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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不过故乡茶；亲，亲不
过故乡人。”数学家华罗庚对家乡江
苏金坛有难以割舍的情感。新中国成
立后，他曾3次回到家乡，为金坛的
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金坛人同样深切怀念这位从小县
城走出的数学家，他们以实际行动弘
扬华罗庚精神、回答时代提出的问卷。

两个园区的开拓创新

华罗庚精神一直烛照金坛大地。
以华罗庚名字命名的创新园区可

以追溯到1992年。那一年，金坛成立
华罗庚科技城，随后又举办了4届华
罗庚家乡科技成果交易会。

1993年，华罗庚科技城 （金坛经
济开发区） 成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历
经29年培育的金坛经济开发区，是金
坛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支撑。它拥有中
德 （常州） 创新产业园、中德 （常
州） 生态绿色城、新材料科技产业
园，先后获得“江苏省特色创新 （新
能源汽车） 示范园区”“中国光伏产
业示范基地”“中国新材料产业示范
基地”“中国新能源产业园十强”“中
国投资环境十佳园区”“国家知识产
权试点园区”等荣誉。

另一个重要的创新板块是华罗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简称“华罗庚
高新区”）。2014 年，华罗庚科技产
业园在金坛设立。2021年1月，该产
业园获批升格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华罗庚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高新区以华罗庚的名字命名，是为了
传承华罗庚精神，更是为了激励金坛
人以华罗庚精神为指引，建设好华罗
庚高新区。

华罗庚高新区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构建了以新基建、新能源
汽车等产业为核心的特色产业体系，
集聚了中创新航、信维通信等51家高

新技术企业，吸纳了东南大学等9家
高校院所的38个领军人才创业团队，
先后建成省级公共服务平台1个、省
级研发机构14个。

一片叶子撬动一个产业

华罗庚惦念的故乡茶，如今已经
成为拉动一个产业的“金叶子”，富
裕一方百姓。

金坛出好茶，得益于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这里四季爽润，气候宜
人，雨量充沛，植被覆盖率高，土壤
富含丰富养分。金坛现有 4.3 万亩茶
园，是全国重点产茶区、中国茶业百
强县、国家级茶叶标准化示范区，还
是“金坛雀舌”“茅山青锋”等著名
绿茶的产地。

小小茶叶，一头连着千万茶农，
一头连着消费者和旅游者。金坛茅山
旅游度假区内，茶园、茶厂遍布，有
茅山森林世界茶园、方麓茶场、茅麓
茶场、御庭春茶业、鑫品茶业等。凭
借丰富的茶资源，金坛茅山旅游度假
区着力发展以茶文化体验为主的茶园
休闲观光游，形成“以茶促旅、以旅
带茶、茶旅互动”的多产业一体化发
展格局。游客身在茅山，就能体验自
然与人文完美结合的“茶之旅”。

一个剧团的改革奋斗路

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 （华罗庚艺
术团），前身是成立于 1952 年的金坛
锡剧团。就是这样一个资深剧团，也曾
一度濒临绝境，连工资都发不出。2002
年，金坛锡剧团改制成立华罗庚艺术
团，率先在江苏省开展文化体制改革。

华罗庚艺术团由此将创作定位从
传统锡剧改为现代儿童剧。全团演员

“端着饭碗走市场、扛着被子睡剧

场”，努力开拓市场、占领市场，每
年演出 400 场左右。剧团坚持以原
创、现实主义题材为主攻方向，推出
了多部儿童剧精品。《少年华罗庚》

《留守儿童》《青铜葵花》等一批儿童
剧在全国50多个地区巡演8000多场，
观众超 800 多万人次。多项剧目在全
国展演中屡获大奖，唱响了“小剧团
大作为”的转型之歌。

2020年，华罗庚艺术团正式升格
为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成为江苏省

首家儿童剧专业院团。
“只有排出好戏，市场才会有

戏。”近年来，剧团主动贴近社会基
层，坚持为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等群
体进行巡回演出。此外，剧团还通过和
旅游景区合作，将美食、美景融于戏曲
观赏之中，带给观众别样的文化体验。

一粒黄金米的富民路

20 多年来，“点土成金”的传奇
在地处金坛茅山老区的黄金村成为现
实。从村级净资产亏空68万元到如今
集体固定资产达8000多万元，村民人

均纯收入翻了16倍，村民们说：“我
们黄金村，土里能生金！”

黄金村四面环水，进村没有一条
能走的路。刚从棚里摘下雪白的蘑菇
运 到 村 外 ， 就 被 坑 坑 洼 洼 的 路 颠

“黑”了。没钱也要修路，1998 年，
从交通岗位回到家乡担任村书记的严
清华和村干部主动扛起挑土担子，带
领全村 700 多人修建通往村外的第一
条水泥路。这一挑，挑出了7万多方
土，堆起来有10米小丘陵高。一条长
达28公里的“黄金大道”修完后，打
通了黄金村奔向未来的路。

黄金村发展最初是走“无中生
有”的路子：建蘑菇大棚、蚕桑基
地、畜禽养殖基地……“零打碎敲”
的项目，让村民们赚到了一小笔钱。

“有没有哪一个项目能让村集体共同
增收。”严清华在思索中发现，村民
瞧不上的黑土地里种出来的软米却让
外乡人赞不绝口。就这样，原本不知名
的软米品种被正式命名为“黄金1号”。

2007年底，黄金村办起了农地股
份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2008
年，第一批流转的 200 亩土地产出 8
万斤大米，一斤卖到了15元，成为黄
金村十年来掘到的最大一桶金。黄金
村又引进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发展

“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先后建立有机
稻米基地以及超级水稻、彩色稻米育
种基地，研发有机软米，成为江苏省有
机、绿色稻米认证面积最多的特色村。

2020 年，全村92%的土地都流转
到了黄金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村民把
承包田流转到合作社后，每年每亩可

收租金1100元，年终还有分红。
如何把一粒米的文章做到极致？

黄金村开发稻米深加工系列产品，延
长稻米产业链。截至目前，黄金村已
有米粉、炒米糕、糙米茶、发芽糙米
等14种延伸产品。从提高一粒米的附
加值到提高一亩田的吸引力，黄金村
又陆续规划了软米种植基地，实施稻
米观光园、黄金国际垂钓超级赛场等
项目，一边种稻，一边打造文旅项
目。近三年，黄金村游客达8万余人，10
平方公里的“黄金软米生态大农场”正
在探索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子。

左上图：金坛钱资新城。金 宣摄
上图：金坛黄金村。 金 宣摄

在华罗庚故乡的土地上
韩红军 许 耀 朱智沛

鲁班湖位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
鲁班镇，是四川省第三大引水“人工
湖”，有“千岛之湖，蜀中泽国”之
称。走进鲁班湖主坝，主体工程雄伟
壮观，横跨两山之间。

鲁班湖以农业灌溉为主，四周群
山环抱，水天相连成一色，被水面淹
没的6沟12湾加上89座山头形成的半
岛或孤岛，像镶嵌在碧玉盘上的宝
石，造型独特，风景秀丽。

在湖的西山头，苍松翠柏中巍然
矗立着鲁班湖纪念塔，由开国上将张
爱萍题写的“向鲁班水库建设者致
敬”大字，刚劲有力地镌刻在石碑
上。位于鲁班湖主坝西侧的鲁班湖竣
工纪念碑，如今已成为三台县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年接待游客超1万人次。
2022 年，鲁班湖旅游高峰期日均接待
人数提升至6000 人以上，实现了鲁班
镇洞湾村经济增收5万元以上的目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
三台县全面取缔鲁班湖网箱养殖，鲁
班湖湖水更加清澈，风光更胜往昔。
昔日的养殖户们在湖畔开起了农家
乐，走上生态旅游发展之路。随着交
通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前来鲁班湖的
游客也日益增多。

下图为风光旖旎的鲁班湖。

浙江省桐庐县境内，年代最
为久远的考古遗址，就是出土了
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头盖骨化石的
延村洞。

延村洞，原本是桐庐县分水
镇盛村延村自然村一个普通的山
洞。2000年5月，当时的延村人
为发展旅游业，在开发延村洞
时，发现了大批动物骨骼、牙齿
化石和一块人类头盖骨化石。经
浙江省自然博物馆、南京师范大
学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鉴定，延村洞出土的
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年代为晚更新
世，是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旧石器
时代晚期。

这一考古发现，在当年引起
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对出土化石
的年份再次进行了权威鉴定，还
对这一考古发现的重大价值和意
义进行了界定：延村洞古人类头
盖骨化石的出土，是浙江有史以
来最重大的一次古人类考古发
现。填补了浙江人类历史从5万
年前的“建德人”到 7 千年前

“河姆渡人”之间的历史空白，
对研究浙江的人类发展乃至我国
人类发展与演化有重要意义。

夏至时节，我在两位文友的
陪同下，驱车前往分水，奔赴延
村。车子沿天目溪溯流而上。入
保安源，四周都是绵延的山峦，
主干道沥青路平坦宽阔，两旁不
时相遇一座座村庄及崭新的民
房。然而一万年前，这里该是多
么原始和荒凉。这样想着，车子
左拐进入一个山坳，一直往里，
是一个小村庄，这就是延村。穿
过村子，水泥路变成一条土泥
路，又绕过一座小水库，车子在
一块空地停下。下车，步行，再
往山里，不久便到达目的地。

泥路旁是一条小水沟，沟旁
即山脚，岩石间有一大一小两个
溶洞。大洞上方张挂着“延村洞
古人类遗址”白底红字标识。我
迫不及待跳下路坎，扶着洞口的
树木毛竹围栏向洞中张望。只见
洞里积着一潭淡绿色的清水，几
尾石斑鱼在悠闲游弋。向里望
去，洞穴不大也不深。当年，延
村曾流传一个说法，村里有一只
狗从这里进入，久不见回，后来
说是从山背面的一个洞口走出。
神秘的传说激发起村民的好奇心
和想象力，于是大家决定开发山
洞，希望能发现一个如同瑶琳仙
境般神奇的溶洞。然而事与愿
违，山洞并不深邃，更无奇景，
却出乎意料地发掘出动物骨骼、
牙齿化石和人类头盖骨化石。动
物种类包括水牛、黑熊、猪、赤
麂等，其中还有在晚更新世就已
经灭绝的中国犀。考古工作者在
发掘考察中，还在溶洞里发现有
木炭层。

这个平常无奇的山洞，让我
的思绪穿越到遥远的洪荒时代。
我猜想，当年，在此穴居的先人
应该三五成群，甚至更多。他们
白天外出采摘野果，狩猎野兽；
夜晚在洞中用火烤食兽肉。兽骨
兽齿或许在食剩后就地掩埋。在
延村洞中埋葬的先人和掩埋的兽
骨，料想一定还有不少，然而，
大部分残骸遗骨在漫长岁月的流
逝中都已化为尘土，烟消云散。

经历时光的磨砺，极小部分兽骨、
兽齿和唯一一位先人的头盖骨，
竟然变成了化石，有幸保存至今。

洞口的泥石已堆积成堤坎，
溪水潺潺，爬回泥路上，路面几
乎已经与洞口中部齐平。环顾四
周，山势并不高峻，山形也柔和
舒缓。山坳之间，在万年沧海桑
田之中，地势应该抬高了许多。
但幸好没有掩埋整个洞口，也幸
好万年来这一带没有发生过地
震。否则，这些化石遗物，也不
会重见天日了。

延村洞遗址的发现，让这个
400 多人的山区小村名声渐大。
延村人开始打造考古特色文化

村，着重弘扬“三古文化”，即
古人类、古树、古道。

返回村中时，我想下车去村
里走走，一位中年妇女很热情地
带我们来到她家。这是一幢四层
楼房，一看便知是新造不久的。
墙上挂着“三古榧王居”招牌，
原来是一家民宿。女主人十分好
客，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给我
解暑。言谈中她告诉我，民宿刚
开业半年就尝到了甜头，此后便
遭遇疫情的影响。但女主人还是
十分乐观，很开心地告知今天就
有一批客人要来入住，是一个疗
养团队。

我问她为何叫榧王居。喏！
我家旁边就有一棵千年榧王。说
着，她热情地带我去看榧王。这
是一棵树杆粗壮、高大挺拔的香
榧，是名副其实的古树，雄踞于
山脚下。旁边就是一条古道的起
点。女主人手指远处告诉我，她
小时候村里沿山脚一排有七八棵
古树，现在只剩两棵香榧了。尽
管让人遗憾，但从这棵千年榧王
看来，延村自古以来的确是个宜
居的好地方。

人类的起源、进化和发展，
总是与大自然紧密相关。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同样，那些自然
环境好的地方，也总是格外受到
青睐。从洪荒之时开始，延村一
带就是这样的地方，延村“三
古”就是明证。这也说明，分水
江富春江流域，从古至今都为人
类生生不息创造了良好条件。

数万年来，在 1829 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从延村洞开始，一
代又一代桐庐人，延绵不断地开
创桐庐的文明史，书写桐庐历史
的一页页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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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份，去安徽西溪南避
暑，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藏在黄山脚下的古村落，
以它饱满的绿意浓荫和绕村穿巷的
潺潺溪流，迎接每个躲避酷暑喧
嚣，寻求清凉宁静之人。

走出景区停车场，便能看到一
条长长的古桥，横亘在千年的丰溪
河上 （又名丰乐河）。桥下是缓缓
流动的河水，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
山，古桥，将人引至朝北的村口。

一入村口，这座始建于中唐、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向
你迎面走来：一间间清代（还有少
数建于明代） 徽派民居粉墙黛瓦、
高脊飞檐，还有精美的砖雕、木
雕、石雕，让人目不暇接。

枕山、临水，是古徽州民居选
址的一大特色，西溪南也不例外，
且是典型代表。村北紧挨着一条宽
宽的浅沟，清澈的溪水源源不断地
沿沟自西流向东。溪水两旁，一是
西溪南村，一是生态湿地。

数不清的粗壮、高大、苍劲
的古树，长在溪水两旁，它们巨大
的树冠遮天蔽日，带来的浓荫与
树下潺潺的溪水形成完美搭档，
给人以铺天盖地的清凉，让夏日也
透心凉。

沿溪一路向上，还会遇到几处
更宽阔的水面，偶有窄窄的木桥、凹
凸的石板依于水面之上，容人小心
通过，去看对岸的湿地水草、乔木。

古树、浓荫、溪水、木桥，炎炎夏
日，西溪南，拿出了所有的诚意。

也可不必追溪而行，随意选条

巷子，穿过去，便可达南边的村
中。村中亦有溪流。不过，与村北
相比，这里的溪水要白浅些，能见
底，它们干干净净、温和地流淌着。

古徽州人充满了智慧，多临水
而居，让从高山上流渗下来的溪
水，从村中、从家门口流过。门前
有了流动之水，心里便踏实很多，
也很治愈。

由于尚未被过度开发，村中除
了少数民宿外，依然住着很多原住
民，也因此保留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和烟火味。走在村里，随时能看到
放暑假骑着自行车的孩童，他们叮
铃铃按着铃铛，欢快地从人身边疾
驰而过；门口坐着摇蒲扇的老人，
个个慈眉善目，满脸的皱纹，像极
了祖父祖母。

村里还有一块块菜地，各种时
令蔬菜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长得
异常茂密。若是吃不完，村民便会
将西红柿、玉米、黄瓜、瓠子、豆
角等摆在家门口卖，鲜嫩得很，价
格也便宜，绝无宰客之意。自家产

的，卖的就是一个随意。
凌霄花，可能是西溪南的村

花，它们爬过墙头，在亘古不变的
灰白间，绽放出一簇簇热闹、大方
的鲜黄来，一点也不违和。

西溪南的景点有很多，老屋阁
和绿绕亭是其中一部分，它们合于
一处：绿绕亭守站在老房阁的南
下角，老房阁则以一大面素白的
墙，默默无语地站在一方碧绿的
池水边，与天光云影一起，在池
水中共徘徊。又像极了一块巨型幕
布，等天黑后，来一场露天电影，
或是水幕电影，讲述千年古村的古
老故事。

出村，便能看到一大片浅滩。
上游的溪水，漫过一道道长坝，不
急不慢地朝下流，形成瀑布，再落
到浅滩上，浅滩便成了游泳、戏水
的好去处。

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尽情地玩
耍、嬉戏，不用担心溺水，因为水
实在是很浅。西溪南的孩子们，在
夏天是快活的，不用去室内游泳
池，拿上个游泳圈，呼朋引伴跑向
浅滩，在天地之池里就能玩个尽兴。
现在，远道而来的孩子们也可以。

因为原生态，西溪南被誉为徽
州老堂前、黄山新客居，它还有更
多的美誉：当代桃花源、香格里
拉、绿野仙踪……但西溪南，应该
是不需要这些美誉的，它能存在千
年，就已是人间至美了。

上图：游客在安徽省黄山市徽
州区西溪南湿地赏景。

施亚磊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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