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副刊 2024年12月27日 星期五 广告热线：3350822 3333548
攀枝花新闻网 http://www.pzhkai.com邮箱：scpzhrb@163.com

编辑 胡波 版式编辑 郑燕

□吴兴刚

辰时 晨韵食光
曙光宛如轻柔的指尖
带着丝丝温柔与好奇
缓缓地抚触米易的静谧
那薄雾似娇羞的纱幔
一点点地散去
街巷似被唤醒的睡眼
渐渐泛起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息
牛肉米线的暖意
像儿时的甜蜜糖果在舌尖悠悠游弋
那一碗香浓高汤
恰似祖母清晨的慈爱关怀
满满盛下晨曦的慷慨赠予
每一口都是生活的温柔问候

巳时 景途逸情
颛顼龙洞之中
石乳似古老的智者
静静地诉说着天地秘语
我仿佛能听见岁月的轻声呢喃
公交如欢快的精灵
往来穿梭在城乡之间
编织起那充满人情味的诗意纽带
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新成昆铁路像神奇的时光桥
将遥远的时空距离大幅缩聚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似老友相伴
引我探幽这方盛景绮丽
每一步都充满期待与惊喜

午时 食香聚情
铜火锅里
时光仿若被耐心的母亲缓缓炖煮
各类食材似热情的乡亲纷纭汇聚
米易的山药、莲藕、萝卜，
是大地的质朴馈赠
鸡肉、腊肉、排骨与丸子
在锅中欢快地交融
烩就生活的醇厚真味
那是家的味道，暖人心脾
梯田之上金芒耀目
映照着傈僳人世代的坚守与希望
如父辈们挺直的脊梁
稻香咖啡袅袅
像午后的一缕闲适思绪
晕染开午后的一抹清幽
让心灵在这方天地悄然沉醉

未时 养身润心
康养中心之内
疲惫身躯仿佛被天使的羽翼温

柔抚慰
专业的护养者带着亲切的笑容
如邻家兄弟姐妹般贴心
农特产品琳琅
像米易递出的一张张热情名片
携着满满的善意情味
小憩后漫步闲游

小城似亲密的爱人
用它的每一处角落拥抱我
悄然埋下健康的伏笔暗记
让我感受到无尽的呵护与关怀

申时 园城漫履
公园城市画卷
那绿意似巧手的工匠精心编织梦境
河滨公园的长廊如时光的回廊
漫步其间，似与往昔美好邂逅
易园像心灵的静谧港湾
盛纳下悠然闲适的心灵
能听见内心花开的声音
湿地公园鹭影蹁跹
宛如儿时的歌谣在风中低吟浅唱
一步一景如画
尽是安宁祥和的缩影映像
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满心欢喜

酉时 茶韵夜宁
茶馆之中香茗袅袅
我静对晚霞的渐渐凋零
似在与时光默默对话
围炉夜话情浓
好友围坐
烤出幸福满溢的光影
那是友谊的火焰在跳跃
家风馆里安然
时光仿若被施了魔法悄然停驻凝固
我在故事与传承中感受岁月的沉淀
米易的夜啊
遍洒温馨似繁星密布
如母亲的怀抱，温暖而安心

戌时 动魄逸兴
体育馆内热潮翻涌
激情于汗水之中凝聚
似青春的热血在这里沸腾
恒温泳池澄澈
那是四季畅泳的欢乐天地
能看到梦想在水中荡漾
运动场上驰骋
与新结识的知心挚友同欢共娱
我们的笑声在空中交织

河畔微风轻拂

祥和与时尚交相辉映熠熠

如生活的多彩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亥时 眠梦幽情
民宿夜深人静
虫鸣协奏伴月的宁谧
似大自然奏响的摇篮曲
康养佳地幽处
卧听自然天籁的妙韵
仿若与星辰共眠
二百余家宿所
宛如一个个安歇港湾欣然相迎
米易的民宿里
处处盈满家的温馨暖意
让漂泊的心有了栖息之所

□芦长福

仁和区太平乡先锋村，海拔最高处
有2200米。

车子进入太平乡境内，就行驶在山
脊上。通过车窗向外看去，两边都是山
沟，很是险峻。满山生长着茂密的树
木，有松树、青杠树、桉树，还有一些我
叫不出名字的树木。这时，车上的李老
师指着山下的一条小河沟说，那里曾是
猕猴栖息的地方。

我向下望去，尽管已经看不到猕猴
了，然而我却看到山下的山沟里，一条
小溪在淙淙流淌。有两只松鼠在树上
嬉戏，还有几只鸟在树木之间飞来飞
去，给这寂静的山野增添了几分灵性。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
子终于开到了村口。站在高高的山岗
上，向远方望去，群山连绵，山间漂浮着
一片片云雾。置身于满眼碧绿的群山
之中，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感到很惬意。我们一行五人来到公路

旁的牛圈，看到牛圈里面有十几头黄
牛，还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牛犊。看着招
人喜爱的小牛犊，我想过去摸它一下，
结果它却认生，不让我碰，一下子就躲
到母牛后面去了。

一路上，我们遇到无论是在田间劳
作的人，还是在山坡上放牛羊的村民，
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一个挂着“攀枝花市仁和太平中
小学先锋教学点”牌子的大门口前，有
个人向我们招手。普老师说，那个人就
是我们要采访的沙玛阿逸老师。

沙玛阿逸老师原来是盐边县高坪
乡人。一次机缘巧合，老师来到了先锋
村。当时的先锋村还是一个“三不通”
的地方，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全靠肩扛
马驮送上来，到最近的太平煤矿赶集要
两天时间，许多村民几个月都不出山。

每天上课，沙玛阿逸老师都要讲三
种话。首先给孩子们讲普通话，普通话
听不懂，就用四川话解释，四川话还听
不懂，再用彝族话解释，常常讲得口干

舌燥。由于山区条件艰苦，加之繁重的
教学任务，沙玛阿逸老师也苦恼过、犹
豫过，但看到孩子们那渴求知识的眼
神，坚定了干下去的信心。

一万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沙玛阿逸
老师一直坚守在这高山上的三尺讲
台。34年来，沙玛阿逸老师教过的孩子
中，有 2 人考上了研究生、11 人考上了
大学本科、4人考上了大学专科，得到了
上级领导的认可和家长的好评，还被评
为“四川省优秀教师”。

离开时，我回头望去，看到教学楼
上面写着“学好知识，学会做人，走出大
山，改变命运”，感触良多。

告别沙玛阿逸老师，我们来到了先
锋村党支部副书记何友亮家里。说起
如何带领乡亲们走致富路，他顿时打开
了话匣子。过去，村民们只种植玉米等
单一农作物，产量低、收入少。为了改
变乡亲们穷困面貌，攀枝花不断加大农
业设施建设力度，走精品农业发展道
路。目前，先锋村所有贫困户全部脱

贫，80%以上村民养了牛羊，整个山村
是成片的核桃树、成群的山羊。先锋村
已规模种植核桃、花椒等高山无公害农
产品 3000 多亩，牛羊存栏数 5000 只，
年人均出栏量超 10 只，农业生产发展
蒸蒸日上。

访谈中，当问到当前影响先锋村村
民增收的最大问题时，何友亮感慨地说：

“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道路问题，这也是
全村人最关心的问题。人们常说‘要想
富，先修路’，对我们位于太平乡海拔最
高的先锋村来说，修路尤为重要。”

得知我们要走了，何友亮有些不
舍。车子开出了很远，我回头看到，何
友亮还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向我们不停
地挥手。

平凡的人物、平凡的事迹，却在默
默付出中成就了许多不平凡。沙玛阿
逸、何友亮……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付
出，汇聚成一个个文明、和谐、温馨的音
符，奏响了精神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乡村
交响乐。

□赵孝云

自古金沙负东流，而今筑坝壮志酬。

防洪护岸安澜固，发电利民福祉留。

湖光山色清风爽，翠影摇波景致幽。

巧手绘出新天地，光辉大业惠千秋。

□田青霞

冬春
暮冬十二月
粉色的异木棉花 红色的火焰

花 桔色的炮仗花
尽情绽放
条条大路竞芬芳
花城处处洋溢着暖阳
或许仅仅只是一条回家之路
已然通往春天

炮仗花
冬月
暖阳上墙
簇簇桔黄的炮仗花
打开小喇叭
倚靠门口
和农闲的老人
聊天
垂挂的蜜意潺潺
牵缠的喜悦涓涓
路过的羊子
望了一眼
又望了一眼
风里就多了一份
久违的安详

火焰树
沉淀了不知多久
这些健硕之木
终于无忧无虑
于末冬
倾吐出心底的烈焰
朵朵浴火之花
坐镇于摇曳的枝头
宛若一支支火炬
抱团
把冬温暖
把城市扮靓
把夜空擦亮
把人的心儿也点燃

追梦异木棉
每个女人的骨子里
都有一个粉色的梦
这个冬日

你满载而归
在西南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
铺天盖地的异木棉花
设下百媚千娇的天罗地网
将你轻易俘获
未经雕琢的粉妆玉琢
让你圆梦天涯
风里飞扬 花里撒欢
天使 女王
你的山河岁月温柔有加
与此同时
遥远的你的北方故乡
大雪开花

一品红
某些地方
它是厅堂玲珑的摆设
而在花城
它是原野脱缰的庄稼
正值残冬
那拔节的明艳
那头顶的绚烂
如同蒸蒸日上的年华
红红火火
何惧寒霜来收割

羊蹄甲
惊魂一现的
何止是清雅的花朵
更有那独绝的碧叶
现在
阳光穿越枝条
千军万马的叶片
像羔羊蹄甲
从容行走在苍茫枝头
花朵因叶片的烘托更加曼妙
叶片因花朵的渲染愈显浪漫
无雪的花城
冬月的风铺开无限的温柔
拥抱它们的吟哦和摇曳
此刻
花是前世的莲
叶是今生的牵
生命轮回跋涉
羔羊脚踩青莲
只为圆满
这一树树盛放奇缘

□蒲永强

曾赞叹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赤水寒
更惊呼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看今朝

高峡出平湖
极目水波渺
这里得天独厚生铁树
烈焰红唇攀枝花
芒果飘香国内外
石榴汁红如彩霞
稀有宝藏更无数
水墨丹青苴却砚
天下闻名钒钛都

城市建设新布局
主城区现银江湖
水岸新天
江水绿如蓝
江鸟欢歌
渔舟唱晚
引无数英雄健儿
中流击水
风度翩翩

□吴兴刚

黄桷湾、马鹿寨，曾是两个不同的
行政村。黄桷湾位于雅砻江畔的山脚，
是生我养我的故乡；马鹿寨在那高高的
山上，是我小时候看到的太阳、月亮最
早升起的地方。

居住在黄桷湾务农的多是汉族，而
马鹿寨主要是彝族。因为曾经的乡政
机关驻地在黄桷湾，因为供销社、粮站、
卫生院等在黄桷湾，所以马鹿寨的彝族
同胞下山办事、购物到黄桷湾就是件很
平常的事。

往返马鹿寨、黄桷湾的路，曾是南
方丝绸之路的支道，为雅砻江西岸通向
安宁河畔的一条捷径之路。随着德盐
路的建成，穿越崇山峻岭的古道才少了
些马蹄和喧嚣，却依然保持着通行的功
能，满足着群众的交往。

记忆中的马鹿寨与黄桷湾隔得很
远。从黄桷湾到马鹿寨的路，弯拐勾
连，在密林中一弯又一弯，一拐又一拐，
盘旋而行，直线距离几公里的里程，硬
生生地拉成了十多公里。因此，山巅上
的马鹿寨，于幼年的我，自然是一种遥
不可及的巅峰。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的黄桷湾人，直到离开黄桷湾三十多
年，年近半百才第一次登顶马鹿寨。

与我比起来，过去黄桷湾的父老乡
亲，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很早以前就
登上了海拔2600多米的马鹿寨，他们
不再如更早一些的先辈，是往返麻陇、
草场、攀莲、会理等地的途经，而是带着
目的去的。父亲或许是黄桷湾去马鹿
寨最多的人。曾在乡政府工作的他，在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个月都要上
去一次，每次都要在上面吃住，短则一
两天，长则四五天，对那里的人和事几
乎了如指掌。前些年，又有近二十年没
去的他，看着已蝶变为旅游之地的马鹿
寨，亲切得不得了，看着大家探寻的目
光，他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免费“导游”。
对于黄桷湾的其他乡亲来说，他们到马
鹿寨，不是去工作，也不是去看风景，而
是去背洋芋。因为那时黄桷湾的人家，
普遍人丁兴旺，一家六七口人，人多田

（地）少，种出来的粮食不够果腹，而马

鹿寨盛产洋芋，所以乡亲们便用背篼到
马鹿寨去换洋芋。这一换，就留下了一
件让乡亲们牢记在心的事。于我，自然
就更是刻骨铭心了，因为这件事就发生
在我大伯身上。

我大伯既是个庄稼汉，又算个手艺
人，他会编筲箕、簸箕、撮箕之类的家用
制品，当然也能编背篼，因此人们就叫
他“篾匠哥”。

那年，他编好了两个一模一样的背
篼，到了马鹿寨的安叔叔家。当肚子里
填满了安叔叔家的洋芋片和酸菜萝卜
汤后，准备出发的他，觉得背篼里还能
装点洋芋，便请求安叔叔再装点。安叔
叔迟疑了一下，又捡了些洋芋，把背篼
装得冒尖尖，大伯用准备好的油纸往上
一盖，麻利地掏出麻绳捆好。谁知刚一
起身，他就打了个趔趄，差点扑在地
上。安叔叔扶住他，让他休息下再走。
大伯嘴说“没事”，人却坐了下来，轻轻
地叹了口气：“咋个的嘛，难道是吃胀
了，反倒没有力气了。”

安叔叔转过背，解开了大伯背篼上的
麻绳，叫安婶婶拿来一个旧背篼，一边把
冒尖了的洋芋捡到旧背篼里，一边对有些
疑惑的大伯说：“篾匠哥，你放心，这些都
是你的，过几天我下山，给你送上门。”

几天后，安叔叔到了黄桷湾。看着
满满的一背篼新新鲜鲜的大洋芋，憨厚
的大伯嘴唇动了动，一时间竟没有说出
一个“谢”字，但眼眶却是湿润了。临别
时，他拿出一瓶粮食酒，送给安叔叔，以
表谢意。后来，嘴快的大伯娘把这件事
摆了出去，整个黄桷湾和马鹿寨就有了

“篾匠哥背洋芋，一个背篼换两背，划得
着得很”的故事。

大伯当然划得着了，因为当时的规
矩是一个背篼换一背洋芋，背篼有多
大，洋芋就装多少，只要背篼装得起。
大伯“心厚”，想多装点，哪知身子却不
争气。后来，乡亲们分析说，那天就算
大伯勉强将那一大背篼洋芋背起上路
了，那左一弯右一拐的下山路也足以让
他“喝一壶”的。更凑巧的是，那天的那
个时间段，沿路几乎没有行人。倘若因
负重不慎跌落深山老林，发生不测的可
能性是非常大的。好在安叔叔不但理解

他、体谅他，让他多装了，而且还担心他，
因此没有让他冒险而行。更为难得的
是，后来，他还亲自免费额外送了些给大
伯，让他一家渡过了饥荒。两家因此结
为了“干亲家”，逢年过节，时常聚在一
起，喝酒，说知心话。时至今日，已八十
高龄的大伯“篾匠哥”说起此事，想起在
县城里安度晚年的安叔叔，依然感激不
已，称赞安叔叔是个“好兄弟”“好亲家”。

实际上，黄桷湾的汉族群众与马鹿
寨的彝族群众一直是好兄弟、好姐妹，
彝族群众下山了，黄桷湾家家户户的大
门都是敞开的，喝口水、说句话、问声
好、开点玩笑、打个“尖”，都是自然的、
正常的。黄桷湾的人想吃马鹿寨的洋
芋、干酸菜了，一时去不了，上面的人也
会顺便带点下来，送给汉族兄弟、姐妹。

二滩水电站建起了，昔日的黄桷湾
并入了马鹿寨，有了一个统一的村名
——马鹿寨村，村委会就在当年大家上
上下下必经的红椿树下。

堂哥家嫁姑娘。开席了，出生在马
鹿寨的彝族李老师感慨道：“我们这个地
方，不愧是当年的团结乡。从古到今，大
家都是亲如一家，互帮互助，睦邻友好……
今天我们一个村的人全部都来了。来做什
么？来嫁我们共同的女儿嘛……我们彝
家有喜事，汉族老大哥们都来帮忙，一起
做菜、一起喝酒……当然，大家聚在一
起，不单纯是为了喝口喜酒，而是因为我
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话音刚落，“芒果大王”接上了话
茬，“实际上，我们是打碎骨头连着筋
的。雅砻江的水抽上山了，彝家罗大哥
管得滴水不漏，让我们的果树吃饱喝
足。彝家兄弟需要芒果技术，我们也是
毫不保留……”

“我们村，不管哪家有大事小情，只
要知道了，不论汉族、彝族，大家都会齐
心协力，商量着共同解决。我们村嫁女
娶妻，老人去世，不需要专门通知，大家
都会不请自来。”村党支部张书记说，

“虽然如此，可我们讲究移风易俗，婚丧
嫁娶，不大操大办，不收高额彩礼，不收
大额的人情礼金，我们图的是人与人间
纯粹的感情，真正的礼尚往来。大家携
手迈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仇宝德

年末，攀枝花的农民朋友家家
户户开始忙着杀年猪，准备年货，远
亲近邻相互祝贺，成为热闹的事。

我认识的几位农民朋友，每当他
们杀年猪时，都会邀请我去作客，只要
有空，我就去参加，和朋友们一起喝茶
喝酒，唠唠家常，谈谈生活工作的变
化，这也成为岁月中一段美好回忆。

应仁和区总发乡板桥村村民罗
庭武的邀请，12 月 24 日一大早，我
去他家吃年猪肉。

从市区穿城而过，山风夹带着
泥土的气味从车窗外扑进来。来到
总发乡板桥村，映入眼帘的是满目
青翠，一片田园风光。

认识罗庭武 20 多年了，当年小
罗一家靠种芒果和蔬菜，一年收入3
万多元，后来小罗靠着自己的辛勤努
力，又跑运输物流，或到工厂打工，一
年收入有10万元。现在小罗一心扑
在芒果种植上，除了自己种的，还承
包别人家的地，种有芒果30多亩，一
年收入有16万元。小罗买了套200
多平方米的新农村连排别墅，在攀枝
花火车南站买了间商铺，儿子也成家
了，今年52岁的罗庭武当上爷爷了。

从山上拾来松树枝在院子里搭
起，绿叶青香下高朋满座，十分热闹。

来小罗家帮忙的朋友真不少，有
弄鸡的，有弄羊的，有打整猪肉的，还
有帮忙摘菜洗菜的，在厨房里做拿手
菜的都是村里的厨艺能手。

午饭是地道的农家菜——炒猪
肝、腰花，炒回锅肉，酸菜猪血汤，山
药炖猪蹄，萝卜炖羊肉，磨菇炖土
鸡，爆炒蔬菜，凉拌牛皮菜，农家蘸
水……五颜六色的菜，香味扑鼻，吃
起来更有胃口。村民们和我们高兴
地喝酒，聊聊家里高兴的事，说说今
年的收入，畅谈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的美好未来。

午饭后，大家有的喝茶打牌，有
的散步聊天。走在这宁静的乡村小
道上，冬日的太阳晒在身上暖融融
的，十分温馨。

年味，在攀枝花渐渐浓厚了起来。

花开冬月（组诗）

米易康养时光高高的山岗

年猪乐 从黄桷湾到马鹿寨

银江湖。 （张仟林 摄）

咏银江水电站 浅吟银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