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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硕果累累。9月28-29日，市农业
农村局、皖西日报社、市文联、市作家协会联合
主办，裕安区委宣传部、区文联承办的“幸福六
安 和美乡村”主题征文比赛颁奖典礼如期举
办，同时“梦之路 省市作家裕安行”采风活动
启动，旨在更好地以文学的形式，讲好六安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
奋斗的故事，更好地弘扬伟大的大别山精神和
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向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
礼。

据悉，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我
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提升我市乡村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讴歌我市乡村振兴向上向
前高质量发展，喜迎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四家单
位策划举办“幸福六安 和美乡村”主题征文大
赛，自5月16日至7月16日，收到全国各地来稿
200余篇，经过省级专家匿名打分评定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20名。

这次“幸福六安 和美乡村”主题征文活
动，及裕安行大型采风活动，反映出各位作家坚
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用心用情撰写好

“干部群众奋斗史”,记述好“五大振兴发展史”,
创作出冒热气、接地气、聚人气的文章,在尊重
历史的基础上,记述的方式方法灵活、鲜活,体
现出全面乡村振兴的时代内涵。

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乡村振兴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各项决策部
署及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抢抓机遇，不畏艰难，积
极推进高质量发展，一些主动探索和执行的
做法得到国家及省充分肯定，在成效考核中
位居前列。这些成绩取得的背后，都渗透着各
级各部门奋斗的心血和汗水，都有着精彩感
人的人物和故事，都值得文艺工作者给予高
度关注和呈现。

参加“梦之路 省市作家裕安行”活动，对
采访点———“中国婚纱特色小镇”丁集镇兴犹
未尽，便于国庆节再临浪漫之乡，我的学生、同
为教师的国庆当起了导游。
小镇与都市：生长明妃尚有村

位于六安北的丁集，是一个只有五六万人
的小镇，却是中国最大的婚纱输出地之一，被
冠以“中国婚纱特色小镇”的大名。

这里与六安的其他乡镇表面区别不大，却
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的

“小隐”了，不！它又以看得见看不见的方式，显
于市、显于朝。这里聚集了500多家婚纱厂、
120多家婚纱辅料厂、1 . 5万从业人员，据说还
有600多家婚纱电商。正是这些电商，搭建了
沟通小镇与都市的桥梁，将小镇的浪漫诗意传
向远方。
在密密麻麻的民房小楼中，以家庭作坊的

形式存在的婚妙加工厂，不时传来缝纫机“扎
扎”的声音。我和国庆老师随意蹩进一户人家，
这家女主人姓许，五十岁的样子，丈夫常外出
进货销货，女儿初中毕业后就在家里干电商，
儿子上小学，自己带着几位中年妇女在家里开
了一个厂，踩缝纫机的，检查线头的，钉珠子
的，亮闪闪的珠子和晶钻被一颗颗钉在薄纱
上，瞬间将婚纱妆点得光芒四射，忙得不亦乐
乎。
熟悉内情的国庆同学滔滔不绝地介绍丁

集成为婚纱小镇的四大变化：
居家创业已成潮流。婚纱产业的核心要素

是人力因素，无论设计、生产，还是加工、销售，
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自从丁集婚纱产业火了
之后，年轻人不再外出打工，而是留在家里从
事与婚纱相关的工作。家里有大房子的都自己
买几台缝纫机，招几个工人接单做婚纱，地方
小的就接点边角料的活，老年人也在家串珠子
挣钱……随着市场的集聚、经济的繁荣，用工
量逐渐增多，居然还出现了“用工荒”、高薪招
不到人的现象。

八方来财不是空话。家有梧桐树，自有凤
凰来，在各方面的大力运作下，丁集的婚纱产
业已进入快跑道，许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了
改善，从业人员的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以许老
板家为例，原来在苏州打工，月入近万，去掉杂
七杂八的开支，并没有多少余钱，而现在当起
了小老板，夫妻俩年收入能达几十万，即便那

些招来的女工，如果肯吃苦、愿加班的话，月收
入过万不在话下。

生活质量逐渐提高。婚纱产业的繁荣带动
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如交通、餐饮、住宿等，
进一步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经济收入的增
加，又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有着更好的住房、
教育和医疗资源需求。原丁集中学早已于
2009年名存实亡，现在应婚纱从业人员的强
烈要求，裕安区政府拨款1 . 8亿，成立六安九中
教育集团丁集校区，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普及
化。与之相应的，原没有像样宾馆的丁集街道，
现在标准化宾馆、不同档次的酒店、个性化民
宿都有了。

电子商务空前繁荣。许多小镇的电商还是
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这里，顺丰、圆通、中通、申
通、韵达、EMS等18家快递网点已经入驻，还
有一家物流公司。每个快递点都堆满货物，据
说，每天发出的物流量，约2 . 5万件，流入量约
8000件。在这种大气候下，许老板的女儿不仅
做电商，还瞅准直播行业的风口，试水直播带
货。“俺们镇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婚纱快递，不
低于一万件。”许老板告诉我们说。
过去与现在：忽如一夜春风来

丁集不过是寻常的皖西小镇，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资源，何以成为全国知名、有国际影响
力的婚纱特色产业集聚区？

首先是产业转移的大气候。众所周知，苏
州虎丘是中国婚纱主要产出地之一。“全国婚
纱产业市场份额苏州占70%，苏州从事婚礼服
装生产的六安人占70%，而其中丁集从业人员
又占70%。”国庆老师介绍道，上世纪九十年代
后，苏州虎丘的婚纱生意方兴未艾，丁集的许
多人选择到这个就业门槛不高的行业打工。当
时有句顺口溜：丁集五万人，一万在虎丘。然
而，2017年年底开始，苏州市因为群租房屡次
发生火灾而进行“最严消防整治”，商户们或
选择入驻耗资27亿建成的“虎丘婚纱城”，
或返乡重新创业。技术娴熟、市场熟悉的丁
集人就得益于此次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
借此机会华丽转身，由打工者转轨为大小老
板，丁集的婚纱产业正是由这一批懂婚纱技
术和生产的人发展起来的。

“产业兴镇”战略的调整。丁集镇可以
说是区域性的商贸中心，镇区人流量较大、
市场颇为繁荣。丁集镇政府敏锐地捕捉到发
展时机，在苏州安全整治期间，镇政府一班
人多次奔赴苏州，用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吸
引丁集人回乡，虽然之前归乡创业的并不
多，但此时鉴于苏州严厉的消防整治和产业
淘汰升级的态势，“回乡潮可谓前所未

有”。丁集镇政府意识到“产业振兴是发展
之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提出“工业
兴镇、婚纱立镇”战略，实施“凤还巢”工
程，吸引婚纱企业落户丁集，2017年总体上
形成“一核两翼”布局，婚纱产业格局逐渐
形成，到现在，已逐步从传统的农业大镇向
以婚纱产业为主、多业态协调发展的特色小
镇和工业重镇转变，基本实现了婚纱上下游
产业链全覆盖。据报道，斥资21亿元建设总
面积1400亩的“中国·丁集婚纱小镇”项
目，建成后可实现产值约100亿元，完成税
收约8亿元。“我在丁集工作几年了，可以说
看到了婚纱产业的风生水起，就跟咱老家叶
集的木竹产业差不多，不断升级蝶变。”国
庆老师笑着说。

“的确如此。海明威曾说，没有人是座孤
岛，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
部分。每个人都与时代相关联。只不过，婚纱可
是小众产品啊，新娘穿婚纱，一辈子可能就是
结婚那一次吧？即使社会发展了，总不能天天
穿婚纱吧？你可记得我原来讲过的台静农《拜
堂》里的场面？贫困的汪二典当衣物去买黄表、
香烛，与怀有身孕的寡嫂在夜里拜堂成亲。什
么也没有，没有红毡子,只好将床上的破席子
拿出来铺在地上；汪二只穿一件蓝布大褂,将
过年的洋缎小帽戴上,没有小红结，就用几条
绵线替代了。至于寡嫂穿什么，台静农没有写，
估计也只是破旧的衣裳罢了。……”我质疑道。

“老师的观点太落后了。”国庆老师哈
哈大笑，“此一时，彼一时。婚姻的变化一
日千里，婚庆当然也是如此。‘五四’之
前，新人结婚崇尚红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
代，上海等大城市开始流行白色礼服；八十年
代后，新郎穿西服、新娘穿婚纱已成风尚；而现
在，什么汉服、秀禾服、马来褂、龙凤褂等等，纷
至沓来，赤橙黄绿青蓝紫多元化，眩得我们睁
不开眼。那一生或租或穿一次的梦幻婚纱，早
已成为过去式。现在，缀满水晶和亮片的婚纱，
也成明日黄花，在教堂里、草坪上，那散发自然
光晕的蕾丝缎面的婚纱，已倍受新娘青睐，即
便农村婚礼，新娘一天换穿五六套婚纱，也是

屡见不鲜，更何况，结婚登记、旅拍摄影、周年
纪念、户外活动，不少新人争着穿婚妙留下青
春倩影……那梦幻般的浪漫婚纱，已飞入寻常
百姓家。咱丁集的婚纱，也要顺应这日新月异
的变化。”
困惑与梦想：春在溪头荠菜花

笑声中，许老板插话道：“虽说俺们眼下生
意还可以，俺们是跟着时尚走，什么流行俺们
就做什么，不过，俺们尽量做些改变。比如俺这
实体店，这几年已更新了几十种婚纱款式，还
上架了近年来特别受欢迎的秀禾服等中式婚
服，但往后难说得很。”国庆老师沉吟道：“咱们
丁集大部分的婚纱礼服，现在只能什么款式
火，就仿制什么，或者在别人的基础上做点改
进，比如将绣花调整个位置、裙摆改短一点等
等，缺少足够有竞争力的原创品牌和设计，这
的确是个大问题。”
走出许老板家，国庆悄悄对我说：“刚才在

她那里我不方便说话，这家的女孩初中毕业，
虽已考上高中，但没有上，而是帮父母干活挣
钱。这已不是个别现象。虽然丁集已引入优质
教育资源，丁南小学与城北小学联合共建，丁
集学校与六安九中联合共建。一部分家长重视
子女教育，希望孩子能通过教育获得更好的未
来。但是，部分家长毕竟需要上班加班，不能很
好地陪伴孩子，无法监督孩子的学习。一部分
学生由爷爷奶奶照管，但爷爷奶奶管不好，也
没有功夫管，他们只要能动，也串珠子挣钱。还
有一些孩子，觉得父辈做婚纱能挣大钱，也不
想辛辛苦苦地去学习，初中毕业就去婚纱厂上
班了。我作为教师，常为此事忧虑。”

我笑着对国庆老师说：“我原来不是教过
这句话吗？‘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
花。’不要紧，任何新生事物都是螺旋式向前发
展的，像这样的品牌建设、人才资源等问题，相
信会解决的。”

拂着轻风，嗅着浓郁的桂花香，迎着温暖
的太阳，我不觉吟道：前方赋能镂金衣，浪漫温
馨在丁集。小镇做题书幻景，农工答卷绘奇霓。
巧抓机遇勤接轨，妙转身位自奋蹄。最是纫缝
机器外，书童踔厉泛春溪。

林水寨，
听见你的名字时，
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我的心头掠过。
你我未曾相识，
也未曾触及过你的气息。

秋高气爽，
我和一群知热知冷的人们来到这里。
天还是那样的蓝，
阳光还是那般的暖。
金灿灿的稻子全体弯下腰，
它们谦逊地迎接远方的客人，
此时，我却想跪下来给它们深深地还个礼。

一湾池塘怀抱一弯清风明月，
一塘菱藕捧起
一幕幕童年的记忆。
排列在屋檐下的农具，
让我看见闲了的乡亲倚在墙根下晒着太阳。
二十四节气在这里装点成一把把轻纱小扇，
扇着四季的风，也扇着来访者春天般的笑脸。
悠悠水车是一张偌大的光盘，
翻唱着田园牧歌，
也回放着那些烟火十足的乡村故事。

一所土墙草顶的四合院，
在岗坡上描绘出一幅幅国画。
翻开画页，
我仿佛看见爷爷坐在门前的板凳上吸着旱烟，
看见母亲系着青布围裙在灶台前满头大汗，
看见父亲身披蓑衣走向烟雨朦胧的田园……

漫步乡间的小路，
同伴的笑声在稻浪间荡漾。
我独自坐着水边的木亭里回味，
心中只想说一句话，
林水寨，你让我找回了失散的故乡，
我的乳名在这里沐浴着芬芳。

在独山革命纪念馆里
一群人面色凝重
他们被英雄的故事深深震撼
一位双手抱着拐杖的老人
神情专注，紧紧跟随着这群人向前
他的目光抚摸过展示墙上每一帧相片
在血雨腥风中
与长眠不起的英雄交谈
这块哺育了32位开国上将的赤土
在新时代里，焕发青春的容颜
英烈的血脉正在赓续流传

在 丁 集 看 婚 纱

我以为最能调动女人想象力的
莫过于婚纱
那是少女的憧憬
爱情的升华
婚姻的起点
女人一生中的最高光时刻
莫过于做新娘
那一天是穿着嫁衣的公主
接纳汹涌而至的爱、鲜花、掌声、祝福
婚纱，总能拨动女人心弦上最鲜亮的音符
有母亲远去的青春和娇美的儿女
有奶奶掖藏在心底的浪漫
还存封着小花童多彩的童年
丁集是缔造梦幻和美丽的地方
剪裁出凸凹，缝补起圆缺
把幸福和美好编织进
每一根丝线
每一个珍珠、钻石和亮片
让爱满人间

紫荆花怡养小镇里的猫
九月，怡养小镇里桂花盛放
空气里流淌着浓郁的花香
一群猫在树阴下慵懒地晒着太阳
它们大小不同，毛色各异
来自不同的地方
它们跟随着老主人来小镇颐养
在长寿湖漫步，观大别山景观，看空中草莓成长
吃智慧农场里新嫩的青草

老主人在如诗如画的小镇里
康养、休养、疗养、医养
猫咪在快乐的人群里
听“古色”“绿色”“红色”的故事
陪伴他们运动、娱乐、游戏
再撸一撸油光水滑的猫背
小镇里的老人乐不思家
小镇是许多老人想要的家

讲述六安好故事 书写时代新华章

前前方方赋赋能能镂镂金金衣衣
陈永睿

文 行 村 寨
张正旭

“心作良田一生耕之不尽，书为恒产百
世留之有余。”走进林水寨，突然想到这样
一副对联，传统农耕文化的脉络在皖西大地
铺开，从时光的转轴中，分明能触摸到世代
耕读传家之风，柔润的、顺滑的、铿锵的、
豪迈的。

春天是酝酿绿色，孕育希望，秋天真实
地来了，赏景、品秋是人生至味。

生态文艺观闪烁的是未来生态文明的璀
璨光芒。真正的生态文艺萌生对乡土情结的
皈依之情，融入生生不息的乡愁生命之流。
生态文艺必然会刷新未来的文艺创新与走
向。乡土文艺就像一茬茬庄稼，根植本土土
壤，向上生长，开花结果，以热爱家乡、反
哺故土、重情乡梓都有可能在生态文艺的维
度上被重新镀亮，被赋予新的生命之光。

在这金秋涌动的热度里，谁会想到，绿
莹莹秧苗对天空的叩拜，激情四射的绿意回
应着乡村振兴的热汗。据随行的裕安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刘亮介绍，我们看到的这种稻谷
米叫“鱼田雪稻”，比普通的稻谷米昂贵得
多，大概物以稀为贵，也不尽然，主要贵在
稻谷的品质，贵在创新的同时融合了大自然
馈赠的“天人合一、滋味至味”……一群作
家，以神圣而虔诚的脚步，叩开了林水寨田
野的大门。

这里的村落保留着皖西特有的村落气
息，泥巴墙，茅草顶，四合院……

在林水寨行走，我一次次踏进那些宅
院，读到了它们的历史，也见证着它们的新
生。修缮后的古宅庭院，在皖西神韵中勾兑
徽派建筑的现代元素，实现了活态保护利

用，有的修缮后成了民俗体验馆，有的被改
建成民宿，还有的成了皖西陶瓷制作技艺的
体验作坊，老师傅现场加工制作。

沿着村中路行走，依然能感受到青山绿
水，以及经年的林寨意蕴，共同滋养着皖西
大地古老而清新的风貌。寨内，那根深叶茂
的老树无疑是幸福的，没有被砍伐，而是保
存了下来，所有树木，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
“身份证”——— 生于斯长于斯，每棵树的背
后，是无数关注寂寂无名树的目光，以及这
每一片树叶支撑起的秋天，不是神话，不是
童话，而是身影与拼搏的激情与秋天合影。
那久远年代中倡建的路桥、茶亭、石磨……
仍在皖西的生产生活之中扑腾惊喜。

赓续着时代烟火，传承着古朴基因，回
忆墙，老农具，传统锅灶，传统民居，仿佛
一把有力的手，把我们活生生地拽回童年时
光，反刍着童年的味道，满满的回味仿佛林
寨的睡莲，欣欣然，张开了眼。

王蒙认为文化要传承创新，载体尤为重
要。传统建筑、文物、遗址、典籍等是无与

伦比的宝藏。同时，文化的载体更是人民的
生活与实践。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至今活在重
德、尚勤、厚道、重视家庭、珍视和谐等生
活观念与实践中，因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
源于与现代结合的、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融入生活”很关键。文化艺术
工作者有责任发挥好自己的作用，让传统文
化精髓对接当代语境，给今天的人们带来精
神滋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密不可分。在中
华文化中，物质文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构成。
精神层面重“气质”，物质层面也有“器识”之
说。“大器”一词，就是从物质而来，夸的是精
神。

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和野鸭子扑
打水面声，那是村庄自然的音乐。乐章中，
氤氲着一片大自然、人与鸟类和谐意境。一
条小河从寨中穿过，据介绍，几十年前，这
条河流的宽度与长度保留“青春貌美”，依
然回眸一笑百媚生，流淌不息的，是林水寨
缕缕生态之香、铿锵发展之乡。

在幽静的淠河水面前
巍巍大别山是静穆的
山水田园里
五彩风景
五千年文明焕发新生
六百里茶谷
谁在用巧手描绘一幅幅动人的版图
实践两山理念

这里红色血脉永继
土地革命走在前沿
六霍起义枪声隆隆
苏家埠战役风云变幻
32位开国将军
书写出老区的璀璨

乡村振兴是时代要求
经济发展永远是主线
紫荆花怡养小镇富饶
丁集婚纱浪漫爱情的誓言
固镇皖西大白鹅
带动羽制品飞速发展
林水寨的鱼田雪稻
是新农人织就的美丽画卷

横排头天河景如画
龙井沟峡谷峰回路转
九公寨千岩竞秀
湿地公园鹜鸟飞旋
文旅结合，走进裕安
追梦路上，与你遇见

游独山红军街有感
独山前辈真英豪
赤手开辟红色天
筚路蓝缕干革命
凝心聚力搞发展
纪念塔下读誓词
指挥部里看决战
党旗指引新方向
壮志凌云再向前

本版图片由 洪登北
本报记者 陈力 田凯平 摄

林水寨，
我找到了失散的故乡

穆志强

革命纪念馆里的老人
(外两首)

何振群

梦之路 (外一首)

蒋崇东

作家们参观丁集婚纱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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