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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刘联顺

仲春踏青何田福岭山，驱车沿弯曲的山道蛇行
而上，春雨霏霏，山峦多了层遮纱，浪漫而神秘，探游
兴致陡增。

嫩绿植物崭新而有光泽，富有朝气。山川瑰丽
姹紫嫣红，春天气息无处不在，鲜嫩植物的清香伴随
着雨雾扑鼻而来。已经凋谢的红杜鹃（映山红），被
紫杜鹃取而代之，在雨雾蒙蒙的灌木丛中分外耀眼，
东一株西一簇，花形像喇叭，紫中带粉，形貌昳丽。
停车拍摄，逗留观赏，情不自禁赞道“山花烂漫最艳
紫杜鹃”。

行至山腰便到了村庄，海拔约有千米，是开化最
高的村庄之一。一条水渠至上而下贯穿整个村庄，
水质清澈，高山好水名不虚传。两旁整齐漂亮的农
家新房，沿着水渠面对面排列而建，房与房的距离只
有五六米，一种亲和融洽的邻里气氛让人羡慕。沿
村庄往另一边台阶向上，有两幢老旧建筑引人注目，
门口三块牌子上分别写着“中国共产党浙皖特委机
关所在地”“中共浙皖特委旧址”和“中共开化县委、
开化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对这个意外的发现，我甚
感惊喜，便迫不及待走进屋内，满屋满墙的革命烈士
照片和生平事迹一一展现在眼前，有方志敏、关英、
赵礼生、余云凤等二十多位革命烈士。

原来当年方志敏领导的一支部队就活动在浙皖
赣交界处这一带，这个村庄便是根据地和指挥部。
我们边浏览边顾盼讲解员出现，想生动具体地了解
这段革命史。这时，一个年迈的老奶奶手持拐杖却
步履稳健地走进屋内，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和我们
打招呼，紧接着熟练地向我们介绍每一位烈士的生
平事迹，一字一句准确无误，俨然是一个专业讲解
员，言语中带着浓厚感情。

尤其是她讲到余云凤烈士时的一段话，让我们
为之动容：“她年仅 19岁，被国民党杀害于马金河
滩，当时我才10岁，也赶去看了，临刑时国民党白匪
问她，‘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交出同党的下落，
可以免除死罪重获自由。’‘别废话，要杀就痛快点。’
余云凤回绝得斩钉截铁、干净利落。‘你这么年轻不
怕死吗？’‘怕死就不革命了，你们看吧，将来以后的
天下还是红军的天下！’一声枪响，她倒在河滩的细
石中，我壮着胆凑近看，发现她长相漂亮、身材姣好，
一身布衫，血迹斑斑，遍体鳞伤，细嫩的手臂被粗硬
的麻绳勒出血痕，一双旧布鞋磨薄的鞋底被河滩中
尖利的石子扎穿，凝固了鲜红的血迹……”我们一行
三个壮汉，被感动得几度哽咽。

后来才知道，老奶奶名叫林翠娥，今年93岁，由
于她的讲解专业认真，已成网红。为了宣传革命烈
士的英雄事迹，她几十年如一日，耄耋之年仍坚持不
懈，其目的就是让人们牢记和感恩英雄。她们都是
巾帼英雄，受人尊敬。尤其是余云凤烈士，本应是父
母的掌上明珠，风华正茂，青春靓丽，却为了革命事
业献身，生命在19岁戛然而止……

一行人心情沉重地走下台阶，一次平常的踏青
无意间成为红色旅游，正值建党 100周年，遇巧契
合，倍感欣慰。下山时雨停了，雾气散去，紫杜鹃更
多更艳，山野丛林、路旁岩涯随处可见。瓣带水珠，
迎风摇曳，娇艳欲滴，紫得如云似霞，似努放的生命！

张蓓

五月，枇杷的清甜，挂满了初
夏的青山村。

云雾袅绕的青山村，亦即将
迎来繁忙的枇杷采摘季节。

青山，这是一个世代居住在
云雾山端、古朴而美丽的小村
子。汽车在蜿蜒畅达的乡村公路
上通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满目
苍翠的水墨山水画卷。

开化县村头镇青山村，矗立
在海拔420米的高山上，村庄周围
层峦叠嶂、树木郁葱、清泉潺潺，
是一个天然的高山“氧吧”。每到
四五月份，这里山涧云蒸雾绕，景
色空蒙幽深，具有“云雾青山”的
美誉。

时值周末，我到达青山村时，
这里已停满了各种小轿车和一群
群头戴凉帽前来采摘枇杷的游
人。喧嚣的游人，在这里尽情品
尝着刚刚采摘来的新鲜枇杷，他
们分享着上山自由采摘的乐趣，
呼吸、体验着大山深处独有的清
新空气和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

缓步走在村庄里，目力所及
的都是一棵又一棵的枇杷树。那
层层分飞的翠叶间，点缀着一簇
簇、一串串小巧玲珑、黄澄澄、金
闪闪的枇杷果，薄薄的外皮裹着
水灵灵的果肉，令我不禁口齿生
津。

在开化山村，许多享有老字
号品牌的农产品我能够细数出
来：蟠桃山的生姜、何田的萝卜、
音坑的甘蔗、底本的蜜橘……而
青山的枇杷，则更是早就了然于
心了。

在开化，高山农田人家，一直
就是生产高山辣椒、高山茄子、高
山豇豆、高山萝卜、高山番薯、高
山冬瓜西瓜南瓜丝瓜等各种高山
蔬菜的好地方。青山村也不例
外，这里绿色无污染的高山蔬菜
亦是远近闻名的。然而，要说青
山村最牵动人心的农副产品，那
还是它那满山满岗的“青山枇杷”
了。

五月，枇杷一树金黄，挂满枝
头，硕果累累。山顶上，枇杷已经
压弯了树枝，小则如铜钱般，大则
若乒乓球。青山村四季分明、阳
光充裕，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山
涧云雾又带来了丰富的雾水，它
们滋润着这里的土地，亦把一山
一山、一树一树的枇杷养育得个

大、汁多、形美、肉厚、味甜、绵软，
四乡八邻都远近闻名。

千百年来的好山好水好生态
赋予了青山村优质良好的农副产
品，然而在以往，由于交通条件、
思想观念受限制等原因，以“青山
枇杷”为龙头的青山农副产品，除
了一个“青山枇杷”名声在外，并
没有给青山村民带来多大的实实
在在的看得到的经济收益。

现如今，这样的状况得到了
极大改观。乡间公路一直修到了
山顶，村民在自家门口就可以卖
枇杷了。家家户户盖起了崭新的
小楼房，一半自住一半做民宿，小
小的村庄里，有“青山云居”“青山
雾居”“青山喜居”“青山富居”等
高山特色民宿十几家。以枇杷为
媒介，通过枇杷做山水、做生态、
做绿色发展、做绿色环保农产品
和绿色生活方式，做“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现代村庄发展模
式，青山村做得风生水起，热热闹
闹。

青山村，枇杷村。这个村庄
现如今再也不是那个寂寥的时代
了。走在村庄一个个角落里，我
惊喜地发现这个村庄和大山之外
已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在村口
的绿树浓密中，建有一座古色古
香的凉亭——青山亭，这座凉亭
是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捐
资兴建的；在种满枇杷树的枇杷
果园里，立着一块木牌，上面记录
着县妇联等单位对青山枇杷园的
友情扶持；在村口的小广场上，停
泊着来自各地的小轿车……这一
切，都为这个村庄注入了一股股
浓郁的现代发展气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06年 8月 16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在开化县金星村调研
新农村建设，他曾说村里要“人人
有事做、家家有收入”。我想，总
书记的这番话，虽然当时是在金
星村说的，但也是对开化所有村
庄的愿景吧。

今天，当我手拎满满一篮枇
杷，站在青山村的小广场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红色横
幅就在眼前。举眸深情遥望远
山，那漫山遍野一个个钻在枇杷
树林里采摘着枇杷的欢快身影就
像是传说中的枇杷仙子一样，给
这个村庄来了喜气和福气。

“吃枇杷哦！”“吃枇杷哦！”村
支书热情地塞给我一枚硕大的枇

杷。我手握枇杷，发现成熟的青
山枇杷，很容易撕下明黄的外皮，
但吃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细致
灵巧的双手才行，因为青山枇杷
果肉细腻白嫩，汁液淋漓，若是一
不小心，就很容易淌了一手。

把剥好的枇杷果肉丢进嘴
里，轻轻嚼破，舌尖和牙齿微动，
剔出滑溜溜的果核，鲜甜绵软的
果肉则很快化作甘甜的汁水，浸
润着的口腔，滑进胃囊的同时，也
击中了我似有所悟的心灵。几颗
枇杷吃下去了，顿时心明眼亮，身
心俱爽，爬山采摘的疲劳一扫而
光，采摘的乐趣充盈心田。

岁月深沉，往事依依。青山
的枇杷，继承了这片“云雾青山”
的水土基因、风土人情，让我品咂
到了一股通透而悠远的初夏味
道，欢快喜悦又盎然生趣。二十
四季花信风，花逐谢时叶渐稠，历
经几番春风春雨，默默耕耘，青山
酝酿着果熟的气息。浅浅的夏，
悠长的风，生出了青山村这样的
甘甜枇杷：饱满诱人、单纯无邪，
可爱可亲、却似绝了人间烟火；风
华正茂、赴约而来，只是远远地望
见，就已不禁让人眉开眼笑了。

都说“枇杷熟得早”，所谓“枇
杷黄，果子荒”。因为此时节气，
其他果子大多还未成熟，所以早
熟的青山枇杷就得了“初夏第一
果”之美称。不过，《千字文》里有
一句：“枇杷晚翠”。一个“晚”字，
又道出了青山枇杷一些许别样的
身世：“秋萌，冬花，春实，夏
熟”——原来，这满山的枇杷从去
年晚秋就已经开始孕育了。青山
枇杷的叶子历经寒冬苍翠不凋，
从从容容，慢慢悠悠，才在初夏时
结出了一颗颗若阳光般的果子，
洒在青碧的天色与山色之间，将
清浅绵延的青山逐个点亮。

走过四季的青山枇杷，似乎
分不太清楚是早还是晚了，但是
这“备四时之气蕴”而努力生长的
青山枇杷，却是十分讨人喜欢
的。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若
求常青，又何必分早晚呢？无意
于汲汲营营的青山枇杷，在云雾
中只是兀自地生长着，寂寞有时，
绚烂亦有时，待把世间风光都看
遍，便是开花结果时。

五月，开化青山的枇杷，已然
是，一树金黄。

青山枇杷一树金 山花烂漫最艳紫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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