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摆出一桌菜，将天南地
北的风味小吃，凑齐了四碟八碗，名曰“大国小鲜”，显
然取自“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语。中外宾朋围坐桌前，
对每一个菜肴细嚼慢品着，不知不觉间，便沉浸在浓郁
的国韵民俗之中。这时众人的话题自然超出了餐饮，
聚焦各种菜品的丰富含蕴，享受到别样的情调。

这似乎不是吃饭，倒像是吃“文化”。由此不禁想
起曲阜的“孔府菜”，那一道道造型别致的菜品，名字起
的古朴典雅，富有诗情画意。“诗礼银杏”“阳关三叠”

“御笔猴头”“怀抱鲤”……在品尝“清淡鲜嫩，软烂香
醇”之美味时，就像是在欣赏书画，也似在聆听诗词歌
赋，加之席间人们皆彬彬有礼、诗礼相和，不知不觉感
受到文化的熏染。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对孔子此语的阐释，众说
纷纭，本人倾向于“风俗习惯和礼仪制度，始于饮食活
动”之意，因此诞生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观，
有了赞赏“一箪食，一瓢饮”的贤者故事。由此可见，在
餐桌中，会悟到饮食与文化、风俗、精神相融共生之底
蕴。

烟火升腾，美味绽放，“小鲜”便生香活色地流淌进
人们的生活日常，不经意间塑造着人文品格。老子把

“治大国”与“烹小鲜”类比，可见“烹小鲜”不可小觑。
李白在“烹羊宰牛且为乐”中欣赏忙宴之情景，苏轼用

“碧油煎出嫩黄深”来描述厨艺之精湛，陆游咏“滑欲流
匙香满屋”赞饭菜之香美。太和公炙鱼、东坡肉、谢玄
鱼酢、陆游素馔、红楼宴席……无不承载着美学、习俗
和哲理，因而受到众人青睐，经千百载而不衰。

毫不夸张地说，从色彩斑斓的风味小吃里，能吃
出国之情怀，也能品出老子的清俊，喝出庄子的逍
遥，吟出诗仙的情怀，食出东坡的境界，更能尝出世
间百态……“大国小鲜”“孔府宴”，可谓“阳春白雪”，内
涵博大精深，但它们依然不断向民间传播，与“下里巴
人”相融共生。而寻常巷陌里的特色小吃，带着独特的
风味，也走上了大雅之堂，历岁经年，渐渐渗透进文字、
语言、行为、思维和精神。

风味小吃承载着习俗、信仰、审美，在烟火中成就
了“小鲜”。到古称沂州府的临沂去“解馋”，自然要去
品尝一下以肉类与米面熬制而成的汤羹。民间相传，

这名曰“糁”的汤羹，初为西域人的早餐饮料，在唐代传
入内地，由元朝大都一对回民夫妇带到临沂，被众人所
喜爱，便声名远播，由此可见“糁”可称为民族文化融合
的精华。人们围着热气腾腾的糁锅，捧起大碗喝起来，
鲜味扑鼻，香辣可口，又因其能祛风除寒、开食健胃，使
得平民和贤达、乡野与庙堂皆对此津津乐道。凌晨喝
一碗糁，渐渐成为当地食俗，特有的风情自然地融进了
碗里，使之家喻户晓、汤汤不息。

“小鲜”之鲜，文化过喉；山南海北，胃知乡愁；齐鲁
民间有“人食煎饼皆福寿”之说。文人则对此如是描
述：家制薄饼，薄如蝉翼，大若茶盘，柔嫩香脆。原生态
煎饼的制作工艺，是将五谷杂粮用石磨磨成面糊，倒入
用柴草烧热的鏊子，用木质的小筢子，把面糊摊平烙制
而成。据说当年山东人“闯关东”，一走就是大半个月，
人们背着煎饼当饭食，既方便又不会变味发霉。后来
逐渐演变为一种“乡愁”，凝结为一种文化符号，经岁月
沉淀，深深镌刻在了人们心灵深处。

风味小吃正是这样不断发展着、散播着，生成文化
张力。在新疆，以大米、羊肉、蔬菜、葡萄干和清油焖制
而成的“手抓饭”，维吾尔族称作“波糯”。因其米粒油
亮生辉，骨肉香气四溢，味道可口，被誉为“米香骨脆三
世味”。招待宾客之时，人们围坐在炕上，当中铺上一
块餐布。主人一手端盆、一手执壶，逐个淋洗净手。待
大家坐好后，主人便端上几盘“抓饭”，人们便挽起袖子
直接动手，攥着骨肉啃，抓起米来吃，同时伴有歌舞，互
敬美酒，满屋飘散着游牧民族的风情。

人们对风味小吃的爱可谓深入骨髓，每一道菜品
都有寄托，菜品的出生地便有了自然的亲和力，每当提
起某地，自然就会想起那里的“小鲜”。生活在寒冷地
带的东北人，爱吃热腾腾的“乱炖”，名字有“铁锅炖”

“一锅出”“大丰收”等，将蔬菜、鲜肉、果豆、蘑菇、粉条
等近十类食材，扔到锅里一起炖，摆开炕桌便成了宴
席，男女老少围坐一起，铁锅里的炖菜荡漾着亲情，也
慢慢铺展开温馨和谐的乡土文化的叙事。

闽菜之景致人文，粤菜之清香品格，川菜之泼辣性
情，浙菜之秀丽姿态……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并飘至五洲四海，让外国人也沾上了“中国味”。千千
万万个“小鲜”似水般流淌着，不断丰满着内涵，承载着
精神与文化，若涓涓细流般汇聚成文化长河，点点滴滴
装点着华夏气象。

如今，人们的餐桌之丰盛，已与当初不可同日而
语，但可惜的是不少名震一时的风味小吃缺少了原汁
原味，大批非遗老字号陷入窘境，昔日“满城香”的辉煌
不再。比如煎饼，以机器替代了石磨、鏊子，煤和燃气
替代了柴草，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自然其中的文化价值
也在流失。

老子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原意为治理大国，
就像烹饪小鱼一样，应该合理调味，掌握火候，依道而
行，让世间众生和谐融洽。本人在这里改变了一下思
考维度，话题为“烹小鲜”连着“治大国”，因为是源远流
长的文化支撑着华夏的大厦，也会使华夏之风荡漾在
地球村。因此，“创新”不要忘却了“守正”，“烹小鲜”切
莫丢失了“本源”。要筑牢“根”，守住“魂”，留住“韵”，
让“小鲜”融入文化的大海，一起铺筑民族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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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我出生在一
个文化几近荒漠的年代，成长于离文化最远
的农村家庭。可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
我精神的成长。贫苦的农村家庭给了我吃苦
耐劳、坦诚质朴的品性。走正道、做好人是
家族的基因遗传，从曾祖到我，四代人都是
本分人老实人。父母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供
我读书，盼我成人成才。父亲临终前还催促
我去学校上课，不能耽误孩子们念书。他们
善良的本性，他们对土地的热爱深深影响着
我，我热恋我的故乡，我挚爱我的亲人，我
关爱我的乡邻。每次回家我都有回到童年的
感觉，我是走不出村庄的孩子。

浚河东岸的村庄，曾被浚河隔开。村庄
与县城，城里人与乡下人，虽是一河之隔，
却是城市与乡村难以逾越的鸿沟。记忆中烙
印着浚河大桥建设的盛大场面。那建桥的阵
势，不亚于一场战役。拖拉机、骡马车来回
穿梭。骡马的嘶叫、抬石头的号子、铁锤铁
钎撞击青石的声响，响彻浚河两岸。一座19
孔的石拱大桥就是靠手抬肩扛，靠这些民工
的血肉之躯建成的。半个世纪过去，浚河桥
已经成为县城与乡村的重要通道。石桥那一
块块料石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我眼前总
幻化着那些弓着背背石头的身影，那些时常
回荡在我梦里的劳动号子……

也就从那时起，乡亲们再也不怕浚河发
汛了。这座桥让我的父老乡亲跨越了浚河，
走上坦途，再也没有涉水之险。八年前，浚
河上两座大桥同时开建。我天天跑步，每次
都要到建设工地看看。工地上已经没有几十
年前人力畜力建桥的浩大场面了。塔吊长长
的手臂，伸展于浚河两岸，机器轰鸣代替了
当年的骡马嘶鸣和民工号子。只看到一页页
沉重的桥面被轻轻地吊起，又轻轻地放下，
那动作是那样轻柔。桥面在延伸，看不到人
员的流动，只听见机器的轰鸣。

时代注入家乡成长的给养，曾经长得很
慢的家乡在迅速成长。昔日，乡亲们靠一条
扁担、一辆独轮车，沿着曲曲弯弯的田埂小

道到浚河西岸的县城赶大集。而今，曾经与
现代文明相距甚远的乡村，被一条省道纳入
了城市的怀抱。曾经喷吐黑烟白烟的火车鸣
着汽笛从村庄远去，那是三十年前村庄的盛
景。现在，高铁就在村庄周围，城市免费公
交开到家门口。羊肠小道的乡村，低矮的草
房、苦涩的井水，尘封于我久远的老家记忆
里。我在县城生活了 30 年，县城 30 年的成
长，胜过它过往2000年的历史岁月。一条条
道路、一座座桥梁、一幢幢大楼，县城的双
臂从西山伸过了浚河东岸，县城的肩膀再也
不是童年时看到的两层小楼。林立的高楼，
让故乡高昂时代的头颅，正伸向美丽的云
端。

记忆中的乡村形象，频频入梦的村庄图
景，依然是老家旧日的情景。可是，我眼前
的老家，却走入新时代的队伍里。红瓦的屋
舍藏在绿树中间，座座楼房立于村口，蓬勃
的庄稼连接着宽阔的大道。厚重淳朴的老
家，秉承千百年农业文明的丰硕收成，又展
开迅速发展的时代画卷，这清秀亮丽的一
页，是我念念不忘的画面。

当低矮的棚户区被拆除，当一幢幢楼房
迅速崛起，西山东望，浚水扬碧波；莲山南
眺，邑城妆新容。在蒙山的怀抱里，在浚水
的臂弯里，在兴水河的静流里，是平邑这座
现代化新兴城市的崭新形象。伸展开腾飞的
翅膀，千年古城平邑，将焕发青春的勃勃生
机。

我留恋少时的乡村记忆，我留恋与时代
同频共振的画里家乡。人生半百，年华已
逝，对哺育我的这块土地，我无以为报，唯
有以文字述之。我感恩生我养我的沂蒙老
家，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家乡的农事人
事、风景风情、季节物语、风俗风物，都频
频进入我的梦境，曾经的乡村生活渐行渐
远，童年的记忆却时时萦绕，这些烙入心底
的画面摇动着心旌，跳跃于脑际，于是我重
拾记忆，把家乡留存于文字里。年逾半百的
我，重新拿起笔，将少时记忆融入岁月沉

淀，拌以乡情乡愁，书写乡亲们曾经的生存
状态，描绘家乡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情。

风俗风物渐行渐远，风景风情如梦如
幻。我的老家在地图上是几乎寻找不到的小
点，却是我生命里的大山。我也知道，说不
定哪天，我的家乡也可能和周边村庄一样，
随时都会被融入城市发展。理智告诉我，我
应该兴奋于这种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感情驱使我，我又留恋村庄恬静安然的生
活。鸡鸣犬吠、羊欢马叫，这些田园歌声时
时响在我的梦里，绿水绕村、炊烟袅袅，这
些少时的田园风光让我沉浸其中。当我老家
周边的村庄，连同那些比村庄更为古老的大
树被连根拔起，那些乡愁像一条小蛇夜夜啃
啮我的梦境。我不得不以文字来排解，把记
忆中的家乡搬进文字，我的文字有着鲜活的
童年故乡，我的散文集《风从故乡来》留下
了故乡的印记，童年不再，乡愁不见，亲人
留在怀念里。我追念，我缅怀，那曾经的村
庄和回不去的童年。

岁月的光芒将照亮我前方的路，让我更
加自信地追求未来。回首旧时光，抒写新时
代；展望未来，描绘新画卷。将故乡和亲人
留在我的文字里，在沂蒙这块红色的热土
上，曾经浸透着先辈抗争的热血，这里有我
还没开掘的写作富矿，少年时祖辈和父辈的
奋斗故事，几乎要被湮没于时代的喧嚣里。
旧时代新时代的乡村乡情，还需要去发掘去
耕耘，来自田野的风一遍遍翻动我的书页，
摇动我的笔杆，一位文学初学者的求索之
路，从此开始。每一行文字里，都有我的故
园情怀、亲情之爱、文学职责、时代使命；
每一页书籍里，都能读到曾经的岁月和乡
愁。

少时文学的种子，已埋藏于时光 30 多
年，到了新时代才拱破土层，露出崭新的叶
片。埋藏时光的种子，既然已经萌发，就要
在风雨中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即使前
方有荆棘铺地，也是我写作的坦途。我爱文
学，文学就是我的命！

——散文集

《风从故乡来》后记

陈凯

中秋假期，准备回距蒙阴县城十里开外
的山村老家看望公婆。汽车驶出县城进入两
山相对的乡村道路后，风光顿时清新起来，
山路弯弯，顺河而建，小河里波光粼粼，一
道道拦水坝将宽宽的河面裁剪成一块块明
镜，蓝天白云绿树倒映在水中，水坝的高低
落差形成一片小瀑布，明亮亮的水幕，像华
丽的绸缎，闪耀着柔美的光芒。河水清浅
处，绿绿的水草丛里，三三两两的白鹭，有
的在低头觅食，有的单腿矗立在水中休憩，
有的在宽阔的河面上展翅飞翔，好一幅诗意
盎然的山水画卷。

汽车一路行驶，十几分钟就到了婆家村
口，只见数米高的流线型村名标志牌矗立在
村口的桥头旁，一架笔直的水泥桥横卧碧波
上，是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连接外面的出
口，四周秀丽的小山丘如母亲温暖的手臂环
拥着她，小村如温婉安娴的女子述说着过去
现在的故事。更让人欣喜的是村前这条宽宽
的小河，自西南迤逦而来，源头来自蒙山深
处，水质清冽且长年不断水流，一座现代化
的啤酒厂建立在村东的山脚下，优质的酒水
得益于这清澈的河水。如今，这座酒厂已蓬
勃发展了30多年。

走进村子，原来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
老家旁边废弃的宅基地变成了漂亮的小广
场，鹅卵石砌成的花池里种上了花花草草，
广场周边的宅院墙面都粉刷一新。爱热闹的
村民，晚上到广场上跳舞、聊天话家常。村
子里，这样的小广场还有几处。

迈步走进婆家小院，瞬间被眼前的一片
火红惊喜到了。“哇，好美啊！”两岁多的女
儿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辣椒，不由发出喜悦的

笑声。只见几个均匀镶满钉子的长木架上挂
满了一串串如长长的项链一般的红辣椒，在
秋日的阳光下散发着耀眼的红光，空气里还
有丝丝辣味袭来。听到我们的脚步声，正在
厨房忙碌的婆婆连忙走出来迎接我们，亲昵
地抱起小孙女，问东问西，谁料小孩子的注
意力早已被院子里悠闲漫步的大花猫吸引
了，急不可耐地要去捉大花猫。猫儿摇着尾
巴，似通人性，知道小孩子想和它玩耍，识
趣地躺到地上，打起滚来，慵懒地举起前
爪，尾巴藏到身后，像是蓄势待发的拳击
手，防范着人的进攻。院子东侧一人高的石
榴树上挂满了拳头大的石榴，青中带红，如害
羞的少女面庞，惹人喜爱；一棵碗口粗的山楂
树，把如伞的树冠高高擎起，上面缀满了一嘟
噜一嘟噜的青涩山楂果，拴在树上的老黄狗
亲热地摇动着尾巴，注视着刚刚回家的似熟
悉又陌生的小主人。站在树下仰望青青的果
子，那些包含青春及亲情的往事如潮水般涌
上心头，感念今昔，一种幸福感油然升起。

农家人的中秋盛宴大多在傍晚，此时，
伴着徐徐升起的金色圆月，飘着香气的农家
草鸡，久炖的河鱼，时令自种菜蔬就陆续上
桌了，再配上东家给的秋水梨、西家给的红
鲜枣，满满的菜肴里更有满满的亲情和邻里
乡情。一轮明月照千里，天涯共此时，千里
共婵娟。仲秋佳节倍思亲，千里万里也要回
家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在家长里短的叙谈
里，公婆说起今年种这么多辣椒的缘由。原
来是河对岸的小姑子家赶上好时候，近年
来，由于村道扩修并铺上了柏油路，加上附
近的工厂逐年扩建，务工人员逐渐增多，路
边的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小姑子家地

理位置优越，靠路居住，她便紧跟形势，开
起了农家饭店，生意很不错。辣椒作为重要
的调味食材必不可少，公婆欣喜地看到女儿
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虽然年纪大了，但想
着种点辣椒可以给女儿家的饭店用，也是帮
衬女儿一把，毕竟自家种的全是绿色无公害
的。于是，自辣椒陆续成熟以来，每天早晚
公婆都去地里采摘，晚上就在月光或灯光
下，用大头针把辣椒穿成串再挂到木架上晾
晒。虽然累但老人言语里满是自豪和对未来
的憧憬，他们打算以后少种地瓜、玉米，多
种大蒜、辣椒等饭店用得上的蔬菜。又说起
本家几个后辈个个都不错。二叔家的大兄弟
办起了一个小加工厂，生意红火，几个叔叔
家的弟弟们，为了孩子上学方便，都在城里
买了楼房，去省城照看孙子的婶子越来越时
髦了。吃饭间，东邻家大妗子来串门，公婆一
个劲地夸她能干，她白天在村东的工厂里打
工，早晚还不耽误种地，如今盖起了漂亮的小
楼房。大妗子高兴地说，如今的社会真是好，
听村干部说，国家要拨款对村前的河道清淤
并进行高标准治理，在河的上游建设一个大
型水库，集防洪、灌溉、美化等功能于一体。
大妗子感慨道，国家真是富强了，处处想着
咱老百姓，咱农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串串辣椒，一片火红。月影婆娑，舞动
一曲逐梦之歌。公婆串起的不仅仅是一串串
辣椒，更是一份对儿女的深深关爱，是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热切期望。是啊，每一个小小
梦想的实现，都是乡村振兴路上的点点星
光，是朵朵致富花、幸福花。星花闪耀何灿
灿？艳艳旗帜迎风飘扬，那是我们深爱的指
引我们逐梦的可爱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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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东夷文化发
端于此，孝悌文化源远流长，书圣孝圣名人
辈出，先贤圣哲灿若星辰。临沂古称琅琊，
后因临近沂河改称临沂。作为临沂的母亲
河，沂河流淌在“孔子沐于沂”的悠久历史
文化中，流淌在“青山绿水多好看”的沂蒙
小调中。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沂河兴修了大
量水利设施，将功能性和审美性很好地结
合，体现着人文美和自然美的和谐统一，茶
山闸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从临沂北城出发，沿沂河溯流北上约15
公里处，横跨着大型拦河闸——茶山拦河闸，
因背靠风景秀丽的茶山而得名。始建于1964
年的兰山区茶山拦河闸，位于“孝悌之乡”白
沙埠镇和“桃花之乡”李官镇交界处，多年来
引沂河水灌溉两岸10万亩农田，为每一个稻
粱肥美、岁稔年丰提供了坚实的水利支撑。

茶山拦河闸工程于 2016 年实施除险加
固，建成后的拦河闸水利工程与沂河天然风
光相得益彰，成为镶嵌在茶山风景区的一面
明镜，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气象。

从远处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茶山拦
河闸造型别致的桥头堡，左右两岸桥头堡由
高高的启闭机室连接，犹如一艘正待扬帆起
航的帆船，静静屹立于沂河之上，一如蒸蒸
日上的水利事业，立在百年未有之帆头，乘
创新发展之先机，正再次扬帆起航、乘风破
浪。帆船右岸桥头堡连着12孔调节闸，调节
闸总宽 136 米；西岸桥头堡依次与分流岛、
橡胶坝相接，7节橡胶坝总宽度532.2米。调
节闸与橡胶坝之间局部灰岩高地为161米宽
的分流岛，岛上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清风
徐徐，水波不兴。

初春乍暖还寒时节，橡胶坝下冰雪消
融，春水初生。优雅美丽的白鹭，一身白装
于蓝天碧水间展翅翱翔，丰满肥胖的野雏鸭
们，一身黑装在波光粼粼的水面畅游嬉戏，
若是被人惊起，便会拍打尚未丰满的翅膀，
滑翔数米，而后落入更远的水面。料峭春风
尚且寒，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再往远
处，护岸右翼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坚冰未
破，却也有一群半大野鸭在冰上蹒跚而行，
野鸭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憨态甚是
可爱。沙滩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野鸭脚印，滨
河路上却是车流如织，一边是野鸭白鹭们的
天堂，一边是飞驰而过的汽车，此情此景正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写照。

夏季汛期暴雨来临，拦河闸开闸，橡胶坝
塌坝，水泻千里，气吞万里如虎。浑黄的河
水，犹如万马奔腾，咆哮而来，打着漩涡，
最终从闸下安然通过。站在大坝上，放眼望
去，洪水淹没了河中所有的小岛，河道显得
格外宽阔，河水浩浩荡荡，犹如黄河之水天
上来，奔流而去不复返。洪水过后，河面复
归平静，风日晴和，水天一色，水面澄净如
练。橡胶坝下鱼翔浅底，水鸟啄起鱼儿掠过
水面。分流岛上绿树荫浓，芳草萋萋，行走
其中，不经意间“惊起一滩鸥鹭”，鸟儿在
草丛中腾空飞起，俨然一方盛世安澜的世外
桃源。

秋日天高云淡，分流岛上霜草苍苍，沂
河静缓，碧波澄澈。清澈的沂河水正经由茶
山引水闸蜿蜒数十公里，引水到孝河，滋润
着孝河两岸的水美粮丰，传承着“卧冰求
鲤”的孝文化，千年流淌，生生不息。

为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方针，2020年，
兰山区率先谋划实施水系连通工程，成为全
国首批55个水系连通和水美乡村综合整治试
点区之一，茶山闸向孝河补水工程作为其中
一部分成功实施，通过清淤疏浚、闸坝建设、
河道护岸，引沂河水补源孝河，打造了5.6 万
平方米的孝河湿地公园。新建“孝主题”水景
观，挖掘“卧冰求鲤”文化内涵，推广“孝河藕”
孝道蔬菜品牌，形成了以孝河风情和乡村田
园为基础的多维文化生态滨水空间。古老的
孝河，补充了源头活水，重新焕发了勃勃生
机，作为孝文化的载体，孝河的水活了，孝河
孕育千年的孝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孝悌化人，润物无声。临沂的孝道传承
渊源久远，“二十四孝”故事中有“七孝”
出自临沂，由此孕育了独特的孝文化。春秋
时期，宗圣曾参侍母至孝，与母心意相通，
啮指心痛由是而生；笃圣闵子骞穿芦花棉
衣，不抵严寒，却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
子单”感化后母，芦衣顺母，千古美谈。至
晋朝王祥，为解继母之疾，天寒冰冻之时，
解衣卧冰求鲤，冰忽自解，双鲤跃出，孝感
之行，感天动地。孝圣王祥与弟友圣王览

“孝友格天”，孝悌文化传承至今。往事越千
年，孝感之河千年不息，孝悌之风绵绵不
绝。如今孝友古镇白沙埠，孝文化节如火如
荼，孝悌家风薪火相传；小学校堂“孝本”课
程有声有色，孝悌教育根深蒂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
座闸激活一条河，一条河哺育一方人，看那孝
悌之乡孝圣故里，正是上慈下孝，兄友弟恭，
民风淳朴，和乐融融。

美哉，茶山闸！善哉，孝文化！

风
景
秀
丽
茶
山
闸

千
年
润
泽
孝
文
化


杜
芙
蓉

山乡村落，山环水绕、山清水秀的地方。曾经，她的僻远单调激发了乡人外
出追梦繁华的斗志。如今，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在乡人的辛勤耕耘下，
她蝶变升华，如盛开的莲花，清丽芬芳，吸引着心倦神疲的人们回归自然，成
为无数人心心念念、心向往之的“桃花源”。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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