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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宝 鸡，只 要
你随意走走看看，你
会不由自主地说 ：这
个地方真美！是的，
宝鸡确实很美！

宝 鸡 的 美，美 在
她像一坛陈年老酒，经
过岁月沉淀，越发醇
厚浓香。宝鸡历史文
化源远流长，是华夏
始祖炎帝故里，是姜
炎、周秦文化发祥地。
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

“宅兹中国”一语，为
“中国”一词最早的文
字记载，让人们在方寸
之间看到一个埋藏千
年的谜底。

宝 鸡 的 美，美 在
她像一幅画，水在城
中，城 在 绿 中，人 在
景中。渭河是宝鸡人
的母亲河。有了水这
个城市就有了灵气，
充满朝气和活力。宝鸡人民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持续
推进渭河生态治理，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深
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同时，

“宝鸡绿”开始向“宝鸡美”
华丽转变。沿渭河河堤建成
的百里画廊已变成市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渭河沿线已
经打造成“城市会客厅”，形
成水清、岸绿、河畅的自然、
灵动美感，以青山绿水为画
笔绘就宝鸡生态文明建设的
美丽画卷。

宝鸡的美，美在她像一
首诗，温馨浪漫，让人心旷神
怡。宝鸡的美，不仅是穿城而
过的渭河清流，巍峨磅礴、郁
郁葱葱的秦岭，神奇秀丽的

鸡峰山，逶迤绵延在宝
鸡城北的胜利塬、蟠龙
塬、马家塬，也是开挖
总长度达 1.75 公里的
窑洞工厂。当年生产了
抗战急需的棉纱棉布，
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抗
战工业奇迹”，今天成
为民族工业精神高地，
中国抗战精神重要承
载地的长乐塬抗战工
业遗址公园。

宝 鸡 的 美，不 仅
是干净的街道、宽广的
马路，道路旁姹紫嫣红
的月季、挺拔潇洒的翠
竹，渭 河 公 园 婀 娜 多
姿、随风飘逸的杨柳，
汇聚了众多特色风味
美食，让人流连忘返的
陈仓老街，让人吃了还
想再吃的宝鸡擀面皮，
薄筋光、酸辣香、煎稀
汪的宝鸡岐山臊子面，

也是古朴凝重，宛如宝鸡历
史守护者，矗立在被康有为
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石鼓
出土地的石鼓山上，成为宝
鸡地标的中华石鼓阁，也是微
风吹来，波光粼粼，鸟儿低飞、
野鸭悠闲嬉戏、白鹭翩翩起舞
的金渭湖。

一汪清澈潋滟、让人神
清气爽的湖水，一座气势恢
宏、巍峨俊秀的石鼓阁，一座
夜景似美人、吟唱千古颂的
石鼓文化廊桥，一架成为网
红打卡地、夜晚景色辉煌，仿
佛神仙境界的“恋梦桥”——
联盟大桥。给人们带来的是
温馨浪漫、自由自在、心旷神
怡，让人们在宝鸡家门口可
以感受到诗和远方。

宝鸡的美，美不胜收！

傍晚，太白县咀头镇北沟
村被西斜的太阳余晖照耀得
一片金光灿烂，东方远远的天
空飞起几朵云霞，边上镶着金
色的光亮。村庄已经沉浸在秦
岭山脉的阴影中，丝丝缕缕的
炊烟袅袅萦绕在红色的屋顶、
翠绿的山间。

走进村里，村民赵芳一家
人还在香菇大棚里忙得不可
开交，路边的一块空地上，被
铁锨、筐子、水管、塑料桶、沾
满泥巴的雨鞋等家什占据着。
看见我们，赵芳脸上的笑容和
金色的阳光一样灿烂，丝毫没
有疲倦。她比起我们初识时清
瘦了许多，皮肤黑了些，清脆
干练的声音依旧。这里，山峦
葱茏、地脉逶迤、溪水潺潺、鸟
鸣山涧。

初识赵芳，是五年前在咀
头林业站的办公室里。当时我
正埋头整理文件，进来一个腰
身微胖的女子，肩上斜挎着一
个黑色的包，白里透红的脸
上挂着笑容，声音清脆洪亮 ：

“你好，我是北沟村报账员赵
芳，我来交我们村的防火资料
费。”在短暂的业务办理过程
中，虽胖但不失精干和利索的
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在太白县，种植香菇的农
户不在少数。早在二十多年
前，这个秦岭深处的小城里，

有眼光的人们发现这里气候
环境特别适合菌类生长，所以
香菇、蘑菇等菌类种植产业渐
渐发展了起来，五年前赵芳也
加入了此行列中。

起初，赵芳种植香菇也吃
了不少苦头，因为没有经验、
没有技术、资金短缺等因素的
制约，导致种植规模小、产量
低、收益甚微，直到县上请来
了专家进行技术培训、现场指
导，随农业农村局去外县参观
学习，向本县有多年种植经验
的同行请教、探讨，才有了转
机与希望。最终，赵芳凭着自
己的勤劳、踏实、努力和坚持，
攻下了香菇的种植技术，成了
远近闻名的“香菇种植大户”，
又被选为太白县永晖食用菌
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

我们一起走进黑色遮阳
网遮盖的香菇大棚，潮湿的大
棚里香菇棒整齐地摆放在架
子上，香菇棒上已经有大拇指
头粗的香菇芽顶破料棒露出
菇头。赵芳高兴地介绍说 ：“今
年我发展了二十几个棚，十万
个菌棒。你看，从这发出的菇芽
能看得出来，今年香菇的长势
特别好，再有三天左右就可以
收获了。”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
菇芽和菇棒，就像在抚摸珍宝
一样，那表情是难以掩饰的激
动与喜悦。面对一排排一行行

香菇棒，孕育、栽培、采摘……
这些朴素的种植场面，我知道
她都已了如指掌。正如她说的
育菌种，像照顾婴儿一样细致
周到。就像蒸菌棒时，几天几夜
不合眼地烧锅炉，还得时刻关
注温度。夏天，大棚里密不透
风，热气充满其间，人在里面劳
动就像蒸桑拿，每个人都是汗
流浃背，有时甚至顾不上擦一
把，得不停地翻腾着。是啊，一
个人如果没有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热爱，哪里有这样的拼
劲。“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
功花不开。”当看到菌棒上的菇
芽蠢蠢欲动时，她的欣慰和自
豪油然而生。

往回走的路上，赵
芳指着一片片黑压
压 的 遮 阳 网 遮
盖的香菇大棚
说 ：“这些都
是我们合作
社成员种植
的，我原来
没经验，不
敢 让 大 伙
大 规 模 发
展，这 事 投
资太大，乡亲
们实在是赚得
起赔不起，现在
县上请专家给咱
把了脉，信用社作资

金后盾，咱也积累了些经验，
就敢放开胆子甩手干了。合作
社由原来的 3 户种植增加到
15 户，菌棒也由原来的几万棒
增加到 110 万棒，而且今年香
菇的长势都很好，大家越干越
有劲头了。我们还请了好几个
脱贫户来帮忙，让他们在家门
口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家里。”
赵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
里饱含愉悦，目光里流露着坚
定，脸上写满了自信。

我蓦然想起一句名言 ：坚
定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做出
惊人的事业。

一汀烟雨，悄悄地依偎着
微风，斜斜地从空中飘落下
来，细密、清凉、轻盈、澄澈。雨
雾漫漫、杨柳依依，秦山渭水、
小城人家，仿若披上了一层薄
如蝉翼的绿衣，似烟似雾、如
梦如幻。

春天是柳树的舞台，绿柳
独占春芳。“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温柔的东
风，吹开了一簇簇金黄的迎春
花，也吹绿了小城的一棵棵杨
柳。渭河岸边、公园湖畔、乡村
的池塘边、山涧的小溪旁，绿
绿的柳树、细细的柳条、柔柔
的柳叶，郁郁葱葱，像云烟，在
风中摇曳着、飘舞着，染绿了
小城春色，缤纷的人间烟火。
走在小城的春天里，看桃红柳
绿、杏黄李白、莺歌燕舞、草满
花堤，一切都是那么美啊！那
旖旎的画面、诗意的风景，让
人赏心悦目、沉醉不已，忘了
归途……

渭河岸边的绿柳，最是惊
艳！一剪春风，轻柔地把春的
信笺，快递到渭水之滨。渭河
两岸的柳树，顷刻间，便听到
春的呼唤，欢快地萌动起来。
杨柳岸边青色的枝干，急不可

待地长出了小小的苞芽儿，就
像一只只小眼睛，好奇地观望
着这个神奇的世界。一缕阳
光，静静地洒在柳树上，一个
个小苞芽切切地疯长起来。斜
斜细雨，飘落在柳树上，柳破
眉梢、苞传俏蕊，点点绿意、影
影绰绰，在水云间开始氤氲。
春风吹过，柳树绿了，那长长
的柳丝，就像柳树的秀发，柔
柔地披下来，一直垂到腰间。
远远望去，密密匝匝的柳枝、
碧绿碧绿的柳叶，给潺潺渭水
都晕染了绿意。站在石鼓文化
廊桥上，俯瞰那一排排杨柳，真
如唐代诗人贺知章在《咏柳》中
描摹的情景 ：“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里，
渭河堤岸的杨柳，牵着我的衣
袂、挽着我的臂弯，恰似女子一
低头的温柔，轻盈地穿梭在百
亩荷塘、万顷芦苇荡。

公园湖畔的柳树，最是
妩 媚。春 日 的 晨 光，绵 软 温
暖、微醺醉人。一缕春风，吹
皱了园里的一池湖水。湖面，
碧波荡漾、波光粼粼 ；湖畔，
暖阳随风舞，柳树傍水长。一
棵棵柳树，沐浴着明媚的春
光，开始一天天地抽枝发芽，

一点点地长绿长大。那新吐
的 嫩 芽、刚 冒 尖 的 柳 叶，一
边默默地绽放着绿意，一边
贪婪地呼吸着湖面新鲜的空
气，有的还偷偷地把枝丫伸
向湖面，在水中嬉戏，试探湖
水的深浅。从远处眺望，那些
新绿的柳树，有时像缥缥缈
缈的绿烟，有时又似微微流
动的翠云，有的像秀发披肩
的美少女，有的像天真可爱
的孩童，一株有一株的韵味、
一株有一株的风姿，赏心悦
目，妩媚动人。漫步在湖边，
看到那绿柳如烟的美景，让
人心生欢喜，感觉遇到一整
年的好时光，不免憧憬起往
后的时光。风吹柳动、柳随风
舞，柳树的枝条倒映在湖水
中，清澈如镜的湖面上，映照
出温暖的春意和柳树的剪影。
湖水映照，那柳树就像翠玉雕
刻成的，垂下千万条绿色丝
带，犹如一幅水墨画，点缀了
满园春色。假如你路过湖边，
请带上一枚新绿给友人，那是
春天的问候，见绿如面啊！

池塘边的柳，最是温柔。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点落
在泡桐树上，花开了。打在池

塘里，池水涨了。飘在苍老的
柳树梢上，柳叶吮吸着雨水，
焕发出新的生机。柳树开始抽
枝，老树也长出新芽。等温软
的春风，吹过脸颊，轻拂在嫩
绿的柳枝上，柳树便临风起
舞，悠闲自在地摇曳，荡起秋
千来。这一刻，让人恍惚回到

“青葱”的孩提时代。小小的池
塘，曾经是孩童的游乐场、放
学归来的好去处。记忆深处，
爱美的女孩子们，或折下柳
枝，编成花环，戴在头上，在夕
阳下奔跑 ；或摘下柳叶，放在
唇边，试着发出美妙动听的音
符。调皮的男孩子们揪几片柳
叶，往池塘里投扔，比谁的水
平高、扔得远 ；爬柳树，比谁
爬得高、爬得快。乖巧的男孩、
女孩们，一起在柳树下捉迷
藏、玩沙包、滚铁环，欢笑声、
打闹声给乡村的春天平添了
几分烟火气息。

最是一年春好处，决胜杨
柳满小城。四月的春光里，柳
树愈来愈绿了，这里一树绿，
那里一树绿，仿佛在用绿色，
描绘着对春的情义。此刻，小
城也被染成了绿色，生机勃
发、绿意盎然…… 

又到槐花留香时
◎王娟

人间四月芳菲尽，最是
槐花飘香时。经过几轮节气
波动后，宝鸡的天气渐渐平
稳转暖。此时的千河岸边，缕
缕春风带着特殊的香甜味儿
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哦，是
槐花开了！真是“灵山多秀
色，空水共氤氲”。水汽和芬
芳融为一体，浓郁饱和。我深
深地吸了一口气，想把这不
期而遇的味道都纳入腹中。

我急切地四顾环绕找寻，
不想却看到不远处的土塬有
大片大片的白。我和友人从小
路顺着山塬一路上行，大概十
分钟后便置身于这片槐树林
下。这是一片花的穹顶，莹白
清雅、密密匝匝，只听见蜜蜂
嗡嗡声，却不见它们上下翻
飞，估计已经醉倒在花心中
了。我迫不及待跳着伸手摘了
一串，凑到鼻子跟前闻着、送
到嘴里品着……对于我而言，
香樟味是厦门曾厝垵，橘柚味
是成都蒲江，而这槐花味便是
家乡。香味儿俨然就是一段旅
程、一场记忆。 

记得儿时在姥姥家，哥

哥姐姐们众多，一到这个季
节，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孩
子就张罗着去摘槐花让姥姥
做槐花麦饭。槐树下，姐姐们
指挥着，哥哥们左一脚右一
脚爬在树上折下一根根树
枝，妹妹们则是蹲在地上把
树枝上的槐花一串串摘下来
撸到竹篮里。竹篮通常要满
到装不下了、四处往外散着
大家才肯罢手回家。姥姥见
到这些槐花也是满眼欢喜，
麻利地清洗完后，撒上干面
粉，再淋上几滴油，轻轻搅拌
均匀就上笼屉蒸，不到几分
钟槐花的甜香味就能飘满院
子。即便是犄角旮旯里最贪
玩的孩子，也能寻着这香味
端着碗，闹着、抢着围到灶火
边盛上满满一碗，再淋上蒜
汁、醋和辣子油搅拌搅拌，那
简直就是一顿人间珍馐。

我一边回忆，一边手中
不停地将一串串槐花摘下
来。我要把这大自然的无私
馈赠带回家，用最简单的方
法烹出最香甜的麦饭，让家
人们饱尝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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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香菇的女人
◎刘秋红

绿柳如烟染小城
◎赵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