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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不知道做什么晚餐，看见
厨房里还有一袋朋友给的干花生。

以前喝酒时，偶尔也剥几个，权
当下酒菜。那是因为朋友告诉我，
生花生养胃。我拿它下酒，既不是
为了养胃，也不是因为没菜，仅仅是
想在一堆热菜前变换一下口味。

当我准备剥花生并炒花生米的
时候，随着“嘎嘣、嘎嘣”的剥壳声，
我的记忆闸门瞬间也被剥开了。

当母亲用升子装了满满的花生
递到我们面前时，我们知道一定是
家里临时来了客人。

我们兄弟姐妹接过升子，立即
剥起花生来。

乡间物质缺乏，客人往往是不
请自来。母亲将升子递给我们的时
候，她立即拎着菜篮子到菜园里弄
几个青菜回来，两个青菜，配一个辣
椒炒鸡蛋，一个炒花生米，这就是我
们应急待客的“标配”。

当母亲将青菜摘除洗净，我们
几乎同时将花生米堆得出个小尖的
碗递给母亲，于是，母亲就开始炒花
生米了。

也许是因为原料的关系，母亲
炒花生的方法跟我们不同，她用冷
油和花生米同时下锅，在锅里稍微
扒拉一会儿，然后将一点盐水沿着
锅沿轻轻地洒到花生米上，锅里瞬
间腾起一股白雾，白雾散去，母亲立
即将花生米出锅。

炒花生米的油要是合适的话，
盐水洒进去，花生米上的油与盐高
度融合了，出来的炒花生，皮色是红
彤彤的，假设油少了，或者不放油，
炒出来的花生米皮上有一层盐白。

后来我开始做饭，别人告诉我
的方法是，冷油与花生一起下锅，随
着油温升高，空气中刚一出现熟花
生的香味，立即将花生盛到盘子里，
然后往滚热的花生上撒点盐，盐在
高温油的作用下，瞬间就化了，花生
呈现出光亮亮、红彤彤的颜色。

也许是因为盐的关系，当年家
里用的盐都是大颗粒盐，为了确保
盐能迅速融化，母亲先在碗底盛点
水，然后往水里洒下几颗盐粒，她
用锅铲的顶头在碗底轻轻地敲着，
很快，盐粒就碎了，母亲再用锅铲
的一角在碗里和弄着，以便盐能快
速融化。

花生米端上桌，父亲便拿出酒
盅，跟客人在桌上喝起酒来。

我们在底下一直期待着，今天
的客人能少吃点我们剥的花生米，
以便回头我们吃饭时还能分享到我
们的劳动果实。

可那时候家规非常严，客人喝
完酒、吃完饭后，我们才开始吃饭，
当我们端着碗到桌子上夹菜的时
候，桌子上的四个菜差不多都是光
光的，我们能吃的，依然是每餐不变
的咸菜。

有时候，炒的花生米比平时多，
或者是客人吃的菜不多，花生米还
有剩的时候，母亲也会主动地要来
客人身上的手帕，将剩下的花生米
用手帕兜起来让客人路上享用。

有年春上天，在一个阴雨绵绵
的日子黄昏时分，家里突然来了一
个客人。他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一
个刚刚平反过来的官员。

记得被打成右派的时候，父母
亲一去省里，都会绕着弯去看看这
个亲戚，顺便给他带一些家里的五
谷杂粮或者蔬菜之类的物品。平反
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都没有了他
的消息。

他在县里还很有权力，但父母
亲一直不知道他的确切消息。其
实，他平反后去县里上班，我们家
门口的大轮码头是他的必经之地。
也不知道他从这个码头往返过多少
次。

那天他登门，说是晚上坐船去
省里，由于走得匆忙，没有在单位食
堂吃饭。他来我们家的目的也非常
明确。母亲看见他，喜出望外。可
当时家里是什么都没有。

天已经黑了，母亲让姐姐去隔
壁邻居家借了几个鸡蛋，哥哥提着
马灯跟母亲去菜园里摘菜，摘菜回
来，母亲在父亲的耳朵边嘀咕了几
声。

父亲立即搬来梯子，爬到屋顶
上，椽子上吊了一个布袋，父亲将布
袋拿到厨房，解开布袋，里面装的是
即将准备播种的花生种子。

父亲很小心地捧出来一些，慢
慢地往升子里装，升子装满了，袋子
里还剩了很少的一点。父亲好像在
安慰母亲，没事的，过几天我问问老
张家、老韩家，他们的种子留得多。

那天晚上，父亲陪着那个亲戚
喝了好几两酒，酒足饭饱后，母亲
依然如故地，将亲戚身上的手帕掏
出来，将剩余的花生米打包给他带
走了。

那个亲戚那天真的喝得很好，
我打伞送他去码头的时候，我听见
他对父亲说，回头给父亲开一张
200斤猪糠的条子，让父亲去乡粮
站买 200 斤猪糠。可亲戚走了之

后，就再也开条子的事。
那年，我记得高中课本里有篇

文章叫《芋老人传》，里面有句话叫
“时位之移人”，这句话我一直记到
今天。

当然，我还是记得母亲炒出的
花生米的香味。

那是母亲在装碗之前，用铲子
角从锅里提前给我勾出来的几粒放
到锅台上。我几乎饥不择食，捻着
可以烫掉皮的花生米，用两个指尖
揉掉花生米外面的红皮，快速地将
花生米扔进嘴里。

“嘎嘣”，花生米在牙齿上发出
脆响，油香迅速地蔓延在紧闭的嘴
里。

花生的吃法

一盘花生米，香了好几天。
这是我事先绝对没有想到的，

第一天晚上读文章，第二天早晨有
个姐姐拍了一张炒花生米的图片给
我看，她炒的花生米真的很绝，假如
我有手帕，一定打包过来下酒。

今天晚上饭后，老婆跟我说，她
有个同事反复试验，最后得出的结
论是，刚出锅的花生米不是脆的，我
只好也试验了一下，刚出锅的花生
米确实不是脆的，咬在牙上，嘴里发
出“嘎哧”的一声，这个声音跟脆好
像还连不上，只有等花生米凉下来
了，才会发出“嘎嘣”的声音，这是生
活常识。

花生米的香味还在回荡。
趁着花生米还没凉，我再写点

关于花生的吃法吧。
花生的第一个吃法是烧花生。

在我家乡阳历八月底的时候，就是
花生成熟的季节。农民先揪住花生
的杆往起拔，很快花生杆的底部就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生，人们把花
生杆平着放倒在滚烫的沙子上，一
个中午下来，花生杆就干了，点火就
可以烧着。

当年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天黄
昏的时候，社员们都会将颗粒饱满
的花生杆堆到一起，一把火将花生
杆烧着，等着烟火散尽，灰里就剩下
一堆外壳黑乎乎的花生了，这样烧
出来的花生，非常的香甜，且因为花
生米中含有水分，因此，花生米一点
也不油腻。这是童年的我们认知的
花生最好吃的方法。

用花生杆直接烧根上的花生，
这种做法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说
不出来的感觉。后来读到曹植的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
根生，相煎何太急。”我瞬间就懂得
了这首诗的意思。曹植的诗里还有
锅，而烧花生是直接用花生杆烧根
上的花生。

好在烧花生就那么 1-2天，等
花生杆被队里收走了，就再也吃不
到了。

接着就是将花生从杆上揪下
来，或者就是将土里的花生挖出来，
晒干后留起来，要么是用于剥花生
米招待客人，或者就是留到过年的
时候，要么是做炒花生，或者就是做
花生糖。

无论是炒花生，还是花生糖，在
过年的时候都属于稀罕年货，能拿
出来招待的客人，一般都是贵客，毕
竟那时候花生比较稀缺，不是重要
场合都不会吃的。

后来土地承包后，花生的产量
增加了，市场上不仅可以买到花
生，还可以买到花生米和花生油，
花生不再是稀罕东西了，但是，生
活中好像就离不开花生，喝酒的，
要是没个花生米，总感觉酒喝不出
香味；吃饭的，没个花生米，好像
嘴里总是没个嚼头。

北方人不会烧花生，也许烧花
生到不了市场上。北方人喜欢将生
湿花生带壳，加盐泡水，用花椒大
料煮熟，这是夏天跟煮毛豆搭配，
下啤酒的“黄金组合”。当然，有
人也将干花生米煮熟下酒，这是另
外一种味道，这样的煮花生米可以
喝白酒、啤酒，当然也可以下饭和
喝粥。

花生米的吃法很多，就一个炒
花生米，就口味就可以做出咸的、甜
的、五香的，有会做的，还可以做成
鱼皮花生、日本豆等，这都是风靡一
时的“小吃”。记得我们读大学时，
女生晚自习时，嘴里老是闲不住。

“嘎嘣”一声，也许后面的女生
趁人不注意，就往嘴里扔进去一颗
鱼皮花生。一边假装着做高等数
学，一边美美地享受着嘴里的美味。

学校食堂每顿都有炒花生米
卖，一毛钱一勺子。假如有人买了
三勺以上，问都不用问，他一定是来
了老乡，去他宿舍一看，桌子上一定
放了几瓶啤酒。

花生米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了，可每家每户，好像时时刻刻都在
备着，以便随时能拿出花生米，在锅
里扒拉几下，就可以出来一个下酒
菜。这是花生米最朴素的吃饭，也
许是花生米最耐久的吃法。

花生米好待客（外一篇）

朱 晔

何园是一个宅园一体、居游合一
的大型私家园林。占地面积14000多
平方米，建筑达7000多平方米。座落
于江苏省扬州市的徐凝门街77号。
何园始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原
名双槐园，园内有两株大槐树，相传是
双槐园故物，今仍有一株。被何芷舠
买下后更名“寄啸山庄”，“寄啸”取陶
渊明《归去来辞》中“寄南窗以寄傲，登
东皋以舒啸”句意，辟为何宅的后花
园，故而又称“何园”。光绪九年（公元
1883年），园主归隐扬州后，购得吴氏
片石山房旧址，扩入园林。

何园分东西两个部分。东园的主
要建筑是四面厅，为一船厅，单檐歇山
式，带回廊，面阔 15.65 米，进深 9.50
米。厅似船形，四周以鹅卵石、瓦片铺
地，花纹作水波状，给人以水居的意
境。以此建筑为主景，南向的明间廊
柱上，悬有木刻联句“月作主人梅作
客，花为四壁船为家”；厅北有假山贴
墙而筑，参差蜿蜒，妙趣横生；东有一
六角小亭，背倚粉墙；西有石阶婉转通
往楼廊；南边建有五间厅堂，三面有
廊。复道廊中的半月台，是中秋赏月
的好地方。

西园空间开阔，中央有一个大水
池，楼厅廊房环池而建。池的北楼宽七
楹，屋顶高低错落；中楼的三间稍突，两
侧的两间稍敛，屋角微翘，形若蝴蝶，故
而俗称“蝴蝶厅”。楼旁与复道廊相
连，并与假山贯串分隔，廊壁间有漏窗
可互见两面的景色。池东有石桥，与
水心亭贯通，亭南曲桥抚波，与平台相
连，是纳凉之所。池西一组假山逶迤
向南，峰峦叠嶂，后有挂花厅三楹，有
黄石假山夹道，古木掩映，野趣横生。

何园中的水心亭（有人称戏台），
是为了巧用水面和环园回廊的回声，
增强其音响的共鸣效果而建的，以供
园主人观赏戏曲和歌舞之用。《红楼
梦》等影片的拍摄，都曾把何园的水心
亭作为场景。“四面串楼环水抱，几堆
假山叹自然。”串楼是何园建筑艺术的
最大特色。串楼复廊逶迤曲折，延伸
不断，长400余米，绕园一周。在串楼
的窗格和壁板上刻有苏东坡、唐伯虎、
郑板桥等人诗画，回廊墙壁石碑上嵌
有古人的诗句。回廊上的“观园镜”，
可通观全园景色，给人以“山外青山楼
外楼”的景观印象，充分体现了建筑艺
术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之美。

何园虽是平地起筑，但却独具特
色。通过嶙峋的山石、磅礴连绵的贴
壁假山，把建筑群置于山麓池边，并因
地势高低而点缀厅楼、山亭，错落有
致，蜿蜒逶迤，山水建筑浑然一体，有
城市山林之誉，是扬州住宅园林的典

型。园中的植物配置也独具匠心。半
月台旁的梅花、桂花、白皮松，北山麓
的牡丹、芍药，南山的红枫，庭前的梧
桐、古槐，建筑旁的芭蕉等等，既有一
年四季之布局，又有一日之中早晚的
变化，极尽人工雕琢之美。

何园被誉为晚清第一园，是清代
后期扬州园林的代表作，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是扬州的园林特色和
风格的体现。漫步何园，回廊曲折，复
道行空，假山贴墙，鸟栖庭树，丘壑宛
然，游鱼惊水……宛若“鸟飞屏风里，
身置仙境中”。

何园里还蕴藏着四个“天下第
一”，三处位于西园。“天下第一廊”指
的是何园的复道回廊。复道回廊分上
下两层，或直或曲，贯穿全园，全长
1500多米，被誉为中国立交桥雏形。
而复道回廊上的花窗被称为“天下第
一窗”。造型阔大，气宇轩昂，绕廊赏
景，步移景异，是园林花窗中罕见的极
品。“天下第一亭”指的是以水池居中
的西园池中央的水心亭。水心亭是一
座中国仅有的水上戏台。在上面轻歌
曼舞，可以巧妙的借助水面与走廊的
回声，起到增强音响的共鸣效果。位
于园东南的片石山房称为“天下第一
山”，在石涛大师叠石人间孤本的腹
内，藏有一座石屋。石屋有两间，东西
都有洞门出入，盛夏酷暑，烈日炎炎，
这里便成了养心消暑的绝佳之处。

何园主人何芷舠原名维键，字汝
持。1835年出生在安徽望江吉水（系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曾祖父），20岁
就早早步入了仕途。先后两次代理湖
北的盐法道，补任督粮道，主办军需
局，湖北按察使，汉口、黄冈、德安三地
道台，同时兼任江汉关监督等，成了清
廷的一名洋务官员。有鉴于他的才干
和贡献，朝廷赏他正一品封典，诰授资
政大夫，晋升光禄大夫。

他为官正直，一次惩处一内外勾
结逃税奸商，竟受到英商威胁。为维
护国家海关权益，何芷舠断然驱逐英
商出境，令英驻华领事巴士德目瞪口
呆却无可奈何。

官运正旺的他于1883年毅然辞
官还乡，精心营造何园。时年只有49
岁。什么原因使他作此决定。随着历
史的演变，个中奥秘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何芷舠身为江汉关监督，在处理

洋务的过程中，经常被卷进尖锐的华
夷冲突漩涡，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
严，多次忤逆清政府屈从洋人的意
旨。他自感清廷腐败无能，长此下去，
自己空怀一腔爱国自强热血，非但报
效无门，反而身家性命难以自保。权
衡利弊，最终选择了急流勇退。在何
园18年里，他一直在家侍奉母亲至去
世。此后，举家移居上海。他到上海
仅8年（1909年）过世。他临终嘱咐子
女办学校，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以后，
其孙何世桢、何世枚启用家资创办持
志大学并任校长，为国家培育出许多
精英。

何园蕴藏的史料也使人眼界大
开，在120年历史进程中，何家几代人
作为与时俱进的中国人的缩影，演绎
出一幕幕生动的故事，乃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气节情操和才华在何家几代
人身上的一脉相承，也显示出作为何
氏祖籍的望江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何家三代为朝廷高官。何芷舠之父何
俊于1829年中进士后，赐封翰林院庶
吉士。历任桂林知府、两淮盐运史、江
苏巡抚等职。后部院加三级，给予正
一品封典，诰授荣禄大夫，覃恩晋赠光
禄大夫，赏戴花翎。奠下子孙世袭基
础。何芷舠之子何适斋、孙女何怡如
为父女画家。何芷舠之孙何世桢、何
世枚均为美密歇根大学博士、法学家、
教育家。何芷舠曾外孙女，是中科院
院士、工程物理学家王承书；其堂弟即
现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

扬州何园是宣传望江的窗口，《望
江县志》也曾记载何芷舠。在何园精
心设计的“何园史料陈列室”，新园主
们为宣传望江、宣传何氏家族，设有专
版专柜。专版上醒目的宋体大字陈述
着：“何氏祖居在安徽省望江县。望江
是古雷池所在地……。”专柜内又摆放
着《望江县志》、《望江文史资料》、《何
氏家谱》等书籍。这些史料正是何园
的新园主们多年间不辞劳苦频繁调研
收集所得。再翻开何园写的《何园》
（扬州画舫新录》第一章，又以《望江人
氏·通达仕途》为标题，大篇幅介绍望
江山水风貌和人文景观及自然资源。
在该书的“后记”中，表述了在收集史
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省望江县政协的
指教、协助。始终把何园与望江联系
在一起，这也是他们独具匠心的创
意。读解何园，我们为在江苏扬州
——这个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有一个
宣传望江的窗口而自豪、荣幸，也由衷
地感谢何园，感谢何园的新老园主，是
他们充分保护、开发和利用了优秀的
历史文化遗存，为世人提供了精粹的
高品味文化欣赏。

扬州何园与望江
徐庆生

“望江行”诗文作品选（六）

望海潮·望江（外一篇）

刘辅银

古名雷戍，今传三孝，江流沉积洲沙。山秀水
宽，民风厚朴，礼仪耕读传家。优质种棉花。武昌
产大蟹，亦盛鼋虾。礼赠殷勤，银鱼当数泊湖佳。

茗山雷水清嘉，孕传奇迤逦，百代承夸。麴
信镐公，名贤气逸，群星闪烁光华。今驶赶超
车。大桥通南北，商贾安家。做大园区产业，前
景焕朝霞。

临江仙·龙湖观荷

喧嚷市中何处静，龙湖荷展波平。挨肩仙子
体轻盈。世尘污万物，此处景鲜明。

六月晨风能灌顶，几人真赏纯清，朝阳冉冉独
君行。濂溪笔下景，怎化子陵情。

龙湖荷香（外一篇）
伍建设

龙湖映日秀莲茎，碧水芙蓉默默情。
红鲤时而塘上跃，白鸥顷刻叶间行。
污泥不染千秋洁，真善能存万代清。
享受人间何处乐，幽香此地忘回城。

蝶恋花·英雄民族漳湖回民村

百万雄师天堑北。借住回民，挑好家中食。
腾出被床尊重客。卸来门板修船楫。

渡过长江同破敌。民族英雄，共建新中国。
团结勤劳扬厚德，和谐奋进成秋实。

永遇乐·漳湖巨变感怀（外一篇）

倪结友

诗画漳湖，幅员辽阔，花海人涌。水网泥肥，
鱼虾满堰，吸引游人哄。牛羊膘壮，风情建筑，尖
耸入云如笼。舍俨然，交通阡陌，动情把诗吟诵。

回眸以往，洪灾荒诞，路断地芜田纵。野草丛
生，烟波弥漫，同盼家乡宠。终归圆梦，群情欢悦，
尽是小楼独栋。了心愿，漳湖新景，赞歌唱颂。

望海潮·雷池吟

漳湖西首，华阳北面，雷池盛景千年。江水润
禾，鱼虾漫堰，眸前万亩棉田。杨柳护堤前，柳前
沙滩积，弥望无边。网爆如痴，举家前观，堵堤边。

莲洲草密全掀，挖鱼塘并网，十里荷眠。倪氏
故居，藏书万卷，生平砥砺华年。新苑小楼连，夜
晚街舞，群起翩跹。产业园临近建，经济谱新篇。

雷池怀古
陈接新

初秋摇棹越雷池，触景生情忆昔时。
元亮陶滩居寓所，庭坚雷口阻归期。
金盆久失倪模卷，古邑长存麴令诗。
人物风流难尽数，天高地阔任君驰。

望江挑花（外一篇）

曹根水

麻布青丝早结缘，一图一案一重天。
头巾飞蝶腰裙兔，手帕绽花背褡鸢。
罗隐适时修老谱，彩霞应运续新篇。
民间艺术因何巧？织女抛梭千百年。

鸦滩

艺蕊盛开远近香，鸦滩偏出彩鸾凰。
山青峰峻佛仙界，水秀波平鱼米乡。
垄上时闻唱戏女，溪边每见读书郎。
挑花一绝庙堂进，封册非遗耀大光。

六户渔村（外一篇）
何建蘅

逃荒苏北民，篷棹泊雷滨
出没风波里，来归霜月垠。
耕湖余百载，置业越千尘。
今日渔家乐，洋楼醉远宾。

泥塘沟记忆

弯弯河道碧波长，北去雷池小水乡。
茶语声邀商贩苦，黄梅曲伴稻花香。
残霞埠外芦芽暖，新月街檐柳叶凉。
黛瓦雕墙青石路，曾经挑货下徽杭。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省委第
九巡视组于3月13日至5月20日
对望江县开展巡视。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主要巡视对象
望江县领导班子 及 其 成

员、其他县级干部、下一级党
组织主要负责人、重点岗位主
要负责人等。

二、巡视监督重点
坚守政治巡视职能定位，结

合被巡视地区规律特点，聚焦被
巡视党组织政治责任和职责使
命，聚焦“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聚焦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重点监督检查贯彻落
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
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情
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情况，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

三、反映问题渠道
巡视期间，巡视组设立信访

接待窗口，设置邮政信箱、联系信
箱、电子邮箱，开通信访举报电
话，接受群众来信来电来访。

（一）信访接待窗口：望江县
信访局一楼联合接访中心、望江

县福缘大酒店一楼；
（二）邮政信箱：安徽省安庆

市A009号邮政信箱；
（三）联系信箱：望江县政务

中心西门（和谐路）外墙、望江县
信访局前门东侧外墙、望江县福
缘大酒店（北侧）车库门口；

（四）电子邮箱：安徽纪检监
察网（ahjjjc.gov.cn）巡视巡察栏
目省委第九巡视组信箱；

（五）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
电话：0556-7160158；举报手机：
19556521609（只接短信）

受理信访接待和电话的时间
为工作日的上午8：00-12：00，下
午14：30－17：30。巡视组受理信
访时间截止到2022年5月15日。

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巡
视组主要受理反映巡视对象的来
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
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与巡视
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诉求、涉
法涉诉等问题的反映，将按照分
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有关
单位或部门处理。

省委第九巡视组
2022年3月13日

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公告

听闻太慈镇慈湖村“小神山”茶园的“慈湖茗
香”茶很有名气。爱茶的我，早想见识了。日前
得知，3月19号小神山开园采茶，今日便邀上好
友，沐着春日的暖阳，闻着油菜花的馥郁芳香，欢
天喜地来到慈湖村。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茶园。呀！一
垄垄碧玉妆成的茶树，游龙般蜿蜒着，伸向远方，
蔚为壮观。该村党支部书记汪爱斌，如数家珍的
告诉我们，慈湖村始终秉承党建引领下的生态立
村、文化兴村、产业富村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集
体产业，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类似于小神山茶园
已开园采摘的达到200亩，今年又新增滴水灌溉
茶园60亩，栽种茶树15万株……茶叶已经成为
慈湖村特色产业，也为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创造
了条件。

汪书记一席话，我不由对慈湖村的村干部与
村民们肃然起敬！再次环顾茶园，更是觉得那一
垄垄茶树绿得非同一般，如同洗涮过一般，油亮
青翠，甚是喜人！茶工们佩戴着草帽和口罩，背
着小竹篓或准备了小提篮，双手飞快地提采嫩叶
芽，因为“明前茶”一分一秒都很重要。一位任姓
茶工喜滋滋地告诉我们，慈湖村自从有了茶园，
他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可以不出远门，每年
采茶就可以有6000多块钱的收入。年纪稍小的
女工，因其还要给茶树除草、剪枝、施肥等，一年
收入竟有上万元呢！这真要感谢慈湖村有这样

的好干部带着老百姓致富啊！茶工感激的话语
溢于言表。

是呀！党的政策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当下乡村振兴其根本就是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越
来越红火。在新形势下，高质量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必须从地域特色、绿色生态等两个方面去塑
造乡村发展新优势。茶叶、油茶已经成为慈湖主
导产业，“慈湖茗香”品牌茶叶已走向市场。村内
600亩油茶基地和“百果采摘园”里的蓝莓、黄
桃、桑葚、黄梨果木都已初具规模。慈湖特色产
业种植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动力源泉。人间三
月，春光柔和。虽说是临近晌午，青翠欲滴的茶
园更热闹了，《采茶舞曲》，黄梅戏《到底人间欢乐
多》等经典选段不时从音响里传出。

又是一年采茶季，茶歌黄梅飘满山，好一幅
春日采茶图。站在小神山茶叶亭，细品“慈湖茗
香”，微风送香，满满是幸福感。茶，采自大自然，
有色、有香、有味，呷茶入口，眯眼慢品，茶汤在口
中回旋，顿觉口鼻生香，鲜醇清心，其韵其味绵柔
悠长。在一旁的汪爱斌书记，忍不住又开始聊起
他村的宝贝茶，他说“慈湖茗香”茶，从不下化学
肥料，因为化学肥料影响茶叶的口感；也不打农
药，全凭茶叶自然生长；也不采秋茶，因为采秋茶
影响第二年的生长，更不喷洒增长素之类的来加
速茶叶生长，所以“慈湖茗香”是纯天然无公害茶
叶呢，难怪茶香格外清冽！

慈湖行时间虽短，但不虚此行：让我感受到
了不一样的乡村美景、不一样的乡村文化，既赏
了花，又品了茶。同时还深深地体验到了美丽乡
村建设离不开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我
坚信慈湖村必将成为融“党建强村、生态立村、文
化兴村、产业富村”为一体的最美乡村。再见了，
绿色慈湖！再见了！可敬的村干部与村民们。

采茶园里笑声多
王救枝

憩 章萍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