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千年灿烂的文明，留给我
们很多富有文化内涵的节日，成
为代代流传的宝贵财富。事关
团圆的，除了春节，当属中秋
了。中秋起源于上古，普及于汉
代，盛行于唐宋，到明清时，成为
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此
后，一直经久不衰，传承到现在。

自古以来，文人骚客喜欢在
中秋感怀，传递彼时的喜怒哀
乐。你看，王建有“今夜月明人
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畅想，
刘禹锡有“暑退九霄净，秋澄万
景清”的澄澈，苏轼有“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的喟叹，辛弃疾
有“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
山河”的情怀，秋瑾有“身不得，
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抱
负。而在这诸多的诗词佳句中，
我独爱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没
有什么比此句更能表达中秋的
情愫了。一轮圆月自海面升起，
高悬于空，月光皎洁，清辉满天，
碎银遍地。同望明月，此时的情

愫是相同的，或许是天各一方的
思念，或许是久别重逢的喜悦，
或许是共沐银辉的感触，或许是
月缺月圆的遐思。

既为节日，就有风俗。江南
的佳节充满诗情画意，喝桂花
酒，食蟹，赏月。地处西北偏隅
之地，老家的中秋就俗气多了。
小时候，每至中秋，母亲大清早
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做月饼。做
法简单质朴，拳头大的面饼，芯
里垫上少许玫瑰酱或红砂糖，饼
面刷菜籽油，烙熟出锅，黄澄澄
的，像金黄的圆月，满溢着怡人
的香味。到了晚上，清风拂面，
皓月当空，在院里放一张小方
桌，摆上水果和月饼，泡几杯茶，
家人围坐，赏月，尝饼，品茶，话
家常，其乐融融。每年的这个时
候，如果不是太远，出门在外的
父亲总要赶回来，当时家有年迈
的祖母，祖孙三代欢聚一堂，共
享天伦之乐。

中秋也充满收获的欢乐。秋
粮和果蔬成熟了，到处弥漫着丰
收的喜悦。田野里，沉甸甸的谷
穗压弯了腰，粗粗的玉米棒子笑
开了嘴，红红的高粱低垂着头，滚
圆的土豆顶破了地皮。果园里也
是硕果累累，苹果红着脸张望，冬
梨树举着黄黄的小灯笼，枣儿散
发着淡淡的甜香，核桃裂开皮自
树杈滚落，葡萄架下垂挂着圆润
的玛瑙。菜地里，则是另一番景
象。火红的辣椒在燃烧，大白菜
圆鼓鼓的，冬萝卜又肥又白，大蒜
的叶子干枯了，饱满的蒜瓣深埋
于泥土里。团聚的时光中，收获
的希望开始了。

又至中秋，期盼月圆。中秋
佳节，送上最真诚的祝福。祝愿
华夏儿女幸福团圆！祝愿伟大
的祖国繁荣昌盛！

天
涯
共
此
时

◇
李

颖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

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
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
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苏轼

望月怀远
唐·张九龄

嫦娥
唐·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重温古诗词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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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秋在我们老家叫“八月十五”。

留在我的记忆里最美好的场景是，每年
到了八月十五，爷爷就要过生日。爷爷
的生日是在八月十五。

爷爷每天起床很早，我感觉几乎是
在后半夜就起来了。我有时候在迷迷
瞪瞪中听到爷爷咳嗽的声音，忽远忽近
地还有汤瓶响动的声音。爷爷洗漱完
毕，吹灭了油灯，就静静地、一动不动跪
在炕脚，好像置身物外，我总是分不清
在梦里还是醒着。有时候早上我起床
后会问爷爷，爷爷你没瞌睡吗？爷爷很
慈祥，笑眯眯地说，有呀。我说早上的
瞌睡多香呀，爷爷笑着说，跪着比睡着
还香啊。听到爷爷说跪着比睡觉香，我
不懂了，自己就挣脱爷爷的手跑到院子
里玩去了。

爷爷过生日，是我们小孩很期待的
一件事。每年到了八月十五，奶奶会用
白面做长饭吃，家里总是充满着过节
一样的欢乐气氛。过生日的当天，爷
爷会请来自己的一两个好朋友，一起
吃饭谈笑。爷爷会在廊檐台阶上烧起
火壶，给客人倒上盖碗茶，自己用一个
紫红的茶壶喝茶。

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树苗，爷爷在
院里栽了一棵桃树。有一年桃树挂果
了，可能是树还太小，那年只结了两个
桃子。“宁吃仙桃一颗，不吃酸巴梨半背
篼。”我们老家杏树、果树较多，但很少
能看到桃树，桃树是稀罕树种。看着桃
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黄，我们小孩
都深怕那两颗桃子掉下来，不敢到树跟
前跑和玩。一次爷爷过生日，那是一个
阳光灿烂的秋日中午，一阵清风吹过，

“啪——”一颗熟透的桃子掉落下来。
爷爷开心得眯起了眼睛，笑着对我们

说：“桃子是今天来给我祝寿的！”爷爷
很小心地把桃子捡起来，用清水洗干
净，用刀切成了许多小块，分给家里人
一人一块，说是“口到”新物。那是我第
一次尝桃子，只有一小块，虽然过去了
那么多年，那个甜美的味道依然留在我
的唇齿间。

二
“奶奶，什么时候吃核桃呀？”伯父

家门外有一块菜园子，菜园子边上长着
一棵树冠硕大的核桃树。我们小孩们
总觉得核桃长得太慢。麦子收割了，核
桃还没熟，杏子吃完了，核桃还是绿绿
地长着。我们好像等不到核桃成熟的
时刻，追着奶奶问。奶奶眼睛很小，笑
起来变成了一条缝儿，奶奶说，八月十
五到了吃。我们一群孩子们嘴里喊着

“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在园子
里疯跑，童年的快乐无处不在。

白露节气过后，核桃的青皮逐渐
开裂，核桃里面黄褐色的坚果皮新新
地露出来了。我们老家把摘核桃叫

“卸核桃”或者“打核桃”。核桃树树干
高大，成熟的核桃果实只能用长木杆
敲打树枝，“啪哒哒——”，核桃纷纷落
下来。“十八年的核桃”是说核桃树成
长期长，结果慢，其实“晒核桃”才是更
麻烦的事。

去皮后的湿核桃，不能漂洗，核桃
皮浸水后容易变质腐烂。晒核桃是奶
奶的事。奶奶把一袋袋湿核桃装进白
布袋子里，爬上屋顶，摊开在屋顶上，
在太阳下晒干。核桃不容易干透，要
前前后后将近晒十多天。太阳出来，
把核桃摊开，下午又要把核桃堆在一
起用布单苫起来，防止露水打湿。有
一年，雨水太多，奶奶就在火炕上烘
干。奶奶晒干晒透的核桃，核桃仁黄

涔涔的，味道格外醇香。
三

秋天到了，是故乡最美好的季节。
中秋前后，各种瓜果陆续成熟了，秋

日的天空下，到处飘散着瓜果的清香。
一次跟着舅舅卖瓜的经历深深印

在我的脑海深处。
舅舅的岳母家在黄河边上，他们家

里种瓜。那次，我和舅舅拉着牛车去
的，就是把架子车套在牛背上，以至于
以后听到“大河家街道里牛拉车”，我以
为说的就是那次的事。

我们到达瓜田时，是一个明月朗
照的夜晚。河边微风徐徐，银色的月
光下，是一片片黝黑发亮的瓜田。天
上是一轮满月，地上是成片的圆圆的
西瓜，我觉得无比美好。舅舅在沙地
里边走边摘瓜，我跟在后面问舅舅：

“月亮为啥这么亮，是不是瓜地里的月
亮不一样吗？”舅舅说：“是和家里的一
个月亮，今晚是八月十五。”我又问：

“这瓜我们能吃吗？”舅舅哈哈笑起来：
“我只顾挑瓜，忘了给你吃瓜。”说着舅
舅在瓜地的窝棚门口切开了一个最大
的西瓜，那红色的瓜瓤，在月光下更加
红艳，我咬了一口，甜蜜的瓜汁从嘴角
流下来……舅舅患有哮喘病，三十多
岁就离开了我们，每当我吃西瓜，舅舅
的容颜就会浮现起来。

我的八月十五
◇马学英

中秋吟

◇陈学智

适逢秋节月中天，漫看婵娟舞影前。
借问玉盘今夜挂，一轮千古为谁圆？

中秋夜吟
花未全开月已圆，人生八九古难全。
抛开荣宠烦心事，尝遍悲欣也淡然。

中秋将至

◇肖学红

金风细雨入中秋，篱菊凝霜硕果收。
喜悦之情无以表，吟诗一首醉心头。

◇马坚强

鹧鸪天·中秋

◇李云霞

月至仲元想联篇，流光溢彩暮秋传。高悬玉
女传姻眷，灼灼星云飞紫烟。

贺佳节，共欢筵，万家灯火未央天。唤醒陶
醉几心思，何处笙簧忆素娟。

大桥飞架山水间

黄河流经临夏大地，不仅赋予这片沃土
“河州”之美名，也催生了一座座跨河大桥。

在东乡刘家峡观景平台俯瞰，山下的
刘家峡黄河大桥宛如银带横跨两山，车流
如织，与刘家峡水库浩渺碧波相互映衬，
颇为壮观。

刘家峡黄河大桥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建成通车。与不远处的祁家黄河大桥一样，
连接大塬沟壑、横跨山水库河、联通黄河两
岸千家万户，不仅是黄河临夏段的“颜值担
当”，更是城市对外连接的纽带，将河州儿女
的梦延伸到远方。

见证湖区生活

刘家峡大桥和祁家黄河大桥都连接
折达公路。

“这条从临夏市折桥镇至兰州市西固区
达川乡的公路开通前，从永靖县到东乡县、
临夏市，只能靠渡船，农闲时走亲戚的人，当
天赶不回去，只能留宿一晚，第二天才能乘
渡船回家。”东乡县考勒乡三塬村村民马成
润所说的渡船，最早位于祁家渡口，后来又
迁到向阳码头。

56 岁的东乡县河滩镇大塬村村民马哈
三，是刘家峡黄河大桥开通的见证者，也是折
达公路开通运营后的首批受益者，他与老伴在
刘家峡黄河大桥桥头休闲区售卖饮料、瓜子和
时令水果。

“刘家峡黄河大桥刚通车时，这里的小
摊位只有五六家，如今发展到十多家。”
马哈三说。

8月底，记者驱车从永靖县城出发，沿环湖
北路一路向西直达向阳码头。对岸是临夏县
莲花码头，中间是碧波荡漾的刘家峡水库。

折达公路开通后，向阳码头不再繁忙，两
岸村民却更忙了。临夏州永靖县三塬镇东风
村，依托门前的蔚海湾、碧海湾、金海湾这“黄
河三湾”，家家吃上了“旅游饭”。

58岁的王生海是土生土长的东风村人。
以前他家种的10多亩山地，一年的收成仅够一
家人的口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村道拓宽，村民
出行方便了许多，交通条件实现了“一级跳”。

随着向阳码头建好后，门口的村道变成了
双向两车道的柏油路，出行实现了“二级跳”。

2020 年，王生海用多年从事木匠的积蓄
和部分借款，将家里原来的土坯房全部推
倒，建成了富有特色、木质结构的农家庭院，
他和左邻右舍一样，开起了农家乐，生活迎
来“三级跳”。

眼下，黄河三湾已建成特色农家乐和民宿
35家，年接待游客超 1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00多万元。

与土地、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生

海，正计划尝试用新媒体为他的“三湾驿站”
民宿做宣传。

写台词、搞直播……黄河三湾“观海听涛民
宿”经理杜俊也想着法子推荐自己的农家乐。

守护秀美生态

李爽是省城兰州一家民营企业的高管，从
社交媒体看到太极岛、黄河三湾美景后，赶在
儿子开学前规划了永靖两日游。周六清晨驱
车从兰州出发，到永靖太极岛、郁金香公园游
玩后夜宿县城，周日一早到黄河三湾乘筏荡
波、河边烧烤。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真是短途出游的
好去处。”傍晚时分，站在刘家峡太极大桥
上，李爽感叹。

刘家峡太极大桥，是永靖县另一座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桥梁，站在桥上，太极岛的秀美景
色一览无余。

永靖县太极镇大川村枣园新村村民孔维
江告诉记者：“刘家峡太极大桥横跨黄河，连
接着永靖县川南和川北片区，它的建成不仅改
善了交通条件，更拉近了村民们的距离。”桥
梁，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重要通道，也是人心相
通的纽带。

太极岛作为黄河三峡景区的核心区域，是
甘肃省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罗川折达公
路黄河大桥就在这一区域，它和不远处的刘家
峡彩虹桥，共同连接起南北两岸。

近年来，永靖县把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作为
重要的民生工程，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营
造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环境。

“每年冬春两季，大量候鸟在这里筑巢育
雏。”摄影爱好者常子俊近几年常来太极岛拍
摄候鸟，让他欣喜的是，鸟的种类和数量一年
比一年多。

“没治理的时候，河水泥沙多，岸边树木
少。现在水清草绿，环境越来越美，家里开了
垂钓园和农家乐，收入比前几年外出打工时翻
了一番。”孔维江说。

刘家峡水库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水
域面积 140平方公里，库容 57亿立方米，水质
达到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

8 公里长的湖岸线自成港湾，黄河三湾
美景如画。

游客登上帆船、水上巴士畅游，在黄河三
湾景区副主任、帆船驾驶员李志强看来，就好
比“出海”。

李志强眼中的“海”是黄河三湾，被网友称
之为“甘肃的洱海”。

来此游玩的福建游客李超军说：“在湖岸
的民宿小住，早晨起床推开窗户，面朝‘洱海’，
晨曦洒在湖面泛起金光，碧水蓝天间，轻舟划
过，三湾之美让人心醉！”

“每天我从下午两点一直忙到晚上7点，要
往返 8次，每次有 20多名游客，大家兴致都很
高。”李志强说，这里的生态环境好了、水质好
了，各种水鸟很多，连本地人都觉得很享受。

“无意中看到网友在这里拍摄的刘家峡黄
河大桥、蓝天白云和湛蓝的库区水色，这种浑

然天成的美景一下吸引了我。”成都游客李彦
琦与父母一同前来旅游，这里的山水风情，令
他赞不绝口。

东乡县董岭乡董家岭村村民马哈牙侍弄
着几百只羊和几亩地。养羊之余，他和老伴忙
着植树造林。

“现在生活好了，手里宽裕了，就想着为家
乡做点事。”马哈牙说。

从2018年开始，马哈牙先后投资20多万元
在唐家坡栽植树木 8万多株，约 500亩。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和热心人的帮助下，水泥
硬化路和滴灌设施相继建成，昔日的荒山如今
披上了层层绿装。

68岁的何得强所在的临夏县莲花镇莲城
村有 1400人，村民靠花椒种植、莲花码头旅游
以及农家乐收入，生活富足。

临夏县以经济林果的广泛种植改善生态
环境、扮靓山川大地、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了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截至目前，全县因
地制宜种植花椒、啤特果等特色林果 63.43万
亩，年产量 1.59万吨，产值 1.79亿元，参与种植
的7.5万多农户户均增收2380元。

“一年收入五六万元，出门就能看到翠翠
的山和蓝蓝的水，这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
何得强说。

2024年，临夏州实施重点文旅项目 48个、
总投资 38.33亿元，着力推进了产业、文化、旅
游、康养“四位一体”的“产城景”深度融合。1
月至 5月，全州接待游客 1725万人次，同比增
长 145%。其中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811万人次，
同比增长187%。

牵引香甜产业

“2006年建成的刘家峡彩虹桥，不仅提升了
永靖县的城市形象，更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站在桥上，手机随手一拍就是风景
大片，尤其是夜景，流光溢彩！”在永靖县刘家峡
镇城北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崔海洋眼里，
刘家峡彩虹桥，就是永靖县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崔海洋的家在刘家峡彩虹桥的南边，城北
新村在桥的另一端，从永靖县城的家到城北新
村，他每天都要开车经过彩虹桥。

初秋时节，距离永靖县城5公里的蜜桃之乡
——刘家峡镇城北新村产业园里一派忙碌的景

象，村民们忙着摘桃、装箱、封箱、装车、起运……
城北新村是易地搬迁村。2019年，永靖县

原来的红泉镇、王台镇等东西山区12个乡镇35
个行政村1341户村民搬迁到这里。

距离村民集中居住地1公里的村集体产业
园占地 1600多亩，目前发展了 850亩蜜桃、450
亩葡萄以及360亩钢架大棚，全村330名劳动力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去年，全村分红65万元，为村民发放工资
260 万元；今年的收入预计比去年还要好一
些。”崔海洋说，村里已经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团队进行合作，提升科技水平，提升蜜桃
品质，力争明年跻身高端市场。这样一来，村
民的收入就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从干旱少雨的山沟沟搬到距县城近、距风
景区近、距公路近、距水源近的城北新村，村民
们临近黄河水、背靠雾宿山，有山有水的生活
越来越好。

今年68岁的城北新村村民唐致海说，每年
蜜桃成熟的季节，他在桃林摘 20多天桃子，能
挣3000多元，去年他个人收入两万多元。

坐落于临夏市枹罕镇青山脚下的百益亿
农国际鲜花港，平均每天有20万枝优质鲜切玫
瑰销往全国。

走进鲜花港智能温室，娜欧蜜、香妃、艾
莎、蜜桃雪山等 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
花香四溢。10万株“雪山”系列、娜欧蜜等鲜切
玫瑰经过工人精心包装后，“搭乘”花卉冷链物
流专线发往昆明。

“鲜花港年产鲜切花约 6000万枝，七成以
上订单销往全国 12个省份，年产值 1.8亿元。”
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工作人员李雅诗介绍。

张婷婷是鲜花港的采摘工。“每天准时上
下班，既能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每月还有
3500 元的收入，天天跟鲜花打交道，心情也
好。”张婷婷说。

和她一样，来自临夏市周边的 500多位村
民也在家门口就业，每月有三四千元的稳定收
入，身份从“农民”变为“产业工人”。

横卧临夏大地的一座座跨河桥、公路
桥，跨越山川，连接起河州儿女的致富路，
让城市更有看头，让产业更有甜头，让生活
更有奔头。

（新甘肃·奔流新闻记者 陈国宁 武永明
王建 何星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虎）

仲秋时节，天高云淡。秋
高气爽，韶华熠熠。天上人间，
和谐景象。

炳灵圣湖，烟波浩渺；黄河
三湾，浪花浅吟。浪漫达可可，
激情滑翔伞。万种风情，不逊洱
海；避暑休闲，堪比戴河。堤岸
委婉，妙影绰绰；花花世界，鸳鸯
蝴蝶。露水带香，翠色含烟；西
部水乡，旅游梦境！

二百里黄河碧波，三千仞丹
霞赤壁。嵯峨雾宿雄峰，脉承昆
仑；绵延八楞群山，根系秦岭。
抱龙山雾锁叠嶂，姊妹峰霞凝层
峦；吧咪山珍禽异鸟和鸣，神树
岘万顷松涛堆玉。望太极芦岛，揽江南之胜；游恐
龙公园，叹历史沧桑。炳灵寺石窟鬼斧神工，刘家
峡大坝横空出世。将军柱，王氏铸造立丰碑；文溯
阁，白塔木匠传经典。一首首花儿，一队队傩舞，
田间地头之温润露珠，非遗名册之艳丽奇葩。

河州北乡，金城故郡。彩陶滥觞福地，点燃华
夏灿烂文明薪火；大禹导河之处，开启人类改造世
界先河。丝绸之路梦驼铃，唐蕃古道话传奇。暮
雪两河口，刀光剑影；晓月七道梁，金戈铁马。杜
工部秦州杂诗说凤林，解学士黄河冰桥咏古刹。
张文成风流演绎《游仙窟》，郭沫若激情挥就《满江
红》。农学巨擘张心一，一代枪王朵英贤。李喇嘛
陇右举义，红旗漫卷，播撒革命火种；解放军飞渡
黄河，虎啸龙吟，横扫西北大地。奇哉永靖，人文
驰名宇内；壮哉永靖，伟业彪炳史册！

蓝色黄河，祥云蒸紫气；阳光永靖，风流数
今朝。“四区”打造，锚定奋斗目标；“五化”设想，
绘就宏伟蓝图。脱贫攻坚，凭良策破难题，敢死
拼命，交出永靖答卷；抗击疫情，奋千钧动风雷，
尽锐出战，捍卫一方安澜。环湖北路，文化长
廊，旅游打卡新地标；兰合高铁，风驰电掣，助力
经济大动脉。歌曰：一年之计兮肇始于春，万物
茁壮兮百业兴旺；踔厉奋发兮继往开来，春风扶
摇兮鹏鸟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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