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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到了鲐背之年的老爹老娘，依然活得
那么健康，硬朗。早年在水上做运输工作，真正
的风里来雨里去，漂泊在水面上大半辈子，儿女
们则寄居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处长大、上学。

父母的单位航运公司在七十年代初期，
所辖的区域被政府划分出一块土地，是为照
顾年迈退休的老船员上岸安度晚年，符合条
件的可以集资建房，爷爷奶奶因年事已高，无
力再照应孙辈。父母取出多年的微薄积蓄，
还卖掉爷爷奶奶传留下来的金货，凑足了集
资款，在我市西城有个一家连着一家的叫水
上 新 村 的 地 块 ，拥 有 了 一 间 17 平 方 米 的 平
房。兄弟们便在城里有了家。

转学进城后，大的照顾小的。父母依然
如故地在船上靠自航行驶，承载着属于他们

的责任。兄弟们一个个相继长大，参军，招
工，有了自己的公管住房，单位没有分配到房
的哥哥，集资房便成了哥嫂过渡婚房。此时
的父母已到了退休年纪，儿女们也一个个成
家立业。

腾空的平房父母住进去，夜宿时再也听不
到水流拍击船体的波浪声，是多么幸福无比的
日子啊！父母已感到很满足了。在父母还沉浸
在颐养天年时光时，2019 年政府又对棚户区进
行拆迁改造，父母和其他居民一样积极响应政
府政策。他们没有花一分钱，签字办理迁居手
续，进入安居房，住在又宽敞又明亮的大房子
里。父母常怀感恩，感恩党和政府的恩情，父母
连做梦都没想到，老了，老了，还真的感受到了
人间天堂般的生活！

水陆变迁感党恩
□ 王开顺

大 冈 之 所 以 称 为“ 古
镇”，过去众多的庙宇、宗祠
以及古迹传说等也是较好的
见证。据不完全统计，鼎盛时
期有五十多处。直至解放前
夕，大冈街上仍有祖师庙、文
昌 宫 、东 岳 庙 、真 武 庙 、都 天
庙、五神庙、关帝庙、施家庵、
大冈飨堂、卞元亨墓、郭氏墓
地等等，虽然大多数古迹已不
存在，但文字上有记载，还留
存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在大冈镇南北大街的最
北端，便是北圈门（现影剧场
处）。 北 圈 门 原 为 一 跨 街 围
墙，中间为圆门，墙长 8 米，高
2.8 米 。 墙 头 上 有 锯 齿 形 墙
垛 ，并 塑“ 示 我 周 行 ”四 个 大
字，朝南、朝北的字下各建 60
公分见方的小财神殿，内塑财
神菩萨像，故有“一步两庙”之
称。据传，朝南的财神殿门与
兴化市安丰镇的奶奶庙门成
一直线；朝北的财神殿门与龙
冈镇的凤凰桥成一直线。可
惜此门在“文革”中“破四旧”
时被拆除。

出 了 北 圈 门 ，路 东 便 是
“大冈飨堂”。据记载：“大冈
飨堂”原来占地一百多亩，地
势开阔，气象恢宏，两边流水
潺潺，园内翠柏森，是卞氏九
位德高望重的先祖的安葬之

地。九座墓呈“人”字形，象征子孙繁衍、绵延广大之
意。墓北有五间瓦房，两头是小楼，内部摆放着卞氏祖
先的牌位。每年春秋卞姓家族在此祭祖，故称“大冈飨
堂”，又称“卞氏宗祠”、“卞氏祖茔”，但不幸于日寇侵华
战争期间被毁。

在“大冈飨堂”北边约五十米处，便是闻名遐迩的
“卧龙桥”，据传建于宋代以前，原为木桥，宋太祖赵匡
胤曾卧于桥上而得此桥名。原桥长 40 米，宽 2.5 米。赵
匡胤睡在桥上时，一只靴子掉下了河，此河又形似靴
子，故称为“靴子河”。卧龙桥经历朝历代多次重建，最
后一次是 1985 年，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盐城任县委书记、
后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周一萍到大冈考察时，特地请他
题写了“卧龙桥”桥名。现在卧龙桥在原址下游百米
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桥长 36 米、宽 5.5 米，为大冈交
通枢纽东西连接的重要桥梁，与大葛、大仓公路贯通，
十分繁忙，各种车辆日夜川流不息。此外，还有文昌
桥，初为木桥，建于清末，因其东南角有古寺“文昌宫”
而得名。桥长 45 米，宽 2.7 米，有栏杆。1941 年曾为阻
止日寇下乡“扫荡”而烧毁，后又修复。1966 年改为钢
筋水泥结构，先更名为向阳桥，后又更名为方向桥，现
在恢复了原来的老名字——文昌桥。

在大冈的庙宇中要数大云山寺和香佛寺最有名
气。据史料记载，大云山寺，位于大冈镇北郊（今粮食
加工厂处），始建于唐朝，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
史。又据清乾隆年间《盐城县志》记载：“大云山，大冈
北，国朝顺治三年（1646）建，乾隆四年（1739 年）毁于
火，九年（1744 年）重建。”后来该寺又毁于抗日战争的
战火中。2001 年初，大冈镇重建大云山寺，占地百亩，
四面环水。如今，大云山寺已成为大冈及周围数十里
群众祭拜祖先的重要场所，也是乡村旅游、镇村居民
休闲的一个好地方。

古迹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人类文化
延续性的象征，有着丰富的历史背景，是民族精神的寄
托，是陶冶思想品质、造成道德激励、凝铸民族感情的
生动教材，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传承好，使其在新时代
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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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车窗，仲夏的风在耳边
“呼呼”作响。粉色、黄色、红色
的月季装点在路的两旁。纤细
妩媚的虞美人牵着你的目光。
紫色的马鞭草上蝴蝶们在追逐
嬉闹轻歌浅唱。紫色的浪漫，紫
色的海洋。越过花香，一望无际
的 田 野 一 片 金 黄 掀 起 阵 阵 麦
浪。一群喜鹊越过农田，盘旋在
村庄上……

停车，停车。我贪婪地闻着
花香、麦香。我走在田野上。收
割机在“机手”的带领下，一路奔
跑 在 金 色 麦 田 上 踏 浪 。“ 轰 隆
隆”……那是丰收在唱，一边收割
一边入仓；成排的麦秸被打捆机
卷出一个一个的草甸运往远方。

一对农人夫妇站在田野上，
黝黑的脸上笑容在绽放。“这边
到那边是我家的，今年产量高又
是丰收年啊。”农妇手比划着方
向。他们告诉我，家就在前面的
小村庄，日子越过越舒畅。孩子
们已长大，在大城市拼搏奋斗，
假期就回来看娘亲看家乡。又
说，过几天插秧机入场，你再来
看，再来拍摄我们美丽的家乡！

阳雀儿、布谷鸟在田野上边
飞 边 唱 …… 醉 了 ，这 乡 村 的 美
景，醉了，这田园的风光。美了，
这农人的梦想和希望！

一个又一个的亭台阁榭，或
茅草盖顶，或青瓦赤柱立于河边
花丛旁。我时而亭间坐，时而行走在木桥上，嫩绿的三
角形菱叶小巧的浮在水面上，时有鱼跃声响，时有野鸭
伴唱，绿色的青蛙鼓起腮帮，凸出双眼，毫不怯场大声叫
着丰年景象。

青翠的水杉列着队排在水中央。河对岸有人看景
有人垂钓。绿色的水岸，七彩的河畔，金色的田野，高
低错落，动静相宜，我的目光应接不暇，我的思绪无法
安放。

几位婶儿头扎彩色巾儿，手握喷水枪，成千上万株
花草吮吸着成千上万粒水珠瞬间露出耀眼的光芒，草儿
更绿花儿更香，她们说说笑笑发抖音一起把歌唱，唱的
是希望的田野上。

快看，那边大片碧绿的荷塘，风儿阵阵送来清香。
夕阳下，火红的云层里透着一束束光，拾级而上，我走在
曲桥之上，一叶小舟漂在水面上，养蟹的夫妇，一个坐船
头一个坐船尾，一个撑船一个把蟹食往水里撒放，他们
眼里泛着光，盼着秋蟹上市的景象！

车子越过一座又一座曲线的、拱形的、菱形的……
白色的、红色的、彩色的千变万化的桥梁。我目睹造型
各异的水闸坐落在河水旁，开闸收闸让这蟒蛇河的水从
容流淌。

这个名叫蟒蛇河的地方，拥有悠久的盐运历史，因
其形象蟒蛇而得名，是盐城人的母亲河，见证了沧海桑
田，见证了历史变迁。如今“以河串景”，沿途你可探今
访古，三胡故里、郝氏故里、草房子乐园、杨侍农业生态
园、台湾农民创业园、大纵湖景区，一路向前，景景相连，
如今已开发成为文化生态长廊，是梦里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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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悠悠的岁月，岁月相携着草木。没有人踪
的原野，草木随性地生长和换季，它们忽略曾经，也
记不清来路，只知道在四季的更迭中不断延续自
已。岁枯岁荣无关紧要，只要有日月星辰便好。

许多时候，草木或也向往草原，想象草原的辽
阔壮美、无边无际，以及牛羊骏马厮磨奔腾的快意，
也想象唐诗宋词中所吟诵的草色清幽的意境，以及
不吝咏叹的赞美。或许，这是草木家族最为值得拥
有的荣光。千百年过去，写诗咏草的诗人换了一代
又一代，但草名依然秉承着土气的本色，比如狗尾巴
草、猪浆草、牛筋草、趴地根……它们像极我童年时
的伙伴和我自己。

萋萋芳草，青青苍茫。这是一种久远的旷古，还
是眼前的久违？我想象不出土地还会怎样演绎曾经，
或复制某种意境，比如萋萋满别情，苍苍古道尽。无
语的道别不觉几十年过去，但唐诗联袂的记忆依然在
心中发烫，瞬间想到鹦鹉洲的草色和烟波江上使人愁
的怅惘。游子总是这样，风吹华发而怀乡。

别后离情的一双眼睛，似在寻找前世之旅。为
什么同样的白云，有的会幻化为苍狗，有的却垂泪为
烟雨。记忆中的江南，烟雨使红纸伞下那袅袅婷婷
的旗袍美，更添招风引雨的遥醉，更多一份朦胧式的
离愁别绪。

这片坦荡无垠的平原，漫步的和奔跑的都是
风，却以不同的姿态，给草木以浪漫或惊恐。我相信

和风的妩媚，也相信旋风的暴戾。但它们都是出自
天边的同一家族，只不过是陆上和海上的区别，春天
和秋天的区别，但风带给年轻的记忆，却是春华和秋
黄，妩媚和壮实，还有风车旋转的悠然。这是一个时
代的岁月，也是抹不去的记忆。

站在水乡的草垛，常常想象山高水长、山溪欢
畅的流韵。奔腾的流水是雪山的音符，可以用跌宕
的方式，起伏出一种撼人心魄的阵势，但浩荡的远水
流入平原的小河，再也奏不出铿锵的旋律。一样的
分子，不一样的情趣。许多时候，无法说清这种嬗变
的内在逻辑。一马平川的水乡，除了牛倌的号子扬
长，就是匆匆脚步相伴禾苗的拔节。

水稻是水乡永远的灵谷，曾经像野草一样不修
边幅地蔓延，然后随季节自生自灭。随着江南移民
人迹的变迁，灵谷的散漫格局得以改变，它们不再随
性，而是根据人们的愿望生长和繁衍。

水稻的繁荣并不排斥草木。草的智慧，或是人
类无法想象的。人们总试图歼灭它们以图净，包括
东篱居士陶渊明也不容野草芜杂豆黍而荷锄。但土
地却滋生并呵护着它们，为此生生不息。比如爬地
根、牛筋草、婆婆纳之类不谈尊严，只以席地的姿
势，紧贴着大地母亲。它们的根很灵性地扎入泥土，
任凭风吹雨打。当人们不得不放弃家园的时候，草
是忠诚的守望者。

鸟当然知道草的心思。秋霜至，秋草黄，鸿雁

列列向南方。应季而南归的候鸟带来北方的草种。
因此，江南江北，也有了格桑花的身影，也有了苜蓿
花的紫蓝，只是名称入乡随俗，变得更属地化，比如
格桑花的变种野山菊、苜蓿花的后裔婆婆纳，而狗尾
巴草的种子也随雁阵北上，丰富了草原的多样性。

土地永远不会孤寂。庄稼会主宰土地的底
色。即使庄稼远离了，土地也不会寂寞，不会成为洪
荒的不毛之地，何况庄稼永远不会退出土地。就好
比纸张专门为文字而生，土地永远会有嘉禾、草木，
会永远有阳光下的苍茂。

雨，只是蓝天下的过客，但雨带给土地的永远
是青色。雨后的云霓常常嬗变为七彩之虹，像神工
给大地搭起的彩门，守望故园，让土地充满神奇的魅
力。每当此时，善感的心会生发淡淡乡愁，遥想晴川
历历、风物田田。游心故野的灵魂，常常在午夜的酣
畅中梦回晴川水乡。

晴川历历
□ 夏 牧

小荷初放 汤 青 摄

慷慨的盛夏，赐予人们更多的是丰饶的收获。
今年“七一”，市文联组织的“乡村振兴，红色

温馨”作家采风活动，参观现场是盐都区潘黄街道
仰徐村。

其实，我对于仰徐并不陌生。只是退休多年
了，再没有去过。这些年，仍然在关注着仰徐的发
展，但具体情况知之甚少。这次采风，是机缘巧合，
满足了我的心愿。

在“都市乡野、快乐仰徐”，我们的脚步所到之
处，庄稼收获，瓜果遍地，洋溢着成熟甜蜜的气息。
尤其是，当我们来到鳞次栉比的大棚里，看见葡萄架
下，挂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格外
心动，遐思幽幽……

眼前的一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像
一串串丰满柔润的音符，给人以音乐语言的优美。

于是，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吐鲁番的葡萄熟
了》，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演唱的那一首歌。

我就把吐鲁番和仰徐，连到了一起。这是两个
年代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如果说，关牧村的那首歌，是对爱情的歌颂。
而我，迫不及待，想要写出仰徐的故事——对理想世
界的追求。

仰徐，总面积 10 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 9702
亩，人口 7535 人，只是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的一

个行政村。
昔日出了名的“穷三徐”，如今变成令人羡慕的

“富三角”。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许许多多的关键
词，呈现为一首首动人的旋律，在采风的路上唱响，
渐渐将我大脑的空白一一填实。

时至今日，我对“穷三徐”的概念，依然模糊。
但始终记得一个人，叫徐荣春；并且始终记得那一
条 18 吨位的挖泥船，于改革开放之初，从仰徐村出
发，驶向长江，从疏浚起步，工程越做越大，从国内
做到了国外，飘洋过海，把工程做到新加坡。

“道德银行”——第二个关键词。
我长徐荣春几岁，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年代奋斗

过。他是那种实打实地用脚走路，一步一步踩在坚
实的地面上，有分辨力，又有主心骨的人。徐荣春

“道德银行”一个美妙的构想，形成了“抓党风、带村
风、促发展”的强大合力，由此作为盐城市级廉政文
化示范点，产生了全民共创的联动效应，促进了全村
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如何让百姓日常生活更美好，真正成为“富三
角”，首先从精神文明建设抓起，徐荣春的“分辨力”

“主心骨”果然不同凡响。这是其一。
接下来，如何在仰徐这片土地有限的空间，实

现更多的梦想，有更多的关键词：“三产并进”“五千
工程”“一园六区”“三季有花、四季有果”等等，所有

这些，全都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从而为仰徐的“乡村
振兴，赋能助力”。

以“农业资源融合”形成“文旅业态”。
进村“入画”，瞄准农村城市化目标,着力推进中

心村建设。一方面既要满足适老宜居的需求，又要
留住新村本身的精气神；体现生态型特色——“绿
化、亮化、美化、净化”，旧改更新，必须兼顾“历史文
脉”，留住“乡愁和记忆”。由此而吸引着大江南北
的游客纷至沓来，让仰徐，一度成为里下河乡村旅游
最火的网红打卡地……

2021 年，全村实现三业总产值 13.16 亿元，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000 余元，村集体收入近千
万元。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制示
范村”“国家级生态村”“江苏省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江苏省最具魅力休闲乡村”“江苏省特色田园
乡村”“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区、最具人气乡村旅
游镇村”和“江苏省农家乐集聚村示范村”等荣誉
称号……

正 在 蝶 变 的 仰 徐 村 ，流 动 着 热 情 美 好 的 气
息。葡萄园的大棚内外，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农民
的笑脸。

这样的笑容，源自内心。
与关牧村的那首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一样，

是熟透了的甜蜜。

仰徐的葡萄熟了
□ 邵玉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