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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秀多山，开门见山，山山皆绿。每一条
大道小路，皆缠绕着山，且人与山，相融共
生。行走金秀，切身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情。在金秀，耳闻目睹金
秀人守护生态美，并在保护利用中赢得好“钱
景”，是一件令人震撼、兴奋的体验。

5月，花开正鲜艳，绿植正葱翠时，我在
金秀民宗局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前往大樟乡参观
经典瑶药种植基地。穿过郁郁葱葱的古树林，
听着山溪潺潺的水声，我行进在大樟乡一万多
亩经典瑶药种植基地的坡间地头上。浓绿的树
荫之下，风的速度是慢得不能再慢了，清新的
空气夹带着绿植特有的绿香味，让人精神立即
有了十倍甚至百倍的提振。这边的草珊瑚迎风
摆舞，那边的七叶一枝花昂首茁壮，身旁的黄
花倒水莲、走马胎长势喜人，20多个品种的
经典瑶药，皆在一棵棵大树小树的根部侧旁茂
盛生长，让人顿生欣喜。

经典瑶药种植基地的落地生根和发展，得
益于瑶医医院的民生情怀。据乡农业农村综合
服务中心副主任盘建东介绍，经典瑶药种植基
地是瑶医医院以医助农的生花妙笔，基地不仅
保障医院的瑶医药原材料供给，也为村民打开
了一条在大瑶山地区发展特色产业的致富道路。

采访期间，大瑶山一连几天，都是时雨时
晴。雨下得不大，零零散散，随一阵风来，又
随一阵风去。晴时，太阳就火火地灿烂，天空
的白云透明。丛林般的瑶药种植基地里，看不
见布谷鸟的身影，唯那具有穿透力的鸣叫声，
忽儿东忽儿西地响起。溪流的浅草里，青蛙的
叫声极随意、极响亮。浅底的游鱼，虽然细

小，但都分分明明，悠然自在。放慢脚步，再
放慢脚步，一行人漫步坡间小路，清新的空
气，让人似醉非醉。雨来时，或大或小的青蛙
就趴在溪水面的青草上，鼓着圆圆的肚子和下
巴，一声慢一声快地叫着。天一放晴，便纷纷
纵身跳入溪流，随着流水而去，也不知它们会
到哪里去。

在斜斜的山坳一隅，树影摇风，一只毛鸡
腾地飞起，接着又是一只撑开翅膀。益母草上
的蝴蝶和蜻蜓，任凭轻风吹拂，或晴或雨，皆
不惊不怕，自顾在益母草的花蕊上各取所需。
那山坳上的水牛，默默啃着青草，它油壳的脊
背上，三两只牛背鹭站着，让人猝不及防地俯
冲而下，扑向静静的水面，水下有鱼或者青蛙
正在戏水。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那群山雀，说
它们怕人，又不怕人，走得很近了，它们才呼
啦低飞而起，然后就在你的头顶盘旋，甚至绕
着你的身旁挑逗性地飞来飞去。基地里的蝗
虫、蚂蚱等各种会飞的或者爬地的虫子最怕山
雀，被山雀遇着，就活到头了。因此，瑶药种
植者都格外喜欢山雀，善待它们。

目前，基地已种植鸡血藤、阳春砂仁、草
珊瑚、走马胎、重楼等瑶药。接近两百名农民
在这里有了稳定的务工收入，每年还为村集体
创收超三万元。同时，也带动本乡六告屯种植
瑶药近五千亩。“靠山吃山，我们吃到了香味
吃到了甜味。”基地负责人韦小莲给我介绍情
况时，满眼都是对这片山的依恋和希望。

守着大山过穷日子，已成为历史。在保护
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大瑶山人笃定绿色发
展理念，撸起袖子进行与以往不一样的守山护

山耕山。他们在保护自然生态中大力发展林下
种植瑶药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和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穿行在各种瑶药的树林中，空气里飘过
的，全是醉人的芳香。看着长势旺盛的瑶药，
盘建东告诉我：“发展林下种植中药材，首先
要了解当地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不同的药
材品种对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的要求不同，因
此，在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药材种苗时，必须
要先了解当地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因地制
宜，顺应自然种植。”

大樟乡的气候湿润、温暖，适合种植那些
喜欢湿润性强环境的中药材。如草珊瑚、走马
胎、鸡血藤等适宜品种。站在阳光斑驳的树林
之下，随风飘舞的各种中药材的枝叶，茁壮而
葱绿。盘建东指着长势良好的鸡血藤继续介
绍，林下瑶药种植业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的
保护，好生态才能种出好药材。在选择适合当

地种植的中药材时，一定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做到不深挖土，不破坏或者尽量少破坏原生植
被，不喷洒农药。在选择药材品种时，首先考
虑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选择那些对生态环境
影响小、适应性强的品种种植，才能保证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利用，绿色发展是
硬道理啊。

“死”守青山的瓶颈已经打破。现如今，
基地已辐射带动大樟乡全乡100多农户纷纷效
仿，利用自家林地在林下种植瑶药。稳稳地守
住绿水青山的瑶族人，正在分享金山银山慷慨
释放的生态红利。保护生态，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推广种植瑶药，正成为大樟乡发展特色产
业的龙头。

脚下，一条两旁缀满野花的山路，弯弯曲
曲地向大山深处延伸。花草丛中，蜜蜂在悠闲
采蜜，蝴蝶在尽情撒欢。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

我来

妈妈腹部隆起

我去

大地腹部隆起

一生

要做两次婴儿

我来

你的春天风起

我走

你的人生风起

一生

有两次因为我缘起

□徐仁海

瑶山“钱景”

□ 李建勤（壮族）

一首《天府之国》
让我的思绪
长出了一双翅膀

麻辣的诱惑
燃烧我的味蕾
不远千里
踏上果香酒浓的世界

一杯清茶
谈笑天下古今

一曲变脸
展尽古蜀文化

小酒馆的门口
歌手在悠然自得地弹唱着
那首脍炙人口的《成都》

我的灵魂
就这样被蓉城捕捉
囚在巴蜀

我自己是一个世界
在春天，我像一个穿红衣的少女
在夏天，我走向青春的寂静
在秋天，我捧着嫩黄的一片
在冬天，打开白茫茫仿佛铸炼春天的雷霆
我自己是一个世界
我的世界不仅只有我自己
有一个大海，在天空下激荡

▲林下种植砂仁。 盘建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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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脚下一片枫林
枫林中一条小路
那里有我和你热恋时的脚步

往昔的鸟儿
已不知飞向哪片林子

腮边娇嫩的酒窝
已在消逝的岁月中模糊

枫林深处
不再传来悠扬的二胡

枫 林 深 处
丁红云（壮族）

青篾、老手艺、旧时光、竹筘韵……踏上大新县
宝圩乡尚艺村陇素屯地界，首先闯入眼帘的是一幅宁
静的画面：几位老人坐在门口，手中的竹篾上下翻
飞，编织着那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竹筘。坐落在某个不
为人知角落的陇屯，曾因精湛的竹筘编织技艺而闻名
遐迩。如今，虽使用竹筘的人少了，可那传承的情愫
却如藤蔓般，紧紧缠绕在这片土地上。

竹筘，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它是纺
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竹筘的出现，极大地提高
了纺织的效率和质量。在漫长的岁月里，竹筘见证了
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与变迁。从古老的手工纺织到后来
的机械化生产，竹筘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纺织方式
逐渐被现代化的生产工艺所取代，竹筘的使用也日益
减少。但在陇素这个村屯，竹筘的历史却从未被遗
忘。

曾经，陇素人靠着编竹筘养家糊口。那时候，家
家户户都弥漫着竹篾的清香，手艺人的双手在竹篾间
穿梭，编织出一个个精致的竹筘。这些竹筘不仅是生
活的必需品，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然而，如今现代
工业已取代了小手工作坊，曾经几百年来赖以生存的
技艺，已深深刻进陇素人的骨子。尽管时代变迁，但
那份对竹筘的热爱与执着却从未改变。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星星点点。在这宁静
的陇素，时不时会有三两行人路过，好奇地看着那些
专注编织竹筘的手艺人。他们的眼神中，有对过去岁
月的怀念，也有对这门古老技艺的敬重。楼房前，几
个孩子在嬉戏玩耍，而老人们则沉浸在竹筘的世界
里，仿佛外界的喧嚣与他们毫无关系。

陇素因为有着精湛的竹筘编织技艺而得名。据
说，几百年前，这里的先人们就开始用灵巧的双手编
织竹筘，为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随着时间的
流逝，这门手艺代代相传，成为了陇素人心中的骄
傲。

晨起行走在陇素，放眼望去，身前身后，那些手
艺人端坐在凳子上，全神贯注地编织着竹筘。在温暖

的阳光下，他们与古老的房屋、嬉戏的孩童一道，散
发出一种岁月沉淀的安宁与温馨。旁边的小桌上，摆
放着各种工具，竹刀、剪刀、尺子，虽不起眼却承载
着无数的故事。一根根青篾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
命，交织成精美的竹筘。

年过七旬的村民李叔，指着不远处的竹林如数家
珍：那片竹林里的竹子，是编织竹筘的上好材料。他
的祖上就以编织竹筘为生，扎根此地至今已好多代。
李叔说，虽然现在买竹筘的人少了，但他还是放不下
这门手艺。

前辈留下的这份技艺，在今天的陇素人手里，依
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李叔虽年岁已高，可讲起竹筘
的编织方法却头头是道。这些年来，村民们越发意识
到这门古老手艺的珍贵价值。他们偶尔会聚集在一
起，交流编织技巧，传承着这份独特的文化遗产。

说话间，一位年轻的后生走来。他叫小李，是专
门来向老人们请教竹筘编织技艺的。他说，虽然现在
科技发达了，但他觉得这门古老的手艺不能丢。

竹筘，作为曾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在时代
飞速发展的今天，依然有着它独特的魅力。这魅力究
竟何在？这也正是我想要解开的谜团。

夜渐深，几户人家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在小路上。
那些手艺人依然坐在灯下，专注地编织着竹筘。灯光
下，他们的神情是那么专注，仿佛在寻回以往的岁
月。他们手中的竹筘，散发着淡淡的竹香，仿佛在诉
说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

或细腻或粗犷，或简约或繁复，让人着迷的，不
只是竹筘的精美，更是那传承几百年不息的情愫。我
与众人一道，沉醉在竹筘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如痴
如醉。

时间已逝，情愫依然。历史悠久的竹筘编织技
艺和陇素的古老村落，一直活在这片土地上和人们
心上，活成乡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说，
古老的村落为一代又一代陇素人提供了宁静的家
园，那么，竹筘编织则是乡亲们永驻心间的美好情
愫。

陇 素 竹 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