苦累、所有的艰辛风一般飘散。

在植物园，大家不喊张海生张总，都喊
他“海生”，那是小时候大家喊他的名字。

你对土地爱有多深，土地就对你爱有多
厚。

曾经长满庄稼的乡村如今开满各种各
样的花。村庄永远鲜花盛开，让乡村的花事
呼唤城里的人们，乡村有了庄稼花之外更幸
福的花事。

在植物园接待中心不远处有一栋破旧
的老房子，张海生说那是他曾经的家，他一
直保留着，他得永远记住自己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

花开盛山，盛山盛世。

鲜花开满的村庄

投稿邮箱：kjwtzx@163.com

□余道勇

我是属猴的。我与《重庆日报》的深度
结缘并有幸成为她的一名作者，竟是因为
一只真正的猴子。

我对《重庆日报》的认识，起于22年前
的一次重庆之旅。那是世纪之交的2000
年，我从湖北到重庆旅游。在朝天门，当我
即将乘坐三峡游船离开重庆的时候，看到
码头台阶一隅有一个报摊，摆摊的大娘在
一个背篓上铺了一块板子，板子上摊开许
多报刊杂志，红红的《重庆日报》报头很显
眼地映入我的眼帘。我用5毛钱买了一份
当天的《重庆日报》，作为此次不远千里到
重庆旅行的礼物带回去做个纪念。

这是我第一次与《重庆日报》的邂逅。
当时的印象，是对“重庆日报”几个苍劲有
力的报头字体感到了某种震撼的力量。“重
庆日报”字体刚劲，挥洒流畅，刚中有柔，笔
锋凌厉，让人一看就感觉有一股催人奋进
的气息。后来我才知道，“重庆日报”是由
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时所题。

数年后的2008年，我有幸调到重庆市
辖的南川工作，并在城市管理和建设部门
工作。我成了一名新重庆人。从此，《重庆
日报》成为我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的报纸，
成为我每天必须浏览的党报，我对重大新
闻、时事政策的了解，基本上都是通过《重
庆日报》一报通览。

每天，我将阅读过的《重庆日报》单独
放在办公桌旁边的方几上，一年下来，竟然
堆起一两米高。

工作之余，我也常写些文章，作品散见
于其他报端。而《重庆日报》是我可望不可
及的梦想。

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中国昆明举行。这
次会议首次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为主题。《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敏
锐地抓住这一主题，准备推出相关作品。

编辑老师问我能否撰写一篇关于金佛
山生物物种保护方面的文章。我欣然领
命，与编辑老师谈起近日一只白颊黑叶猴
孤身一“猴”进入南川城周边小区并被社区
居民跟踪保护、最后被“遣返”大森林的事
情。为了求证此事的真实性，编辑老师还
让我发去了视频和图片。这种求真务实的
态度，让我十分敬佩。

经过多次的沟通，三易其稿，我终于写
成《黑叶猴的美好家园》。其间，离不开编辑
老师的悉心指导，包括文章结构、故事穿插、
主题深化，编者和作者之间都进行了多次的
交流。原来，每一篇文章的见报，都饱含着
编者不辞辛苦的劳动和心血。

一只脱单孤独的国家珍稀物种黑叶
猴，离开其栖息地三四十公里到达南川城
市周边，超越其生存空间范围，这是生态向
好和物种保护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有幸遇到了这只黑叶猴，它的出现
成就了我在《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的处
女作《黑叶猴的美好家园》。这篇文章还被
评为《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2021年度
精选作品之一。这是我的荣誉。

我属猴，因猴遇而在《重庆日报》发表
处女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美谈，但对于
《重庆日报》来说，是其长期以来对基层人
民生活的关注、对区县发展的高度关切的
结果。

因为一只猴与她深度结缘

□李立峰

我打开清晨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写
一首诗，跑一次步，读一本书。每天5公里，每
日1000字，是我的生活方式。

我发现，再炎热的夏天，也有清凉的早
晨。那就是每日的6点到7点，太阳即将升
起，正是锻炼的好时机。此时，跑进中央公园，
脚步生风，好不惬意。

即便是40℃的高温天气，紫薇花依然绽
放，而且一放就是数月，如同火焰一样的花朵，
让盛夏多了一抹颜色。紫薇树下的绿植，被小
心翼翼地加上一层黑色的遮光网，正好兜住了
落下的紫薇花瓣。

洒水车开了过来，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养护
工人戴着草帽，掂着高压水枪，开始给花草浇
水。此时，阳光穿透密林，形成一道道迷你的
彩虹。

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每一棵树。正是在
他们的精心呵护下，大树回报以遮天蔽日的浓
荫。而这道浓荫，正好成就了我每天跑步的清
凉。

湖面上，清漂船迎着阳光出发了，那是一
艘蓝白相间的小艇，驶在波平如镜的湖面上，
像是在打捞一朵朵白云。

一场大汗之后，踩着明亮的天光回家，整
个人光彩照人，心情瞬间被点燃。这是一天中
最美好的时光。

回到家，来到阳台上，给花浇水，给鱼喂
食，与绿鹦鹉聊了一会天。此时，时钟正好是
8点。妻子已经做好早饭，两个孩子也睡到了
自然醒。

适逢周末，一切都慢了下来。
上午，陪孩子写暑假作业，学校布置了一

篇科幻作文，孩子迟迟没有下笔。对于喜爱读
书的孩子而言，写作并不是难事，但他依然不
太情愿。在孩子看来，周末了，父母可以放松，
自己却要写作业，这不公平。孩子很在乎公
平。于是，我跟他协商，我们分别写一篇，然后
再交流，这样总公平了吧？儿子自然无话可
说。

来到我们的乐道书屋，他打开作文本，开
始一笔一划地爬格子。我打开电脑，开始噼里
啪啦地码字。房间中静悄悄的，只有笔尖触碰
笔记本的声音和敲打键盘的声音。

疫情当前，高温之下，非必要不外出，这已
经是全家的共识。特别是儿子，作为小学生的
他，规则意识强，对电视上、报纸上、小区门口、
楼梯间的防疫宣传，一一记在心上，时时不忘
宣扬。他经常给我们念叨：“这么热的天，社
区、物业的叔叔阿姨工作太不容易了。我们少
外出，不给他们添乱。”

全家秒变为宅男宅女。其实，只要全家人
在一起，读书的读书，写作的写作，玩玩具的玩
玩具，各得其所，自得其乐，在哪里不是度假？

“爸爸，我写了一篇《城郊工厂》，讲述了外
星人因飞碟损坏，落入地球一家工厂的故事。”

“这篇作文，你觉得最精彩的是什么？”
“我借外星人之口，揭晓了胡夫金字塔、复

活节岛石像、麦田怪圈的由来。”
“很好！作为一篇科幻作文，故事性要强，

但是要有主题，要在想象力的边界上有所突
破。想一想，外星人为什么来地球，工厂里为
什么有雾气？”

“我想到了，他们是为了帮助人类修补破
损的臭氧层！”儿子兴奋地说，“现在盛夏，紫外
线越来越强。前两天，我都被晒脱皮了。我希
望外星人能够帮助我们修好臭氧层，让地球不
再继续变暖。同时，我们地球人也要更加保护
好环境。”

“唰唰唰……”很快，儿子的作文大功告
成。“老爸，中午我想吃烤鸭。”“OK！”看完儿子
的作文，我愉快地答应了。掏出手机，打开外
卖软件，订了孩子喜欢的北京烤鸭。这边，妻
子已经蒸好米饭，做了家常菜，就等烤鸭这道
硬菜一到，就可以开吃了。

“叮咚！叮咚！”半小时不到，门铃就响了，
儿子大步流星去开门。外卖小哥戴着头盔，皮
肤黝黑，满脸汗水，穿着黄色的马甲，微笑着站
在门口。“您的外卖。”“谢谢！”儿子接过餐，不
忘说“五星好评”。看得出，小小年纪的他，已
经是点外卖的老手了。

窗外，车水马龙，不时有身穿黄马甲的骑
手，疾驰而过。无数的外卖，正送往千家万
户。视线所及，家中的蔬菜，客厅里的牛奶，餐
桌上的水果，样样都来自网购。原来，只需轻
点屏幕，足不出户的我们，就可以品尝心仪的
美食，解决生活的需求。

“好好吃饭！我还有一个礼物给你哦！”午
饭时，我的话吊起儿子十足的胃口。“是什么？”
儿子急切地问道。“答案下午揭晓。”果不其然，
饭后就收到了快递小哥的信息。

“哇！是李元胜叔叔的儿童诗集——《今
天很特别》。‘读温暖的书，做有趣的人。’李元
胜叔叔还给我写了寄语！”儿子兴奋地说完，一
头扎进诗歌的大海里，理都不理我了。

锻炼、亲子、读书，这是我寻常的一天，但
它又是那么的不寻常。我知道，在享受岁月静
好的同时，还有一群人——清洁工、养护工、送
餐员、快递小哥——在负重前行。他们应该被
记住！正是他们“经得住烤验，从未被蒸服”，
才让我们拥有了高温下的清凉。

寻常的一天

□王彦

讲给孩子们听的相声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怀着强烈
的好奇心，我带着6岁的女儿去听重庆青年相声团体逗
乐坊的儿童相声专场。

对于逗乐坊来说，我算得上老粉。自它2011年成立
以来，逢年过节或周末休假，只要有空，我便会携亲邀友
来沙坪坝的巴渝书场或去七星岗的春来茶馆坐一坐，乐
一乐，听相声领略传统文化魅力，用欢笑疏解日常生活压
力。在此起彼伏的笑声中，我目睹了逗乐坊的成长和壮
大，也深切感受到相声本土化的艰辛与荣光。

风雨十载，逗乐坊服务百姓，播撒笑声，打磨表演，传
承文化，从最开始的每周演出一场到现在每周 18 场演
出，不仅给观众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也创作出一大批广受
欢迎的曲艺节目。逗乐坊在重庆这块土地上逐渐站稳脚
跟，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逗乐坊创始人宋好，人称“坊主”，创演并重，德艺双
馨，是个典型的严肃活泼、外冷内热之人。别看他在台上
嬉笑怒骂表演洒脱，逗得观众笑得前扑后仰，但幕后的他
却相当自律精进，一丝不苟。怀着对曲艺的满腔热情，宋
好一边带领逗乐坊健康持续发展，一边致力于相声重庆
化的创作方向。他的《乡音乡情》《名著与方言》《老朋友》

《包你成名》《重庆，要得！》等叫好又叫座的节目，深受观
众的喜爱。他也凭着优异的文本创作和精彩的表演风
格，获得中国曲艺最高荣誉——牡丹奖。这不仅是宋好
个人的荣耀，也是逗乐坊实绩的证明，更是重庆曲艺界的
骄傲。

逗乐坊的相声一向时尚健康，老少咸宜，尤其适合青
少年。他们学古不泥古，将传统相声与其他艺术跨界融
合，把流行性潮流元素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展现出
传统曲艺创新的新风采和新腔调，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推
崇。

灯光渐暗，幕布拉开，儿童相声专场的第一个节目不
是相声，而是传统曲艺——金钱板。伴着竹板清脆的击
打声，以川剧曲牌与四川民歌为基础的唱腔，一下子吸引
了小朋友的注意，我连连叹服逗乐坊这场演出的设计思
路——相声专场并没拘泥于相声这一单一艺术形式，节
目中除金钱板外，还穿插了双簧表演，能让孩子们多角度
体验传统曲艺的魅力。

这场相声表演，有逗乐坊的专业演员，但绝大部分以
小学员为主，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才6岁。小笑星们
用精彩幽默的表演演绎着校园的故事，包袱抖得格外响
亮。《大与小》《同学之间》《欢声笑语》《A计划》这些节目
取材孩子们的日常，紧跟当下时代脉动，在欢笑中，寓教
于乐，有效传达了团结互助、尊重他人、努力学习，做有用
之才等道理。少儿相声的童真、童趣、童言，逗得小观众
同声相应，热情高涨，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女儿一边大
笑，一边拍手叫好，一边连声说她也要去学相声。

相当受瞩目的是说《八扇屏》的9岁小演员黄子言，
贯口一气呵成，气场十分了得，赢得了观众的青睐。能说
会道的普通人，在台上撑够5分钟就不错了，而这小演员
不仅要背下大段台词，还要口齿清楚、节奏明快、声情并

茂，还要达到渲染情节、展示技巧、产生笑料的表演效果。这功底，没个三五年
根本练不出来。看来，这次的儿童专场也是一次汇报演出，集中展示了孩子们
对相声的热爱和执着。

宋好与爱徒们搭戏时，眼里满是欢喜和爱意。这些年，他在培养曲艺接
班人上，可没少下功夫，不仅手把手地教他们相声基本功，还格外注重舞台经
验和艺德培养。他陆续培养了青少年相声学员30 多名，屡次在全市少儿曲
艺大赛斩获大奖，甚至在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取得好成绩，实现重庆该奖项的

“零突破”。
繁荣发展曲艺事业关键在人。从这次儿童相声专场的成功演出，我们欣

喜地看到逗乐坊不仅是一个演出团队，更是一个曲艺传承培训基地。他们多
年来一直坚持曲艺演出和传承培养并行，实现了舞台实践和人才培养的良性
互动，既推动了曲艺社的舞台演出水平，也为曲艺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

逗乐坊的不懈努力，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曲艺如何守正创新、薪火相传
这一命题的有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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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重庆日报年年

盛夏时节（油画） 杨贤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