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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摄影家的镜头里，裕安区独山镇的春天总是被茶香
与红色记忆浸润。山峦叠翠间，6万余亩茶园如绿色绸带
蜿蜒舒展，茶田与红墙黛瓦的村落相映成趣；制茶车间
内，非遗传承人指尖翻飞，将百年工艺化作缕缕清香；茶
谷步道上，游客沿着茶香漫步，在红色遗迹与茶韵风光中
感受着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作为六安瓜片的核心产区，
独山镇正以“三茶统筹”为笔，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一幅
产业兴、乡村美的壮美画卷。

01镜头定格·茶园里的“绿色密码”

沿着镜头的视角深入独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片的
生态茶园。在磨剑冲、冷水冲、柳树冲“三道冲”核心产
区，1 . 2万余亩低产茶园经过改造后焕发出新的生机，千
亩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基地里，“独山中小叶种”茶树在云
雾中舒展新芽，6000亩“双替代”示范茶园里，有机肥与
生物防治构筑起生态屏障。摄影家们用镜头记录下茶农们
在茶园中穿梭的身影——— 他们悉心管护的不仅是茶树，更
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数据是最好的注脚：全镇有机茶园达1 . 5万亩，绿色
食品茶园2 . 77万亩，2024年干茶总产量3600余吨，总产
值突破11亿元。当镜头对准茶农的笑脸，他们手中的茶鲜
叶仿佛化作“金叶子”，年均3万元的收入，是产业富民
最真实的写照。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乡村特色
产业十亿元镇的奖牌，在茶园的绿意中闪耀着光芒，诉说
着原产地的品质坚守。

02光影流转·全链融合的“产业脉搏”

走进独山的制茶车间，现代化生产线与传统灶台交相
辉映，镜头捕捉到机械臂精准翻炒与非遗传承人手工提香
的奇妙画面。106家茶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国家级专
业合作社、省市级龙头企业、数字化生产线，构成了全产
业链发展的“硬核支撑”。“徽六”“荒野”“百家冲”
等品牌在镜头前亮相，中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的荣誉
背后，是4200万元产业资金注入带来的技术革新，是16
家SC认证茶企的标准化坚守，更是7家绿色食品认证企业
的品质承诺。

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场景同样精彩：独山茶叶大市场
里，茶商们验货、议价的热闹画面被镜头定格；红源大数
据平台的“云端”直播间中，主播捧着新茶与全国网友互
动，367 . 5万元的线上销售额，见证着传统产业与数字经
济的碰撞。而当镜头聚焦非遗传承人的双手，“5位”六
安瓜片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的认定，让百年工艺在新时
代绽放光彩，成为产业发展的文化内核。

03画卷舒展·茶旅融合的“诗与远方”

在“茶谷·将军小镇”的特色定位下，摄影家们的镜
头穿梭于红色遗迹与茶旅景点之间。六安瓜片茶主题公园
中，茶文化雕塑与茶园景观相得益彰；百家冲茶休闲中心
里，游客围炉煮茶，听着红军当年在茶区的故事；茶谷绿
道蜿蜒至山顶，俯瞰全景，茶田与“将军故居”“苏维埃
旧址”交相呼应，红绿交织的美景令人沉醉。茶谷小院、

茶文化体验中心等项目，将饮茶、制茶、品茶融入旅游体
验，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一叶茶的前世今生”。

和美乡村建设为镜头增添了更多素材：白墙黛瓦的村
落中，茶文化元素的墙绘生动活泼；茶园旁的民宿里，游
客推开窗便是满目青翠；非遗制茶体验课上，孩子们跟着
传承人学习“提篮采茶”“炭火烘焙”，欢声笑语在茶园
中回荡。这些场景不仅是乡村振兴的美丽注脚，更是“三
产融合”的鲜活实践，让独山从“卖茶叶”走向“卖风
景”“卖文化”“卖体验”。

04镜头之外·续写茶乡新篇

当最后一缕阳光洒在独山的茶园，摄影家们的镜头暂
时定格，但独山镇的“三茶统筹”实践仍在继续。按照
《裕安区茶产业发展规划》，这里正朝着“茶叶要素集聚
核”的目标迈进——— 未来，科技赋能将让茶园更智慧，品牌
建设将让茶香更远扬，茶旅融合将让乡村更迷人。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绿水青山”
到“金山银山”，独山镇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的画
卷，需要产业打底、文化着色、生态添彩。而摄影家们的
镜头，不仅是记录者，更是传播者——— 让我们透过影像，
看见茶乡的蜕变，听见振兴的足音，期待这片红色土地
上，续写更多“三茶统筹”的精彩故事。

夏日炎炎，太阳炙烤着大地，空
气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燎烤。抬头四
望，路边的小草蔫了，树枝耷拉下脑
袋，柳树也无精打采地垂着枝条，让
人感到阵阵烦躁和疲惫。周末坐在书
房里，望着不愿离去的红日，煮一壶
清茶，品茗消暑，成为我的独特享
受。茶香袅袅，不仅带来一丝清凉，
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煮茶的过程，就像是一场与炎热
的较量。首先，要将清水倒入茶壶，
待其煮沸，然后放入茶叶，用茶匙轻
轻搅拌。茶叶在水中上下翻滚，水也
在茶叶沉浮中变黄变浓，释放出淡淡
的清香，仿佛是在诉说着它们相互成
就的故事。渐渐地，茶水色泽越加明
亮，香气随着空调风飘进鼻腔，让人
忍不住想要品尝一口。
煮茶，常常感到心灵宁静，思绪

潺潺，心灵也好像找到了宣泄的窗
口。茶叶在水中沉浮，就像是在演绎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既有
高潮也有低谷。有时候，茶叶浮在水面上，展现轻盈的身姿，
像是在告诉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些轻松愉快的时光；有时候，
茶叶沉入水底，层层叠叠地压在一起，像是在告诉我们，生活
中也会有困难和挫折。但是，无论是浮是沉，最终都会释放出
清香，就像我们的人生，无论经历多少风雨，感受多少压抑和
束缚，只要我们用心去品味，就一定能感受到岁月静好。
煮茶需要耐心，需要等待水温慢慢升起，茶叶逐渐释放出

香气。这是用心体验的曼妙过程。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
和挑战时，需坚守耐心和信心，才能取得成功和幸福；我们遇
到未知和不解时，需坚守沉淀和积累，才能变得更加成熟和渊
博。煮茶也需要细心，每一步骤都不能马虎。茶叶的选择、水
的温度、煮茶的时间，都会影响到茶的味道。我们像煮茶一样
细心地去关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就能避免问题的发生，让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舒适；只有坚持不懈的追求，才能让自己
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只要用心去做，就能煮出一壶好
茶；我们的生活，只有用心去经营，才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煮一杯清茶，消心灵酷暑，不仅是物质上的享受，更是精神上
的满足。它让我感受
到生活的美好和意
义，也让我明白用心
去品味、用心去经营
的重要性。
在这个炎热的

夏天，让我们一起煮
一壶清茶，品茗消暑，
感受生活的美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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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园 里 的“ 绿 色 密 码 ”
邓元生

老家门前是大堰河，河在门前礼貌性地绕了个弯，形
成了近千亩水面。河不停地流来满塘碧绿的荷叶、雪白的
莲花，挨挨挤挤，风吹浪碧，十里荷香；河也源源不断地
生出满塘的活物。在密密的荷叶之下，鱼虾在追逐欢跳，
乌龟在晒背，甲鱼在潜泳，翠鸟、鹭鸶在钓鱼……

最有意思的是黑鱼。它们可有个性了，常常毫无顾忌
地穷追猎物，直冲岸边；有时秀身段，腾地跃出水面，来
个倒栽葱，落在浅水的淤泥里竖蜻蜓，偶尔落到岸滩躺一
躺再摇头摆尾挪回水里。更高调的是，它们优雅地、悠闲
地带着仔儿，黑雾一般在河边云游……这些刺激着孩子们
的兴致和好胜心。

夏天来了，黑鱼在春天恋爱之后，一对对便会在碧荷
轻摇的河里产下一群群鱼仔，成千成万。这时，塘中的荷
叶还不太稠密，远看那一群群鱼仔像墨汁泼在水面慢慢儿
飘散，像乌云在水面静静儿漂移。近看每个鱼仔都如调皮
的孩子在水面吸食浮游物、吹着小泡泡。水面一片沸腾，
静听嘈杂的啪啪声不绝于耳。鱼雾底下偶尔会有东西将粗
壮的荷叶杆儿一撞，荷叶猛一颤动——— 那是黑鱼父母在
“云雾”之下保驾护航。要是你静立不动，不一会儿大黑
鱼准会浮出水面与孩子们同乐，或参与嬉戏，或示范觅
食，或引导方向，刺激着孩子的好胜心和占有欲。正常情
况下，一片“云雾”是一家，一片云雾底下潜藏着一对黑
鱼爸爸妈妈，这是幸福的一家。如此，这黑云便成寻找黑
鱼的标志。这样，黑鱼一家的危险也就在这幸福之中来临
了，真是应验了“福兮祸所倚”！

星期天或是早中晚，都是孩子们斗黑鱼的好时光。家
庭有条件的，到街头铁匠铺去买了排叉头——— 一种鱼叉，
5根或7根铁刺铸成一排，回来牢牢套装到长竹竿的一头，
这是专门用来叉大鱼的鱼叉。没有条件的，就自己用粗铁
丝剪成几段，每根一头磨锋利了，绞成一排制成叉头，虽
然不甚美观，但效果也不差。得了叉，找到黑鱼雾，静立
不动，猫着腰，将鱼叉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尽量近地靠过
去。等黑鱼上浮到可以看得见时，你便运动臂力瞬间发
出，不待那鱼反应过来，拦腰猛刺。如听到呱地一声、且
手中有沉甸甸的实感，那便是大功告成。因这黑鱼身儿
大，叉儿重，叉刺长又有倒刺，鱼一旦中了叉，它怎么挣
扎也逃脱不了，所以你不着急将鱼儿拎上来，待它精疲力
尽为好，因为买的鱼叉一般有倒刺，往上提鱼时，不必担
心重力作用鱼从叉上滑落；但自制鱼叉因为很难做出倒
刺，过早提鱼，就难说了。黑鱼的生命力异常顽强，它可
以在干涸的塘泥中待上好几个月，受伤的黑鱼依然可以存
活，叉上的鱼一旦落水便会逃之夭夭，再叉它就难了。

若想提高命中率，出叉时要对准鱼腮后处，不叉头不
叉尾。要考虑时间差和水的折射。小时不懂其中的道理，
都是实战中得出的经验。这生活中的经验以后帮助我对物
理概念的理解。当然，我们也懂得“留有余地”，一窝两
条大黑鱼一旦被捉上来一条，便不再对第二条下手。

黑鱼护鱼仔是最诚、最勇的，它一旦发现有别的鱼、
或小动物来伤害它的仔儿，便会不计后果地给予攻击，就
像护雏的母鸡。遇到带仔的黑鱼你还可以选择垂钓。将不
大不小的绿色青蛙头朝下紧紧地绑在鱼钩上，伸向鱼雾反
复点击，就像青蛙在抢吃鱼仔。愤怒的黑鱼就会猛地跃
起，紧紧咬住青蛙不放，成了我们的俘虏。可怜天下父母

心。为了护佑孩子成长，父母如此不顾一切，有血泪的付
予，甚至生命的献出——— 父爱母爱在动物界竟然被本能地
演绎得淋漓尽致！

盛夏到来，荷叶遮蔽河水不留一点缝隙，河塘里鱼仔
儿都长成少年或青年的时候，墨绿色、少见阳光的河水
里，黑鱼更多了。这是我们便下“站钩”来钓了。

从竹园边采上几十根小老竹，去除竹枝，将根部削
尖，成束地放到稻草火上烤出汗青，趁热将它们弯成弓
状，再将鱼线鱼钩栓好，再在鱼竿下部系个线箍，留
个线套，将钓线拉紧，让鱼钩挂到线套里，这样
“站钩”便做好了。

太阳西下，我们赶紧带上站钩、泥鳅、
捞鱼网兜和一根竹棍，来到大堰河边，趁
着天亮开始紧张地下站钩。位子要水深
一点，水草少，荷叶相对细矮，用竹
竿将周边的荷叶打落、荷叶杆打
折，水草划到岸上或两边，眼前
形成一个相对开阔、清爽的水
面。将鱼钩从活泥鳅脊背穿
过，然后拿着钓竿放到眼前
的水面，让泥鳅吊在水下
挣扎游动，引诱觅食的黑
鱼。再将钓竿紧紧地仰
插到岸边泥土里，保持
站姿，防止被勇猛的
黑鱼拖走。下好一把
站钩，便可以隔一
二十米远再下另一
把，如此在河塘两
侧操作，可以下
上好几十把。

期间，上半
夜每隔半个小时
左右要从首个钓
位开始逐次收
获“战利品”，再
穿上诱饵。遇
到诱饵被其他
动 物 享 用 了
的 ， 也 得 续
上 。 有 趣 的
是，战利品有
时还有鲶鱼、
乌龟、甲鱼和水
鸟。
夜晚的河塘

格外阴森，风一
吹 荷 叶 飒 飒 作
响，遇到风雨天更
是可怕。一个孩子
赤着脚、打着手电
筒在野外塘埂上巡视
忙 碌 ，很能锻炼胆

量、气魄和毅力。如此，要到午夜之后才回去，第二天清
晨再来收回站钩，时常也还有惊喜。一夜往往能钓到二三
十条，至少也会有十几条。当然，如果钓到了黑鱼少年，
是不要的，便会放它，来个下次再见。

日月如梭，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已经将那片大
堰河幻化为城市污水处理厂主要生产区；当年勇敢智慧的
少年郎，如今已被风霜斑白了头发，消磨了斗鱼的兴趣和
情志，但那荷塘鱼雾、那排叉站钩、那黑夜风雨……依然
历历在目。那一幕幕斗鱼的情景、一次次独特的感受，早
已被岁月烩成了鲜美的鱼汤，化作营养被我吸收，使我成
长为有荷花香鱼鲜味、有故乡风骨烙印的我。

五年前，一只边牧入我门庭，儿子唤它作辛巴。那时儿子正埋
首于艰深学问之中，辛巴便也日日伏于案下，偶尔抬头，黑眼珠里
映着台灯的光。后来家搬了几回，辛巴也跟着辗转，竟不曾走失。

此犬极是伶俐，解人言语，每逢家人归来，必摇尾相迎。虽家
中不甚富裕，却也尽力予它肉食，它便吃得毛色发亮，奔跑时如一
缕黑白相间的烟。然而它牙齿尖利，曾数度咬人。我每原谅它，想
它不过是误会了人意。

前日，它又连伤二人，我遂决意弃之。先为它沐浴焚香，又煮
了大块红烧肉。看它狼吞虎咽，我心中颇不是滋味。驾车三十里，
至深山处，解其绳索。辛巴初不解，犹摇尾随行，我跺脚呵斥，它方
踟蹰不前，目送我远去。
归家后，妻儿闻知皆怒。儿子自青岛大学来电，言辞激烈，命

我务必寻回。其实我心中早已懊悔，不过强撑着狠心罢了。夜不能
寐，遂驱车往寻。山间月色惨白，我呼其名，声嘶力竭。两小时过
去，几欲放弃时，却见它在一户农家檐下瑟缩。

那家人道：“这狗傍晚便在此徘徊，既不进也不退，只是望着来路。”
我唤“辛巴”，它猛地抬头，竟不立即奔来，而是缓缓走近，似

疑似惧。及至嗅得熟悉气味，方跳跃扑上，前爪搭我胸前，喉中发
出呜咽之声。
回家路上，它蜷卧车座，偶尔舔我手背。到家时，妻儿皆喜，儿

子视频中见之，亦展颜而笑。此刻辛巴已伏于老地方，儿子书桌之
下，偶尔甩尾击地，发出轻响。

我想，人与人之间，尚难保始终如一，何况人畜之谊。它虽有
尖牙，却也有颗认家的心；我虽曾弃之，终究难舍这五年相

伴之情。世间所谓“不离不弃”，大抵便
是如此罢。

早晨在
菜园拔草时，

发现上周播下的
丝瓜种子出苗了！

拍下一组照片，精选了
三张发到朋友圈，引来一

片点赞和评论。
有人说：这菜园地有点

干；有人说：精心浇灌的结果；
也有人说：种子渴了，出来找水
喝；还有人说：一棵两棵三棵，棵

棵都是生命的力量。但等丝瓜爬满
架，都去付家摘丝瓜……
是的，今年春天确实太旱了！我在田

里种的大半亩豌豆和蚕豆，开花很好看，豆
荚却结得不多。在菜地的小麦和油菜，今年减
产已成定局。眼看到了育秧时节，很多水稻田
因水利设施损毁缺水灌溉，只好改种旱地作
物，种上玉米、黄豆或芝麻了，有的干脆栽上
茶树苗或桑树苗。菜园地里移栽的辣椒、茄
子、西红柿秧苗都在人工润水中挣扎。

播下的豇豆、梅豆、黄瓜、南瓜种子很少出
苗，能破土出芽的几窝丝瓜让我喜出望外，迫不
及待地拍照发圈，把喜悦之情传递给我的农友
们。朋友调侃我说：“你就爱‘晒’菜！”

我的确喜欢在朋友圈“晒”，尤其是老家的特色
食材，诸如手工挂面、有机蔬菜、新鲜的竹笋、散
放的老牛、土鸡土鸭黑毛猪……

我爱种菜，胜于养花。“花”而不实，种菜却
有实实在在的成就感。种菜之余，观察蔬菜成
长，记录绿色美景，品尝佳肴美味，学习美食厨
艺，何乐不为呢？

前年夏天，我在朋友圈晒出题为“八十二岁
老母亲的菜园子”的九宫格，没曾想好评如潮，
纷纷夸赞母亲的身体健康和农艺精致。我把朋友
们的评语念给母亲听，她一边开心大笑，一边谦
虚表态继续努力。

正月里，我曾以“改善生活”为名，晒出
两张红辣椒炒腌豇豆和萝卜干的图片，招致很
多朋友“红眼”：有人“看着就好有食欲”，
有人“隔着屏幕流哈喇子”，有人建议“早
餐配个蛋炒饭”……其实编发那两张照片

时，思绪已经穿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我从初
中、高中到大学的十年求学时段，当然最难忘的还
是1979年到1982年的初中时光。

我初中在金寨县古碑中学，那时候物质匮乏，
家庭困难，没钱买零食，也买不到零食。绝大多数
同学周日回家返校时带一大搪瓷缸咸菜，以腌腊菜
(雪里蕻)、腌萝卜、腌豇豆、腌菜杆、腌大蒜为
主，都没什么油，咸得齁人，家境好一点的同学除
了带菜之外，还能带一手巾帕子炒熟的加盐或者加
糖的锅巴面，作为晚自习后的夜宵。

有几件事，记忆犹新。
一是“偷红芋”。初三那年冬天，晚自习回到

“大通铺”宿舍，饿得难受的同学们集体作案，拧
断后窗棂子，翻窗爬到后山的红芋窖子里，接力偷
出三脸盆的红芋。第二天晚自习回到宿舍，大家都
惊呆了，大通铺上少了十几床被子。报告班主任
后，他现场查勘的判断是我们做坏事了。结果是选
出几个代表去老乡家赔礼道歉。老乡通情达理，不
仅送还了被子，还另外送给我们两脸盆红芋：“我
知道你们饿肚子。你们跟我家孩子一般大小，正是
长身体的时候。你们把我的窖子门打开了不关严
实，一窖子红芋都会冻坏的！”从此之后，我们不
好意思再去偷红芋了。

二是“吃霉菜”。那时候的中考要先预考，等
到中考，天气已经很热了。临近中考，班上一位同
学的咸菜缸子里开始“长毛”。用开水淘洗后吃
了，依旧没有逃脱食物中毒的魔掌，幸亏送医及
时，有惊无险。这位同学真的应验了“寒门出贵
子，逆境出人才”那句话，他现在已经成为四级法
官。如今，他的女儿学有所成，成为父母的骄傲、
同龄人的榜样。

三是“卖柴禾”。1981年的冬天，快十四岁
的我在上初三。当时学校食堂向社会大量收购木
柴，一百斤一元钱。家在学校附近的同班同学，邀
我周日一起去乌鸡河那边砍柴卖给学校。周六晚上

住在他家，三个同学挤在一张垫着凉席的木床上，
第二天早晨带着同学母亲帮我们摊的“懒馍馍”麦
面饼，夹着腌豇豆，用手帕包着当作午餐。下午下
山卖完柴禾，已经日落西山。不记得卖过多少次柴
禾，只记得最重的一次是一百零八斤，卖了一块零
八分钱。

2013年冬天，女儿大学一年级放寒假回来，
我带她去古碑中学边那个初中同学家，诉说往事，
希望她能珍惜当下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遥望学校东
边那座高山，告诉她那座山脊叫石路岭，山那边有
蜡烛尖、鸡冠石，山脚有条河叫乌鸡河，河边有个
老油坊，河里有一条“石船”，当地曾经流传着这
样一首歌谣：乌鸡叫，蜡烛照，石船走，猫儿跳，
油榨吼，龙露角，洪水猛，民嚎啕……

如今西淠河上游的乌鸡河已经成为生态河，乌
鸡河中游前年建成的中河水库成为服务“一镇两
乡”的古碑自来水厂的供水水源，结束了过去城乡
几万居民使用小水井“天干水生锈，暴雨水成浆”
的困境，就像现在的中小学生早已告别“一瓷缸咸
菜吃一周”的历史，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已经成为“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和“阳光
工程”。
抚今追昔，忆苦思甜。苦尽甜来，浮想联翩。
所以说，我“晒”菜，“晒”的不仅是美食，

还有“菜”里的故事，更有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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