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6 月 29 日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建 党

100 周年的日子临近，从中央到地方，各种表彰

和庆祝活动进入高潮。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习近平总书记接

见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的新闻。

在受接见的人群里，笔者看到了西宁市湟中区

共和镇苏尔吉村党支部书记苏生成，他是以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身份参加表彰大会的。

看着他那熟悉的身影，使我不禁回想起一年前

参加西宁市文联送文化下乡活动在苏尔吉村

的所见所闻。

一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天，我们乘坐汽车离开

西宁城区沿着 109 国道行走，离开多巴镇不远

便驶离国道，拐向西南方向的一条山沟，开始

爬坡，路两边农田里的小麦已露出成熟前的浅

黄色，油菜荚也开始转向褐黄色，只有洋芋仿

佛还不知季节已进入秋天似的，叶片显得翠绿

翠绿的，有的秧梢上还挂着几朵紫色的花朵。

在共和镇政府所在地的前营村一条岔道又将

我们引向一个新的村庄——苏尔吉村。

这是我有幸参加的一次西宁市文联送文

化下乡活动，我们走进西宁市湟中区共和镇苏

尔吉村，感受了苏尔吉村在党支部书记苏生成

带领下发生的深刻变化。

走进村庄时雨也停了，共和镇党委书记莫

彧功、镇长张启福和苏尔吉村党支部书记苏生

成在村口迎接我们。

进入村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称得上

壮观的古城堡，我怀着好奇之心径直来到古城

堡前，眼前一片漫无边际的蔬菜地很吸引人。

这是我多年来看到的最大的一片露天菜地，一

时间忘记了古城堡的存在，径直来到菜地前。

不同的蔬菜在秋日的暖阳里展示着自己的容

颜，洁白如玉的球形菜花包在一片片灰绿色的

硕大叶片中，包裹西蓝花的叶片呈蓝绿色，紫色

的甘蓝则被一层层的绿色叶片包裹，还没有采

集的菜花和西蓝花开出无数黄色的花。除了菜

花、西蓝花、紫甘蓝等精细菜外，这里还生长着

菠菜、白菜、娃娃菜、菜瓜等蔬菜。正在笔者惊

叹之时，镇、村领导们也来到菜地边，苏生成指

着眼前和远处的一片片露天菜地和塑料大棚

说，这是村里发展起来的蔬菜种植基地，面积有

173公顷，其中日光节能温室 150栋。

一行人一边观览着一块块蔬菜地，一边听

苏书记介绍村里的情况。苏尔吉村是个典型的

干旱浅山村，村里世代居住着汉藏两个民族，全

村 291 户 1200 多人，耕地面积 174 公顷，虽然人

均占地不少，但大部分是旱地。祖祖辈辈在山

地上种着麦子、洋芋、油菜三样作物，基本上是

靠天吃饭，一年辛苦忙碌下来只能填饱肚子。

镇党委书记莫彧功接过苏生成的话说 ：

“2000 年初，在外承包建筑工程的苏生成当选

为苏尔吉村党支部书记。苏尔吉村地处交通

不变、资源匮乏的高海拔黄土丘陵区，农业是

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家庭畜牧业作为补

充。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的重视，村庄周围的山地或退耕还林，或封山

育林，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农业成为苏尔吉

村发展致富的惟一出路。苏生成接任村党支

部书记时，村集体的账上只有 3 元钱。”从莫书

记的介绍和与苏生成的交谈中得知，苏生成在

担任村书记前承包建筑工程、开照相馆，一年

有较可观的家庭收入。在当选为村书记后，他

舍小家顾大家，可观的家庭收入没有了，一心

扑在村集体的发展上。

二

苏生成担任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

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苏书记带头跑县乡，争

取到田间水利配套项目，新修渠道 6 公里，修跌

水 600多处，完成田间配套 87公顷，使农田都能

使用上灌溉水源。灌溉的问题解决后，苏生成

又开始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上动心思，准备在村

中发展蔬菜种植业。

然而，大多数村民从未种植过蔬菜，受传统

耕作思想的束缚，认为种菜只有在低海拔的川

水地区才可以，浅山地区海拔高、交通不便，种

菜肯定赚不了钱，谁都不愿意冒这个险。为了

说服大家，苏生成自掏腰包到我省有名的蔬菜

产地乐都学习种菜技术，试种的 2.7 公顷荷兰

豆，每公顷当年平均收入 1.2 万元，每公顷收入

比种植传统作物增加了 4500 元。算算账，村民

觉得有甜头尝，纷纷加入到蔬菜种植的队伍中。

苏生成随即又引导村民试种优质菠菜、胡

萝卜、大白菜、食用百合等适应当地气候条件

的露天蔬菜，并在全村积极推广，扩大种植面

积，积极打造从田间地头到厨房餐桌的一体化

产销平台，建设无公害蔬菜农药残留监测站，

强化硬件设施支撑。建成保鲜库 12 间、蔬菜加

工包装车间 201 平方米，建成 2000 吨交易大棚，

打通从生产到销售的渠道。成立了蔬菜种植

营销协会，注册登记了“苏尔吉”牌商标。如

今，菜花、西蓝花等精细菜在苏尔吉扎了根，农

民收入不断增加。

三

蔬菜基地基本稳定后，苏生成又开始谋算

村庄新的发展出路。

说起今后的打算，苏书记说，我们到村里

转转，看看村文化广场和“农耕文化民俗展示

馆”，让作家们给我们好好宣传一下，把乡村旅

游搞上去。

村文化广场和农耕文化民俗展示馆在一

条线上。广场边上的雕塑已建成，主雕塑是迎

风招展的党旗和五星红旗，旗帜下书写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旗边的一面红旗上是金

黄色的入党誓词。苏书记说前天在广场上举

办了“共和镇苏尔吉村农民丰收节暨暖锅美食

节”，村民把自己在蔬菜基地种植的大葱、洋芋

和萝卜等寻常蔬菜，烹制成一道道风味各异的

青海传统特色美食。村民和来客一边享受美

食，一边欣赏精彩的文艺节目，用这种独特的

方式展示劳动成果，表达农民群众振兴乡村的

信心和决心。

丰收节期间，村里设有露地蔬菜展示区、

农副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今秋丰收的二十余

种蔬菜、农户自制的农副产品和中藏药材，邀

请周边农产品经销企业进行交易洽谈。丰收

节的举办展示了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成

为凝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强大动力。

虽然丰收节已结束了，走在文化广场上，仿佛

空气中依然飘荡着暖锅中飘出的农家菜的香

味。

中午时分，云雾退去，艳阳高照。在文化

广场的一角，一座充满河湟谷地气息的水磨映

入眼帘，一股清水从磨沟猛然流入陡斜的磨

槽，磨槽上宽下窄，一股聚拢的流水冲向巨大

的木轮，木轮转动带动磨坊的石磨扇旋转。走

进磨坊，村里的一户人家正在磨面，磨扇缝中

流出的面粉犹如雪片落到光洁的磨箱板上。

转动的磨轮把人们带回五十多年前，那时，河

湟谷地很多村都有自己的水磨和榨油坊，在曾

经的岁月里，水磨陪伴着村庄的炊烟。随着电

磨和油压千斤顶等现代机械的出现，水磨和土

榨油坊都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即使有些村庄

还有保留的，也已是一派颓废的景象，像苏尔

吉这样依然能水流磨转完好使用的已寥寥无

几。

说起土榨油坊，苏书记把我们带到离水磨

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一进门就看见粗近一

米，长达十多米的油樑，一端被装在木栏里的

几十块石头压着，另一端被高高地支起，油包

师包好油坨放到着力点，油包师指挥七八个小

伙子一起一压，把油不断地挤压出来，村庄的

空气里瞬间弥漫着清油的清香。

从文化广场边上就能看到农耕文化民俗

展示馆的全貌，展示馆的院落围墙是传统的河

湟庄廓院墙，用木板等工具把黄土夯筑而成。

看着那一道道墙板的印痕，就会让人回想起河

湟村庄里一座座犹如黄泥大印的土庄廓。展

厅正门对着的照壁上写着“记乡愁，不忘本，感

党恩”。

走进展示馆的庄廓院，映入眼帘的是 3间木

梁木柱木檩条木椽子的老式木结构房，4扇格子

门，典雅美观的支摘窗，檩柱间的木雕花草，青

砖铺就的台地，台地上斑斑驳驳的八仙桌，墙角

里柳条编的花篮背篼，吊在房梁上围好而还未

来及编制的背篼架子，一下子将人们带进那遥

远的岁月。在一个个展台上有序摆放着见证河

湟地区千百年来发展变化的老物件。一对曾经

是很多河湟农家重要家产的面柜，也许因主人

经济拮据一直没有上漆，黑色的污垢埋没了面

柜的本来面目。手推木轮车、自行车、席芨草编

制的粮囤，柳条编制的背篼，榆树树杈加工的背

土架子，擀毡用的弹羊毛的弓和卷羊毛的竹帘

子，铺在土炕上的红棉线毯子，火炕上火盆架里

的铸铁火盆、茶壶支架、饭桌、炕角头的“菜瓜枕

头”，各种类型的石茶窝、风匣，不同大小的量粮

食的木升子，挖面的面升子，那些一代代流传下

来的农具木铧，牲口的骑鞍、驮鞍、马镫，给牲口

铡草的铡刀，自己擀毡自己缝制的毡鞋、毡帽、

雨毡、褐衫、毡袄、皮袄，铁匠的各种工具，面柜

里挖面用的木勺子、舀水的铜马勺，各式旱烟斗

和水烟瓶，藏族用的木质奶桶，木工用的大锯和

各种规格的推刨、木钻，计划经济时期的“居民

粮油供应证”“购货证”，红极一时的印有“红军

不怕远征难”字样的军绿色帆布背包、陶瓷茶

缸、陶瓷碗，数百本连环画，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稀罕物半导体和晶体管收音机，改革开放初

期彻底改变农村文化生活的黑白电视机。数百

上千件物件，把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河湟农耕

文化编织成绵长的乡愁，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

令人回味不绝。

在展示馆的一角，集中展示着村党支部和

村委会获得的各种奖状和奖章，最显眼的是苏

生成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的出席证，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苏生

成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状。省市级的奖状摆

满了整个展台，最醒目的是 2014 年省政府授予

的“全省劳动模范”和中共青海省委农村牧区

及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的“全省焦裕禄

式扶贫干部”的奖状。

苏生成说，农耕文化民俗展示馆从叙述苏

尔吉村源起游牧文化，到讲述苏尔吉村乡村振

兴之路，就是要让走进展示馆的每一个人接受

一次河湟农耕文化的发展史教育，使人们在享

受今天美好生活时，能够感恩祖国、感恩党。

四

从农耕文化民俗展示馆出来，苏书记对大

家说，展示馆已开始接待游客，下一步准备打

造 古 城 ，建 议 大 家 到 古 城 看 看 ，提 点 开 发 建

议。古城名叫“塔玛尔山城”，是一座历史悠久

的古遗迹，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老人

们说，这座城修建于宋朝，周边城池共有五座，

即塔玛尔山城、国寺营山城、石城、木场踏城、

尕庄山城，这些用于防御的军事堡垒以塔玛尔

山城为中心点。当时的城主是尼玛丹津，俗称

丹津王，丹津与苏尔吉人关系密切，视为生死

之交，丹津王撤兵时没有损坏塔玛尔山城，赐

予苏尔吉人用于避难，其它四城则在撤兵时全

部毁坏。

虽历经千百年的风雨，塔玛尔山城的城墙

依然完整，从东到西长 61米，从南至北 47米，墙

基底宽 6 米，墙顶面宽 4 米，城墙高 9 米，墙体上

布满了厚厚的苔藓，墙头上长满蒿草、席芨草和

早熟禾，在秋风中随风摇曳。原来的城墙大门

是用本地麻拉石由石匠打成两个椭圆形合并组

成，古城的门、窗都设在离地面几米高的地方，

而且极小，成年人必须弯腰进入，易守难攻。

为旅游方便，古城的大门已改造成可以随

意进出的木门，门顶的土墙上“塔玛尔山城”五

个大字十分醒目。偌大的庭院内又艺术性地

布局了 3 座庄廓，大门都是双扇木门，门楣上饰

有精美的砖雕或木雕，四合院里的房子都是有

百年历史的木房子，木柱子上挂着已看不出本

色的有线广播匣子。这个小小的木匣子能说

话、能唱歌，当初人们望着匣子苦思不解——

人是怎么进到这个匣子里讲话唱歌的？面柜

上摆着香匣，面柜前是钱桌，火炕上的炕柜和

家庭主妇的陪嫁大红箱子，院子里还放着一辆

旧式木轮大车，人们看了都想去坐一下。坐在

车上，眼前就会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当年四匹

膘肥体壮的马骡拉着木轮车，每个马骡的脖子

里各挂着一串铜铃，头戴红花彩色布缨，在悠

扬的铃声中，将一车车粮食运出大山，再从山

外将一车车日用物资运进山里。一件件旧家

具、旧什物和旧照片,都是一段河湟史，一种文

化，留下很多回忆，摆在古老的土木房子里，都

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古老的山城具有很高

的旅游开发价值。

傍晚，我们一行和苏书记及村干部们依依

惜别。雕塑在村道旁的鲜红的党旗高高耸立，

党旗下金黄色的“永远跟党走”五个大字在夕

阳映照下煜煜生辉。

□董得红

一个干旱浅山村庄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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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生成（右前）在农耕文化民俗展示馆为游客讲解。 宋生存 摄 苏生成（左一）在查看蔬菜生长情况。苏生成供图

收藏的火盆与炕桌。 董得红 摄 古老的“塔玛尔山城”为苏尔吉村增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 董得红 摄

“雨水、惊蛰、春分……大寒、立
春”2月4日晚上，随着别具一格的二十
四节气倒计时，第24届冬奥会开幕式
拉开了帷幕。通过冬奥会开幕式平
台，二十四节气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展
示在了全世界亿万观众的面前。

荧屏上，有关二十四节气的画面
和相关的诗词不断闪现，唯美而浪
漫。此时，不知有多少人会想到二十
四节气来自于中国古人对自然现象的
科学观察和总结。

——春分、秋分，太阳直射于赤
道，昼夜平分。

——夏至、冬至，太阳分别垂直照
射于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从观察北斗七星斗柄的移
动，到土圭测影法，再到观察太阳在黄
道上的位置，不论是以哪种方式来确
定二十四节气，都可以看到千百年来
中国人在探究天体运动与节气变化关
系方面的不懈努力。

对于二十四节气，外国人可能会
感到新奇，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们是
贯穿于一年四季的，也是与整个人生
相伴的。

小时候，二十四节气是从老人那

里听到的农谚：“清明前后，种瓜点
豆。”“小暑一滴雨，遍地是黄金。”“白
露到，打核桃。”在什么节气播种，在什
么节气收获，一句句凝练的谚语代代
流传，它们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大自
然悉心观察的结果，是对农业经验与
生活经验的精准总结。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上学后，我们从书本上读到有关
二十四节气的诗词，杜牧的这首《清
明》连孩童也能背诵。“时雨及芒种，四
野皆插秧。几家麦饭美，处处菱歌

长。”宋朝诗人陆游的《时雨》更是描
绘出芒种时节一幅田园牧歌的图景。

春光夏岚，浓露淡霜，二十四节气
的景致触动着中国文人的心，他们或
闲话桑麻，或感时咏怀，从李白、杜甫
到苏轼、陆游，写下了众多以节气为内
容的诗词歌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
了华彩篇章。

再长大一些，知道了立春、清明、
冬至等一些节气同时也是节日。立春
吃春饼，清明吃青团，冬至吃饺子……
不同的节气里要吃不同的食物，这在
提醒我们关注大自然物候变化的同

时，也牵起心底那一缕缕乡愁。
上了些年岁，开始关注与节气有关

的养生知识。夏至“静心安神不贪凉”，
霜降“温润补益”，冬至“善护阳气，避免
过耗”……让我们体会到在中医的养生
理念中，人体这个“小宇宙”与大宇宙是
那样的息息相关，同频共振。

可以说，中国人的一年都是围绕二
十四节气度过的，中国人的一生也是在
二十四节气的轮转更替中度过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多或少都有
与农作物播种和收获相关的节日，但
鲜有国家和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把一整

年的生活节律都完全而精确地置于24
个节气之中，置于太阳与地球的运转
所带来的四时兴替、寒暑往来之中。
二十四节气来自于中国古人对天体运
行规律的科学观察，但它却让中国人
的生活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由于二十
四节气，“天人合一”这样的哲学概念
也不再抽象，而是融入到了中国人的
衣食住行之中。

辛元戎

二十四节气里有中国人的智慧与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