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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文心副刊

■ 曾玉平

四月的风，自南向北，掠过湛蓝的

琼州海峡，拂过蜿蜒的杭瑞高速，携我

奔赴一场与百里杜鹃的盛大约会。当

车轮碾过黔西北乌蒙山区的土地，暮

霭中，山峦如黛，层层叠叠的杜鹃林在

晚风里沙沙低语，似远古的回响呼唤，

又如今春的殷殷相邀：一场花的盛宴，

帷幕正徐徐拉开。

清晨，旭日初升，我们踏入百里杜

鹃景区。喧嚣尚未苏醒，薄雾仍缠绵

于花枝间，宛如轻纱帐幔，为这花事平

添了几分朦胧的诗意。

伫立于这片绵延百余平方公里的

原始杜鹃林前，震撼无言。这是数亿

年地壳运动的造化之功，特殊的喀斯

特地貌与酸性土壤，孕育出世界上面

积最广、品类至丰的原生杜鹃王国。

漫步木栈道，花树如云似霞，每一步，

都仿佛在诗行画卷里穿行。

彝族古歌的传说，更为花海注入

了浪漫的魂灵。神王支嘎阿鲁治水功

成，天帝遣三女玛依鲁下凡结缡，二人

播撒杜鹃种子，荒山野岭遂成今日花

海。名为“对嘴岩”的两块形似杜鹃鸟

的岩石默然相对，相传是守护花魂的

姐妹所化。传奇的故事，让每一朵杜

鹃都仿佛承载着千年的情愫，在风中

呢喃着过往。

“闲折二枝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

有。”白居易笔下的杜鹃已足够动人，

可置身于百里杜鹃的浩瀚花海，方知

文字之苍白。这里的杜鹃，非零星点

缀，而是铺天盖地，如大地织就的华美

锦缎，恣意铺展，漫无边际。

较之故乡湘北的映山红，百里杜

鹃别具一格，风骨卓然。湘地的映山

红，生于丘陵，清明时节漫山赤红若

燃，单瓣玲珑，是小家碧玉的炽烈，承

载着乡愁与烽火岁月的记忆。而百里

杜鹃，傲立于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原，数

十种品类争奇斗艳：马缨杜鹃似烈焰

奔涌，碗口大的花朵，厚实花瓣泛着丝

绒光泽；露珠杜鹃如云霞轻拢，花瓣上

晨露折射七彩光晕；更有奇树开数色，

繁花似锦，令人屏息。它们是大家闺

秀，是自然精心雕琢的巨幅杰作，以磅

礴之势，礼赞生命的壮阔。

金坡景区，是此行的华彩乐章。

此时阳光煦暖，为花海镀上金边。沿

石板路徐行，索玛花桥飞架山谷，日

光中流溢着七彩华光。凭栏俯瞰，脚

下是连绵起伏的杜鹃花潮，红、白、粉、

紫……各色交织流淌，宛若一道铺展

于天地间的斑斓彩虹。

行至百花坪，数十种杜鹃荟萃一

堂，竞展芳华。露珠杜鹃，花瓣边缘洇染

淡粉，金丝花蕊在微风中轻颤，如展示着

独特的姿态；锦鸡菁林深，鸟鸣脆，虽未

得见珍禽锦鸡，这密林清音亦足以醉人。

最是难忘马缨林观景台。登高极

目，漫山遍野的马缨杜鹃如赤潮翻涌，

在阳光下灼灼闪耀。“杜鹃花与鸟，怨

艳两何赊”，此刻，晚唐诗人成彦雄笔

下的深情，我终得彻悟。这如火的花

朵，恰似大地奔涌的血脉，倾诉着生命

的顽强与炽热。它们扎根瘠土，栉风

沐雨，却依旧灿烂盛放，每一朵都在诠

释着生命的默默芳华。

夜幕垂落，花都城区华灯璀璨，花

仙子巡游即将启幕。今夜，我们幸遇

戛木的盛装出演。队伍迤逦而来，瞬

间点燃全场。

彩车匠心独具，以当地风物为蓝

本，缀满娇艳欲滴的杜鹃，栩栩如生，

仿佛将戛木的山水浓缩于方寸之间。

身着瑰丽民族服饰的人们环绕彩车，

载歌载舞，衣袂上精美的杜鹃纹样随

风舞动，如繁花绽放。

花仙子更是巡游的魂魄。她们头

戴花冠，冠上杜鹃鲜嫩，暗香浮动。妆

容精致，笑靥如花，举手投足优雅天

成，宛如花海精灵。一位仙子含笑递

来一束新鲜杜鹃：“欢迎来到我们的世

界，愿花之祝福常伴君侧。”我欣然接

过，仿佛也融入了这片无边的浪漫。

街边小摊香气诱人。辣椒脆香辣，

绿豆糕绵软，杜鹃酥甜脆，每一口都是

黔地滋味的浓缩，与那漫山花海一道，

绘就了百里杜鹃鲜活灵动的长卷。

百里杜鹃，是自然的厚赐，这里的

人们敬畏自然，守护自然，方使花海得

以绵延传承。各民族于此繁衍生息，

将对美的向往、对生活的挚爱，融入每

一朵杜鹃、每一则传说、每一次巡游。

它们交织共生，共同造就了这方水土

独一无二的魅力。

离别之际，满怀眷恋。回望那片

花海，阳光在花瓣上跳跃，熠熠生辉。

杜鹃之美，不仅在其绚烂姿容，更在其

坚韧风骨。生于贫瘠，却绽放出最夺

目的华彩；历经风雨，仍始终不渝地傲

然挺立。这让我想起生活中无数在困

境中坚守、奋力绽放的人们，他们如这

杜鹃一般，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生命

的不朽华章。

百里杜鹃，你是大地的诗行，是自

然的奇迹，是生命的磅礴赞歌。愿这

美好永驻人间，亦愿每一个人，都能如

你，在人生旅途中，无畏风雨，倾情绽

放着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百里杜鹃礼赞

■ 王乐

我的故土陶乐镇东靠黄河、西临大漠，坐落在沙漠和黄河的过渡带上，

这里土地肥沃、人杰地灵。陶乐是待人厚道的小镇，无人不热情，无处不欢

歌，无处不风景。陶乐大烩菜是陶乐的经典美食，食材的丰富多样，体现了

陶乐人民包容并蓄、善于创新的文化精神……时过境迁，我搬离陶乐镇已

有十余载，但仍在统计调查工作中继续开启与陶乐的四季之旅。

记忆中，初识统计调查工作是在一个风沙弥漫的春天，当时的我身穿

蓝马甲，跟随劳动力调查员深入陶乐镇开展劳动力摸底调查工作。手拿

PDA挨点逐户的上门摸底发放致调查户的一封信，奔波了一整天爬了不

知多少个 6楼，耳朵被口罩勒得红肿，脸颊被冻得发紫，却又一次吃了“闭

门羹”。被不理解的人拒之门外，我慢慢地蹲在楼道里，委屈地流下了眼

泪，等发泄完了，用双手将眼泪一擦，用手抚摸着脖子上挂着的调查证，眼

神充满了信念与笃定，再次坚定地敲响下一户的房门……那一刻我对统

计调查工作的认识是平凡且不易！

小时候的夏天，我曾哼着小曲在黄河岸边颤颤巍巍捡鸭蛋；在沙漠挖

草药、拔沙葱、铲苦菜享受满载而归的喜悦；在河滩地放羊、抓鱼、烤麦子，

带着黑乎乎的嘴巴徜徉在成片的芦苇荡里。又来陶乐从事统计调查工

作，也是个蝉鸣的夏季，大家顶着火辣的太阳奔走在陶乐的乡间小道、田

边地头完成三农普调查工作。犹记得当时有个最远的调查点，往返县城

要 80公里，需要调查员居住在该调查点开展工作。作为土生土长的陶乐

人，我主动负责该调查点的工作，连续居住在陶乐开展调查一周，我与辅

调员一人定位一人记录，现场填表配合到位。那一刻我只想做一名用心

调查、用脚丈量的奔跑少年，年轻的心里满是坚定的信念。

秋天的陶乐只有一种颜色——黄色。变黄的树叶挂满枝头，远处的村庄

和田野像一幅静静的油画，风吹着金灿灿的黄叶沙沙作响，玉米地里躺着黄澄

澄的玉米棒子，熟透的庄稼和枯黄的小草盖着这片土地，田间地头机器的轰隆

声此起彼伏。我站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学着小时候妈妈的样子，使劲的踮

起脚，一层一层剥掉玉米皮，用力掰掉玉米棒，一个一个金灿灿的玉米棒子装

满箩筐，是丰收的景色！看那远方笑弯腰的稻谷地、乐开花的玉米田，那是我

们调查的样方。伴着随风涌动的金色稻浪，“蓝马甲”穿梭在一片金黄，粮食产

量抽样调查工作拉开帷幕。在前往测量地块的路上，农业调查员指着沿途的

田地如数家珍，一边说着庄稼的生长情况一边拿出一个箱子，原来是遥感测量

的得力助手——遥感无人机。有无人机配合，工作效率和质量显著提高。这

一刻我认识到专业化、科技化正在成为统计调查的发展趋势。

陶乐的冬天格外空旷，空旷到只剩下村庄，静静坐落在寒风中。风吹

落了树叶，吹散了杂草，吹淡了暖阳。冬天的空气干燥寒冷，风打在脸上

让人刺痛。我与记账户相识于寒冬，住户调查样本轮换抽中了陶乐镇，让

我与陶乐和记账户之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抹不掉的回忆。初冬，我拨通

了记账户的电话，电话那头一次次拒绝着我的沟通请求，无奈之下我回到

小镇一次次敲响他们家的大门。在记账户打开家门的一瞬间，我们之间

的缘分便开始了。每天的柴米油盐、每周的电话访问、每月的账本收取，

每季的入户季报，让我们彼此之间像朋友更像亲人，不知何时起，我悄悄

打开了他们的心门……小小账本让我感受着记账户的生活变化，更让我

清楚了解工作的意义，也让我更加热爱统计调查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统计

人而感到骄傲。

陶乐很小，就是这小小的城，黄河川流而过，塑造了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草原之美，展现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大气豪迈，养育了数万勤

劳纯朴的陶乐人民，还有留在这里的美好童年。在这片土地，我也用最朴

实的真情装点着我与统计调查的春夏秋冬……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平罗调查队）

陶乐的四季调查之旅

■ 徐辉昆

记忆深处，家乡的龙舟是一幅鲜活

的画卷，在岁月的长河中永不褪色。“咚

咚锵，划啊，噢、噢”……每当端午临近，

那激昂的鼓点、铿锵的锣声，鼓落桨下

水，锣响桨出水，浪花飞溅、呐喊震天，

便觉得跨越了时空，在我心头激荡。

家乡的龙舟是沉甸甸的木头身躯，

油浸浸地泛着乌亮光泽。船头高昂，船

尾低伏，犹如一头蛰伏的蛟龙，蓄力欲

起。龙舟下水前，总有一场庄重的仪

式。村里的长者们神情肃穆，手持香

火，绕着龙舟虔诚祭拜。祈求“河神”保

佑龙舟竞渡能平安顺遂，期盼着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众人合力

将龙舟推入河中，笨重的船身溅起水

花，仿佛重物叩击着土地，发出沉闷的

回响。这一刻，龙舟仿佛被赋予了生

命，蓄势待发。

随 着 一 声 令 下 ，龙 舟 竞 渡 正 式 开

始。划手们身着统一的队服，精神抖擞

地坐在龙舟上。待到鼓声骤然擂响，那

声音霎时撞破了水面，也撞醒了龙舟沉

酣的魂魄。鼓点如密集的雨，又如疾驰

的马蹄，一槌槌敲打在人心的鼓面上，震

得血脉贲张。鼓声催迫之下，船两侧的

汉子们随着号子猛地俯身，又倏忽仰起，

长桨深深刺入水中。这一俯一仰，整齐

划一，简直像大地起伏的呼吸。桨片搅

动着河水，激起浪花四溅，如无数碎玉飞

溅开来；船身如被无形巨手推着，倏然划

破水面，向前猛蹿而去。岸上的观众们

情绪高涨，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声

浪一阵高过一阵。每一艘龙舟都承载着

全村的荣誉与希望，划手们铆足了劲，你

追我赶，谁也不甘示弱，只为了能在这场

激烈的角逐中拔得头筹。

龙舟是家乡人团结的象征，每一次

划龙舟，全村男女老少都会参与其中，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筹备龙舟比赛的过

程，让整个村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家

为了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

漂泊异乡，每每到了端午时分，看

到城市里人工湖上寥寥无几的龙舟，或

是电视上播放的龙舟比赛画面，我的思

绪便会飘回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

我怀念家乡龙舟竞渡时那热烈的氛围，

怀念与乡亲们一起为龙舟队呐喊助威

的日子，怀念那浓浓的乡情。家乡的龙

舟，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它承载着我

的童年记忆，也寄托着我对家乡的深深

眷恋。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丰城调查队）

家乡的龙舟

■ 杨益

岷水摇金麦陇香，垂珠青穗接穹苍。

半肩星斗巡千亩，两脚烟霞测八荒。

开匣钥，点云章，风翻碧浪入链长。

汗痕凝作丰年数，笑指银屏报廪仓。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眉山调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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