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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刚

2023年5月6日是癸卯年的立夏。
当太阳到达黄经45度，季节由此

发生转换，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春天
渐行渐远，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夏天应
声向我们走来。

立夏翻开季节的新篇，我的“每周一
歌”小诗也主动对接，应时而作。凌晨时
分，呼应着那个即将到来的万物竞秀、满
目繁茂的世界，我以一首《云端之眼》的
小诗向走进夏天的各位朋友问好，向我
们亲爱的城市致敬：一次横空出世的灵
感/中国红云梯惊现人间/玉宇连绵/星
光璀璨/天上街市的起点……

重庆夜景名闻遐迩，是由其山环
水绕、错落有致的天然禀赋决定的。
每当夜幕降临，20平方公里陆域面积
的“重庆母城”渝中半岛上，约2000栋
高楼引领长江嘉陵江两江四岸的万家
灯火同时绽放，美丽的山城夜景便呈
现于世界。

云端之眼是什么？在哪里？
它是解放碑商业步行街毗邻的联

合国际写字楼的观景平台。央视2022
年春节联欢晚会选择中国最具代表性

的国际大都市地标性建筑——上海中
心大厦、广州塔和重庆的云端之眼，拍
摄了虎虎生风的太极武术景观节目
《行云流水》，在向全球华人传递传承、
展望和进取的新年氛围并送上新春祝
福的同时，也展示了上海和广州的大
美风景，展示了青春律动的8D山城的
雄浑、宏阔和豪迈。

最是令人心动处，浪漫云端一抹
红。我是真心佩服设计者的诗性创
意。垂直上下的电梯止步于第67层，
游客步出电梯，迎面而来的是连接云
端之眼平台的悬空楼梯，通体浸染中
国红，热烈喜庆，大气时尚。红色的悬
空楼梯与周边灰蓝色的林立楼宇形成
鲜明对比，强烈的视觉冲击令人眼前
一亮，心情格外振奋和欢畅。

登顶云端之眼观赏夜景，游客须通
过呈“之”字形螺旋式上升的八层悬空
楼梯。这样的路线设计开放通透、视域
辽阔，有力地激发了游客“不到长城非
好汉”的壮志豪情。试想，在月光和星
辉的照耀下，在霓虹和云雾的簇拥中，
在“上天入地”的感觉里，还会有谁不自
觉坚定登顶近在咫尺的云端平台的信
心呢？还能有谁不会在一步一景的山

城之夜、在处处皆景的人生喟叹中去尽
享“一览众山小”的英雄情怀呢？

顺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不断攀升，
我也终于登顶云端之眼。站在海拔
520米的半岛高点，尽享360度宽广的
观景视域，驰目骋怀间，真有手可摘星
辰的无比惬意感，又隐隐约约有“不敢
高声语，唯恐惊天人”的些许担忧。

依稀间，我似乎看见了月宫里伐
树的吴刚和奔月后悔的嫦娥借由山城
夜景的指引，正驾着祥瑞的巫山云霓
悄然返回地球，向着我们这片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飞来；看见了特别喜月爱
月的两位大诗人李白和苏轼微醺后竟
穿越时空结伴而行，沿着云端之眼的
高处相互搀扶着走上了通往天上街市
的道路，说是要去一起把玩他们心中
的月亮；看见了月光星光和渝中的紫
罗兰花雨飘洒于每一位游客的心田，
与立夏的风搅拌、旋转、纠缠，正铸就
着属于自己、属于祖国、属于世界，具
有鲜明巴渝特质的重庆容颜。

这是美丽的梦境还是我们的城市
就有这样灵性的神魅？仰望漫天星
光，俯瞰万家灯火，再定睛细看周边兴
高采烈、从容自信的俊男靓女，我坚信
自今日起，巴山渝水那一树树的新绿
浅绿就要变成一汪汪如墨似黛的深绿
浓绿，坚信我们的山城、江城、不夜城
就有如此的温柔和勇敢、瑰丽和浪漫，
并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云端之眼

夜如水，月如钩。运河岸边的盆栽茉莉正在抽枝
长叶，孕育着花香，再过两三个月就会吐蕊绽放了。茉
莉花的盛开多在傍晚，在花开的季节，淮安的夜将会是
多么的美啊。

淮安的夜色里，或许会有花香的缺席，但永远少不
了清江浦里运河的潺潺流水声。如唐代诗人岑参的诗
句“水声还似旧来时”，花开是有季节的，流水却不分四
季，不舍昼夜。两岸繁花似锦，商铺的叫卖声、琅琅的
读书声，剧场里的丝竹声……和运河水流声汇聚在一
起，混合成了运河人家的烟火日常。

淮安人陈白尘晚年曾回忆：“清江浦，给我印象最
深的莫过于这条运河了。”

水青为“清”，水滨为“浦”。明永乐十三年（1415
年），时任漕运总督陈瑄沿北宋沙河故道开凿了一条运
河线上不平常的河道，这就有了清江浦古城的命脉
——里运河。这条河对于运河全线淮安漕运的畅通意
义重大，成就了淮安“运河之都”的美誉。

我乘着画舫，推开平静的里运河水，水波一层一层
荡开，拍打着用青石垒成的河岸。“哗啦”“哗啦”，越秀
桥，常盈桥，水门桥，长征桥……穿过一座又一座古老
的、现代的桥，我努力辨认着桥墩上镌刻的诗行，如同

穿越了古今。
曾经，两岸茶馆酒肆，卖花的卖艺的，车水马龙，热

闹非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沧海桑田间，这里从舟
楫如麻、帆樯如林，漕盐纷至沓来的港口，蜕变为城市
的一条内河，无风无雨，波澜不惊。

2013年，淮安启动运河文化长廊项目，数百个工
程陆续开工：在文物遗址修复上不遗余力，修旧如旧；
建设具有运河文化特征和地方文化气息的博物馆群；
为市民打造亲水亲绿的开放式休闲空间……

如今，清江浦的运河古水闸还在，乾隆下江南舍舟
登岸的石码头也还在；古老的清江浦又添了记忆馆，运
河博物馆，戏曲博物馆……

里运河两岸，三步一景，悠扬的乐声飘来，画舫之
外，桨声灯影，如梦似幻。

一条大河，除了激越的劳工号子、鼓舞人心的战
歌，还得有热闹的市井烟火声，才是真正属于老百姓的
河。如今，这条大河就这样带着人间烟火热热闹闹地
活着，运河的故事还在徐徐展开。

夜已深，明早，我要去老街吃一笼热气腾腾的
蟹黄汤包，我想听听它放进嘴里时那汁水入喉的
声音。

□罗毅

车入地接湘黔两省边界的秀山，
但见远山如黛，平原辽阔。在梅江镇
兴隆坳村樱花茶山最高处，我们极目
四望——

眼前，馒头似的小山包上，遍种半
人高的茶树。绿浪翻卷的茶山，成了
头戴尖顶斗笠采茶工的乐园。上山的
道路旁、弯弯曲曲的田坎边，盛开着一
株株或粉红、或玉白樱花的树。清风
送爽，飘来春茶采摘过后的芬芳。远
处，青绿由淡转浓，渐至墨绿，向远方
延展，直入烟岚云岫深处。

兴隆坳，生机盎然，气象万千。
去年五月，我们来这里调研银行

业保险业支持兴隆坳生态农业园区发
展情况，没料到途中遇雨。幕天席地
的大雨，把我们阻隔在园区入口处的
规划展览馆内。大家注目于墙壁上的
总规划平面图。深入基地探寻的脚
步，终止于“下次再来”的遗憾之中。

于是，一年之后，我们再次来到牵
挂中的园区调研。资料准备过程中，
我们知道，仅农发行秀山支行一家，通
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和重点建设基
金，支持园区建设资金就达1695.21
万元，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基地建
设、茶苗购置、技术服务等方方面面。

金融引来活水灌溉。兴隆坳，便
是希望的原野。

乡村振兴的大旗，在这片沃土上
迎风招展。在各方支持下，园区“一寨
五园”初具规模，马鞍山苗寨、茶博园、
油茶科普园、农事体验园、水果采摘园
和花卉苗木园已经开门迎客。同时，
启动了总投资上千万元的樱花茶园景
观提升建设项目。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渐成四面八方游客眼中的网红打
卡地。

沿着铺了柏油的樱花大道，我们
信步走进园区内的马鞍山苗寨。

寨子不大，清爽、干净。偶尔见到
三五村民的身影，均是忙忙碌碌匆匆
而过。此起彼伏的鸡鸣犬吠中，疯跑
着几个玩耍打闹或做游戏捉迷藏的孩
子。简朴如斯的乡村生活，大写着无
拘无束的快乐。

传统的苗家吊脚楼消失了，青瓦
白墙的现代民居掩映在绿树修篁之
中。苗寨前端，竟筑有数幢豪华气派
的独立小洋楼。

在大门洞开却不见人影的民居院
坝前，耸立着一棵威风凛凛的巨树。
好奇心驱使，同行的六个成年人走上
前去，手拉手合抱，方可拥树干入怀。
至少有三十来米高的笔直树干上，遍
布着厚厚的褐黑色的粗糙树皮。主干
之上，旁逸斜出的虬枝遮天蔽日，织就
一树浓荫，营造出森严气象，护佑着田
园人家。

一县林业局人士说，这棵被当地

人称为“猴栎树”的钩锥古树，树龄至
少在三百至五百年以上。不远处的另
一户农家院坝上，一棵亭亭玉立的枫
香大树进入我们的眼帘。树的脚下，
平铺一层厚厚的黑色海胆一样的果
实。端详树上铭牌，又是三百年以上
的古树。树冠之上，鹅黄新叶吐翠，生
机勃发。枫香树旁，一方私人营造的
鱼塘碧波荡漾，数十尾五颜六色的锦
鲤在碧浪中游曳嬉戏。

有年轻人在民居院墙前合影。院
墙之上，彩绘新二十四孝图。“经常带
着爱人、子女回家”“教父母学会上网”

“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带父母去
旅行或故地重游”“为父母购买合适的
保险”“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看
来，朴素的家风建设，摆上了兴隆坳人
教化子孙的案头。

告别生态苗寨，重新走回樱花大
道。巧遇园区茶叶加工中心的工作人
员正在路边草棚收购新茶。腰围包
袱、背着背篓、手提竹篮的老老少少，
在收购点前自动排成长队，喜滋滋地
交售他们的劳动果实。这些因为种种
原因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自然而然
成了园区的打工人。

同事告诉我们，春茶采摘时节，村
民们可以自由进入茶园采茶。勤快手
巧的村民，一天可摘上四五斤新茶，傍
晚时分交给茶叶加工中心，一百元左
右的收入就揣进了腰包。茶叶加工中
心为此每年要付出劳务支出近三百万
元。针对这个“商机”，银行开始对接
园区的“茶文旅”项目，预计今年6月，
能够完成授信一亿元……

真好啊！人勤地不懒，春来兴隆坳。

到兴隆坳去

□何海洋

陶行知讲，生活即教育。
1939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在合川草街凤凰山上创办了闻
名中外的育才学校。2006年，育才学
校旧址（古圣寺）成为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旁边修建的陶行知纪念
馆也于2012年成为重庆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每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
不绝。

川流不息的人群猛烈地触发着我
们对生活教育实践的再认知，怎样让
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容和形式

“活”起来，把知行合一的理念与“做
生活的主人”育人目标融通？几番论
证，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让学生当
导游！

于是，小导游课程开课了，陶行知
纪念馆和育才学校旧址成了学生的第
二课堂。开始没有导游词，他们便参
照展陈解说。后来，学校不断在返校
的老校友和陶研专家的帮助、指导下，
开发了《家乡小导游》校本教材，利用
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课程，组织学生
观摩、练习和实践。

我们慢慢看到，一个个娇小的身
影开始拿着话筒出现在来宾的最前
方，稚嫩但娴熟的解说回荡在陶行知

纪念馆里，映衬着育才学校旧址的古
色古香。“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
学做合一”正在用另一种表达符号在
育才学校薪火相传。

小导游为来宾讲解的机会是固定
轮换的。一天，轮到小馨讲解序厅，这
是来宾看到小导游的第一个地方。不
巧的是，当天上午，她一个不小心摔了
一跤，脸上落下很大一块伤疤。负责
安排小导游的老师慌忙找到我，说下
午的解说需要换一个人，小馨的脸受
了伤，感觉形象不大好。

我赶紧找到小馨，了解了她的
伤势。小女孩哭着告诉我：“校长，
这是我这今年第一次接待来宾，这
个机会是我轮了大半学期才轮到
的，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看着她
满脸的泪水，我坚定地告诉负责老
师，就让她上。结果不出所料，勇敢
与坚强让她的表现异常出彩，来宾
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陶行知讲：“小孩子最好的先生，
不是我，也不是你，是小孩子队伍里最
进步的小孩子。”于是，我们学校在打
造以“即知即传、自觉觉人”为内核的

“小先生”特色文化时，小导游课程得
到了质的升华。我们不再聘请专业讲
解员做培训，而是一群成熟的小导游
为学弟学妹们作指导。不久，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导游小先生”文化品牌应
运而生。随后，小导游的解说范围慢
慢扩大，校园、实践基地、渔村……处
处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小导游的阵
容也慢慢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发展
到现在的上百人，从六年级慢慢延伸
到二年级。

一次，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接到
任务，接待一个90人的团队，面对黑
压压的来宾，她镇定自若，毫不畏惧。
事后，有人问她：“小女孩，你害怕吗？”
小女孩骄傲地说：“我是安徽人，我与
陶校长是老乡，我把家乡的名人讲给
你们听，我无比自豪。”

长期的实践让我欣喜地发现，小
导游们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异常突
出、文化传承与理解能力迅速提升、责
任担当和家国情怀显著增强。所以，
作为一名乡村学校的校长，当我耳畔
无数次响起“担任小导游会影响他们
的学习吗”这个问题时，我都会郑重地
告诉他们，眼前这些鲜活的生命个体
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学生模样，口齿
清晰、落落大方、彬彬有礼、谈笑风生，
这些正是为他们适应未来社会生活所
储备的关键能力，这就是好的教育。

如今，这群可爱的孩子，已先后
为国内外三万余名宾客义务讲解了
陶行知纪念馆、育才学校旧址。每当
看到来宾向小导游们伸出大拇指、
给他们送出掌声、邀请他们一起合
影的画面，我的眼睛都会湿润起来。
那一刻，我坚信，这，就是真正的生
活教育。

我让学生当导游

投稿邮箱：kjwtzx@163.com

CHONGQING DAILY 42023年5月 13日 星期六
策划 吴国红 主编 兰世秋 美编 郑典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副刊
SUPPLEMENT

两江潮两江潮

一条大河的声音
□兰世秋

我出生在一条小小的河流边。小河清澈、舒缓，娟秀，繁星满天的夏夜，我躺在老屋的大木床上，闭着
眼睛，河水淙淙，水波荡漾，外婆在一旁不知疲倦地摇着蒲扇，我就在这温柔的水声里入眠。

棒槌洗衣的“梆梆”声，风吹柳树的“哗哗”声，开闸放水时的“轰轰”声，小伙伴游水嬉闹的“咯咯”
声……这是我熟悉的故乡小河的声音，如今仍时常出现在梦里。

这声音突然发生了变奏，我睁开眼，大运河，我从未触摸过的大运河，穿过缱绻的时光，透过泛黄的纸
张，也将它的声音送到了我的耳畔。

暮春的浓艳飘溢在大运河百里画廊中，金色的阳
光在洪泽湖的湖面欢快地跳跃。层层鳞浪随风而起，
水鸟盘旋，鸟鸣声声。

位于江苏淮安的洪泽湖大堤亦称高家堰，是为抵
挡淮河洪水、保障运河畅通而生。古往今来，这位
1800多岁的长者，用从未停歇过的流水声诉说着风云
变幻的往事，吟哦着“逝者如斯夫”的感慨。

古代江南民间有“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之说，
意思是高家堰一旦垮塌，淮扬一带就会被洪水淹没，堤
防稳固与否直接影响着周边民众的生命和生活。

“唉……”站在大堤上，穿过浩渺烟波，我仿佛听到
一声长长的叹息。

那是清道光四年（1824年）的冬天，连日暴雨导致
洪泽湖大堤十三堡周桥段骤然溃决，洪水倾泻而下，冲
成近27米深的大塘（俗称周桥大塘），里下河地区即成
汪洋泽国。

彼时，林则徐正在福州老家丁忧，道光皇帝下旨命其赶
赴洪泽湖救灾。一身孝衣、一脸愁容的林则徐领旨北上。

此刻，大堤内外遍地黄水，满目疮痍。唉，千年以
来，洪泽湖大堤修了又决，决了又修，却一直未能让黎
民百姓彻底摆脱洪涝之害。

在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后，经过六年的日日夜夜，清
道光十年（1830年），一段长750米、堤顶宽33米的内
堤建成，并以条石砌成外堤，以保安全。这是目前洪泽
湖大堤石工墙原貌保存得最为完好、地面以上可见层
数最多的堤段，被赞为“媲美金字塔”。

大运河博物馆里展陈着一枚镌刻有“林工”阳文的
铁锭。当年，借鉴中国建筑的榫卯结构，这样的铁锭被
镶嵌在条石连接处的齿槽内，两块条石通过铁锭的咬
合变得更加坚不可摧。铁锭上的铭文记载了筑堤工程
的责任单位、责任人的名字。“林工”就是指这段工程的
负责人是林则徐。

封锭入堤，把名字也封在石墙里，不是为了流芳百
世，而是可以明确负责人。这一封，也将千年叹息封入
了堤中。

在阳光的照射下，一株大树在保存完好的石工墙
上留下巨大的影子。我默默靠近它，“林工！林工！”我
听到这样的呼声，那些年，工匠们扛着条石筑堤的劳动
号子，仿佛也从这些石头缝里传了出来，震动着我的耳
膜，震荡着我的思绪。

有着不被遗忘的“林工”声声，大运河才会如此生
动鲜活地活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如果一条河流是活着的，那么她还会有诗的声音、
歌的声音和战斗的声音。大运河见证过战火的硝烟，
也记录着诗情的浪漫。

离洪泽湖不远的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一首
七绝被投影在大屏上：“柳岸沙明对夕晖，长天淮水鹜
争飞。云山入眼碧空尽，我欲骑鲸跋浪归。”

1943年1月到1945年9月，新四军军部移驻黄
花塘。

黄花塘西有绵延山丘，北有洪泽湖，春天菜花黄，
秋天稻谷香。运河文化里，红色基因在这里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张云
逸、罗炳辉等曾在这里指挥华中战场所属七个师、
一个独立旅和一个浙东游击队，与日伪展开浴血
奋战。

时光回溯到1943年春，陈毅初到黄花塘。面对美
如画卷的大好河山和日渐好转的斗争形势，他心情舒
畅，诗兴勃发，挥笔写下这首《淮河晚眺》。

晚霞辉映、柳绿沙明、群鹜争飞、天水连碧……他
用28个字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夕照图，抒发了誓夺抗
战胜利的壮志雄心。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

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听，这是《新四军
军歌》，战士们越唱越勇，互相鼓舞着，互相激励着。在
这豪迈坚定的歌声里，我仿佛还听到了另一支清丽、婉
转的小调，旋律优美、情感细腻，乐声委婉中带着刚劲，
细腻中含着激情。

哼唱这支曲子的小战士名叫何仿，1942年冬，作
为新四军大众淮南剧团的一名文艺战士，他在南京六
合采风时，听到了《鲜花调》。轻快优美的曲调，让14
岁的何仿惊喜不已。他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用简谱记
下了曲子。

此后的岁月，这首《鲜花调》深藏在了何仿的心里。
在黄花塘这小小的村庄，何仿或许也曾面朝美丽

的洪泽湖和亲爱的战友们，哼唱过这首《鲜花调》。血
与火是毁灭也是重生，经过大运河的滋养和岁月的凝
练，也会变成和平与芬芳。

1957年，经过何仿改编，《鲜花调》更名为《茉莉
花》首次公演。当“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旋律响起，
旋即火遍大江南北，传唱海内外。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手
牵着手前来春游，一路叽叽喳喳唱着歌，牵着的小手还
随着旋律晃晃荡荡，黄花塘的风里顿时有了童年的声
音。听，“茉莉花呀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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