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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秋牧
远岭曦微云霭茫，山林河谷缀青黄。牧场

九月绚秋意，望断平畴染雪霜。朔风冽，矫鹰
翔。牛羊草野自徜徉。飞霞云淡撩人醉，且近村
家奶酒香。

过彝寨
叠翠峰峦相岭绵，幽深峡谷迭飞泉。黄墙黑

瓦彝风郁，刺绣银妆婚俗延。傍水依山屯寨落，
绚霞落日唤炊烟。情歌对唱谁人醉？火把通明裙
褶翩。

春游鲁家滩
煦日熏风驱晓寒，桃红杏白漫江滩。粼波芦苇

湲溪水，村陌人家垂钓竿。绚烂菜花明广野，扶疏
柳叶拂堤栏。由来韵醉春光处，燕语莺歌二月欢。

龙灯草原秋意
朔风吹，冷晖斜。远山霜叶，平甸残花。牛羊

逐草随，流云迭烟霞。又度晚秋行雪涯，过原野，
漫道黄沙。渐闻牧笳，村林噪鸦，灯火人家。

亚丁秋桦林
寒山半麓桦林深，自绚清秋披锦衿。萧瑟西

风霜色迭，翩飞残叶向天吟。

三十多岁的单身汉永水叔带
回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而且
是城里的。这消息一传开，便在闭
塞偏僻的村子里炸开了锅。其实，
永水叔长得并不难看，心眼还算
正。只是家里穷，仅有两间土坯房，
一个病怏怏的老娘。这样的一个家
境，没有人会自跳火坑。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他们回
来时的情景，不得不用壮观来形
容，全民出动呀，都跑来看热闹。只
见永水叔一手提一个包，后面跟着
一个姑娘，便是永水婶了。细细白
白的，乌黑的发，蝴蝶形的紫发卡
在她的头上翻飞。永水叔笑盈盈的
向大家一一介绍，她似乎也不怯
生，扑闪着大眼睛，左一个大娘，右
一个婶子的喊着。

我们一群孩子闹哄哄地簇拥
着他们，永水婶也不烦，温柔地俯
下身摸摸我们的头，从随身挎着的
小包里掏出一把糖分给我们吃。

后来才发现，永水叔的腿破
了。据大人们讲，那是为了救永水
婶。那天，永水叔从干活的工地早
早地下了工，去城里逛了逛。回来
的时候已是晚上了，路过一个巷
口时，却看见几个歹徒正在抢一
个姑娘的包。他本能地跑过去与
歹徒搏斗，包抢回来了，可是腿却
被打折了。意外的是竟赢得了姑
娘的芳心。

随着永水婶到来的还有木槿
花，这在我们那里也是没有的，而
在永水婶的家乡，街头路边到处是
木槿。她来了没多久，便托人从南
方的家乡捎来了木槿的青枝，插在
院子里。大人们纷纷议论，都认为
那青枝绝不会开出花来。就像他们
不看好永水叔和永水婶的前途一
样。我不管这些，我感兴趣的是，它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花呢？永水婶的
名字里也带了一个槿字，不免对它
有了几分遐想。

第二年，永水叔家的泥巴小院
里奇迹般地开满了花，洁白的、淡
紫的，绚烂美丽。我们小孩子常常
爱去他们家玩，看那盛放的木槿
花。永水婶有一双巧手，摘下几朵
花，和在面粉鸡蛋里，给我们做了
一种好吃的甜点。有时候，永水叔
摘一些木槿叶揉出汁液，温柔地给
永水婶洗发。有时候，永水叔在院
子里做些农活，永水婶就坐在花树
下绣大朵的木槿花。日子如水般细
细地流下去，安稳静好。

农闲时，永水叔去工地上打
工，永水婶在家照顾婆婆。他们的
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永水叔在工
地上出事了，一个水泥板掉下来，
砸到了他的身上。那段时间，永水
婶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木槿
花树下，一针一线地仔细绣着绢布
上的木槿花。

有热心的人劝她离开，她坚定地
说，不，我要陪着他，守着我们的家。

以后的日子，永水婶靠一双巧
手，做些甜点，做些绣品，再拿到镇
上去卖，坚定地把一个残破不全的
家撑了下去。

不多久，父亲被调去城里工
作，我们就搬走了。

直到数年后，再次回到故乡，去
看望永水婶。他们家早已翻盖了房
屋，红墙黛瓦，古朴静谧。一院子的
木槿花，绚烂地绽放着，洁白的、淡
紫的。永水婶坐在木槿花树下，静静
地绣着花。五十多岁的她一点不老，
还是那样美丽，如一朵洁白的木槿
花盛开在时光里，不染尘埃。恍惚
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

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从成都飞
往稻城亚丁，庞然大物钢铁犁铧一
路向南。我全神贯注地看着舷窗外,
长空在变化中演进，沧海桑田，摧枯
拉朽，我似乎感受到机头劈波斩浪
穿越远古时空付出的洪荒之力。“好
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我兴奋地呼喊：“亚丁！我来了
……”

空谷回声，四散开来。
置身这4411米海拔高度的大

地，白云举着我的呼唤飘渺，发散，
升腾。我想起先秦荀子《劝学》中的
至理名言：“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
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
而闻者彰。”

已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是两位漂
亮的藏族姑娘志愿者，偏襟立领长
袍，以主色调红绿黄黑衬托着她们
的青春容颜。我和她们拍了张合影，
然后便上车直奔宾馆。

交谈中得知，她俩都是四川民
族学院放暑假的学生，一位名叫作
嘎，另一位名叫普巴拉姆。

作嘎和普巴拉姆大学考的都是
四川民族学院，学院坐落于康定市
姑咱镇，它被深山河谷环抱着。作嘎
告诉我，秋季再开学她就二年级了，

学姐普巴拉姆就大三了，她们都是
学法律的。作嘎说，走进大学后她被
惊喜激励着，她和同学们都有助学
金，还有奖学金，最高奖学金5000
元，她大一就得过 2200 元的奖学
金。她告诉我，她非常喜欢大学里的
图书馆，喜欢模拟法庭实践课。她要
努力完成学业，毕业后考公务员，要
为家乡作贡献。

热爱家乡，刻苦求学，回报社会
是当地大学生志愿者的共同志向。
泽仁德西23岁，就读于阿坝师范学
院文学与历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
业，再开学就大四了，即将走向工作
岗位。她兴奋地对我说，上大学不但
所学专业让她如愿以偿，而且每年
都享受国家给予的助学金。

她对我说，在这个充满机遇与
挑战的时代，作为一名大学生能成
为国家资助政策的受益者深感荣
幸。这不仅缓解了经济压力，更在精
神上得到了鼓舞，她由衷感激。她感
觉家乡需要更多有知识有文化的年
轻人，她要努力完成学业，回报社会
服务家乡。

年轻人有学上，中年人有收入；
土地流转的农户有政府资金补贴；
即使不种地，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陪同我们登上稻城亚丁仙乃
日雪山的是位毕业不久的小伙
子，名叫罗绒多吉。他皮肤黝黑，
健硕帅气，在当地旅游中专毕业
后就考导游了，旅游旺季每天接
待国内外游客每月收入几千元。
他每天快乐地引路上山，细致讲
解，热情礼貌、满脸笑容地待客，
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牙齿洁
白如珍珠般好看。

车在宽阔的道路中不断上
坡，经过绿油油的草地，黄灿灿的
油菜花，大小不一的玛尼堆，眼前
一切像一幅幅油画不断闪现。最
潇洒的是一群群黑如墨汁的牦
牛，如同一幅幅焦墨画，更像大自
然诗歌中的标点，自然而恰当。

牦牛在农场田里用标准的低音
哼鸣着快乐，怡然自得地溜达着。它
们奉献的也可圈可点，除了牦牛肉，
牦牛奶，还有牛皮，牛毛；还有就是
独家创作的牛粪，那牛粪不落俗套，
是一层层螺旋式的圆盘型的；它们
吃进去的是草，排出来的无疑还是
草，即便粪便中有些水分，也被高原
的风吹干了。所以在涉藏地区的大
草原往往会被捡拾，而后投入火炉，
用来取暖或烧酥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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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凭借力壹

曾经的事物，兴许随着时光的
游走都已成为过去式，从哲学角度
说，世间不变的定律就是变!

稻城，香格里拉，美丽的亚丁闻
名于世。不仅因英国小说家詹姆斯·
希尔顿创作《消失的地平线》，还有
其它明亮的美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四川省级风景名胜区”。是日月
星光的折射，希望的代词。意思是

“向阳之地”，当地人又叫它念青贡
嘎或日松贡布。

“向阳之地”的村子里古老而美
丽的传说在巍峨壮丽的央迈勇、仙
乃日、夏诺多吉三座高山间飘渺不
散。从亚丁机场坐车奔赴雪域花园
酒店百余公里的路上，我看着窗外
景致，想着腹稿的布局。山坡耸立的
白塔和碧绿如翠的湖水相映媲美，
时而写意，时而工笔。

7月24日，我们冒着大雨走访
藏族群众家。在香格里拉镇热光村，
乡级驻村干部张兴茂、副镇长刘光
伟，村党支部书记降白带我们来到
村民益西卓玛的家。张兴茂是香格
里拉镇的在职干部，现在是热光村
的包村干部，协助参与村里各项工
作的开展。

益西卓玛家的房子宽敞时尚，
外表以灰色为基调，屋檐有棱角，嵌
有黑白线条间隔花纹，与绝大多数
村民家一样，是以山上经过雕凿的
石头做主体建材搭建的，看上去坚
固敦实。院子里有果树，花卉，屋里
的墙壁是彩色的，柜子里陈设着各

类手制铜器具，更显眼的还有多处
电源插座，我还就近找了一处给自
己的手机充电。

益西卓玛热情地为我们送上她
家种的香梨，更开眼界的是，案台上
有一口烧酥油茶的大锅，插上电源
后满满一大锅酥油茶很快就沸腾
了，冒出的香气迅速弥漫开来。主人
用镶金边的饭碗为客人端上酥油
茶，摆上核桃，表达着好客之情。

益西卓玛今年60岁，前几年儿
子因病去世，家里还有五口人，丈夫、
儿媳妇、孙子和孙女。孙子、孙女在读
书，儿媳妇在镇里的宾馆当服务员。
交谈中得知，孙女洛绒拉姆在泸州市
的纳溪中学读高二，孙子洛绒多吉高
中在泸定二中毕业后，通过了资阳环
境学院自主招生已被录取，开学为大
一新生；入学后，新生可以根据个人
情况申请助学贷款。

益西卓玛家有 11 亩地，政府
补偿土地流转金每亩每年2360元，
还有失地补偿，因为当地政府旅游
开发项目的实施，村民的地被征收，
于是就按家庭人口给予补偿，每人
每月170元。儿媳每月基本收入大
约3000元；家里还有民宿，可以接
待6位游客。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
见几盆长得肥硕的绿植，生机勃勃，
鲜嫩好看。

热光村还有一种福利：每年所
有村民都可以在亚丁景区内为马帮
服务一次，就是在客流多的时候给
马帮牵马，服务时间为半个月，其间
平均每人收入大约1300元。平时村
民还可以自主采集松茸和虫草，卖
给前来收购的商户。

热光村总共有 53 户，251 口
人，每一户都在共同致富的行列
中。张兴茂告诉我，像益西卓玛家
这种收入水平在村里算中等，有相
对略低于他们的，每家每户都有一
人被统一安排在镇里的公益性岗

位，有的做护林员、有的做环卫工；
他们除了每月的固定收入，孩子读
书还可以申请教育扶贫基金，还可
以享受“雨露规划”，即申请基金，
经过审批合格后，这笔钱很快就会
被打入卡上。

美丽的乡村，美好的日子。乡
村振兴发展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张兴茂兴奋地告诉我，乡村实现了
全部“硬面路”，即村里的路都铺上
了柏油路，通往村民家的路都是水
泥路，告别了晴天起土，雨天踩泥
的状况。环境整洁村民出行方便，
村民开心，外地开车进村交易的人
也方便了。更让村民感慨的是，污
水处理已并入市政管道，“五线”全
部下地，通讯网络全覆盖。对口支
援稻城县的泸州市投入 400 多万
元，加上当地部分投资，近年来不
断进行庭院改造、种植养殖、植树
种花，新景观新气象让整个村子焕
然一新；核桃、水果、松茸都在助力
增收。在这里交流观察，给我留下
美好印象；和谐文明清洁安宁，已
成为香格里拉新希望的新表情，招
商引资的新名片。

走在致富前列的，是从事民宿
业的刘凯，他租下一户村民的套房
做民宿，他们诚信经营、热情接待、
歌舞风情主客共乐，带动了当地村
民致富。村主任告诉我，刘凯每年
支付房东的租金就高达 28 万元，
除此，房东每年还得分红16万元；
房东夫妇足不出户就实现了就业：
媳妇当厨师，丈夫当司机接送八方
客人。此外，村里还有其他村民在
此就业。

日渐兴旺的民宿赢得了游客赞
扬，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刘凯荣获了
甘孜州委、州政府2023年5月颁发
的“民族团结先进企业——稻城桑
杰林卡轻奢民宿”荣誉称号。

（未完待续）

香格里拉见证贰

如果说亚丁巍峨壮丽的央迈勇、仙乃日、夏诺多吉三座高山傲然耸立令世人仰

望，那么，惊动古今的皮洛遗址、拉索宇宙线观测站、子午二期天文部落何尝不是三

座雄伟的高山！它是中国前世与今生文明的相会，新时代天文科学的图腾。随着7月

22日一个文本的宣言，三座高山声名鹊起海内外。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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