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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离繁华不远，离田园很近。在这里，人们
的心灵可以找到诗意，找到宁静……

这种诗意和宁静，心安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回
归自然的田园生活上，更体现在盐都—百河，面貌
焕然一新，所铺展出水美人和的画卷里。

家乡的河，生态秀美的背后，是盐都人默默付
出，是奋斗、是奉献，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守护“百
河”碧水。

盐都这十年，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实现整体性跃
升，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实现历史性解决，水资源利
用方式实现深层次变革，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全局
性优化。

盐都这十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擦亮绿色发
展底色。以实现乡村美学的回归主题，让乡村从富
起来到美起来雅起来，增强乡村审美韵味、文化品
位，进而力求满足乡村群众高品质的生活需要。

作为曾经在盐都工作四十多年的我，退休后转
身写作，我始终在关注着：盐都这十年的“百河”之
变，情动于衷而行之于文，不知不觉中，一直在用散
文说话。

如果说，2009 年我的一篇小文《清凌凌的水》是
为家乡的河被污染的一声呐喊，那么 2012 年，那篇
叫《大河之舞》发表在北京《散文选刊下半月》及省
市报刊的文章，就是“百河”复苏、生机勃发，一路欢
歌奔腾向前写实。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党的十八大来，盐都
区全面修复水环境，累计投入 13.1 亿元，实施农村
河道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等系列工程，共整治农村大
中小沟河道3510 条计3860 公里；实施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工程，完成城市核心区河道综合整治 47 条计
132 公里。

十年，我笔尖下“百河”的盐都，三十多篇。
其中的《水美三条河》《风含情，水含笑》等文

章，记叙了盐都“经济与生态相融共赢”的事实：如
“壮士断腕”，关停境内所有化工、造纸企业；在建立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清水走廊”三年行动
方案》的基础上，连续实施了“市域河道整治”“退圩
还湖”“引江入湖”等一系列工程，等等。

我的《连心水》《问渠哪得清如许》《打赢污水治
理攻坚战》等几篇文章，主要是讴歌“人民至上”，惠
及民生的“盐都故事”。其一，“盐龙湖”的规划设计
建设，是一项集多学科、内容广、科技含量高、国内
无先例的生态工程；其二，城乡供水一体化，将“国
标”饮用水送往全区各乡镇、村组和各家各户，彻底
改变了农村人千百年以来，祖祖辈辈靠吃河水（地
表水）、井水（地下水）的原始生存状况。

我的《水韵盐都，魅力盐都》《我与朱沥沟的对
话》两篇报告文学，详细记载，盐都为河湖“美颜”，
不只是地下水综合治理和生态补水，关键在全面推
行河长湖长制、强化水土保持、水资源管理、农村饮

水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举措，条条落到实
处，创造创新了深化“河长+断面长+警长”的“三长
治水”模式。

我的《大湖水芦苇花》《雁归来》《绿丘夕阳》
《将历史记忆融入景区》等以散文的样式，用在场的
感觉以及独特的视角，记录下湖河的美丽蜕变；同
时，也见证了盐都生态文明系统不断夯实，特色农
业助力乡村振兴，数字化服务打造零碳园……稳步
迈向生态、绿色、宜居宜业宜发展的全部过程。

打造“一河一策”样板。如今的蟒蛇河，打造成
了集健身绿道、水上游览、文化体验、乡村度假等功
能为一体的河流生态旅游廊道；今天的大马沟，打
造成集生态、休闲、科普、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
公园。重现“百万水鸟飞平湖”的壮观景象，彰显里
下河沿河乡村自然生态和人文底蕴。

眺望千年古镇龙冈的“南水北绿”，细看大纵
湖、郭猛两个省级“水美乡镇”，还有，泾口、杨侍等
15个省级“水美村庄”等等……

故事，在河中荡漾，为我的老来写作——“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讴歌时代、赞美生活”提供了机会。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微风习习。
又一次漫步于小马沟绿廊，别有一番惬意。
河畔，步道干净整齐，两岸绿荫匝地，河面微波

荡漾。步道上，三三两两悠闲散步的人，也有轻松慢
跑的……勾勒出了我的家乡——幸福盐都的模样。

我家乡的河
□ 邵玉田

东方湿地，芦花笑对平湖水；世
外桃源，瑞鹤翩飞古晋城。自古以
来，大纵湖就是盐城的名胜。“平湖
秋月”为古盐城八景之冠。如今，

“纵湖秋色”又被列为“盐城新十景”
之首。

这里不仅物华天宝，更兼人杰
地灵：三国名士“建安七子”之陈琳、
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宋曹生于斯、
长于斯，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而“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当
年在大纵湖畔开馆授徒，则留下了
千古佳话。有关大纵湖成因的“宗
保救母”的传说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演绎的淋漓尽致。已有近四百
年历史的水上名刹龙兴寺，历经沧
桑，几经兴废，香火依然旺盛。一段
段有趣故事传说，在不经意间，唤醒
一种长久的记忆和思索。

柳堡村、龙珠岛、人工沙滩、垂
钓区、九曲桥、观湖楼、亲水台、镇湖
塔等景点。展现十里荷塘、香洲渔
歌、鱼跃鸢飞、佛光塔影、云廊步月、
蜃楼妙境、碧浪蟹香、情侣小筑、平
湖秋月和水上世界十个景点。围绕

“湖荡绿洲、渔家水寨、苏北明珠、度
假天堂”的主题定位，建成集湖荡观光、休闲度假、民俗
采风、生态教育、科考探秘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型旅游
度假区。一头钻进芦荡迷宫，只见高达 25 米的苏北水乡
第一佛—湖中观音圣像，矗立在这佛教圣地入湖道口，喜
迎各方游客。

大纵湖的水多，清清之水，绿如翡翠。日出，湖中
溢满了金色；月夜，一片银灰，柔光融融。逢秋水剧涨，
烟波浩淼，涛声阵阵，令人浮想联翩 ...... 初秋泛舟其间，
湖水湛蓝碧透，游鱼历历可见。两岸翠绿的芦苇，微风
吹过，芦花漫天，景色十分迷人，一阵惬意之感，真是别
有一番韵味。湖畔苍松挺拔，垂柳拂面，翠竹掩映，林
木葱郁。

“绿波不尽尘难染，芦苇深处浮人家”。依托大纵湖
优越的水资源，结合东晋城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景区东侧
打造了以“水”为特色的东晋城，描绘出一幅“船在城中
游，人在岛中居”的水乡风格“清明上河图”。

东晋城占地 945 亩，其中陆地面积 450 亩，总体规划
为一河三街五区九岛。其中，宋氏宗祠以其古朴庄严的
建筑形象，给每位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古色古香的商业
街，让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大宋街景……

大纵湖的静谧、甜美、和谐、舒心……我已不记得
该用什么词去赞美这份自然的纯净了。漫步大纵湖水
乡佛国，领略美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纵湖民风，神奇
的民间传说，独特的水乡古城，让人不自觉打开心扉，
这江淮大地上的明珠绽放光芒，一张代表盐城旅游的金
名片飞向全国。

纵
湖
秋
色

□
李
广
荣

连日的秋雨终于停了。
太阳露出了半边脸，风凉而不寒，这样难得的

好天气，适宜捧一杯浓茶，往院子里的桂花树下一
坐，抬头数着花叶间漏下来的丝丝日光，自然而然
地感受这份秋意，品这一缕茶香。

林清玄说：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
是喝茶的心清。在桂花树下品茶，桂子香与茶香交
织，时光的静好便一览无余，心清自然是愉悦的，平
静的。不管是昂贵的茶，还是廉价的茶，一杯下去
人就安静了，身体、头脑、心灵都得到放松、滋养。

三杯过后，感觉茶气漂浮杯中，羽化生烟，袅袅
茶香、气韵充满在桂花的香气中，融合在身心里，滋
养万物，一体容光。自己像被清洗过一番，整个身

心灵都干净、清爽起来。喝到最后，头脑也放空了，
与天地合为一体。

桂花树下，一个人独自品茶，我学会了自己与
自己相处，且能心安当下。正如杨绛先生在《一百
岁感言》里写道的：“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
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
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幸好，不管世间多少惊雷多少变幻，那些古朴
的时令永是如期而至，比如，春夏秋冬二十四节
气。人们活在无常里，也活在恒常里。桂花又香
了，秋天又到了，品着茶，闻着香，一个人在院子里
转悠，坐在桂花树下发呆，没更多想法，看似清贫如

水，却无闲事挂心头，也算人间好时节。毕竟这份
简单的美好，值得细品。

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空气里弥漫着让人
无法抗拒的桂花香。一阵秋风，桂花如一只只金黄
的小小精灵，轻轻地飘落在我的头发上，衣裳上，茶
杯里，能真切的感受到风过桂花落，在我看来，不仅
仅是因为“人闲”，更是因为“心静”。

所以，桂花开的时节，我都舍不得外出，常常独坐
在小院里看着满树的桂花发呆，品茶，一坐就是大半
天，也不说一句话，心里却像秋日的天空，明净轻盈。

哪怕若干年后，步履蹒跚，老态龙钟，我还是愿
意，守着一棵桂花树，捧着一杯茶，过了春夏，再过
秋冬，于桂花香里，茶香里，品山、品水、品日月。

桂花树下品茶
□ 马庆民

秋 浓 李 陶 摄

我的老家在盐城的西乡。岁
月更替，季节辗转，秋不知不觉便
来 到 了 盐 城 的 西 乡 。 这 里 的 秋
天，酒醉枫红，翠竹长青，风清气
正，静谧安详。这里的秋，流淌着
金银、流露着诗意、流动着激情。

大纵湖清澈的湖水，将整个
天空映照的碧蓝，几朵白云在远
处悠闲地飘动；笔直的黑色公路
上，小轿车、货运车不停地来回穿
梭，一片繁忙景象；路边绿色的桂
花树抖落了一身微凉的风，将自
己的香味洒满了一地，也香满了
整个村庄。

田地里的稻子穿上金灿灿的
盛装，就像铺满了黄金，闪闪发
光，闻一下稻香，能让人沉醉而不
知归处；棉花像一片白云飘落在
田野，洁白无瑕；大堤两旁那滚圆
的大豆，粒粒饱满，风儿一吹“哗
哗哗哗”，像一串串风铃悦耳动
听；乌黑的芝麻透着一点点亮光，
小小的、圆扁扁的，样子像一个黑
色的小雨滴，真是可爱极了。西
乡的秋，醉美了乡亲们的笑脸，更

是一幅多姿多彩的丰收图卷。
走进果园，葡萄如紫玉般鲜亮迷人。苹果树上青色

的、红色的果子交相辉映，生机一片。梨儿黄澄澄的挂满
全树，闪闪发亮，在青绿间露出一张张笑脸。柿子树上的
果子，犹如一盏盏小灯笼，十分喜人。农家菜园里琳琅满
目，南瓜静静地躺在地上待人摘取、辣椒映红了农村人幸
福美好的生活、绿油油的白菜，这儿一丛，那儿一丛，如
同给园子铺上了一块绿色的地毯，绿的让人心中充满了
希望。

“秋声飒飒芦苇寒，惊飞白鹭起前滩”。西乡的秋
天，是观赏芦苇的好时候。这里的芦苇大气磅礴，在阳光
照射下闪耀着缤纷的色彩，美轮美奂，令人叫绝。这里的
芦花，如淑女般恬静、淡雅，飞舞中透着灵气。这里的芦
花，如圣女般素洁、飘逸、高雅。“窗低芦苇秋，便有江湖
思。久已倦垂纶，游鱼不须避。”这里的芦花，像我们西
乡人那样，敦厚诚实、勤劳朴实、勇于奉献、不媚不俗，柔
顺中隐含着傲骨，以无穷的韧性醉倒了秋风，醉倒了诗
人，醉美了世界。

西乡的秋天，风是多情的。清晨，凉风为大地送
来了凉爽，草丛奉献出珍珠般的露珠，可让人们掬一
捧清澈走向岁月的深处和远方。西乡的秋天，雨是柔
情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秋雨细如牛毛，密
密的斜织着，如花针般闪闪发亮。秋雨落在地面上，
无半点声响，却让大地散发出诱人的土香和芬芳，点
缀出秋的温情、温馨与舒爽。

西乡的秋，是孩子们的欢乐谷。傍晚，夕阳下初
露东升的月，一群孩子们，在空地上玩丢手绢、老鹰捉
小鸡、滚铁环、跳方格等游戏。记得小时候的我，也曾
趴在草垛上眺望远方，看着夜空中升起一轮明月，仿
佛置身世外桃源。秋天，到西乡赏秋月，会让你真正
体味到秋月的乡野之景、乡野之情。

西乡的秋天，寂寞着自己的寂寞，辉煌着自己的辉
煌。西乡的秋天，采一席白露，撷一瓣秋香，都是最美最
暖的收藏。西乡的秋天，美得让人魂牵梦萦、流连忘返。

我爱西乡的秋天，我爱我的故乡！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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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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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西乡，广袤的平原，仰面托起天空的
云，也怀抱了太平洋暖湿气流，孕育、凝聚、倾洒.....
无数次落下纷纷扬扬的雨。

黄海岸边，湿地之城，素有“苏北小江南”的美
称，所以也如江南一般多雨。春日里有绵绵细雨，

“杨楼翠霭”烟云浑；夏日里有倾盆大雨，风驱急雨
洒瓢城（古城名）；秋日里有清凉雨，“平湖秋色”水
波清；冬日里有雪夹雨，“入画芳菲一望平”。西乡
的雨，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西乡听雨，有着
别样的情致。

西乡的雨，怜抚古老的村庄。雨落古村上，洗
去了尘埃，生发出清亮。老村子，深幽的老巷，青砖
铺成的路，经雨水冲刷，加之走的人多了，地面被磨
得像镜面一样黝黑发光。雨，静静地下，一滴，二
滴，滴滴答答。雨水落在了地面，生成的小水坑，灯
光下，水滴涟漪，宛如一朵盛开的睡莲。微风裹着
雨雾的温香，从窗外袭来，欢乐地跳动着晶莹的深
情。雨打窗棂，吟叹着温婉、浪漫的诗语。

西乡的雨，摧出虫曲声缠绵。雨略过了田野，
草青绿，花坐果，虫儿鸣，唱响水乡的夜晚。感知细
雨，虫鸣四起，“吱吱”“唧唧”，叫个不停，从田野到
村舍，一直涌到了耳鬓。虫语落在竹席上，消失在

了泥土里，带来纱橱枕簟凉。细雨中，虫语缠绵，像
是一声声催眠曲，头一落枕，便进入了梦乡。心随
虫语，飞去了远方。在那银河岸边，牛郎织女相
望。虫语唧唧，鹊桥相会，神话的故事里，美好的向
往数千年。晨起五更天，夜雨没停息，雨声虫声连
成一片，好似万马奔腾，撼动心灵。

西乡的雨，浇出湿地好风景。春风和春雨，最
早感知的是梅。催春的雨，带来梅渍香，柳枝垂绿，
湖色空蒙。夏雨到水乡，荷绿花红，鱼跃水面。雨
后积在禾苗上的水滴，从风中滑落，雨滴声响，融入
了肥沃的土地。一场秋雨一场凉，大地由绿变黄，
金色一片，到处溢出成熟的香甜。冬日的雨，融化
了雪，麦苗青青，冰雪滋润越冬作物，生命里孕育着
梦想，待到冰雪消融时，叶绿花红满园春。

西乡的雨，是乡村的常客。雨中不失为耕作的
好时光。下雨了，父亲头戴斗笠往田地里赶。风
声、雨声、农耕号子声，和曲入耳，回荡在田地间。
浅秋时节，正是早稻登场时。打谷场上，晒满打下
的稻谷。瞬间，雷声炸响，乌云翻腾。雷雨来了，那
就是命令！全村男女老少争相抢收稻谷场。“抢场
啦！”急促的喊声，汗水与雨水交织，全村人齐心协
力抢收稻谷。雨过天晴，一架彩虹挂在了天边。雨

水汇集，夹带着一些黄色稻粒流入了小河。一群鸭
子赶来，一个猛子扎下去，再浮上水面，伸一伸颈，
吞下满嘴的稻粒。一会儿，吃饱的鸭子，小憩水岸
边，将它的嘴倒插在羽翅里，好惬意。

西乡的雨，有着无限的柔情。多少次，我和奶
奶一起听雨声。那时候，奶奶的耳朵已不灵便，她
是用心在听雨。静静地听雨，奶奶手扶脱去桐油的
门框，坐在老屋的门槛上，门槛早被踩成月牙形
状。奶奶说，她听见雨水从高高的屋墩子上流下
来，流过了老村老巷，漫过了青石，汇集成流，匆匆
地从高处跌落进了小河，流去了远方。奶奶听雨我
看雨。雨就藏在那云里，风吹云动，雨丝如注。斜
着的，旋转的，打圈的，漫天飞扬，落向大地。雨落
在了屋面瓦片上，跳动着，弹出了轻盈的乐章。雨
珠落在了地上，瞬间拉出尖尖的尾巴，顷刻间消失
在水中。雨从屋檐上落下，滴水穿石，不偏不倚。
奶奶说，雨水里有柔也有刚，更有那柔弱秀美与坚
韧顽强的双重性。

一路人生，与雨相随。蓦然感知奶奶说过的
话，潜移默化融进在我的血液里。雨为情，润物细
无声。水乡的雨，洗涤心灵，给人以智慧，灵魂更
高洁。

西乡的雨
□ 邹凤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