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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
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
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曾
经被誉为中央苏区经济中心的福
建闽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
献。这里是古田会议的召开地点，
是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是“20年红
旗不倒”的红色堡垒，也是中国共
产党学习治国理政的实践基地。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
品线路”中，福建共有3条红色
精品线路入选，分别是“闽西
苏区·红色福建”“福建发展·晋
江经验”和“清新福建·脱贫攻
坚”。它们曾目睹福建人民对革命
的无私奉献与巨大牺牲，也将见证
福建人民建设家乡，走向富裕，谱
写中国红色旅游福建新篇章。

闽西苏区
20年红旗不倒的红色堡垒

“闽西苏区·红色福建”线路
从龙岩出发，串起龙岩市上杭县
古田会议旧址及纪念馆、毛泽东
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三明市清流
县红军标语遗址、南平市大安红
色首府旧址等红色景点。

龙岩夏季赤日炎炎，古田会
议会址仍然游人如织。会址位
于上杭县古田镇采眉岭笔架山
下，原为“廖氏宗祠”。会址内庭
院空阔，外为草地，环境古朴整
洁，肃穆清静。1929 年 12 月 28
日，这里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
代会，史称“古田会议”，确立了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
则，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重要的
里程碑。

从古田会议会址回到龙岩
市内去参观中央苏区（闽西）历
史博物馆，笔者被馆内两万余件
海量展品所折服。“透过展览我
才知道，闽西的红色历史创造过
那么多个第一。”北京游客方溢
超感慨道：“这里建立了中国工
农红军第一个军团，创办了中央
苏区最早的红军正规学校，第一
次统一人民军队着装……革命
先烈在艰苦环境中激发出的创
造力着实令人叹服钦佩。”

离开龙岩一路向北，来到三
明市的红军街。红军街牌坊下，
满满一墙的文告引人注目，这是
由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撰写的

《告刘和鼎部下士兵及下级官长
书》，高 2.6 米，宽 4.2 米。全文
665字，为苏区保存最完好、面积
最大的文字遗迹，揭露了国民党
不抵抗日寇、同室操戈的丑恶面
目。老街小卖铺前，几个居民哼
唱着当年流传的一首歌谣：“油
菜开花七寸心，剪掉辫子当红
军。保护红军万万岁，牺牲性命
也甘心。”这段传唱至今的红色
民谣诉说着当地人民与红军战
士鱼水情深，亲如一家。

继续北上，来到第五次反
“围剿”重要的前沿阵地，闽赣
边区早期红色政权根据地南平
市邵武金坑。邵武金坑红色旅
游景区是闽北著名的革命老区

和原中央苏区。这里发生过掩
护 红 军 主 力 突 围 的 黄 土 关 战
役，为后续的长汀长征积蓄了
充足力量。

晋江经验
民营经济发展模板

“福建发展·晋江经验”精品
线路主要串联了晋江市“晋江经
验”馆，福建沿海地区如福清核电
站、宁德市锂电新能源小镇等多
个新能源生产基地以及上汽集团
福建宁德生产基地、福安青拓集
团等老牌制造业龙头，彰显出福
建人民爱拼敢赢的精神传承。

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

1980年，瞅准时机的晋江党委政
府出台了“五个允许”等一系列
扶持政策，促成了一批乡村民营
企业破土而出。4 年后，晋江乡
镇企业数增加到近4000家，晋江
人创造出“晋江模式”。

进入“晋江经验”馆展馆，
顶 部 层 层 叠 叠 的 波 浪 艺 术 造
型，是晋江海洋精神的写照。
展馆地面是一幅大理石雕刻的
晋江市域地图，站立其上，看到
一面弧形屏幕上讲述着习近平
同志 6年间 7次到晋江考察的故
事。全馆的核心——气势恢宏
的《大美晋江》剧场，是一幅镌刻
了晋江城市战略的艺术文字墙；
墙体打开，内部的沙盘大剧场豁
然现出，参观者通过晋江城市规
划模型沙盘俯瞰晋江全城。与
此同时，宣传片《晋江之路》向游
客娓娓道来“晋江经验”的深厚
内涵、丰富多彩的“晋江故事”。

“目前，我们围绕晋江经验
馆策划出相应的旅游路线，向
全国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在
党建引领、民营经济发展、新
型城镇化、凝聚各界合力、发
展 成 果 全 民 共 享 等 方 面 的 成
就。”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

离开“晋江经验”馆，沿“福
建发展·晋江经验”路线到各大
新能源基地、老牌制造业园区巡
游，产旅融合的新理念，花园式
的厂区，让人领略到八闽大地上
的发展新气象，经济新活力。

滴水穿石
创造“中国扶贫第一村”

“清新福建·脱贫攻坚”精品
线路，集中展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彩福

建新未来。
位于福鼎市磻溪镇的赤溪

村，一度因为道路险阻，耕地紧缺
而极度贫困。《穷山村希望——实
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中这样写
道：“赤溪村村民祖祖辈辈吃番
薯度日，偶尔到外地买几斤大
米，只能在春节吃两顿，他们
身上穿得破破烂烂，有的人买
不起鞋子而光着脚板……”

扶贫贵在精准，赤溪村积
极探索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
路径。村民利用紧邻太姥山景
区的区位优势，加大旅游开发
力度，发展特色产业，以“企
业+农户+基地”模式，建起有
机茶、名优果蔬、珍稀苗木等
现代农业基地；组建赤溪旅投
公司，建设旅游集散中心、下
山溪溪谷度假区等旅游项目；
修通了一条总里程 58.6 公里连
接高速公路的村路，赤溪村出
行步入“高速时代”……

随着旅游产业不断发展，村
貌村容日渐改善，慕名前来赤溪
村的游客多了，返乡创业的大学
生多了，在外打拼的能人也陆续
回来了，曾经的“中国扶贫第一
村”换血除穷根，探索出一条因
地制宜的振兴之路。

兴于唐宋的沙县小吃，其制
作工艺通过血缘、业缘，代代相
传。沙县是国民美食“沙县小
吃”的发源地，俞邦村因沙县小
吃闻名。过去，受限于气候土壤
问题，俞邦村靠天吃饭式的农业
经营难以为继。

为了脱贫致富，俞邦村大
力开展旅游产业。在做好保护
生态环境，提升村镇颜值的基
础工作后，俞邦村将现代文明
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发掘当地
优秀尚书文化，让游客深入了
解了当地的历史人文。2020 年
俞邦村获批省级旅游金牌村等
称号，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旅游
品牌效应。当地人认为：若俞
邦村除了能让游客来，还能再
让游客留下，这会是一个相当
棒的乡村旅游体验。

曾经，“拌面是钢筋、扁肉是
砖头”，沙县人靠小吃走向共同
富裕。民以食为天。如今，以沙
县小吃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已成
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为八闽大地
上不断书写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再添一抹靓丽的风光。

上图：被誉为“沙县小吃第
一村“的俞邦村通过经营沙县小
吃实现脱贫致富。 许 琰摄

左图：俯瞰“中国扶贫第一
村”宁德市赤溪村。曾云斌摄

八闽大地朝气蓬勃
俞镜淇

我的故乡在四川凉山的盐源，故乡因产盐而得名，故此，
这里又叫润盐古都。

故乡人喜欢秋，特别是故乡的秋。
我曾到过祖国的西北和江南沿海等地作短时学习，亲

身感受了北国和江南的秋，北国的秋恣意粗犷，南国的秋温
润恬淡，而故乡的秋却和别的地方的秋多少有些不一样。“距
太阳最近，离城市最远”，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使故乡的秋蕴含着别种风情，不同深度的颜色，相互映衬，以
不同的姿态尽情舒展，交织成了一幅绚丽的故乡秋图。每年
立秋过后，故乡的秋天就像一位高洁素雅的女神迈着轻盈的
步子，带着收获的希望和喜悦悄无声息地姗姗而来。

故乡的花椒陆续成熟时，在沟壑、坡地与乡间，片片花椒
林煞是惹人喜爱。走在乡间小路上，苹果园周边，农家房前屋
后，最醒目亮丽、最撩人味蕾的便是那一丛丛、一蓬蓬叶茂枝
繁的花椒树了。那极具抒情的枝叶间，一串串、一簇簇显露着
红色密密匝匝串珠似的花椒，香气扑鼻，沁人心脾。采摘花椒
的人们将鲜红的花椒一颗颗摘放在提篮和背篼里。

故乡富足的土地资源和独特的高原气候条件赐予故
乡花椒卓越的品质，具有上市早，清香、味麻的特点，盛名
远播。每天下午五六点钟，采摘花椒的人们或背着满背篼
的花椒，或驾驶着满载花椒的三轮车，不约而同地齐聚到
临时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来自全国各地的花椒客商，到交
易市场收购花椒，将故乡花椒源源不断地外运到成都、重
庆、昆明、北京、内蒙古、郑州等地。交易市场人头攒动，熙
熙攘攘，构成一幅故乡美丽的秋景图。

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椒农的脸，椒农们卖了个好价钱，
数着手中的钞票，满足地享受着一天辛劳后的收获。客商们
将大货车装得满满的，享受着不虚此行的满满收获。

故乡的花椒从 7 月一直采摘到 8 月中旬基本结束，临
时交易市场才会慢慢恢复往日的宁静，花椒采摘结束，果
园里的苹果又陆续成熟了。

仲秋时节，正是故乡苹果开始成熟上市的时节。这时
故乡的秋变成一树树红红的苹果晕染出的美丽画卷，将故
乡的秋点缀得如诗一样美。成熟的苹果珠圆玉润，像一个
个红红的小灯笼挂满枝头，把树枝压得低低的。一阵微风
拂过，果树摇曳，果香四溢，让人垂涎。

由于故乡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年温差小，无污
染，使成熟的苹果形正色艳，芳香浓郁，皮薄汁多，甜脆爽
口，硬度适中，口感极佳，易储耐运，深受顾客喜爱。如今
故乡的苹果已形成以川、渝、滇、黔为中心，辐射湘、闽、苏、
皖、浙，远销东南亚的庞大销售网络，故乡成为世界公认的
七项生态指标都符合苹果的优生区域，苹果成为故乡农民
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如今，故乡的党委政府正带领农民依托优越的自然条
件，大力发展花椒、苹果、核桃等产业，依托产业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阔步走在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

月是故乡明，秋是故乡浓。正如郁达夫在他的《故都
的秋》所言：“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
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我愿故乡的四
季都是秋。

题图：盐源秋色 邹 森摄 来自盐源县人民政府官网

盐源的秋
陈春海

从敦煌朝西边望去，大漠沉
寂无声，只有旖旎的古道在岁月
里生长。

风，呼呼地吹着，一座座残缺
的烽燧呜咽如羌笛，似乎在说：去
吧，向西去吧，沙漠深处比沙漠更
辽阔。万里丝路，一路向西。千
里河西，一路壮观。

敦煌，就是河西走廊上一枚
鲜活的印章，诗人总是在修辞凭
吊、笔墨吟唱，却忘了再往西走一
走——那里是大漠，那是曾盛放
过海洋的怀抱，那是被流沙与时
光淹没的城池，那是最远又最近
的记忆。

这里已没有了驿卒、马蹄、呐
喊，没有了狼烟、羯鼓、旌旗，也没
有了骆驼群和穿梭往来的商贾，
只有零星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两
株小草站在荒芜的大漠里。

我一路向西而去，决绝得像
一名勇士。一路上是黑砾石，是
风尘堆垒起来的孤寂。身在此
处，唯一能去的亦是唯一想去的
地方是烽火台。只是，当我站到
烽火台上，眼前的茫茫大漠如同
汪洋大海，脚下的烽火台是一艘
船，海枯了，船搁浅了，我攒着劲
儿把小桥流水的江南推开，自愿
困在这已不能策马扬鞭的不毛
之地，独自守护着这一处的大漠
孤烟。

落日仿佛一把火，点燃了这
里的历史。每一颗沙石都是这里

的一盏灯，暮色下的我，拉出长长
的影子，那是我背依着一座孤零
零的烽火台的影子，粗糙中盛开
着生命的博大。我在想：大漠的
那边是什么？

迎着风沙，我一路颠簸。我
看到了，大漠的那边，是另一个大
漠。数不清的沙丘绵延相接，连
向天际。想象中，大漠是属于诗
人的，他们在一个细雨如烟的早
晨，折一段柳枝，与友人挥了挥
手，来大漠看斜阳，来听琵琶胡茄
的清响；大漠是属于侠客的，有少
年的弓羽，有将军的长剑，哒哒的
马蹄声渐低，飞扬起来的是叮叮

咚咚的驼铃声。
此刻，大漠是属于我的。我

站在这里，看着那条依稀可辨的
丝绸古道蜿蜒西去，捡拾岁月散
落的残片碎瓦。人生茫茫，日月
往来。当我踩着古铜色的秦砖汉
瓦，望着漫天黄沙里一栋栋的残
垣断壁，终于听清了来自远古的
呢喃。站在岁月的岸边，我看到
了自己的倒影。

置身大漠，我缓缓伸出手，与
过往轻握。阳关三叠，一叠天，一
叠地，还有一叠大概就是我手中
的风吧。风啊，从我的指缝间缱
绻而过，静默地梳理着这片戈壁
的脊梁，清晰的脉理在风中低吟
着尘封在沙漠下的往事。

敦煌以西，夕阳、古道，有风
吹过！

下图：敦煌大漠风光美如画
王斌银摄（人民视觉）

禾木，中哈交界处，中国最西北的边
境。禾木草原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
的山间盆地，禾木河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其
间，将草原分为两半，禾木村就位于盆地中
间地带，风光自然而原始。

禾木村是保持图瓦人最完整生活传统
的村落。我住进图瓦人家的梅花客栈。近
看，人字形的木楞房有大半截埋在土里，好
像从森林和草原中生长出来。禾木一进入
大雪封山期就是半年，就靠木楞房抵挡漫
长的寒冬。

禾木河位于村落边，一边是木楞房，一
边是白桦林，宽河面，浅河滩，河水透明，向
阳处绿如凝脂，背阴处又变成深蓝。鹅卵
石激起阵阵雪白的小浪花，河面仿佛大珠
小珠落玉盘，又像无数小鱼儿跳跃翻滚。

过河就是白桦林，迎着夕阳，黄叶成了
挂着的金片，层层叠叠闪烁耀眼的光芒，明
朗、透彻、热烈、绚烂，秋风一响，落叶为大地
披上一层松软的地毯。飞奔的骏马扬起了
灰尘，在落叶飘零的烘托下，牧马人归途之
心的迫切令人“心有戚戚焉”。

爬上半山俯视，金色的山坡、金色的丛
林、金色的河水，白桦林用尽一切力量绽放
绝美，用灿烂的景色直指内心，让所有的凡
尘杂念霎时荡然无存。

禾木河与白桦林虽令人沉醉，但我知
道禾木最经典的美景是炊烟。凌晨5点，我
爬上村庄西侧的哈登观景台。第一根炊烟
从东侧的木楞房升起来，然后两根、三根、四
根……从南侧、北侧、西侧的木楞房垂直升
起，然后袅娜散开，继而汇成一层轻烟，好像
一袭白纱披在禾木上空。那架势宛如提前
准备的乐章，指挥家手势挥动，各乐器就默
契配合，奏出一曲班得瑞的《仙境》。盆地狭
长且没风，炊烟得以浸润到禾木的每一个
角落，成为冷色调梦境。

朝阳从东面逐渐照过来，炊烟散得更
远了，白烟在光照下又变成青烟，木楞房和
白桦林也反射出轻柔的金黄，禾木成为暖

色调家园，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也令人从沉
迷中回神。禾木的炊烟，升起、飘散、弥漫、
回旋、笼罩，起承转合，流畅完满，如同阅读
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这也许是世上最为
诗意的炊烟了。此时此刻，炊烟不为游人
升起，而为图瓦人自己诗意的生活升起。

这样的炊烟似曾相识，却又体验不
同。在江南，水才是主角，炊烟点缀水乡的
性感；在黄山古村，徽派建筑才是主角，炊烟
衬托古民居的典雅；在藏地，礼佛或祭祀才
是主角，炊烟渲染藏民的虔诚；而在禾木，炊
烟就是主角，如果没有炊烟的画龙点睛，木
楞房和白桦林都会失去灵气，禾木也会失
去灵魂。

夜晚出来散步，世界清静得没有一丝声
音，只有皎洁的月光同行，仿佛回到古代游
牧民族的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

“我实际上就处在宇宙中这么一个地方，它
偏僻退隐，但又永远是全新的，永远不着尘
埃。”梭罗描写的是瓦尔登湖，还是禾木？

这是一个陷落在深秋里的童话故事，
禾木的图瓦人宛若“栖息在俗世和天堂之
间，共享着俗世和天堂的颜色”。然而，世人
眼里的诗意只是图瓦人的日常，并不需要
刻意而为之。他们每天都跟禾木河对话，
跟白桦林对话，跟马儿对话，跟星空对话，跟
邻居和亲友对话，也跟自己对话，将内心的
声音转化为日常的生活，知行合一。

“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
小河轻盈，白桦林热辣，炊烟梦幻，牛

羊可爱，图瓦人淳朴，美不眠不休，美永无止
境。在禾木，图瓦人还原了生活的本真，而
我读懂了生活的意义。

题图：禾木风光 新华社记者 高 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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