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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天 下行 天 下

抱塘，一个不过 6 平方公里的
苗族村寨，像一颗晶莹碧绿的绿宝
石，镶嵌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清水江畔的山旮旯里，远离
繁华，一旦涤尘去垢，立见光华四
射，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满目青山披锦绣

从清水江边的三门溪沿抱塘溪
南进 5 公里，便到抱塘村口。抬眼望
去，一排参天古树径奔眼底而来！伫
立红桥，但见一湾秀水，绕村流淌；
四面青山，碧绿苍翠，抱寨环峙。溪
流不大，但终年不枯，穿山劈谷从深
山涌出，犹如慈母的乳汁，哺育着村
中的苗族儿女。青山不高，四季常
青，立地擎天，形同严父的胸怀，呵
护着四野生灵。走下溪，鱼翔浅底，
蟹觑岩穴；登上山，兔奔灌丛，鸟语
花间。进入山中，密密树林中，有青
杠、枫树、麻栗、榉木、香樟、楠木等
杂树；山湾坡垅上，有连绵千亩的茶
油树、桐油树、板栗树等经济林木；
当然，绿盖千山的是杉树，松涛万顷
的是松林。参天乔木下，遍布奇花异
草，野菌蘑菇。丛林中，隐匿着野兔、
野猪、野羊、穿山甲、野鸡、锦鸡、竹
鸡、画眉等飞禽走兽。

回身转目，只见田园阡陌间，群
楼拔地起——宗祠、窨子、木屋鳞次
栉比，错落斗彩；村头寨背后，万竿
参天翠——楠竹、苦竹、贵竹遮天蔽
日，参差争青。朝立山巅，清风徐来，
满目青山披锦绣；暮踱阡陌，香气氤
氲，一望古寨笼烟霞。春临抱塘，万
木争春，鸟语花香；夏游抱塘，熏风
送爽，绿水添凉；秋访抱塘，枫丹谷
黄，梨橘凝霜；冬走抱塘，米酒千觞，
原味悠长。

因有清水江和古驿道，抱塘500
年前就吸纳了荆楚文化和汉文化，
村民善良淳朴，民俗风情浓郁。四月
初十赶歌场，六月初六晒家谱，是四
十八寨歌场重点活动之一。

鳞次栉比窨子屋

走进抱塘，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鳞次栉比的窨子屋，始信“抱塘的
窨子”此言不虚。小小抱塘村，家
不过百余户，人不足七百口，世代

农耕，兼营林业，山窝窝里怎么会
冒出这么多窨子屋？

据村中老人介绍，抱塘起源于
元代，距今已有 700 多年历史。最
先迁居此地的是吴姓，其次是粟
姓，第三是潘姓，之后李、刘、
罗、龙、杜、覃、谢诸姓陆续迁
此，最后达到10多姓。各姓人迁到
抱塘后，散居于老寨坪、对岸寨、
麻寨、对安田、枫木冲五个地方。
地分散，姓不同，但奇怪，每天各
家的牛放出去，总会自动聚集到抱
塘来，啃吃这里的粽子叶。人们觉
得蹊跷，于是请地理先生来看，地
理先生架罗盘、观山形，然后煞有
介事地说：“这抱塘地形是个金包
鱼，吃剩有余，谁坐谁致富。”各
户一听，便争先恐后搬到抱塘，聚
居成了一个大寨子。

抱塘寨从明洪武年间兴起 100
多年后，达1000多口人，清康乾盛
世达鼎盛时期，抱塘已形成了一个
繁华的集市，长街短巷数百米。市
面上有绸布店、豆腐店、百货店、
小吃铺、屠夫摊、伙铺、客栈等店
铺，琳琅满目，五彩缤纷。

是什么东西撑起这个世外桃源
似的繁荣市面？是木材，是古驿
道。清康乾时期，抱塘自产自销成
材杉木面积达 1 万余亩，南来北往
的木商，常住抱塘或三门溪，将采
购的木材扎成掛子 （小木排），从
抱塘溪放出三门溪，然后扎成大排
顺清水江放下洪江。这其中，抱塘
人可获三笔收入：销售木材收入、
客栈食宿收入、扎放掛子收入。如
此年复年，月复月，日积月累，抱
塘人的腰包逐渐鼓胀，仓廪渐渐充

盈起来。有了原始积累，抱塘人雄
心大发，购油山，买田地，趁农
闲，做生意。东走花里到竹林，南
经龙塘出靖州，西过中寨走锦屏，
北出三门溪，顺水下远口，出湘楚。
贩卖丝烟，倒腾布匹，贩运食盐。寒
来暑往，斗转星移，抱塘形成了个从
东到西、由南至北纵横 270 米、一色
青石板铺墁的大驿站，商贾云集；抱
塘至湖南靖县大堡子的羊肠路，变
成了 15 公里的花阶宽驿道，马帮不
绝。驿站驿道让抱塘人大获实惠，客
商食宿和生意利润收入都不菲。

于是清乾隆四年，由木材和驿
道造就的抱塘第一个富翁，在抱塘
悄然竖起了第一幢窨子屋。这幢窨
子屋长五丈，宽五丈，进深五间，
横对称三间半。中间一个大花园，
两个天井。

随着木业的日益兴旺和生意的
日益兴隆，抱塘的富户如雨后春
笋般地涌现，从乾隆至嘉庆年间，
窨子屋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最后
达到了20幢。

抱塘人在搞木材做生意的同
时，兼抓教育，于乾隆二十一年创
建了凤鸣馆，凤鸣馆开办以后，坌
处、杨渡溪、三门塘、中寨等都有
学子来就读。如今，凤鸣馆舍早已
倾圮，仅余“凤鸣馆碑记”碑尚存
于寨背井坎边。

抱塘人在大兴土木修建住房的
同时，还兼顾公众出行的方便，大
兴公益事业，修井、架桥、铺路。
尤其是寨内的巷道，东西南北，纵
横交错，全用青石板铺就，每条巷
道交汇处均呈“丁”字形，无一条
交叉而过，故外人入寨，如入迷

宫。为长富久安，抱塘人把村口外
两座横跨抱塘溪连通古驿道的风雨
桥尊称为金锁桥和银锁桥，意为把
抱塘的金银财宝永锁抱塘不外流。

山歌嘹亮一家亲

抱塘及附近的中寨、三门塘、龙
塘、新寨、高坡、花里、湳头、棉花等
村寨，千百年来，苗、侗、汉三个民族
杂居其间，亲如一家。这里的村民，
不论苗、侗、汉民，遇苗说苗话，遇侗
说侗语，遇汉说汉话，寨与寨之间，
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并不存在语
言上的障碍。

据史载：苗、侗先民，在夏、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就溯沅江
到清水江沿岸定居。明、清两朝开
发清水江一带木材，湖南、湖北、
江西、江苏、安徽一带的汉人木商
也散住清水江边各寨；加上明朝初
期，朝廷为巩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的统治，从中原不断派来军队在当
地驻扎，后他们也成为当地居民。
故形成苗、侗、汉民相互杂居，习
俗相互融合，语言相互融通这一独
特的语言文化“奇观”。

抱塘的歌场文化也很有特色。
在抱塘周边相距不到10公里的范围
内，有平芒、三门塘、新寨、天华
山、龙凤山、四方坡、阿婆坳等著
名歌场。抱塘歌场场址就在其村边
红桥桥头树林里。每年农历七月十
五日 （俗称七月半） 开歌节，十里
八乡的民众集中到抱塘歌场，或一
天或连续数天，在歌场上男女对
唱，以歌传情；或相互盘答，以歌
达意。歌词采用比喻、叙事、夸
张、借喻等多种手法，随机应变，
巧妙穿插，直接演唱。歌场中苗
人、侗人、汉人语言虽不相同，但
唱山歌时，却一律用侗语演唱。

每位山歌爱好者，在同一歌场
上，都能流利用“河边调”“高坡
调”“青山调”“阿哩调”这四种唱
腔演唱同一主题的山歌。“河边
调”唱腔似清流叮咚、甜润绵柔；

“高山调”音调嘹亮，声震山谷；
“青山调”如林中画眉，音色抑扬
顿挫，婉转悠扬；“阿哩调”唱腔
活泼、欢快，使听众如醉如痴。

“四十八寨”侗、苗民歌，地方特
色突出，经久不衰。这一独特的歌
场文化，千百年来，一直保持至今
仍未改变。

以抱塘为代表的“四十八寨”
语言和歌场文化，是一块不可多得
的民族文化瑰宝，也成为民俗专家
学者和游客纷纷来抱塘的原因。

一望抱塘笼烟霞
游浩波

夏日炎炎，行走在草木茂盛的老
峨山上，满目苍翠。俯首是碧波荡漾
的澄怀湖，驻足可闻寺庙内悠悠钟
声。翠竹、绿树、流水、清风，融合
成一支轻盈的乐曲，满足着游客对夏
天清凉的向往。

老峨山又名“老峨眉”，海拔
1142 米 ， 地 处 四 川 省 丹 棱 县 张 场
镇。据丹棱县志载：“佛教入蜀，兴
于老峨山，再传二峨山”，素称“佛
教 入 蜀 第 一 山 ”。 老 峨 山 是 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为总岗山脉成都
南来第一峰，拥有灵山睡佛、金顶佛
光、宝子古刹以及东坡岭等自然和人
文景观，可领略“金顶东领三千顷，
平原南来第一峰”之壮美。

老峨山是“成南清凉地”，夏季
气温低平原 5℃，森林覆盖率超过
90%，是“远离尘世、临近都市”的
休闲避暑胜地。

登上老峨山，上千亩依山而建的
高标准茶园随着山势连绵起伏，三五
成群的采茶人星星点点散布其间，一
阵微风飘过，满是茶叶鲜香的味道。

老峨山种茶历史传承千年，禅茶
文化香飘世界，茶马古道遗址见证

“茶马互市”历史。2021年，四川老
峨山茶业有限公司成功对接乌兹别克
斯坦最大茶叶进口贸易商。四川 （丹
棱） 中高端绿茶出口乌兹别克斯坦，
实现了四川中高端茶叶规模化直接出
口零的突破。

坐落在老峨山脚下的峨山村，有
茶叶种植面积 5000 余亩，以老峨山
度假、休闲、养生文化为本底，以牟
家手工茶制作技艺和茶叶文化院坝为
载体，将老峨山佛教文化与茶文化有
机融合，构建以“禅修文化体验、神
茶养生休闲、禅意怡养度假”为主题
的复合型景区，不断传承发扬中国茶

文化；连续举办 5 届“茶文化节”，
开发以茶叶观光、采摘、制作为基础
的体验类项目；以“禅茶文化”为产
品定位，在老峨山景区内开发民宿、
文化共创空间等业态。引导鼓励村民

从事特色餐饮、茶叶文化体验经营类
项目，让游客感受茶文化“廉、美、
和、敬”的理念。目前，老峨山牟家
手工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农业农村
遗产名录。

截至目前，峨山村开办茶叶企业
5家，注册茶叶商标16个，发展特色
民宿 （农家乐） 22 家，带动村民就
业300余人，吸引返乡创业人员50余
人，农民实现人均年增收3000余元。

传承千年的“六月六”朝山会是
成都平原祈福盛会和省级非遗名片。
朝山会起于隋，兴于明清，是集朝山
祈福、拜佛悟道、避暑游玩、文化表
演、物资交易、民间文化艺术交流等
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世代相
传，久盛不衰，如今已成为丹棱县一
张靓丽的旅游金字招牌。

“今年在老峨山举办的‘六月六’
朝山会活动更丰富、游客体验感更
佳。”据丹棱县文旅公司副总经理刘林
介绍，今年的朝山会设置有汉服巡游、
民俗演艺、评书、茶艺表演等各类场
景，新增“五福门”打卡盖章、登山祈
福、投壶射箭摸鱼、美食街等体验业
态，实现与玻璃吊桥、喊泉、游船、丛林
穿越等项目相互促进，游客热情度和
体验感进一步增强。

“仅活动当天，老峨山景区接待
游客就突破 7500 余人次，创恢复性
开山以来历史新高。”刘林介绍。

题图：壮美老峨山。
张蒙军张蒙军摄

盛夏，夜幕降临，浙江义乌
市大陈镇上坑仁村热闹起来，一
波波市民和游客朝着上坑仁村的
水上集市赶来。如今，该水上集
市是周边市民及游客消暑旅游的
热门目的地，但集市周边交通不
便，今年以来，上坑仁村联合溪
后村，以水为媒共同开展接驳观
光服务，一条基础设施完善、旅
游体验升级的“水上共富带”就
此串联起来。

“通过党建联建，我们赶上了
致富快车！”大陈镇党总支书记楼
永健感叹道。今年以来，大陈镇
以党建+农文旅融合为重点，推进
共富党建示范带建设，即在村党
组织结对共建的“村村抱团”党
建带上，由带上的产业强村带动
村集体经济弱村发展，通过延伸
产业链、农文旅协同发展等模式
共建帮带致富。目前，已串联起
八都、九都、十都3个地理区块示
范带，涉及32个村。

处于共富党建示范带顶端的
上坑仁村，以“水韵上坑仁”IP

为核心，在河道溪流旁搭起 50 余
个集市摊位，游客们在市集中可
以 品 尝 网 红 美 食 ， 欣 赏 音 乐 表
演，购买特色文创，体验游泳乐
趣。自7月开业以来，水上集市游客
接待量从 2022 年的 12 万人次增加
到现在的2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80
万元。超高人气带动示范带上 8 个
村近2000人融入旅游产业链。

溪后村、上坑仁村的致富之
路，是义乌市大陈镇党建共富示范
带的缩影。以楂林区域八都共富党
建示范带为例，示范带以马畈村为
核心，以大陈小集展销馆为共富实
践观察点，联动马畈奇幻乐园、上
坑仁水上集市、溪后国际赛车公园
等 8 个村集体产业项目，成功打造
了“儿童友好型”文旅示范带。

“下一步，大陈镇将继续推进
党建共富示范带建设，延伸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推动 32 个村协
同发展。”大陈镇党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秀
美村庄走出深闺，更多独特风景
成“致富钱景”。

暑期，乘坐中老铁路国际
旅客列车观光旅游，成为许多
游客的新选择。进入车厢内，
安静舒适，窗外美景连连，一
路风驰电掣中，景随车移、车
行画中。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国铁昆明局”）的中
老铁路野象谷站，被称为绿色
环保典范。建设时主动避开野
象主要活动区，深挖隧道穿越
山体，实现线路不穿越原始森
林进站，加装数十公里的野象
防护栏等，减少铁路对野生亚

洲象的干扰。
走进中老铁路磨憨口岸

站，广场花团锦簇、绿树成
荫，车站两旁整齐排列着一座
座美丽小院。磨憨站站长周明
波介绍说：“我们通过交错种
植灌木和乔木提升空间立体
感，构建可持续、低维护、地
域特色鲜明的植物群落景观，
让‘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

游’成为现实。”
国铁昆明局把持续推动

中老铁路提质升级作为建设
绿美铁路的重中之重，努力
打 造 中 老 铁 路 绿 色 “ 黄 金
线”，深化“精品站房、美丽
站区、绿色长廊”建设。在
中老铁路勐腊至磨憨段和磨
憨站2个绿美交通标杆典型示
范项目沿线，国铁昆明局因
地制宜，交错布置红桑、叶
子花、变异木、九里香等绿
植，绿化面积达6万平方米。

截至今年 6 月 20 日，国铁

昆明局已按计划建成绿美铁路
客运站 17 个、绿美铁路线路
140公里，栽种绿植68万株。

据国铁昆明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未来将用 3年时间，在中
老铁路、沪昆高铁、弥蒙高铁、
大瑞铁路等 12 条线路建成特
色鲜明的 46 个绿美铁路客运
站，增加铁路沿线用地范围内
绿化美化面积500公里。

老峨山上觅清凉老峨山上觅清凉
王明峰 程欢悦程欢悦

绿美铁路引客来
杨文明 许崇官

“共富带”串起大陈“夜经济”
金佳璐 刘 颜 陈昊雯

“复兴号”动车奔驰在中老铁路元江特大桥上。 杨紫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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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塘全景。 蒋家林摄抱塘全景。 蒋家林摄

抱塘村一景。 龙 华摄 抱塘民族歌会场景。 蒋家林摄抱塘民族歌会场景。 蒋家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