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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水泉镇，眼睛看到的，绝对超过想
像。

摊开地图，在辽宁省西部朝阳市寻找
地名，不是沟就是梁，要么就是杖子，即使
拿放大镜找，也难找出几个和水相关的地
名。朝阳十年九旱，严重缺水，可谓是滴
水贵如油。有个顺口溜，这样形象朝阳：
山头秃，风沙大；人实在，没啥话，只见小
酒唰唰下。这句顺口溜流行了上百年，只
是近十年，声音微弱了。虽说缺水依然是
现实，但山头秃，风沙大，已不复存在。人
居环境整治，已经让朝阳遍地青山，有两
个习以为常的物件，不是进了博物馆，就
是改变了用途。一个是男人的风镜，另一
个是女人的纱巾。

对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以下
简称喀左）水泉镇，我是熟悉的陌生者。

2021 年 9 月，我到朝阳市建平县任驻
村第一书记，由于省城距离建平县太远，
每周往返太浪费时间，我便选择了回老家
葫芦岛，这样，往来便近了一多半。而途
中必经之地，便是喀左。

驶过喀左县城五十里，我总会为这个
地名纠结，水泉，两个字，都是湿漉漉的，
怎么想，怎么和朝阳严重缺水的形象不
符，所以记忆极深。这条路，叫“建三”线，
是喀左县城奔向“长深”高速公路的快速
干道，如果不限速，完全像高速公路。然
而，每逢我周五返回老家，经过水泉，想把
车开快，也是不可能。

因为右侧是个花海景区，左转弯的轿
车一辆接一辆，于是，堵车便成必然。不
过，堵在这里，不像堵在城市，并不堵心。
紫得高贵的马鞭草一直铺到山边，黄得明
亮的向日葵战士般守护一旁，鲜艳得挡不
住的串红、红得发紫的鸡冠花、洁白如玉
的格桑花，点缀在花海间，花的海洋便更
加多姿多彩。尤其夕阳西下时，万丈光芒
之下，花海变得如梦似幻，宛若人间仙境。

原来，周末了，周边 4 个县城及朝阳
市内的人们，纷纷到这里休闲、娱乐、度
假、采摘。游客剧增，车辆排成长龙，满花
海人头攒动。但堵在这里等待，心旷神怡
地欣赏风景，焦虑的心便被润泽化开。在
美景中享受生活，人生何必匆忙？

每逢周一赶往驻村，路过润泽花海，
便是另一番情景，美景虽在，游客却稀少
了，他们赶回各自的城市上班，道路畅通
无阻了。即使如此，我也要点几脚刹车，
让车子行驶在右侧的慢行道，眼睛望向左
侧，欣赏几眼花海，看看和上周相比有何
变化。

我以为，总和润泽花海擦肩而过，充
其量是这里的过客，没想到突然得到机
会，进入润泽花海。

这个机会就是“大地文心”生态文学
作家采风活动。这一天，我从容地走进了
水泉村，不必像从前那样，隔着树木和房
屋“偷窥”花海。花海无遮无拦、坦坦荡荡
地摆在我眼前，既绚烂，又辽阔。我在震
惊之余，也在后悔，近百次的擦肩而过，为
何不停下匆忙的脚步，舍上二十公里的汽
油钱，买张门票进去，徜徉于一望无际的
烂漫花海，在丛中爽朗地笑一回？

采访团行色匆匆，现任水泉村党委书
记唐廷波介绍润泽花海时，不免加快了语
速。我虽然眼观六路，却贴在唐书记的身
旁 ，耳 听 一 方 ，努 力 记 住 我 感 兴 趣 的 东
西。尽管我依依不舍，却难免走马观花，
不能留下来促膝长谈，好在我们有约在
先，再赴水泉镇，用心去体验。

一切皆由缘定，我注定不是水泉镇的
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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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驻足水泉镇，我是有备而来的，
断断续续在网上搜了若干资料，又详细阅
读青年作家王丽新发给我的散文，她是水
泉镇的财政所长，副业却是搞宣传，写水
泉，她最有发言权。十几天后，我独自驾
车，从容地来到了水泉镇，接待我的人，对
水泉都是如数家珍。当然，王丽新当了全
程解说员。

这次，我们的脚步慢下来，走走停停，
漫步在润泽花海。虽说秋阳似火，入园之
后，却是一条阴凉甬道，由铁架支撑起来
的拱形，上面爬满了青藤，铁架上整齐地
悬挂着红灯笼，那是去年庆祝建党百年悬
上的，时隔一年，依然鲜艳如初。

阴凉甬道的右侧，是一大片规整的田

畦，每一畦中，紫茄子、红辣椒、绿白菜、红
萝卜长势格外喜人。唐书记告诉我，这是
花海观光园的副业，每 30 平方米是一个
领养户，每年种植八个品种的绿色无公害
蔬菜，近到喀左、建平县城的居民，远至沈
阳、大连的市民，都有人认领菜园，享受由
合作社代种、代管、代收、代运，从菜园到
餐桌的全程服务，一年费用仅为 400元。

路的右侧，是玻璃暖棚，一年四季都
有蔬菜生长、鲜花盛开，那里有高科技的
控制系统，暖棚的温度、湿度都是随着植
物的需求，智能控制。有了一座座高品质
的温室暖棚，冬天的游客也接连不断，硬
是把“冰天雪地”也变成了“金山银山”。

出了阴凉甬道，眼前豁然开朗，随之
便踏入花海的观景廊道。廊道分紫藤长
廊、风车长廊、彩虹木栈道等，随着景观的
变化曲曲折折地延伸出去，花色五彩缤
纷，花香清新淡雅，睁大眼睛慢慢走，环顾
左右，真是一步一风景，一花一世界；闭上
眼睛细心品味，幽暗的花香，悄悄袭入心
肺，顿觉心旷神怡。

唐书记自豪地告诉我，旅游旺季，尤
其是国庆节长假，每天有数千人进园参
观，门票收入数以万元计。尤其是花海中
的主花——马鞭草，花期将近五个月，成
了吸引游客的法宝。即使如此，门票的收
入依然不是主要的，以马鞭草为例，药用
价值超过了观赏价值。全草皆可供药用，
性凉，味微苦，有凉血、散瘀、通经、清热、
解毒、止痒、驱虫、消胀的功效，提取的精
油，价格按毫升计算。而荷兰菊，卖苗木
就能给合作社带来可观的收入。

在花海廊道走了一圈，我对花海周边
更感兴趣，围绕着 300 亩花海，还有 200 多
亩的设施农业，那里有采摘园，栽植有苹
果、梨、杏、李子等，还有温室蓝莓，林下套
种了桔梗、药用芍药等中草药。

花海的南侧，依据地形，建了一座儿
童乐园，有多滑道的滑雪场，冬天滑雪，夏
天滑草。有童话般的城堡，儿童可以尽情
地扮演“王子”和“公主”。

更远的地方，是太阳能光伏发电站，
遮盖住了一片荒山，不仅给润泽花海提供
能源，还可以并网发电，为村集体再增加
一笔收入。

在这里，我发现，每一寸土地都在发
挥着最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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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了这么久的美景，我只是感受到
了成果，心中却仍然困惑，辽西缺水，花海
也好，设施农业也罢，水泉村是怎么解决
缺水的问题的？

陪同的王丽新，解开了我心中的谜
团。

原来，水泉村地理位置独特，位于大
凌河与牤牛河狭窄的冲积平原上。村里
最不缺的就是水，曾经水多为害。

然而，水多了，也是件麻烦事儿，全村
道路泥泞，莫说是机动车进村，就是骑自
行车出入，都很费劲，如果赶上下雨，进村
都得蹚河。

修路先治水。水泉村前任村书记吕
久贵，带领着全村人，围绕着泉水，挖出方
塘，修建水渠，让多余的水顺着水渠，浇灌
村里的庄稼地，让泉水变成有百利而无一
害。为此，吕久贵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

沿着方塘上曲曲折折的长廊，我舒缓
地走着，塘水清澈，却不见底，水草长成了

“水中森林”，遮挡了视线，三三两两的锦
鲤，悠闲地游荡在“森林”间，与长廊上悠
闲的村民相映成趣。世界如此静好，唯一
打破安静的，是塘里的水沿着水渠，“哗啦
啦”地奔涌而出。我感觉得到，它们的目
标是丰收在望的田野，是赏心悦目的润泽
花海。

如果时光倒退十年，润泽花海还是一
片乱坟岗子。后来，推掉了乱坟岗子，建
了大棚，却因承包者资金链断了，一直撂
荒了四年。时任镇党委书记刘秀娟、镇长
王德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富村，找
能人”，他们看准了农民企业家唐廷波，这
位黑脸大汉，有头脑，善经营，把自己的企
业经营得红火，就不能把村子的穷根子拔
掉？

2016 年 5 月，水泉村两委班子任届期
满，书记和镇长一道做通了唐廷波的工
作，让他回村扛起重担，让水泉村真正地
成为幸福的源泉。唐廷波不负众望，把撂
荒地玩出了新花样，担任村书记的当年，
拿着自己家的钱，把荒弃的大棚地又流转
回村里，镇党委帮助他们申请到脱贫攻坚
的经费支持，成立了润泽土地股份专业合

作社，在荒山薄地上垫出半米深的厚土，
种植观赏性花卉，发展集采摘、观光、餐
饮、住宿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园，当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便增加了 10 倍，达到 20 多万
元。年底，贫困户获得 2000 元的分红，在
景区打工的村民，每人每年增收 8000 多
元，一举摘掉了市级贫困村的帽子。

5 年间，水泉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村民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全村
58 户贫困户，112 名建档立卡人，提前两
年全部脱贫，走上了小康之路，村子成为
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丰富了“两山”理论的内涵。

与此同时，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还花
样翻新，他们成立了全省第一家乡村振兴
培训学校，通过学校这个媒介，吸引人才，
传播经验。村里别出心裁地设立了“道德
银行”，村民们的一切善举都可以折算成
积分，到了年底，可依据积分，去“道德银
行”领取生活用品。

村党组织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各个农
民合作社都成立了党支部，村党组织也升
格为全省不多见的村党委。唐廷波当选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任镇党委书
记刘秀娟，获得 2019 年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荣誉称号。

当然，“伯乐”王德文的荣誉也不小，
2021 年时任镇党委书记的他，被评为全国
优秀公务员。一个乡镇，三个“国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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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水泉村蒸蒸日上，王德文的眼
睛深情地望向了另一个村——大凌河畔
的南亮子村。这是个省级贫困村，尤其是
这个村一组的香磨屯，位于河西，夹在大
山与大河之间，交通不便，与世隔绝，30
余户村民，三分之一的人家是贫困户。

2017 年，王德文陪着县扶贫办的同
志去香磨屯，一路上是骑着自行车过去
的，寻找个水浅处，扛着自行车，好不容易
过了大凌河，结果这位同志的一只皮鞋被
山路硌坏了，还被泥泞的路黏掉了鞋底，
弄得特别尴尬。

最尴尬的还是王德文，他当时已任水
泉镇党委书记，辖内还有穷得喝稀的地方

（河西的谐音），有愧于“父母官”。那时，
屯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小香磨，穷山沟，
出门处处爬山坡。孩子们上学，没法去对
岸的村小，只能绕着山梁走两个小时，到
邻乡的二道门子村上学。

怎么才能让南亮子村和水泉村一样
富起来？王德文陷入深深的思考。南亮
子村有山有水，尤其是香磨屯，有两个奇
观，一个是自然奇观，两山夹一水的凌河
第一湾；一个是人文奇观大汤山，那里有
十五万年前鸽子洞古人类遗址。如果复
制水泉村的经验，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时不我待，王德文给小香磨屯起了个
新名，叫依湾农家，还亲自书写了广告语，

“早知有依湾，何必下江南”，那是来自心
底的志向与浪漫。既然这里的贫穷是与
世隔绝造成的，那么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把小香磨屯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

路修好了，接下来就是结合精准扶
贫，建设旅游风景区。2018 年国庆节后，
风景区建设开工，“抠门书记”王德文处处
精打细处，尽最大努力，把有限的资金都
花在了刀刃上。三年过后，如画般的依湾
农家建成，大凌河被拦成了“白洋淀”，蒲
草、芦苇、荷叶错落有致，依山蜿蜒。香磨
屯山高路陡，就依山铺成石板路，既防滑
又是景观廊道，金南瓜、银葫芦、绿丝瓜，
装点在路两旁。窑洞、蒙古包、四合院，还
有从前的老民居，分布在香磨屯的不同路
段，古朴外表的里面，赋予了现代的内部
装饰，不管你来自北方的哪里，都有一种
归家的感觉。

我是这些景观的坐享其成者。80 后
副镇长姜辛给我安排了个采访对象，是香
磨屯的老渔民，叫戴新忠，他现在不种地，
也不打渔了，而是开上了游艇，成了依湾
农家生态旅游项目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

老戴驾驶着游艇，给我讲述他的经
历，皱纹里都藏着笑容。他家的 23 亩地
都入了合作社，变成了采摘园，啥也不用
干，每年分红 1.3 万多元，划船的工资每月
三千多元，老两口一年轻轻松松赚六七万
元，农村也没啥支出，花不完。我问他，别
的人家呢？他回答，全屯三十多户，家家
都差不多，都改成了农家乐，镇上给建，不
用村民掏一分钱。他接着说，原先村里啥
都不值钱，现在好了，农家乐里鸡鸭鱼都
能卖上好价钱。还有屯里的房场，原来
2000 元钱卖不出去，现在两万元钱都租

不到，前来投资的人，建得像模像样，十年
后把房子还给你，屯里人都不同意，游客
这么多，有镇里帮助，自己干，收入更高。

我不再追问，因为风景太好了。宽阔
的湖面，水是静的，虽说游艇轻轻地驶过，
还是激起了波纹，水面绸子般柔顺地抖
动。老戴似乎不想打扰水的安静，船头折
向了百亩荷花池，我们便埋在了碧绿宽阔
的荷叶丛中。也许今年的凌河水特别肥，
荷叶长得格外茂盛，直到船头推开叶片，
我们才看到，一簇簇鲜艳的荷花开在叶片
之下，直到形成莲藕时，才肯与荷叶并肩，
原来百亩荷叶正在“金屋藏娇”。

驶出荷花丛，我们便驶出了柔美，驶
向了雄壮。河的左岸轰然矗立起了悬崖
峭壁，咄咄逼人地向我们压来。老戴告诉
我，山叫大汤山，山上的石洞比比皆是，是
河水长年累月掏出来的，其中有一个洞，
有远古人类的化石，还有数百件打制石
器。我知道，老戴说的就是鸽子洞，因为
有许多野鸽子在这里栖居，故得名。老戴
给我讲述大汤山的得名时，我才恍然大
悟，汤在辽西风俗中，即为温泉，原来鸽子
洞旁有一温泉，远古的人类，很有智慧，即
使是穴居，也要找个舒适的地方。

返回的途中，我的眼光从悬崖峭壁上
收回，望向了岸边的蒲草和芦苇。老戴也
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船速，轰鸣的马达声，
惊飞了藏在蒲草中的苍鹭和野鸭，苍鹭从
容地飞上蓝天，不紧不慢地扇动翅膀，扎
入更远处的芦苇。野鸭们则惊惶失措地
扇动翅膀，贴着水面急促地飞行了一段，
便落了下来，凫在水面，回头回脑地瞅着
我们。

弃舟上岸时，始终笑而不言的副镇长
姜辛告诉我，依湾农家富的不仅仅香磨
屯，而是整个南亮子村，这个旅游项目，给
全村的贫困户提供了 100 多个岗位，村集
体收入达到了 50 万元，投入运营的当年，
全村就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任务。

我明白了，水泉镇的干部，最惦记的
还是老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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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了，可我的思考还没有结
束。我的思绪回到了早晨，回到了踏进水
泉镇政府的那一刻，接待我的镇长田立杰
竹筒倒豆子般地给我讲水泉，幸亏我有备
而来，才没在填鸭式的讲述中迷失自我。
大部分的讲述，他在夸奖去年才离任的党
委书记王德文，那是名副其实的全国脱贫
攻坚的先进个人。

这次采访，唯一的遗憾，是没有采访
到现任镇党委书记胡殿发，但从田镇长办
公室挂在墙上的工作规划图中，我还是发
现了他的思路，那就是在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后，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乡村振兴的
提质增效上做文章，一手抓旅游，一手抓
人居环境整治，把美丽的乡村镶嵌在祖国
的大好河山里。

他们的蓝图很具体，我在规划的图片
上看到，在香磨屯的宽凳子山上修观景木
栈道 1500 米，扶持原生态民宿建设，为更
多农户打造农家院。变冬季旅游淡季为
旺季，开发滑冰、滑雪项目，冬季捕捞项
目，水上拓展项目。确保村民们打工的连
续性，一年四季收入不断。

我忽然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咛，
以人民为中心。水泉镇做到了。

结尾时，我想到王丽新的散文《依湾
人家》，借用她的结尾做我这篇文章的结
尾：俯瞰依湾人家，相信他们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作者简介

周建新，男，满族，一级作家。著有长
篇小说《大户人家》《血 色 预 言》《老 滩》

《王 的 背 影》《锦 西 卫》《香 炉 山》、中 短
篇 小 说 集《分 裂 的 村 庄》《平 安 稻 谷》等
十 余 部 。 在《当 代》《十 月》等 文 学 期 刊
发表中短小说百余篇。作品多次被《小
说 月 报》《小 说 选 刊》《新 华 文 摘》等 转
载 ，多次入选年度文学选本。现为辽宁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以文学形式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事。近日，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主编的

《大地文心——第四届生态文学
征文优秀作品集》正式出版。

2021 年 六 五 环 境 日 国 家 主
场活动期间，生态环境部、中国作
家协会联合启动了“大地文心”第
四届生态文学征文活动。在承办
方中国环境报社的大力组织下，
活动历时 8 个月，得到社会各界
积极响应，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作家、文学爱好者，也得到
生态环保系统一线工作者的大力
支持和踊跃参与，为全社会搭建
了一座了解生态环保工作、参与
美丽中国建设的桥梁。

本届征文作品覆盖散文、小
说、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通过
一篇篇饱含生态文明理念的优美
文章，广大写作者讴歌生态之美，
表达生态之思，书写生态之忧，引
领生态之道，不仅传递了生态文
学的独特魅力，展现了各地生态
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也促进了
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的进一步
传播，为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提供了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
精神推动力。

征文活动期间，在生态环境
部宣传教育司、中国作协社会联
络部指导下，中国环境报社、青海

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 10 余位作
家，组成“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
家采风团，前往雪域高原青海采
风。采风团深入生态文明建设一
线，聚焦当地的生态亮点、治污重
点、文化看点，写下了《走上祁连
山》《鱼在高原》《长江源头的人与
事》等优美文章，以生动的笔触讲
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大美青海的生态变迁以及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这些采
风作品及优秀征文作品一起汇编
成册，向更多读者全景展现征文
活动丰富成果。

自 2016 年起至今，“大地文
心”生态文学征文活动已连续举
办 5 届，推出了一系列生态文学
优秀征文作品。本书为第四册优
秀作品集。

《大地文心——第四届生态文学
征文优秀作品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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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卷书香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PCC）最近发布的第六
次评估报告（AR6）强调，人类活
动与气候危机之间存在“毫无疑
问”的联系。一些“史无前例”的
极端事件也会越来越频繁地发
生，包括极端温度、强降水、干旱、
热带气旋等。全球气候正在发生
着广泛而快速的变化。2021年底
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
释放出来的最重要信号是，目前
全球碳排放导致全球温升不断加
速，累积全球温升比工业化前的
水 平 高 出 近 1.2℃ ，到 2030 年 将
超过 1.5℃阀值，应对气候危机的

“窗口期”变得日益短暂。
仅 2022 年以来，大规模气候

灾害席卷全球，破纪录的高温、干
旱和野火袭击了北美、欧洲、印度
和巴基斯坦；暴雨和洪水席卷了
韩国首尔、澳大利亚悉尼、孟加拉
国、南非和巴西。气候变化被视
为“威胁乘数”，对生态系统造成
了系统性影响 ，引 发 粮 食 危 机 、
水资源匮乏、生态迁徙、基础设
施 建 设 受 损 以 及 政 府 公信力下
降等问题。在全球气候危机面
前，气候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各国
安全战略中的重要部分。同时，
也成为国际气候政治博弈中的前
沿性议题。

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刘长松博士撰
写的《暖战：从气候冲突走向气候
共同体》，全面而深入地探析了全
球气候危机下国家的安全保障问
题，从国际机制、安全治理、风险
评估、国别比较、应对方略等维
度，系统论述了全球气候安全治
理以及国家气候安全战略选择，
带给我们诸多重要警示与启发。

首先，联合国安理会日益成
为气候安全议题的主要推动平
台，也成为大国围绕气候安全议
题进行战略博弈的场所。英国是
首个将气候安全议题引入安理会
的国家。德国为寻求气候安全化
话语主导权，通过话语平台、话语
同盟、专家网络、权威报告等形
式，推动气候议题进入全球安全
议程，最终于 2018 年在联合国成
立了“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

第二，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
风险可以归纳为十种类型：水安
全风险、粮食安全风险、健康安全
风险、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经济安
全风险、基础设施安全风险、国家
安全风险、军事安全风险、国际安
全风险、新型安全风险。发展中
国家普遍关注同民生问题紧密相
关的前五种风险，而主要发达国
家更关注气候危机对维护国家安

全能力、国际安全局势以及军事
行动力造成的战略性影响。尽管
相比于发达国家，低纬度发展中
国家在极端天气事件中的受破坏
程度更高，其气候适应和灾害应
对能力更有限，但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十
分有限。

第三，在联合国安理会气候
辩论中，也有个别国家表达了对
安理会参与气候议题可能会使发
展问题被强制诠释为安全问题的
担忧，认为这可能使其自然资源
主权和发展权面临被侵犯的风
险。事实上，发展与安全是相辅
相成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相互交织，可持续发展是维护国
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气候安全同
能源供应、消费方式、国际贸易、
经济发展、政治格局、社会稳定以
及体系公平等诸多问题密切相
关，需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统
筹发展与安全，全面系统地应对
气候变化、安全、发展和体系公平
等相关问题。

最后，提升气候风险管理能
力，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建设的
气候风险与资源冲突。提升脆弱
国家的气候风险应对能力，不仅
要增强适应性和恢复力，还要加
快推动发展方 式 转 变 与 经 济 结
构调整，建立完善的监测预警、
备灾救灾和恢复重建等全过程
风 险 管 理 体 系 ，推 动 建 立 高 效
整 合 的 协 同 治 理 机 制 ，实 现 灾
害风险管理与适应气候变化的
协同，国际机制与国内政策的协
同。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合
作机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这意味着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
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因
地制宜地提升沿线国家气候风险
适应能力。

（本文作者系山东大学当代
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
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气候危机下的国家安全警示录
——评《暖战：从气候冲突走向气候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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