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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佑河，算不得大河，它只是北方内陆的一
条河流，横贯山西柞水县城，穿城而过，像是一条
钱串子，将整个柞水县串在一起，又因它的波光
粼粼，川流不息，水质清澈，鱼鸟互跃，让一座城
无比灵动鲜活着。

河流约有 50 余米宽，两案修着高高的河堤，
河堤两边是汉白玉石栏，上面刻着花鸟虫鱼唐诗
宋词，河流的两岸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垂柳，在如
烟似画的柳堤间，每隔不远便有一个条形的石凳
以及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供游人休憩。其中，
稍大一些封闭的亭子，便是守河人的住所了，也
可以说是守河人的办公室。

住在这个亭子里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约有四
十多岁，中等个子，偏瘦，寸头，显得干练而又认
真。按说，他的工作称谓是“河长”，但是我们
当 地 人 喜 欢 叫 他“ 守 河 人 ”，因 为 他 的 职 责 就
是 看 护 这 一 脉 河 流 ，让 它 安 全 、洁 净 、美 好，四
季美丽如画。

以前，这条河流是没有人管护的，因而每年
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发生，不是某个人从坎子上
摔下去了，就是某个孩子在河里玩耍溺水身亡，
再不就是一些好斗的青年相约去河里打架，甚至

还有跳河投河的事件屡屡发生。人逢说及，总是
连连叹息，对河既爱且恨，悲喜交加。

尽管河流常常发生事故，可人们还是喜欢走
近它，因为河水的清爽、清澈，两岸四季变幻，魅
力无穷。当然，在自来水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河
水还有清洗衣物、洁净人们生活以及饮用的功
能，因此，县城的人与河水的关系密切而又繁杂，
一年四季，河边都有捣衣的女子和晃动的男人，
还有在河边嬉戏的儿童与少年。一条长长的乾
佑河，一年四季似乎都在热闹着。

后来，县上对乾佑河实施了“蓝天碧水“工
程，新修了河堤，栽植了绿柳，修筑了橡皮大坝，
并对下河的渠道进行了封锁，开始治理与保护。
乾佑河一改往日的纷芜与杂乱，变得整洁优雅起
来了。人们不必再下河洗炊，也不必再下河取
水，乾佑河成为县城人心中的美景所在。人们在
茶余饭后来到河边，散步、健身、读书，还有一些
孩子将作业也拿这里来做，当然，还有下棋的男
人、打桥牌的老人、做十字绣的妇女，还有一些弹
渔鼓的和唱秦腔的，一到下午或者周末，河边就
分外热闹，到处是人影晃动，到处是欢声笑语。

守河人无事的时候，就在河两岸来回地转
悠，看看河面有没有脏东西，看看河堤两岸有没
有人恶意地损毁，还要预防不安全的事情发生，
每逢下雨天，则赶快将河里橡皮坝的水泄了，以
防天降暴雨，河水突涨漫过河堤，给小城人的生
命和财产带来危害和损失。这些，都是守河人的
工作范畴。其实在守河人的亭子间里，也安有监
控设备，但他还是喜欢在河边站岗，有事的时候，
现场处理事，没事的时候，就在河两岸散步，看看
风景。这里的风景，一年四季，于他来说都是赏
心悦目的。

上班的时候，我经常从河堤边经过，看见他
打捞垃圾，就会站在河堤上观望一阵，守河人用
一个竹竿挑着一个塑料的网兜，将那些垃圾一个
一 个 地 收 进 网 兜 里 ，一 兜 满 了 ，就 倒 在 橡 皮 船
上。前几年，河里的垃圾比较多，每次都能见到
他打捞好多，渐渐地，河面上的垃圾少了，大人小
孩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保护河流，不再随意地往里
面扔垃圾和废弃物，河流便变得干净清洁，爱护
河流成为人们的共识。

看着乾佑河越来越美好，我的心里常常是喜
悦的，喜悦河流能拥有这样的自然之态，喜悦小
城人的素质一天天提高，修养一天天增强，那句
话果真是有道理，“每个人的文明进步一小步，社

会的文明就会进步一大步”。
自河面的垃圾和废弃物少了，守河人的工作

也开始变得轻松，有时三五天下一次河，有时十
天半月下一次河，没有垃圾的时候，便不用下河，
但守河人依然每天住在亭子间。他说，守望河流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常态，待在河边，
他的心里是泰然的，不然，心就没着落。

有一天，同事在河边打电话，谈兴正酣，手一
松，手机滑落到了河里。她急得双脚直跳，这可
是男朋友给自己新买的苹果手机，用了还不到一
个月。过路人也趴在河边望，给她出主意，“这深
的水，人是不敢下去的，去找守河人吧，说不定，
能帮你想到办法。”同事听了，眼睛一亮，是呀，去
找守河人，守河人有船，可以帮自己打捞。

同事赶快奔向亭子间，请守河人帮忙。守河
人说，捞估计不好捞，找不准位置，这样吧，我将
橡皮坝的水放了，然后您带我去掉手机的地方，
我帮您找。同事一听，喜出望外的同时又充满歉
意，麻烦您了，这是一个新手机，要是旧手机，就不要
了。守河人乐呵呵地摆了摆手，旧手机要能捞，我
也帮您捞，捞出来能用也省得再买嘛。

费了好大劲，守河人终于在一堆水草间找到
了手机。为了表达感谢，同事后来特意买了吃的
东西去看望，守河人还一直客气，害怕他推辞，丢
下东西便快步走了。

忽一日，河边来了一只雪白的鸟，被守河人
发现，告诉了相关工作人员，经确认，是白鹭。闻
此消息，许多人都跑到河边围观，大家叽叽喳喳，
七嘴八舌，哟，好漂亮的一只鸟，纯白纯白，像雪
一般，真漂亮啊！看过之后，众人又生疑惑，我们
这里是没有白鹭的呀，白鹭为候鸟，多在南方，这
只鸟是从哪儿飞来的，为什么会来这儿？是啊，
这只白鹭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里呢，而且乐居
下来，是因为这里的青山绿水良好的生态环境吸
引了白鹭？还是白鹭路过这里，恋上了这里？或
许两种原因都有。

空闲的时候，守河人就会去看白鹭，在它待
的地方抛上一些碎馍屑，白鹭看见了碎馍屑，就
赶紧跑过来啄食，好长一段时间，守河人跟白鹭
就像是朋友一样，在这个波平如镜的湖面上相互
守望，守河人守护着一河碧水，守护着他的人生，
也守护着我们小城人的生活家园。

一直到秋天，天渐渐地凉了，白鹭才振振翅
膀飞上了树梢，在树梢停了飞，飞了又回，恋恋不
舍地飞向了南方的家园。

作为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烟台市长岛县由 151 个岛屿和
3500 多平方公里海域组成，是我国海上物种的“博物馆”和海洋环
境的“晴雨表”。为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长岛坚持用“减法”推进
全域生态整治，着力放大生态优势。

王沟是长岛“渔家乐”的发源地，近年来通过整合，实现了公司
化、规范化管理，并融入渔家文化、特色旅游项目，建起了渔家风情
园。园区总投资 8700 万元，有“海岛记忆”等渔宿性、高端化、现代
型的各类渔家乐营业户数 68 户，可同时接待 1500 人。2017 年开
园至今，已成为当地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典范。“吃住在渔家，娱乐
在渔村”，以“渔”唱戏，长岛文旅融合文章风生水起。

砣矶岛磨石嘴村，因盛产磨刀石而得名，村内有古老的石头
巷，这些石头墙民居冬暖夏凉，闯海为生的砣矶人曾世代居住于
此。整个小巷使用砣矶本地的五彩砣矶岩铺成，色彩斑斓，巷子两
旁均为石头墙，以展示石疃、石头巷特色海洋文化来发展渔俗休闲
旅游，已成为砣矶镇实施乡村振兴的新标志新亮点。

近年来，长岛将分布于 4 处岛屿的 80 台陆域风机全部拆除，全
面启动保护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这些从上世纪 90 年代陆续建
立的风机，全部退出长岛，为鸟类“让路”。“恢复了山林植被，鸟类
又都回来了！”在烽山，长岛鸟类环志站副站长范强军望着翠绿的
山林，兴奋地告诉记者。

现在，长岛的森林覆盖率超 60%，比上世纪 50 年代提升 120
倍，吸引鸟类 333 种，最近又发现红腹灰雀和栗耳短脚鹎等 4 种新
鸟类，猛禽环志占全国 80%以上。

不仅如此，长岛投资 11 亿元，拆除南北长山岛海岸线破旧建
筑和育保苗场 54 万平方米，恢复自然岸线和旅游岸线 20 多公里，
将自然岸线和旅游岸线占比由 38%提高到 74%。预计到 2020 年，
全域自然岸线占比达到 85%以上。

眼下，长岛正实行机动车辆“双控”，年内完全禁止外来旅游车
辆进岛，岛内居民新购车辆已暂停挂牌，逐步完成全域禁止燃油机
动车。同时，全域生活垃圾分类、全域违章建设整治任务力争年内
完成，全域清洁能源供暖替代三年内全面完成。

今年 6 月，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获省政府批复设立，
至此，长岛保护发展上升到省级战略。如何在海洋产业新旧动能
转换中连续“破题”，做好经略海洋文章，长岛任重道远。“长岛要牢
固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理念，增创新优势，交出‘生
态文明、长岛先行，绿色发展、长岛领先’的‘长岛答卷’来！”长岛县
委书记刘树军信心满怀。

云冈的名片
◆王琳琳

兰阇，这不是一个人名，更不
是一个地名，虽然很像。

它是刻在云冈石窟研究院内
文化墙上的两个字，也是一句梵语
的译音，为褒赞之辞。南朝《世说
新语》中记载，丞相王导出任扬州
刺史，几百名来道贺的宾客都得到
了款待，人人都很高兴。只有几位
胡僧还未及理会。王导便找机会
走过胡僧面前，弹着手指说：“兰
阇，兰阇！”胡僧们闻言大笑，于是
成为典故。

如果找一个词来形容驰名中
外 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云 冈 石 窟 ，最
简 洁 、最 响 亮 又 最 特 别的莫过于
它——“兰阇！兰阇！“

作为中国文化历史上璀璨的
佛教艺术宝库、我国规模最大的古
代石窟群之一、中国四大石窟艺术
宝库之一，云冈石窟有依山开凿的

“壮阔”，有千佛汇聚的“丰富”，有
弘扬佛法的“光辉”，如今在这之
外，云冈石窟又多了一张名片，那
就是“环保”。它最出人意料，却又
不虚化模糊，只要人们走近它，就
可以在欣赏令人惊叹的文化艺术
之时，处处感受到云冈石窟大景区
绿色环保的匠心与用心。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告
诉记者，作为公元五世纪中西文化
交流热潮中诞生的佛教艺术宝库，
石窟本身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
建筑遗产，理所应当进行保护。而
石窟之外的山顶寺院遗址、古城堡
遗址，乃至云冈周围的历史文化遗

存、自然生态环境，也
应当被视作是遗产的
组成部分和保护对象。

云 冈 石 窟
位 于 大 同 城 西
的云冈峪，俗称

云冈沟，是连接山西与内蒙古的山
间古道，也是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
路的前端驿站。而顺着云冈沟西
行，经左云、右玉、和林格尔，北抵
呼和浩特，或西过“君子津”黄河，
则是一条内蕴很深、内涵极为丰富
的历史文化长廊，千百年来，始终
给 人 们 以 精 神 的 给 养 和 心 灵 的
慰藉。

研究者发现，云冈石窟的主要
开创者——北魏王朝当初开凿云
冈石窟时，斩山为壁，取石成窟，产
生了大量的工程废石，也开采出大
量的建筑石材。它们没有被废弃，
而是被充分利用，当年的工程废石
被用来建设石窟前的北魏河坝和
山顶塔庙，建筑石料则被用于北魏
都城平城的建设。

这是云冈石窟留下来的重要
文化思想。千百年来，在中国的文
化历史长河中闪烁着熠熠光辉，也
烛照着后人。

2012 年，大同用 18 个 月 快 速
构 建 了 云 冈 大 景 区 ，力 图 构 建 以
云 冈 石 窟 为 核 心 的 文 化 旅 游 带，
管理好、维护好、保持好云冈景区
的崭新形象，继承好、弘扬好绚丽
多 彩 的 云 冈 文 化 ，并 继 续 做 大
做强。

家大业大，花销少不了，云冈
大景区，处处需要钱。传承云冈石
窟的开凿精神，废物利用、绿色环
保成为景区建设的应有之义，频现
创新之举。

在景区内部，处处可见利用废
旧 物 品 改 造 成 的 设 计 ：用 废 水 泥
块、废烟囱石等修建的环办公楼文
化墙；用废水泥块、石碌碡柱建造
的全环保型厕所；用旧石磨盘铺设
的环湖休憩摄影区；用废旧石材、
水泥块打造的交叉路口小景观；用

旧石柱、旗杆座、大石块垒砌的上
山门道；用废水泥块砌筑的云冈监
测中心墙体……新建的停车场不
再硬化，采用了更为环保的碎石屑
子地面；山坡挡水渠，鹅卵石砌边，
渠底水泥块虚放，收集的雨水可以
渗 漏 浇 灌 树 林 ；新 增 加 的 所 有 墙
体、建筑，全部使用废水泥块垒砌，
呈现出凝重大方的质感。

沿着东侧山丘行走，还可远远
眺见一座北魏风格的塔，它是用废
弃的工业罐体搭建而成的。再往
北走，是云冈石窟的写生基地，错
落有致地陈列着数十个工厂大钢
罐和粗水泥管。

张焯介绍说，大钢罐是别人废
弃不要的，计划改造成写生学生的
公寓，两三个人一间，既别致新颖，
又产生了实用价值。而粗水泥管
则计划改造成胶囊公寓，供游客住
宿。前来此地采风的著名影评人、
作家江小鱼对此赞叹不已，称感受
到了“工业时代的废墟和农业时代
灿烂文明的完美结合”。

据初步统计，2012 年以来，云
冈大景区共使用当地清洁砂岩废
石、水泥路破碎块、石材厂边角废
料、城市废路牙石、旧建筑石条、石
雕、废木材等数十种废旧材料，建
设 了 大 约 十 万 平 方 米 的 石 墙 、道
路、水渠、水池、石屑停车场等景
观，投入资金 3000 余万元，消化清
洁固体废料 3 万多立方米，为国家
节省资金约一亿元。

如今，云冈大景区已经走上了
一条“废物利用、低碳节能、水土保
持、人文创新”之路，绿色环保的名
片正与文化名片、历
史名片、艺术名片等
一起，共同为云冈石
窟增辉。

遵义偏岩塘

激活绿色生态资源
改善村民人居环境

“一壁青山迎窗开，湖光山色
入画来。”小青瓦、坡面屋、穿斗
枋、转角楼、雕花窗、白粉墙……
一栋栋典型的黔北民居沿着桃花
溪错落有致，构成了一幅小桥流
水人家的田园美景。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鱼泉街
道 新 石 居 偏 岩 塘 村 ，一 个 只 有
400 多人的村庄，2017 年荣获“全
国美丽宜居示范村庄”称号，成为
全国 413个示范村之一。

桃花溪静静流淌。当年，红
军从这里过河进入官村，继续长
征的征程。如今，岸边有老人在
悠然垂钓，远处白墙青瓦在绿树
掩映下分外惹眼。徜徉在桃花溪
边，如果不是偏岩塘村项目书记
王丽的指点，根本不会意识到，眼
前姹紫嫣红的花园其实是一个污
水处理装置。

这得益于农户生活污水的集
中处置。2016 年，偏岩塘村启动
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水处理项
目，利用人工湿地、太阳能曝气等
技术，使村里的生活污水处理率
达到了 100%。“每天可以处理 65
吨生活污水，而且每年的运行成
本不到 1000 元。”王丽告诉记者，
仅有的成本就是每半年对油渣池
进行清理和每年冬季对人工湿地
的植物进行清割。

在出水口，处理后清澈的水
汩汩流入桃花溪。湄潭环境监测
中心站的多次监测结果表明，偏
岩塘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水处
理项目处理后的水，可以达到国
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一级 B 标。

家家户户墙上的宣传画也十
分引人注意。大方美观的图片和
示意图详细介绍了偏岩塘环境整
治规划，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家
家户户门前都放着两个分类垃圾
桶，每天一大早，村民们便带着自

家收集到的可回收垃圾，来到再
生资源回收站，通过分类称重兑
现积分，再兑换生活日用品。而
不可回收的垃圾则被集中收集到
村里的地埋式垃圾桶。这种地埋
式垃圾桶每个体积 5 立方米，可
以容纳一吨垃圾，每天的垃圾都
由县里统一进行深埋处理。

整洁的环境也改变了偏岩塘
村民的生活和思想。一位老大娘
拿着水盆给路边的花坛浇水，花
坛边是种植着各种蔬菜的菜园。
一路行来，民宿、客栈、农家乐在
村里随处可见。谁也不会想到，
如今有“田园山水丹青”之美誉的
偏岩塘，在 20 多年前却是一个光
秃秃的山坡。如今，环境好了，村
民富了，许多外出打工的人也回
到村里，办起了农家乐、民宿客
栈，实现了“养家不离乡”的愿望。

张晓是偏岩塘村的村民，在
北 京 工 作 的 她 攒 下 了 一 些 钱 。
2017 年，她和来自广东顺德的聂
峰 共 同 投 资 283 万 元 在 村 里 建
成 了“ 户 晓 民 宿 ”，还 专 门 聘 请
设 计 师 设 计 了 景 观 园 林 ，小 桥
流 水 ，绿 草 茵 茵 ，设 施 齐 全 ，十
分 舒 适 。 聂 峰 告 诉 记 者 ，原 本
他 是 做 药 材 生 意 的 ，偶 然 机 会
来 到 偏岩塘村，被这里的美景所
吸引，于是下定决心投资当地的
旅游行业。户晓民宿主要走高端
路线，从今年 4 月 28 日正式营业
开始至今，已经接待游客 3000 人
次，观光不住宿的游客有 5000 多
人次。“十一国庆七天假期客源爆
满，房间全部订完。”

几年时间，偏岩塘村完成了
从以传统农业为主向以乡村旅游
为主、以精品水果产业为辅的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每天接待游客
能力达到 800 人次，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1.6 万元，成为名副其实
的小康村寨，走出了一条利用绿
色生态资源改善人居环境的致富
新路。

◆本报记者文雯

◆特约撰稿徐祯霞

长岛：向海而生
◆本报记者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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