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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匠镶珠璧画骈，竹篱揣梦犬酣眠。
不堪采石充温饱，惊喜尊师备博研。
目纵长桥沧浪涌，名驰铁寨果儿鲜。
能将此景音诗配，笑面桃花邂逅缘。

春到黎河园

倒寒消退暖风流，俏扮时装少女柔。
柳絮叨叨生媚眼，流莺恰恰展歌喉。
静中翁钓浮标立，绵里针藏诱饵投。
最是幺儿腥味道，欲蹚浑水湿鸠鸠。

长铺印象（外一首）

◆董邦震

宿松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有着丰厚的文
化底蕴，演绎了众多流芳百世神奇传说和典
故。被称为“宿松十景”之一的“孚玉青峰”
山脚下，自古至今留下的“龙井”与“龙井
茶”的传说，弥漫在淡淡氤氲茶香里，翻开是
故事，盖上是回忆，缱绻在心底那份挥之不去
的文化情愫，不经意间会泛起阵阵的涟漪。

连接当今宿松新县城与旧县城气势磅礴宽
敞明亮的龙山大道，其边上麒麟庵旁镶嵌着一
口古井，那就是传说中古老的宿松“龙井”。
井口斑驳历经沧桑，似乎向世间诉说那风雨年
月，流淌着与“茶”割舍不断的那份沉甸甸缘
分和情结。“龙井”甘泉烧制的“茶水”，穿越
时空隧道，依然飘香，回味无穷，沁人心脾。
据清朝 《钦定四库全书》 记载：“安庆府宿松
县东门外，孚玉山下福昌寺旁，井曰：‘龙
井’，水味清甘，沦茗甚佳，质与溪泉较重。”

“龙井”在鲤鱼山 （也称孚玉山） 西侧，
相传在清晨日出之前，有人观望龙井，见井底
有龙影晃动，龙族的子孙围绕左右嬉戏追逐。
因井水丰盈甘甜，向来为城里居民烧茶煮饭日
常之饮用，备受当地民众依恋和青睐。“龙
井”附近山上种的“茶”，用井水泡制，芬芳
扑鼻，香飘四溢，享有盛誉，称为“龙井茶”。

与此同时，在鲤鱼山南麓有一泉眼，名曰
“聪明泉”。泉水涓涓细流，取之不尽，水多而
不溢出，历大旱不涸仍充盈。唐代大诗人李白
曾游福昌寺，与水光祖师席地而谈，忽见清泉
从石底涌出，因导之，名“聪明泉”。并题诗

云：“玉山泉似玉，日夜长潺湲。等闲高人
至，浮出蛟龙涎。”民间相传，聪明泉每发出
翰墨香味邑中科名必盛，故此，直到现在来城
参加高考的学生也寻到此处饮上一碗聪明泉
水，再去参加考试。难怪宿松“迁客骚人”群
英荟萃，得益于此。正因这般，有了“罗汉茶
叶聪明水”名饮之美誉。如今还有老城居民到

“聪明泉”取水烧茶，彰显与
众不同的休闲品茶魅力。

然而，“龙井”与“茶”
的背后，有着怎样神奇玄乎的
传说呢？

相传很久以前，一贫困书
生，在宿松县城南门河桥边赏
景，忽见一金色鲤鱼跃出水面
落到桥头岸上。刚巧被过路的
鱼翁碰上，放入鱼篓。书生不
舍活蹦乱跳的金鱼成为腹中
食，顿生怜悯，掏出身上仅有
的几文钱买下那条鱼，投进城南放生池。

不知是书生的造化，还是他的举动感动了
上苍，当年科举考试，他一举成名在朝中为
官。可那金鱼在放生池里不甘寂寞，天天想回
到东海龙王身边，成为龙宫一族。一日，狂风
突起，风雨交加。金鱼趁一阵龙卷风飞跃而
起，沿县大河、龙湖、长江顺水而下到东海龙
宫，奉龙王旨意参加三年一次的鱼类长江跳高
比赛。谁先游至宿松境内龙湖上游，跳过城北
三里开外的龙门山，抵达距县十里的龙山是胜

者，就封为龙族。
金鱼信心满满，踌躇满志想拔得头筹，拿

到第一名次。游到“秀河烟柳”河畔，被眼前
十里桃园和绚丽烟柳河畔美景所吸引、迷惑，
在跳龙门山时，求胜心切，性急奋鳍飞跃，误
判方向，只听“嘣隆”一声，身子稳稳跌落在
县城东北角一处，未能跳过龙门。鲤鱼自知得

不到东海龙王的赐封，便一声长叹气绝身亡。
一阵烟雾迷蒙后，顷刻间便化作一座形似鲤鱼
的山峰。有古诗为证：“石齿风流水潺潺，云
鳞片片点苔斑。不知蜕骨何年换，飞过江天化
作山。”这就是后来人们传说的鲤鱼山。

据 《宿松县志》 记载：“鲤鱼山多白石，
色如玉，故又称‘孚玉山’。”传说鲤鱼山众多
白玉石，为鲤鱼的骨头所变。当年李白来宿松
与水光祖师所题“聪明泉”，传说就是当年鲤
鱼的眼睛变成的。

又传说，未能跳过龙门山的金鱼，是一对
鲤鱼，遂化作两处形似鲤鱼的山峰。东北的叫
孚玉山，谓之公鲤鱼山；西边的叫钱家山，谓
之母鲤鱼山，两山合称“鲤鱼山”。一对金鲤
因乡景而生乡情和恋情误事，情有可原。东海
龙王同情其遭遇，准依其为龙族，山附奔龙走
势，在鲤鱼山与福昌岭之间劈道而行，似一条

穿住鲤鱼嘴巴的绳
索，穿鼻锁身，切
断 了 鲤 鱼 山 的 龙
脉，就是今天的龙
山大道。

恩准“龙背有
缘 ”、“ 龙 脉 盘
旋”，两金鲤既叹
悔比赛失误，又感
恩东海龙王厚爱，
还自慰公母互依。
三情激荡，眼泪不

由自主流淌涌出，涓涓不息，汇成“龙眼
井”，而成“龙起遗潭”。后来，鲤鱼东海的后
生不负先辈厚望，每次回归故里比试，屡屡

“跃过龙门”，从湖底打开一条通往鲤鱼山脚的
地下通道。那暗道里的泉水涌出地面，清澈甘
甜爽口。后把它砌成圆形井壁，“龙井”便流
传开来。

那以后，宿松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段扑朔迷
离的“鲤鱼跳龙门”的神奇故事，还演绎出

“金榜题名”、“金盆养鲤”的典故。

据传神念石先生敦行愽学好周恤，有建
“龙井”功德，梦中得方：以清晨初汲之龙井
水泡宿松“龙山”茶，浓汤服用之。后，众人
验亦如之。龙井水泡茶，汤中的茶多酚、芳香
物、矿物质等成分久为医家称道。

一代又一代，一口龙井孕育了龙山之茶。
龙山由县脉分支，南趋十余里，蜿蜒犹龙。此
山乃金鲤遥望企盼之处，往北伸延，二郎、凉
亭、陈汉的高山茶堪称上乘。早在二千五百年
前，吴公子季札，为顺从父意，让位其弟，曾
来到这楚头吴尾的不毛之地，更衣隐逸，如今
此地却成为茶女园丁清歌酣饮之乐园。

以此山之茶配龙眼井水恰到好处，一口
“龙井”成就了县城茶馆的兴隆。这些茶馆多
坐落在县城的北门、南门和风景秀丽的菱河。
茶馆 （楼） 的常客多为富商阔少，也是文人以
茶会友的场所，他们喝茶、品茶，向以“罗汉
尖的茶叶，龙井的水”为誉。茶馆及居民肩挑
车拉龙井水专供泡茶，茶味甚好，堪比杭州西
湖龙井茶。铁井罐、竹浇筒、大茶壶、小茶杯
……海碗小盅配套烧
煮、冲、泡，海喝品
饮形成了经久不衰的
休 闲 方 式 —— 坐 茶
馆。坐馆居家，汲泉
煮茗。“龙井”清泉依
旧甘醇，“龙山茶”更
加芬芳。

“龙井”与“龙井茶”
◆王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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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首先请谈谈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的思想感悟。
方潇：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

阐述了过去 5 年的辉煌成就和新
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擘画了未
来中国宏伟蓝图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光辉前景，鼓舞人心，催人
奋进。报告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
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
为有效实现党领导的坚强战斗堡
垒。作为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我
听后倍感振奋，深感责任重大。

记者：请介绍过去五年下仓
镇的发展成就。

方潇：五年来，我们按照
“强党建、促发展、惠民生”的
总体思路，真抓实干、稳步推
进，做了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
大事、难事。

一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安
徽赛福莱汽配、东兴生态、望源
农业等一批超亿元牵动性产业项
目落户落地，年产 3.6 万吨的初
圆智纺项目即将动工。各项经济
指标增速明显，农业产值年均增
长 5%，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8%，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38%，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
9615元跃增至15320元。

二 是 民 生 福 祉 持 续 改 善 。
水、电、路全面覆盖，中心村、
特色村建设由点及面，S248、黄
湖大桥建成通车，脱贫攻坚顺利
收官，大湖改革向纵深推进，专
业渔民分类稳妥安置，推行自备
船分级管理、船载GPS和视频监
控系统技防措施，2022年全县应
急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我镇召开；

“三层网络”基层治理创新经验
在全市交流，多年来无赴省进京
上访，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三是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以

规划为引领，强化村镇建管，发
展有序有效；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促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理事会
工作法”在全市推广，“一村一
品一景”新格局初步形成；2022
年的龙舟赛荣登央视新闻频道，
渔家美食下仓莲藕被央视农村频
道专题推介。

四是党的建设得到加强。持
续深入抓干部队伍建设，高位推
进组织建设，落细落实 “三必
访”工作制度，干部作风转变明
显，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大幅
提升；全镇所有村 （社区） 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均超30万元，其中
超50万元7个、100万元以上的2
个。

记者：下一步下仓镇有哪些
发展思路和举措？

方潇：未来五年，我们一是
坚定不移抓高质量发展。巩固发
展好现有业态，做强“泊湖湾龙
虾”、“下仓埠水产”等特色品
牌，大力促进产业集群式发展；
着力打造汽摩配、农产品加工、
纺织、服装产业小区；依托黄湖
风光、传承保护民俗文化，建设
独具特色的水域红色旅游目的
地，助力乡村振兴。二是久久为
功抓美丽乡村建设。推深做实理
事会工作法，着力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规划引领村庄建管，建设
宜居宜游幸福水乡。三是驰而不
息抓作风效能。发扬自我革命精
神，坚持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化

“一改两为”，全面提升工作效
能 ， 对 标 对 表 纠 正 “ 六 重 六
轻”，一以贯之“五做到”，踔厉
奋发“五提升”，打造一支能干
事、敢干事、善成事的干部队
伍，奋力开创美丽下仓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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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首先请谈一谈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的思想感悟。

司欣荣：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
鲜明、内涵丰富，科学谋划了未来
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为中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擘画了新
的宏伟蓝图。作为一名基层干部，
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将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的首要政治任务，学
思践悟、细照笃行，谋深做实全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记者：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北
浴乡迈出了新步伐，红色山乡在我
们心中描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请介绍北浴乡这五年来的发展成
就。

司欣荣：北浴乡是偏远山区
乡，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一路
走来，红色山乡、人文北浴形象越
来越深入人心。

一是红色山乡声名鹊起。过去
五年，我们充分挖掘罗汉尖革命根
据地红色资源，以红色旅游带动绿
色生态发展，积极推进农文旅深度
融合，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被
命名为“安庆市党员干部党史教育
基地”，罗汉山红色旅游景区成功
创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滑石

村三面尖茶旅融合康养度假基地获
批“市级休闲旅游示范点”。以本
地红色资源创作的黄梅戏剧《浴血
罗汉尖》，在安庆中国黄梅戏艺术
节成功展演，反响热烈，红色旅游
产业逐渐壮大。2022年累计接待游
客达 10 万人次，农特产品销售额
达 60 余万元，为当地周边群众提
供就业岗位 50 多个，村级集体经
济直接增收 20 多万元。红色山乡
声名鹊起，罗汉山村获评安徽省建
设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滑石村获
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北浴乡获
评第七届市级文明村镇。

二是党的建设持续增强。过去
五年，我们紧紧围绕“党建+”工
作思路，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
党（总）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在乡
村振兴工作中的“领头羊”责任，
将“带着干”逐步转化为“抢着
干”、“比着干”，因地制宜“党
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
动权。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
决发扬“见第一就争、见奖杯就
夺、见红旗就扛”的北浴精神，干
部作风转变明显，群众的满意度、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三是山乡面貌精彩蝶变。五年
来，我们始终坚持乡村一体，大力

实施人居环境整治，不断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争取整治资金达600万
元，实现乡容村貌从“脏乱差”到

“净绿美”的实质转变，集镇污水
等配套设施功能日益完善。政府办
事形象迅速提升，完成乡综合文化
站搬迁和升级改造，建成集镇农贸
市场，乡为民服务综合大厅、全域
旅游会客厅、电商直播带货中心，
为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山乡面貌
精彩蝶变。

四是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五年
来，我们立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现代农业提质增
效，以瓜蒌、金丝黄菊等一批特色
产业先行先试，高山茶“罗仙云
雾”、“迎宾翠铭”茶叶等一批特色
品牌进一步打响，分别获评国家及
市级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其中“罗
仙云雾”茶获有机食品认证。矿产
环保问题整改有效，2022年税收收
入达570万余元。积极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积极落实党政主要领
导外出招商机制，一、二、三产经
济指标运行健康有序，稳中有进。

记者：北浴乡作为三省毗邻乡
镇，区位优势明显，请结合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谈一谈北浴乡未来五
年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司欣荣：砥砺奋进谋“浴”
路，擘画蓝图启新程 。下一步北

浴乡将结合乡情实际，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团结奋斗树形象，
务实进取谋新篇。

一是高质量打造“三色”北
浴。文旅融合亮“红色”，产业优
化描“绿色”，双招双引增“白
色”。我们将继续依托红色资源、
绿色生态、白色产业，做好村庄规
划和旅游发展规划，谋划打造宿蕲
矿产加工产业园，延长矿产深加工
相关产业链，让矿产价值得到充分
利用和开发。

二是高品位建设美颜集镇。立
足省际毗邻节点城市建设，打造省
际门户形象。争取项目资金，贯通
光明大道，提升集镇功能，谋划马
厂集镇西线路，解决集镇拥堵，扩
大集镇范围，畅通外循环。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集镇、乡村主干道沿
线整治，扎实推进自然村人居环境
整治，强化绿化硬化亮化提升，一
键点亮集镇美颜模式。

三是高内涵丰富人文北浴。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深入挖掘罗
汉尖红色文化、廖河古戏台等非物
质文化资源，以本地黄梅戏、中药
材等传统文化为基础，开拓文旅产
品，组建农民文艺工作队，形式多
样创作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作品，
让人文北浴与红色北浴携手共建。

建设“新型帮共体” 打造富裕山乡新样板
——专访北浴乡党委书记司欣荣

春 光春 光 章庆芳章庆芳//摄摄

红 色 在 传 承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卡子门、槽纸坊、思恩洞、红军泉……

走进历史，这些沧桑着的红色遗迹仍然沧桑。
羊肠小道曲曲弯，一直通往罗汉山，革

命英雄千千万，领导贫农把身翻……回到现
实，这些澎湃着的革命歌谣犹在澎湃。

朱育祺、朱赛英、吴应典、廖永亮……
眺望未来，这些被铭记的英雄烈士还会被铭
记。

罗汉尖革命根据地，一粒火种在皖西南
腹地跳动，渐渐燎原。大中华抗日救国军，
一面旗帜在大别山余脉升起，高高飘扬。

红色山乡，一团烈焰在熊熊燃烧，越烧
越旺，生生不息。

面对一张张烈士证明书，让我们
一起右手握成拳宣誓，在心中，记住
那些曲折，那些拼搏，那些鲜血。

就让这巍巍罗汉山，永远留住，
她红色记忆的根和血脉。

绿 色 在 涌 动
大别南来第一峰，巍峨壮丽气势

雄。
罗汉尖，它以自身的高度赢得尊

重，赢得青睐。
山岭重叠着山岭，竹木繁茂着竹木。这

个春天，这个上午，我们走着，走着，在罗
汉尖，穿竹林，过小桥，听飞瀑，观云海。

风在山中，吹动竹林、藤蔓、树和野
花，吹动嘴唇上的语言和一颗颗火热的心。

到处都是绿色，这盈盈的绿，汹涌的
绿，蓬蓬勃勃的绿！

群峰环抱，山脉相连，绿色就在沟壑间
肆意流淌。

当仰视飞瀑直下的时候，我知道，它的
前半生是松针竹叶上的雨珠清露，是苔痕阶
绿间的霜花残雪，亦是岩石罅隙中溢出的涓
涓细流。

当站在海拔超千米的石头前，我知道，
我的身体里涌动着绿色的血液！

多 彩 罗 汉 山

◆ 何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