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019年11月14日  本版编辑／陈泱   美编／熊晓丽
E－mail：chenyang@fengone.com文娱·美文

金紫岭，陡然隆起于湘西南的一块丘陵地带，是新宁的一座神山，

香火不断，在崀山丹霞地貌旅游价值未被重视和开发之前，她是远近

人们探访和朝拜的首选。

金紫岭的名字由来，据说是缘于山上产云母石，日暮而望之，

如水镜高悬，耀人眼目，仿佛金子闪闪发光。她属于南岭山脉，是

毛主席《七律 · 长征》诗词“五岭逶迤腾细浪”句，“五岭”中越

城岭的重要一块，主峰海拔 1772.4 米，南北走向，绵延五十公里。

她不仅是新宁境内离天最近的山之一，而且十分的巍峨、挺拔、雄

伟、壮观。她曾见证和考验过中国共产党红军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和伟大

精神，陆定一《老山界》文中所写到的那些当年红军在黑夜里艰难跋涉和翻越的感人

故事，就发生在这越城岭里面。

作为新宁儿女的一员，我就一直有登临金紫岭一探究竟的强烈意愿。去年十月，省级

文化行政机构和旅游行政机构合并成一个机构，了解和考察旅游资源便成了我名正言顺

的本职工作。就在这月底，趁参加在新宁举行的第二届湖南体育旅游节的间隙，我终于

登上了金紫岭。

上山的路，恰如我意料之中，陡陡的，弯弯的，窄窄的。汽车大约行驶了一公里路程，

眼前的景象就颠覆了我远观其形的认知。原来，这山并不是一味地向上延伸，而是高山

中间有凹地，凹地深处有人家。这里面依次藏有麂角岭、烟子坪、狗四坪、罗家田四个

小村落，还不时地见到老人们在房前唠嗑、小孩子们在打闹嬉戏、鸡鸭狗猫与牛羊在山

间地里寻找着食物、勤劳的村民们在田地里耕作着瓜花小菜。这情景，不登金紫岭的人

是不可能知道的，它既让我想到了世外桃源那恬静而纯美的画面，也让我对自己见识的肤

浅和对此山的先入为主的揣测而感到脸红与好笑。它还让我联想到，这世界本来就是错

综复杂的，看到不等于看见，看见不等于看清，看清不等于看懂，看懂不等于看透，看

透不等于看开，要准确地了解一样事物，是绝不能凭主观臆断而随随便便下结论的。我

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也为这里的乡亲们生活自由自在而高兴，我祝福他们永远快乐无忧。

车只能爬至半山亭打止，余下来的路，没有其它的工具可以代步，我们只有依靠自己

的手脚了。

眼前一条弯弯曲

曲的羊肠小道，就是

此行的通天之路。我

们互相鼓励着、鞭策

着、帮助着，一级一

级往上迈。满眼的常

绿阔叶林充满沧桑，

吮吸着阳光和雨露，

犹如正在列队欢迎我

们的士兵。

走完九百九十九

级台阶，我们便到达

了通往最高处歇息地

的第一站。这是一座

青瓦红墙两层建筑的

道观，名叫金岭庵。在这里，巳经有七八个善男信女早我们而来，他们拿着香火纸钱，

正在虔诚地给殿中央的神像顶礼膜拜。相传中唐之时，江西翰林罗氏金子，因厌倦尘世

污浊之气，便登临此山布道，修身养性，教化万民。后人为表敬仰和缅怀之情，塑其神像，

供奉于大堂之中。庵院其侧的石缝之间，有一汩汩清泉，味甘如饴，清可镜天。我们在

庵院里驻留了片刻，追想着罗氏金子的超凡脱俗，也啜饮了一瓢神山仙水，顿觉精神起来。

要登临山顶，还得再翻过金岭庵继续往上爬。

我们穿过几块嶙峋怪石，一块刻有“资南第一峰”的巨石便呈现在眼前，继续往前，

又有几块石壁留有先人们畅游的咏吟之作，这无疑给山增添了几分人文的厚重。接近山顶

坡地，是一片金黄草甸，花絮随风摇曳，飘飘欲仙，其身虽为寻常物，立于高处也显神。

从山脊草地继续攀爬近百步，便到达立有最高点标识的平地。

站到了海拔最高点，多年夙愿终于实现，我忘情地跳了起来、叫了起来，只想把头

顶上天，惊动天宫里的神仙。定下神，只见周边有一奇石，雄踞峰巅，形似神龟，探

头向东凝望，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堪称盖世奇观。踏上大龟石背，举目向北向南向

东，全是山的世界山的海洋，山叠山，山连山，山抱山，大云山、舜皇山、紫云山等多

座 1800 米以上高度的山峰尽收眼底，一时间，群山茫茫，气象万千。举目往西，远处，

叫人叹为观止的八角寨、牛鼻寨、辣椒峰、骆驼峰和武冈云山也依稀可见，只是变得

个羞羞答答的小家碧玉样范；近处，繁华的县城变得犹如一块大棋盘，长度宽度尽在

胸中，再高再大的建筑只像是摆在棋盘里的棋子，穿城而过的扶夷江却成了一条柔情的

绿丝带。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换得“山高人为峰”。脚踏着山顶，头顶着云天，呼吸着清新，

俯瞰着远近的山水和人间的生动画面，心中自然生发出一种豪迈的气概和征服的喜悦，也

悟出人生的道路只有勇于攀登才可收获海阔天空的道理。

半天的金紫岭之旅，虽是耗力之旅、流汗之旅、疲劳之旅，但更是探险之旅、挑战之旅、

刺激之旅、兴奋之旅和人生的强烈体验之旅，她不仅考验人的体力和意志，更能让人看

到更多更广更远的胜景，让人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如果将其与崀山、扶夷江、古县城

统筹一起予以科学开发，其魅力还会更加的彰显。

我为自己是金紫岭的儿女而骄傲。我为她而感动，也衷心地希望她能感动更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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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石大塘村扶贫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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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老战友黄大年说大塘村有扶贫

工作好故事，我是不会远涉五十多公里赶着来

“接地气”的。

大塘村位于新宁县西北边陲，位置偏僻，

交通不畅，人多地少，水资源匮乏，是该县

的深度贫困村。初夏，乍暖还寒，因海拔越

来越高，早晨雾岚氤氲、水汽凝重，然而满

目所及，却是草木葱茏、鸟语花香。这时，

一块“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大塘扶贫工作队”的路牌映入眼帘。

南航湖南分公司进驻大塘不到一年，他们能带给当地人民什么

样的惊喜和变化？

找到黄大年的时候，他说扶贫队长熊劲松正带着队员和村

干部上门家访刚走。我也不急于去找他们，就叫黄大年陪我到

村里走走看看。他手一指：“先去鸭婆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国家要在当地修建一个集发电、灌

溉多功能一体的大水江水库。为此，大塘村民不仅整体向高

海拔的山上移民，还投工投劳，无偿支援国家建设。水库修完后，

应村民要求，国家修建了这座三个桥墩、长不足 200 米、宽1.5

米的鸭婆桥，方便进出。

去年3月，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朱磊来大塘村首次考察

时，听了村民的诉求，他在鸭婆桥上来回走了两趟，若有所思。

多年来，小车到了桥头只能望桥兴叹，摩托车、单车只能

推行；从武冈买些大件的东西，要在桥西下了，再一件件背

过桥东，然后再设法弄回家……

当便桥不再方便时，几个便民举措便应运而生：由南航

湖南分公司出资100万元（不足部分由新宁县人民政府兜底），

重修标准双车道钢筋水泥鸭婆桥；2018 年“六·一”期间，

南航的“空姐”“空少”来到大塘，陪孩子们过节，点燃孩子

们的梦想；督建大塘小学，力争当年下期如期复学，让留守儿

童就近读书，并为孩子们上好“开学第一课”。

如今，鸭婆桥东原来 3 米宽的公路已经按 4.5 米进行扩

改，而西头全新的通往稠树塘的达标公路已经验收竣工；鸭

婆桥前期勘察设计已经完成，只等新宁方面兜底资金到位即

可动工。2018 年 8月30日，大塘小学历经六年停办之后也

正式复学。随着南航乘务员蒋尚清和志愿者文韬领唱《上学

歌》，沉寂了多年的大塘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朗朗读书声和雄壮

的国歌声。

离开鸭婆桥，黄大年指挥我把车开到一片山坡下。那里

是大塘村村民黄亮在大塘和洪合两村连片的山地上开垦的近

300 亩油茶园，漫山遍野的山地上，种植快两年的油茶树日渐

葱郁。翻过一个山头，我们来到大塘村集体山场，极目所见，

漫坡都是新植的成年脐橙树。今年开春以来，南航与一家果

业公司签订了84万元的采购树苗合同，引进成年脐橙树苗，

首期在这片山地栽植了脐橙树150亩。后期还将栽植15000棵；

到2020 年，可望实现投资额超 1000万元、面积达 500 亩的

脐橙种植规模。

黄大年告诉我，南航“扶贫扶智”计划只是大塘百年大计

的第一步，为了大塘村整体尽快脱贫，熊劲松从大塘村“石漠

化严重”“资源匮乏”的实际出发，确立了“产业升级促脱贫”

的工作思路，最终确定了以大塘高山生态稻米作为产业升级的

主要发展项目。2018 年7月20日，新宁大塘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正式启动，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如今，大塘生态农

业公司主打的高山生态稻米产销两旺，当年销售大米 10万斤，

为村农业产业升级趟出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路子，因地制

宜地实现了“一村一品”的目标……

来到黄大年家里，他的夫人小欧拾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我提议让他把熊劲松和扶贫队员叫过来一起分享。然而，那天

正好对口帮扶的副省长陈飞来到新宁对接，要听熊劲松的专题

汇报，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县城了。大年举杯谈笑间透露了

扶贫队长熊劲松的一句“扶贫宝典”：要叫得出每一个大塘人的

名字，让看见自己的狗狗都摇尾巴——做一个受大塘欢迎的人。

爱因斯坦说：“在一个崇高目的的支持下，不停地工作，

即使慢，即使难，也一定会获得成功。”扶贫队员们马不停蹄、

只争朝夕地奔忙，村里的干部也铆足了劲，群众更是挽起了袖子。

我分明听到了鸭婆桥头挖掘机、脚手架、运输车忙碌着、轰鸣着；

四处弥漫着车通路畅、人欢马歌，一派甘如怡蜜、喜庆祥和

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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