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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在哪里？
新余在赣鄱大地的怀抱里。
在江西一众地市兄弟中，新余

似乎有点貌不出众：块头不大，辖
区面积才 3178 平方公里；GDP 均
量虽然不低，不少重要指标还位于
江西省前三名，但 GDP 总量并不
大；年纪较小，行政建制几经变
迁，1983 年 7 月 27 日，国务院才
批准恢复省辖市建制，是江西最年
轻的地级市。

一

您可能不熟悉新余，但您一定
听说过“七仙女下凡”的神话吧？

东晋文学家干宝 《搜神记》
载：“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
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
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
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
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

2015年8月，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授予江西新余仙女湖“中国七
仙女传说之乡”称号，仙女湖被推
崇为“爱情圣地”和“中国七夕情
人节”的发祥地。

民间传说赋予新余浪漫和神秘
色彩，您是不是也开始对她心生好
奇和向往？

如果您还不太了解新余，您或
许听说过《天工开物》。新余就是
这部科技巨著的诞生地。

公元 1634 年，48 岁的宋应星
来到新余，出任新余分宜县学教
谕。当时的分宜以冶炼、苎麻等工
艺闻名全国。宋应星把多年来走访
大江南北了解到的各种工农业、手
工业技术详细记载下来，通过潜心
观察、学习感悟，历时 4 年，呕心沥
血写就了《天工开物》。这是中国古
代最重要的一部工艺百科全书。

17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入
日本，此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
东亚、欧洲各国广为传播。英国著
名学者李约瑟称宋应星为“中国的
狄德罗”，达尔文称其为“东方百
科全书式的学者”。

新余还是毛泽东同志《兴国调
查》的诞生地。

实际上，“兴国调查”的地点
不是在兴国县，而是在新余的罗坊

镇。1930 年 10 月，为了决定红军
的行动方向，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
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在新余
罗坊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与江西行委的联席会议，史称“罗
坊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来
8位从兴国来的农民，经过一周的
调研座谈，获取详细的第一手资
料，形成了《兴国调查》。

毛泽东向8位农民详细了解其
家庭情况，了解村中地主、富农、
中农、贫农、雇农等各阶层在土地
革命各时期的政治地位、经济状
况、生产生活及其在土地斗争中的
思想动向与现实表现，及时发现和
纠正了土地斗争中一些政策上的偏
差，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斗争中
该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
谁等重要问题，为各级苏维埃制
定、完善土地政策提供了重要依
据。毛泽东严谨务实的调查方法，
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这种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密切联
系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群众立
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勇毅前行。

二

作为“工业强市、区域小市、
山水美市”，新余处处洋溢着“工
小美”的豪气。

工业强是新余的底色。新余因
钢设市，因“工”而兴，工业是新
余最鲜明的城市标识。从作坊式的

镐头挖矿、土法炼铁、纺织印染到
如今拥有新余钢铁、赣锋锂业、新
余国科、沃格光电等上市公司；从
延续千年的冶铁采矿到如今的钢
铁、锂电新兴产业集群。目前，新
余钢材产量占江西省近四成，锂盐
产量占全球近三成，是名副其实的
工业城市。一代代新余人用青春和
汗水、用勤劳和智慧缔造了新余的
工业基因，延承着新余的工业血

脉，续写着新余的工业辉煌。
区域小是新余的特色。新余辖

分宜县、渝水区、新余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仙女湖风景名胜区
和新宜吉合作示范区，人口逾120
万。新余虽小，但活力十足，据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新余是江
西省 5 个人口正增长的城市之一，
反映出新余城市包容度高、经济活
跃度大、就业吸引力强；全市城镇

化率高达 73.59%，远高于江西和
全国平均水平。

山水美是新余的亮色。这里名
胜云集：九天瑶池仙女湖烟波浩
渺，佛道圣地蒙山云雾缭绕，百丈
峰层峦叠翠，中国洞都千姿百态，
仰天岗国家森林公园与孔目江国家
湿地公园相映成趣。全市森林覆盖
面积近六成，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等称号。
这里人文荟萃：江西历史上第

一个状元卢肇出生于此，激励了无
数江右学子。一代画坛巨匠傅抱石
的横空出世，开启了现代中国画的
先河。

这里红星闪耀：毛泽东在罗坊
作“兴国调查”，树一代楷模；彭
德怀巧夺分宜县城，传百年佳话；
朱德、肖克、王震等鏖战赣西北，

数千将士血染苏区。
行走在渝钤大地，一次次走近

新余，一步步走进新余，对这个年
轻的城市油然心生敬意。

三

唯改革者新，唯创新者强。
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新余都

是风声雷动。
“新余”就是“新的我”。新余

有仙女下凡的灵气、工匠精神的静
气、改革创新的锐气。沐浴着新时
代的春风，新余人以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的气魄，一直勇立潮头。

改革创新是新余的立市之魂，
在工业方面，新余以钢为轮，以锂
为翼，为工业经济发展赋予更多效
能。新余创新出台支持钢铁、锂电
等系列产业政策，2020 年，全市
钢铁产业营收首次突破千亿；赣锋
锂业技术全球领先，金属锂市场供
应高达50%以上；工业经济主要指
标增速居江西省第一方阵；连续
11年入选全国外贸百强城市……

新余占江西面积不足 2%、人
口不足 3%，却在打造民生城市方
面拥有更多优势，也肩负着更大使
命。公立医院改革受到国务院通报
表扬；“党建+颐养之家”农村养
老模式入选 2019 中国改革年度十
佳案例；“小荷工程”入选2020中
国基础教育典型案例；率先实现城
乡供水一体化、城乡公交一体化、
社会保障卡“人手一卡、一卡通
用”……“民生”成为新余最暖心
的标签。

小市也有大格局，新余的改革
创新呈多点突破、亮点纷呈的喜人
局面。新余连续5届入选中国城市
信息化 50 强；分宜县融媒体改革
得到中宣部肯定推广，被评选为

“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40个地方改
革创新案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列入国家试点；城市执法体
制、商事制度改革、文化旅游消费
试点等 10 多项改革举措在江西省
领先……

仙女湖畔、孔目江头，举目蓝
天、低首碧水。问渠那得清如许？
创新源头活水来。改革创新，为建
设宜居宜业的新余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惟新在余话新余。
新余人永远在路上。
上图：江西新余仙女湖的清

晨，云雾像一层轻纱弥漫在湖上，
宛若仙境。

刘志勇摄（人民图片）

惟新在余话新余
本报记者 郑少忠

自峨眉山麓溯流而上，在穿过一
个又一个公路隧道后，我们来到四川
丹巴大渡河谷。犹如武陵打渔人走进
桃花源般，眼前豁然开朗。

或许是对这个曾经的“女儿国”
格外垂顾，上天慷慨赐予了这片河谷
一块块平缓的坡地和开阔的河滩，让
人们能够在此快乐安宁地繁衍生息。
河滩上的许多杂树正在吐绿，上千亩
的樱桃花灿若云霞。不少佛塔、房屋
和菜地散落在山水之间。更为难得的
是，河谷里修建了几座水电站，拦起
了大渡河的万重碧波，形成一片又一
片开阔的平湖。水面上野鸟翔集，青
山倒影，宛如水墨丹青。

公路沿大渡河向前延伸，路边的
坡地和河滩地上，不仅聚集了许多新
兴的村镇和工厂，还有包括四川民族
学院在内的大中小学校。那些错落有
致的多层楼宇，全都装饰成阳光般的
淡黄色彩，给人温馨明快之感。它们
和远处的丹巴县城连成一片，鳞次栉
比成数十里现代城乡景观。

往前走，山前出现一座“鱼通官
寨”的牌坊，激起我们探访的兴致。
在陡峭的山体上拐过若干急弯后，一
道中式的红漆大门出现在我们面前。
也许因为春寒料峭，寨子里几乎没有
游客，一派安详宁静。我们不便打
搅，只站在路边的岩石上俯瞰，眼前
是一大片古朴的藏式民居，高低错落
一直延伸到河谷。纵横蜿蜒的水泥步
道穿梭在迷宫一般的寨子里，一些沧
桑的古树长满官寨的房前屋后。

一位路过的藏家姑娘和我们交谈
起来。她说，这个寨子保护得很好但
开放得较晚，所以平日的游客还不算
多。我问：“你家在寨子里吗？”她摇
头道：“我家原来在河谷对面那片残留
着白雪的山坡上，后来搬下山住在河
边的移民新村里。我是四川民族学院
毕业的，就在河谷的水电站上班。”告
别时，我祝福小妹工作愉快生活幸
福，她回了声“扎西德勒”。

鱼通官寨后面有一处观景台，可
以观赏大渡河第一湾。我们弃车登
山，踏着公路上残留的积雪向上攀
援。站在观景平台纵目望去，只见群
山巍峨，一水中流。被逼成窄窄一线
的大渡河，在大地的裂缝中左冲右
突，画出了一个“几”字形大回环，
形成了一处大自然奇观，令人惊叹。

穿过下游的县城，走进闻名遐迩
的丹巴美人谷，那块“东女国遗址”
石碑，是对这片土地久远历史的注
脚。扑朔迷离的东女国，现在仅存眼
前的这片寨子。进寨的水泥路绸带般
缠绕山间，上百年的沙棘树和肥厚的
仙人掌长满山坡。寨子里停着不少小
汽车，开着许多网红民宿或旅游接待
点。我们随便走进其中一家，一位藏
族阿妈热情地迎了上来，端来凳子请
我们歇息，又顺手塞给我一把糖果和

核桃。环视整个藏式院落，屋舍簇
新，设施齐全，宁静温馨，是个休闲
度假的好地方。

更引人注目的是藏羌碉楼，当地
先民就地取材，巧手垒砌成这些非凡
建筑，历经几百上千年而不倒，实在
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在丹巴，碉
楼被普遍保护得很好。主要为防御而
建的碉楼，有四角形、五角形不等，
据说最具特色的就是这寨子左上方的
八角碉楼，设计巧妙，八角匀称，楼
体似剑，直冲云霄。

还有一处观赏藏羌碉楼的好地
方，那就是坐落在谷底的沃日土司官
寨。这里的碉楼虽不如八角碉楼那么
高大雄伟，但更多更密集，也更具代
表性。碉楼之间分布着古老的土司官
楼和保存完好的藏羌民居，新修了古
朴的山门、民俗广场和文化墙等，让

我们对丹巴历史文化有了更深了解。
黄昏时分，沿着大渡河谷，我们

走进了声名远扬的甲居藏寨。这个有
着上千人聚居的寨子，坐落在一块略
微凹陷但向阳的山坡上，房屋分布与
鱼通官寨有些相似，也是自上而下分
布。只是这里更靠近河谷，阳光、湿
度更适宜。平整的旅游环线绕寨而
建、直上山腰，一条条入村公路连接
起寨里人家。寨后山巅上云缠雾绕、
森林茂密，寨里新栽的桃树、梨树和
古老的沙棘、柏树枝叶相牵。偶尔会
看见地里的青稞，正趁着早春旺盛地
生长。

我们预订的民宿在寨子中央，门
前一块平地可泊10来辆车。院门装饰
着红黄相间的图案，彰显着康巴藏族
的文化元素。宽敞的院子依山而建，
三层楼房面朝河谷，可依栏杆喝茶聊
天，亦可登上楼顶平台观山望景。院
子左边的铁架子上，挂着一长溜色泽
鲜亮的香肠。院子中央是架着木柴的
大火塘，可供晚间篝火晚会使用；火
塘四周的条桌上，分别放着几盒糖
果、饼干、花生、水果等组成的茶
食，主人告知，正中是敬佛的，两边
是敬客的，不可弄混了。登上屋顶远
望，绚丽的晚霞映照着巍峨的雪峰。
一片云岚自河谷升了上来，和对面洁
白的积雪融为一体，渲染出一片如梦
似幻的景致。

晚餐时才发现，入住的游客竟不
少，其间还有几位来自成都的老外。
我们品着风味独特的牦牛肉火锅，喝
着老板赠送的青稞酒，互致祝福，其
乐融融。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
寒。”长久以来，大渡河以其汹涌奔腾
的严峻面孔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而今
走过丹巴大渡河谷，让我对这条河流
有了新的感受。河谷里的那些山水那
些人，将成为温暖而隽永的记忆。

上图：丹巴县甲居藏寨。
冯 军摄（人民图片）

穿行丹巴大渡河谷
朱仲祥

“黄河远上白
云间，一片孤城万
仞山。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
门 关 。”许 多 年
前，在读到王之
涣 的 这 首 诗 时 ，
一座遥不可及的
塞外雄关就牢牢
浇铸在了我的心
头。我想，有朝一
日必得亲赴现场
感受一番。

虽 说 来 前 已
有心理准备，知
道这里是戈壁大
漠。但是，当真
的 身 临 玉 门 关
时，还是被眼前
的景象所震撼。

我 站 在 刻 有
“玉门关遗址”五
个红色大字的石
碑前，背后是土苍
苍的小方盘城。四
野八荒间，白草黄
沙，依稀可见少许
残留的墩台，没有
墙，更没有门。耳
畔传来呼呼作响
的风声，却飘不来一片树叶，也无一缕芦花。
一股苍凉悲壮之感在心间陡然升起。

相传，玉门关由输入于阗的“和田玉”而
得名，曾为古时重要的屯兵之地。在我视线
范围内的空旷区域，应该都属于玉门关的遗
址范围，一些断壁残垣成为烽火烟云的见
证。它们是用什么建成的呢？是泥土筑成的
吗？我想是，也不是。它确实是就地取材所
筑，或用沙砾土夹芦苇、胡杨木和红柳枝夯
实叠筑而成，或用土坯夹芦苇压紧砌筑而
成；说它不是，那里面应当还有无数守关将
士的血肉筋骨和他们的壮烈情怀。诚如唐代
诗人戴叔伦所言：“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
入玉门关。”

或许，这正是大漠戈壁最吸引人的地
方。大漠荒原，金戈铁马，唤起人们内心
的英雄主义情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黄沙百战穿金
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骝马新跨白玉鞍，战
罢沙场月色寒”……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边塞
诗，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和讴歌了边
关将士们保家卫国时的英勇无畏，也为不朽
的玉门关做了最好的注脚。若无这些热血赤
诚的守关将士，玉门关还能称其为“关”吗？

就如同眼前的玉门关，虽全无先前模
样，但依旧吸引了无数人前来瞻仰和凭
吊。因为这里有捐躯沙场的无名英烈，他
们的勇武精神和不屈品格，早已融入了大
漠戈壁。这片大漠，越百年容颜依旧，逾
千载性情不改。

人生不能没有理想，人生也不能没有
情怀，人民需要，民族需要，国家需要。
任何时代，有家国情怀、卫国护家的人，
都应受到景仰。

如今的玉门关，其实已成为一种文化
符号。玉门关遗址，形存于世的，只有那
座小方盘城，孤独地屹立于天地间，但它
成全了我们挥之不去的边关情结，牢牢地
烙在了每个见证者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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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天下行天下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一处桃园内，桃花
漫山盛开，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
游玩。奉化是“中国水蜜桃之乡”，全年水蜜桃产值超5亿元，带
动当地村民致富。每年3月，随着5万多亩桃花徐徐绽放，奉化
美丽乡村游迎来旺季。 景士杰/文 胡学军/图

在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部的马鞍山乡三胜村，3.9
万亩红雪梨让当地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依靠种植
红雪梨，办民宿和农家乐等，每年增收近10万元。图为梨花盛
开的季节，身着盛装的彝家人正在表演欢快的歌舞。

陆向荣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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