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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纵横

路边种植的薄荷提取出
清新的薄荷露，用生物酵素
做成天然的手工皂……这是
笔者日前在沁阳走访时看到
的文创农业新场景。

在“设计河南”的大背景
下，当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
相遇，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长期专注于乡村文创设
计的“90 后”创业者周大翔
坦言，文创农业作为继观光
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
后，新兴起的一种农业产业
模式，“正方兴未艾，亦前路
漫长”。

其兴在于将传统农业与
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借助
文创思维逻辑，将文化、科技
与农业要素相融合，从而开
发、拓展传统农业功能，是提
升、丰富传统农业价值的一
种新兴业态；其漫长在于乡
村占有的人才、设计等资源
有限，亟待有规划地进行整
合。

设计赋能，样本在前。
河南省工业设计研究院为光
山县所设计的光山十宝、光
山十小宝、光山小小宝、光山
大礼包系列包装已为光山县
累计带来超过5亿元的营业
收入。

文创农业也早已不是新
鲜事。其起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是将科技和人文
要素融入农业生产，进一步
拓展农业功能、整合资源，把
传统农业发展为融生产、生

活、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农
业。其实，在农业文创化的
过程中，包装或设计只是末
端。而所谓文创，应该包含

“文化”与“创意”两个层次。
河南省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
王庆斌认为，文化是族群生
活方式，族群聚集演化过程
中的共有集体记忆，呈现以
往到现代的生活轨迹，可透
过历史、地理、人文、产业等
来展现。故而农业文创，则
应有“斯土斯民”的印记，否
则苗栗甜柿和日本甜柿就没
有不同。

休闲农业无文创便无灵
魂。因为文化是内涵、是特
质，是别人无法模仿和超越
的。那么，文创农业路径为
何？文创农产品农场、文创
农艺工坊、文创农品专营店
等专业型农业文创项目皆有
成功样板，文创主题农庄、文
创亲子农园、文创休闲农牧
场等类与农业休闲旅游项目
相结合，亦有成功范例。在
我市发展全域旅游及高能级
文旅的产业势能之下，其实
全市可待开发利用的农业文
创资源比比皆是。比如温县
的现代农业示范区，主要以
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现代
农业生产为主，可辅以参观、
体验等休闲度假服务。同
样，于其中并入文创农业，可
以更好地发挥其示范和游览
作用价值，亦具有十分广阔
的市场前景。

文创农业路漫长
□许伟涛

“我爱你”要在这里说才最
浪漫！休闲的时候，不用太远，
不用太累，来爱情圣地青龙峡，
一个专属的爱情圣地，这个

“520”，一起记录你们最幸福的
模样，见证你们的一生一世！

青龙峡景区内峡长谷幽、
山青水碧、群峰竞秀、层峦叠
嶂、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植被
繁茂、气候独特，峰、崖、岭、台、
石各有千秋，泉、潭、瀑、溪各具

特色，天然雕琢，秀色天成，堪
称山水画廊。乘船在高峡平湖
上享受这慢时光的惬意浪漫，
行走在青山绿水间，感受清凉
夏日。

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山盟
海誓——我爱你！就让每一天
的甜蜜从现在开始，在天空之
恋，与爱人相拥！

千年见证，共同许下爱的
誓言，期盼爱情像榔榆树，长长

久久，千年不渝！
爱的留言墙，写下你对恋

人的爱……让全世界都看到你
的告白！

9.9公里爱情公路，与最爱
的那个人许下一生一世的承
诺，并用一辈子去践行！

蓝天之下，碧湖之上，青山
绿水为你见证，你们的爱情长
长久久，直至永远！

绿野仙踪、云雾仙境、扶摇
直上，这样又仙又美的青天河
怎能不令人心动呢？趁此免票
良机，快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青
天河“嗨”起来吧！

绿野寻踪，探寻山野之趣。
夏天的青天河，风景旖旎，有着
城市间难得寻到的蓬勃绿意，漫
步在山间小路，仿佛被自然包围
一般，呼吸间都是山林的气息。

青天河云海，走进人间仙
境。青天河夏季多云雾，幸运
的话就能看到，被雾气包裹着
的郁郁青青的青天河，仿若一
幅水墨画美不胜收！

一湖碧水，两岸青山，欣赏
着美景，呼吸着大自然的新鲜
空气，沉醉在这宛若仙境般的
风景中。在青天河游览，你将
感受大自然的无限神奇。峡谷

深幽，栈道依水而建，曲曲折
折，引人入胜，沿道而游，如进
画中，步移景异，令人流连。

重温红色记忆，感受红色
文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梦
回知青岁月。

夜幕降临，月光下的青天

河别有一番风情，与白天的明
媚和煦相比，夜晚的青天河多
了几分神秘。

放松紧绷已久的神经，来青
天河尽情享受向往的山野生活！

上图 绿水青山青天河。
（照片由青天河景区提供）

5月，春未尽，夏初临，
“爱意尽露·浪漫奢营”，云台
山“520”露营节实力宠粉，5
月20日、21日免费发行“情
侣证”，每天赠送50对情侣、
爱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约饭、看电影、逛街……
这种俗套的约会方式已经毫
无新意，浪漫别样的约会才
是感情升温的加强剂。将蠢
蠢欲动变成进行时，暧昧因
此迅速升温，云台山专场露
营，让“520”过成诗，奔赴一
场山野的浪漫奇遇！

初夏，阳光开始绽放热
情，温和而不疏淡，热烈但不
拘束，天空沉静，草木欣然。
湖水缱绻，荡漾开无限柔情，
偶尔吹过的风，都带着花的

香气。
“520”云台山音乐露营

派对，解锁又野又甜的约会
密码，告白求婚、单身par-
ty、篝火晚会……欣赏夜幕
里的浩瀚星河，迎接清晨的
明媚暖阳，甜蜜升温！脱单
在即，你的爱情从云台山开
始！

群山连绵，溪流潺潺，听
飞瀑流泉在山谷中回响，远
离世间的浮躁喧嚣，拥抱山
中那股久违的清凉。云台山
清凉夏日最火爆玩法，网红
桥、浮桥、独木桥……

带着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登高望远，飞云直上，看看
那些未曾注意到的风景，感受
5月时光的美好与温柔。

夏夜漫漫，风凉月明。转
眼间，又到一年“520”，桃之夭
夭，灼灼其华，每一个甜蜜的瞬
间都值得珍惜，今年的“520”

“521”，宝泉山谷帐篷节对女士
免门票！

露营让你我更亲近！与你
一起走进帐篷营地，享受属于
你们的二人世界，在给那个

“她”拍个美美的照片，怎么拍
怎么美！

电音狂欢——音乐的告
白。她还在说你无聊不懂情
调？门口买两个荧光棒，你一
个，我一个，摇摆起来，一起沉
浸在音乐舞蹈的欢乐中！

烧烤啤酒大排档。在街边
吃过烧烤，在饭店、小吃店吃过
烧烤，在家里也吃过烧烤，但
是，你在山谷里吃过吗？野餐
可是露营必备，宝泉景区结合
本地特色烧烤，带给你地道的
烧烤味道。

浪漫星光夜市。每个人的
内心都藏着一个购物的欲望，

所以宝泉还准备了星光夜市，
各种各样的文玩、零食、小商
品，还有更多新鲜有趣的东西。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宝
泉为你准备好了女神专属，来
一场爱的邂逅，宝泉山水一起
见证浪漫，爱她就大声说出来！

山谷无限好风光。虽说晚
上的活动十分丰富，但是白天

不仅有活动，还有山谷的无限
好风光。另外，宝泉还会有不
同阶段的主题来搭配这次的山
谷帐篷节，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和体验，让你来过一次还想再
来。

下图 山谷帐篷节电音狂
欢。

（照片由宝泉景区提供）

又仙又美的青天河让人怦然心动
本报记者 齐云霞

爱情圣地青龙峡：浪漫“520”来点不一样的
本报记者 齐云霞

云台山“520”露营节实力宠粉
本报记者 齐云霞

这两日宝泉山谷帐篷节对女士免门票
本报记者 齐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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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视石榴为吉祥物，称石
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故石
榴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五月
榴花红似火，农历五月又被古人
称之为“榴月”，于是就有了唐代
诗人杜牧的那首《山石榴》赞美
石榴花：“似火石榴映小山，繁中
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玉钗上，
只疑烧却翠云鬟。”当然，历代文
人骚客也不吝笔墨，为之迷醉、
倾倒。有白居易的“一丛千朵压
阑干，剪碎红绡却作团”；有皮日
休的“火齐满枝烧夜月，金津含
蕊滴朝阳”；有陆游的“老子真成
兴不浅，榴花折得一枝看”；有杨
万里的“雾壳作房珠作骨，水晶
为粒玉为浆”……看来古代文人
大都“拜倒在石榴裙下”，对它的
美丽情有独钟。

而我更要赞美它无意争春、
唯执一红、花期持久的高贵品质，
仰慕它耐寒、耐旱也耐瘠薄的旺
盛生命力。由此，我会时常想起
老院的那棵石榴树。

曾经的老院里有一棵碗口粗
的石榴树，苍老斑驳的身驱努力
地生长着，硕大的树冠生生搭起

半院的绿荫。一进入农历
五月，红红的石榴花开满
枝头，红得灿烂、透彻，如
火似血。到了秋后，沉甸
甸的果实压弯枝头，经雨

淋日晒，开
裂的榴皮像
极了女子的

笑，透露着颗颗晶莹剔透的石榴
籽，红玛瑙般的俊俏。

“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
欲烧人”。五月那火红的石榴花，
给老院的人带来的快乐也是无穷
的。花开时节，天渐渐热起来，本
就不大的大杂院里，石榴树硕大
的树荫自然成了邻里休闲的好去
处。大家吃着不同的饭菜，谈论
着家长里短，其乐融融的情景至
今令我难忘。

大院里的孩子更关心的自然
是它酸甜美味的果实。其实，从
五月花开时就已经招来我等羡慕
的目光，见面总少不了一句“现在
能吃吗”。当然，那粗糙龟裂、方
便落脚的树身旁，成了我们经常
光顾的地方。中秋节到来，石榴
熟了，全院男女老少有的树上摘，
有的地下接，热闹非凡。那年月，
街坊邻居的亲情很是真切，除了
大院里住的，左邻右舍也能享受
这“榴膜轻明榴子鲜”的美味，在
那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显得尤
为珍贵。

伴随着老树的花开花落，我
渐渐了解了更多关于石榴树背后
的悲喜故事。

老姑是这棵石榴树的主人，
当年50多岁，高挑的身材，一双
大眼睛里满是慈祥平和，一头黑
发向后盘起，一丝不乱，透着几分
干净利落。一双“解放脚”总闲不
住，邻居忙时，热心的她总是帮着
带带孩子、照看一下煤火。老姑
与同院邻居非亲非故，可孩子们

总是亲切地喊她老姑。我们
住的大院是三间头、细窄的两
进院落。她住的上房和两间
厢房是自己的，做建筑工人的

儿子还是单身，房
子显得宽余。听
说她还有个在外
地工作的女儿，只

是没见过。老姑没工作，主要依
靠儿子那点钱，生活过得紧巴巴
的。好在她精打细算，日子还算
过得去。

比石榴树年头还老的大院，
以及南邻更大的院子曾是开绸缎
庄张家的房产。生意红火的张老
板，在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后再无
动静，求子心切的他有意再续一
房。五月，石榴树开花时，老姑也
进了张家的门。

老姑出身贫寒，自幼丧母，小
小年纪被继母卖到大户人家当丫
鬟，而后又被转卖给张家做填
房。二房的名分，干的却是推碾
拉磨、操灶做饭、缝补浆洗的活
儿，和使唤丫鬟没什么区别。几
年后，老姑没有生育。1940年，也
是老城沦陷的第三年，张老板去
世，张家也从此败落。大房带女
儿到娘家长住，老姑收养一养
子。后来，老姑的儿子加入建筑
社，每月能拿到固定工资，平淡的
日子过得倒也知足。只是儿子过
了结婚年龄，一直没找到对象，让
老姑操碎了心。

那时老街住的大都是旧买卖
人，身世如乱云，每个人背后都有
难言的故事。

那个石榴花开的火红五月，
老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小红灯
笼似的花蕾还未尽情绽放，就爬
满了浑身绿毛的八角虫，叶子和
花蕾不断掉落。院里老人说，树
老了，又遇小年，石榴花开不起
来了。特殊的年代里，受到惊吓
的老姑病倒了。邻居在热心照
顾老姑之余，更多的是对她的同
情。

同情归同情，现实是老姑的
生活更难了，残酷的人生又一次
考验着这位善良的母亲。老姑思
考再三，主动提出让儿子回到他
原来的家。面对儿子的苦苦哀
求，老姑的态度是那么决绝，并拒
绝每月儿子给的生活费和平日的

照顾。
在儿子离开的那些年，老姑

靠给人家当保姆、看孩子的微薄
收入勉强度日。在我少不更事的
眼里，这平静的小院没有什么异
常，只是母亲时常提醒我别忘了
给老姑家的水缸挑水，年里节气
加个碗、添双筷，邀请老姑一起吃
个饭，给孤单寂寞的她带来些许
慰藉。

然而，这平静的背后是一颗
母亲温柔而焦虑的心。当听到儿
子结婚的消息时，她强忍着感动
的泪水，拒绝以母亲的身份出席
婚礼。婚礼的当天，老姑一人关
在屋里失声大哭。

后来，我家搬离了老院，再
次见老姑已是20年后了。在老
院里，老姑和她的儿子一家同
住。在随后的老街改扩建中，老
院盖成了新楼，老姑的脸上挂满
了笑容。当我提起老院的石榴
树，老姑指着楼下一棵新开花的
小石榴树告诉我：“老树在老院
拆除之前死了，这棵石榴树是老
树的枝条插活的，一年前刚刚开
花，今年就会结果。”在种满绿植
的庭院里，小石榴树显得那么美
丽，茂密的枝叶下挂满了一簇簇
迷人的花朵，那盛开的花像一把
把火炬，吐蕊怒放。一阵清风吹
过，石榴花扬起轻盈的舞姿，散
发出一缕缕淡淡的的清香。眼
前的情形是那么熟悉又那样陌
生：沉默里充满力量，苍劲中透
出勃勃生机，孕育着花开的喜
悦，守望着甜美的梦想，成长着
快乐的生命，全然没了榴花别枝
的伤感。

又到石榴红的时节。榴花，
绽开以绚美，飘落以坦然，年年
岁岁，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演绎着
伟大的生命；岁岁年年，它在无
声地问：人，该怎样活出真实的
自我？又该怎么走出
坦荡的人生？

□白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