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野抚琴
冯力

丝桐白雪韵情深，角徵宫商羽振音。

七缕朱弦随指拂，三章乐曲佐风耹。

灞陵长物时新眺，秦郡六花入旧吟。

洒洒飏飏冥化蝶，龙池凤沼逸翩临。

江滩早春
陈琳存

斗柄巡天几将东，梅花新蕾泛轻红。

元春报晓今年早，木杪兴腾汉上丰。

幸至阳堤观绿水，放飞纸鸟御和风。

谁家爱子欢声脆，惊得黄莺起浅蓬。

辞旧迎新言怀
杨发清

万里神州喜色开，东君乘马送春回。

池边小草思浇雨，土下闲虫欲梦雷。

谁遣风携三寸雪，我收竹送一枝梅。

龙腾应是平安岁，再把清诗细细裁。

岁杪遐思
任大力

漫天飞雪漫天寒，落叶枯枝夜色阑。

破晓晨光驱冰冷，如烟往事叹悲欢。

高堂驾鹤阴阳隔，游子离乡行旅难。

浊酒暖心浇块垒，风云际会等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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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时评

●汉上钩沉

●诗话节日

龙 年 说 龙 文 章 甚 多 ，
我 只 单 说 城 固 龙 地 名 与 龙
文化。

城 固 县 地 处 陕 西 南 部
的 秦 巴 山 区 ，汉 江 自 西 而
东 横 贯 其 中 。 自 秦 建 置 以
来 ，历 史 悠 久 ，人 口 众 多 ，
物 产 富 饶 ，是 汉 中 市 的 一
个大县。

在历史的发展中，先贤
们根据事物的出现与发展，
先 后 命 名 了 诸 多 富 含 特 色
的地名，其中冠以龙的地名
很多。据 1984 年出版的《陕
西 省 城 固 县 地 名 志》记 载 ，
城 固 共 有 冠 龙 或 嵌 龙 地 名
32 个，占全县地名总数 3176
个 的 1%。 这 些 地 名 ，多 以
山势地貌、寺庙所在地的地
形，或龙姓居住地命名。诸
如龙井、龙口、龙洞河、龙泉
湾 、龙 头 区 等 。 其 中 以“ 龙
王”二字命名的地名共 8 个，
计 有 龙 王 庙 、龙 王 洞 、龙 王
沟 、龙 王 滩 、龙 王 井 等 。 而
绝 大 部 分 地 名 分 布 在 丘 陵
地带和秦巴山区。

大凡地名，皆有其历史
根 源 、地 理 特 点 或 掌 故 故
事。诸如橘园乡的龙皇寺，
是 明 万 历 四 十 四 年（1616）
修建庙宇时，在屋梁和房柱
上雕刻数条龙，院中种植多种花卉。位于巴
山 地 区 的 五 堵 镇 回 龙 头 ，是 民 国 元 年

（1912），民舍建在一座山形似龙、蜿蜒曲折
的龙头上，人们以其地形称为回龙头。五堵
镇元山村的龙泉湾，是因为数十户人家集中
居住在一眼水泉四周，清顺治二年（1645）建
村时命名之。

城固人崇拜龙的习俗甚为浓厚，因而诞
生了诸多冠龙地名及至演绎出诸多寓意深
刻的龙文化。诸如九坝村的龙洞湾，是因为
山边有一个石洞，洞中长年水流不断。每遇
严 重 旱 象 时 节 ，民 众 便 头 戴 柳 条 编 制 的 凉
帽，手持红布条，敲锣打鼓前往龙洞口搭红，
燃放鞭炮，乞求龙王爷降雨。因此，人们称
其龙王洞。位于城固县城西 6 公里的龙头
寺 ，是 唐 朝 大 顺 二 年（891），经 风 水 先 生 踏
勘，民众出资，在地貌似龙形的龙头部，修建
了 一 座 气 势 宏 伟 的 庙 宇 ，凡 欲 进 庙 拜 佛 香
客，须低头弯腰，攀爬盘旋于山间的羊肠小
道，方能入庙拜佛。故始称爬头寺，后改称
盘头寺，但皆因称谓与现实不符，后经秀才
合计，改称龙头寺。位于二里镇的龙王滩，
是缘于民众在一条河道水滩上面架设的一
座石拱桥，桥两端各雕塑一个石龙，龙头均
朝向河滩，寓意镇滩中之水。于是，民众沿
河开挖渠道，引水灌田。清顺治元年（1644）
人们称之龙王滩。

位 于 垣 山 乡 境 内 的 青 龙 寺 ，是 北 宋 时
期 ，在 一 座 山 形 似 龙 ，满 山 青 黛 色 的 平 坦
谷地修建的一座四合院（即由上殿、下殿、
两 侧 厦 房 构 成）庙 宇 ，人 们 就 周 围 青 山 与
地形命名为青龙寺。 1957 年 ，当地干部群
众 ，利 用 地 理 优 势 ，在 两 山 夹 一 河 的 狭 窄
地 段 ，土 法 上 马 ，就 地 取 土 ，筑 起 一 座 高
16.5 米 ，长 320 米 的 土 坝 ，流 域 面 积 14.2 平
方 公 里 ，库 容 70 万 立 方 米 ，灌 溉 农 田 10.7
万 亩 的 水 库 。 因 地 处 青 龙 寺 附 近 ，故 名 青
龙寺水库。

地 名 是 一 种 文 化 载 体 ，也 是 历 史 的 缩
影。它记载着先贤们命名时的地理环境、历
史条件以及后来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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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0 日，为推动汉中文学事业创新发
展，汉中市文联、市作协特别邀请著名作家兴
安、阎安、弋舟先生来汉举办文学讲座及交流
指导，为我市文学界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
学盛宴。

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水墨艺术家兴安
就自然生态散文发展、现状及创作情况进行
了解读，并以自己近年的散文创作经验建议
文学创作者应有博物学素养，关注宇宙自然
中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乡村和民间、民俗文
化，以自然生态眼光看待万事万物。

著名作家、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弋舟就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变迁及
当代小说创作面临的困境和智能科技带来的
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建议作家树立忧患意
识、世界观、大历史观，保持理性，用现代精神
审视小说价值。

陕西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诗
歌 学 会 副 会 长 、陕 西 省 诗 歌 委 员 会 主 任 、

《延河》杂志社社长、执行主编、鲁迅文学奖
获 得 者 阎 安 指 出 ，互 联 网 时 代 的 文 学 已 升
级 为 单 一 的 终 极 性 原 创 竞 争 ，作 家 要 有 勇
气 放 弃 涣 散 的 泛 文 化 思 维 ，努 力 修 炼 突 破
泛文化语境的原创文学定力，过好生活关、
文体关、修养关、阅读关、训练关，敢于开创
性 地 进 行 文 学 原 创 探 索 ，敢 于 回 到 最 孤 独
的 本 我 状 态 ，承 担 起 与 时 俱 进 的 文 学 原 创
的责任和使命！

各县区作协主席和文学爱好者，陕西理
工大学人文学院、市评论家协会、市诗词学
会、市诗歌研究会、市赤土岭文化交流协会代
表等 130多人聆听讲座。 （巩果）

著名作家兴安、阎安、
弋舟来汉讲文学

“村晚”“村游”“村超”“村购”
“村播”……“欣欣向龙”的乡村经
济为欢度 2024 年春节增添了一抹
别 样 的 亮 色 。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春
节 期 间 ，全 国 日 均 消 费 规 模 同 比
增 长 36% ，特 别 是 一 些 不 太 具 有
知 名 度 的 县 乡 镇 地 区 的 增 速 抢
眼。返乡聚会、下乡探店、反向旅
游不断推动假日经济增长向基层
下 沉 ，各 地 方 纷 纷 推 出 丰 富 多 彩
的活动，抢占春节红利、助推乡村
经济。

别开生面的假日乡村经济，折
射出城乡融合发展的蓬勃气象，是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绘就乡
村振兴新图景的生动呈现。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了农村居民
收入水平的稳定提升、生活质量的
持续提高。2023 年我国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691 元，比
上年实际增长 7.6%；城乡居民收入

比缩小到 2.39：1，连续 14 年呈缩小
态势。亮眼的成绩单里蕴含着发
展乡村经济的重要密码。我国深
入推进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三权分
置”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从根
本上改变了城乡失衡发展的格局，
充分激发乡村实现自身发展的内
在动力。

发展乡村经济的关键在于突
出产业特色。2024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同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特
色品牌。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
来 ，各 地 涌 现 了 一 批 壮 大 特 色 产
业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的 典 型 发 展 模
式。总结其经验，一是技术能人带
领致富，许多村庄的特色产业依托
技术能人引领示范，通过技术“传
帮带”促进高效推广，带来农业增
产和农户增收。二是产业融合全
链 造 富 ，如 浙 江 桐 乡 桂 花 村 瞄 准

“桂花经济”，以“自愿、依法、有偿、
规范”为原则开展土地预流转，建
品牌、拓销路，形成了特色产业全
链条发展道路。三是跨村联动抱
团增富，一些产业相通、优势互补
的地区打破村际地域界线，让分散
的经济资源集中起来、连片成面，
发挥跨村联动带来的规模效应、分
工效应和互补效应，做大“蛋糕”，
让乡村经济从“一枝独秀”转变为

“百花齐放”。
发展乡村经济的前提在于擦

亮生态底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是推动美丽乡村变成美丽经济
的重要途径。以“两山”理念为根
本遵循，各地探索出了生态文明建
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协同推进的发
展模式。一是优化生态空间布局，
整 体 性 、立 体 化 开 发 生 态 空 间 资
源，以交通区位、禀赋条件、发展程
度为依据，差异化实施生态空间规

划和资源开发，让自然与人文、城
市与乡村美美与共。二是聚焦生
态环境优势，提升生态价值转化市
场化水平，立足资源环境承载力，
开发“古村落+”“文化+”“数字+”
等生态产业，撬动多元资本扩大生
态产业影响力。三是依托优越人
居环境，构建发展美丽经济共生系
统，通过保持乡村风貌原生性和鲜
活性吸引农村劳动力就地城镇化
和 人 才 回 流 ，提 升 乡 村 的 食 品 安
全、公共卫生安全和休闲服务水平
聚集人气。

发展乡村经济的保障在于提
升融合成色。近来，多地召开“新
春第一会”，将城乡融合列为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作为促
进城乡融合的龙头工程，“千万工
程 ”是 塑 造 新 型 工 农 城 乡 关 系 的
实践源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 验 ，关 键 要 全 方 位 耦 合 城 乡 要
素、产业、空间和资源体系。以人
为 核 心 激 发 乡 村 活 力 ，以 城 乡 联

动的户籍和产权制度改革促进要
素 在 城 乡 间 平 等 交 换 和 双 向 流
动 ，破 解 人 才 、资 金 、技 术 下 乡 难
题 。 科 学 布 局 生 产 、生 活 和 生 态
空间，提升承载能力，通过对地域
系统的科学规划挖掘乡村多重功
能 ，增 强 县 城 以 点 带 面 辐 射 能 力
和 城 市 群 、都 市 圈 带 动 效 能 。 以
创 新 经 济 培 育 产 业 动 力 ，通 过 优
化营商环境、鼓励新型主体、发展
产业集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对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薄 弱 环 节 实 施 延
链、补链、壮链、强链工程，推进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形 成 资 源 合 力 ，以
各 项 公 共 服 务 资 源 统 筹 、标 准 统
一和制度并轨为抓手扭转公共资
源 的 城 市 倾 向 ，推 动 城 市 基 础 设
施向农村延伸。

（据《光明日报》）

乡土节庆火热蕴含乡村振兴密码
茅锐

赵 志 杰（ 1926—2010），男 ，汉 族 ，
号禾叟，又号一明，洋县人。1950年，西
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曾任陕西省水稻
研究所（原汉中地区农科所）副所长、所
长、研究员，从事水稻科研 47年，选育出
水稻品种 6 个，主持指导陕西省及陕南
水稻品种更新换代 6次，重大技术改革 8
次，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6 次。所取得
的“中稻二黄二黑”、高产出穗期结论及
水稻“秋封”研究结果，为水稻高产、稳
产提供了科学依据。20世纪 80年代，在
浅山丘陵区蹲点进行农业技术承包调
研，提出了开发陕南第二农业区的调研
成果被政府采纳。曾被授予汉中地区
劳动模范、省农业先进工作者、全国农
业劳动模范、全国科协先进委员、省优
秀共产党员标兵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待遇。1991年，赵志杰被中
共汉中地委树立为全地区科技界先进
人物，并开展了“远学李立科、近学赵志
杰”活动。曾当选陕西省政协委员、省
科协委员、全国及省地农作物品种评审
委员、省地科技成果评审委员、省作物
学会理事、省种子协会理事、全国特种
水 稻 研 究 会 理 事 、汉 中 市 农 学 会 理 事
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委、西北农学
院博士、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发
表专业论文 28 篇，个人专著有《水稻栽
培知识》《水稻生涯四十七年》《 稻种资
源论文选》《禾叟诗抄》等，合著有《中国
水稻》《中国稻种资源》《 中国特种稻》

《中国稻作区划》《 陕西农牧志》《陕西种
植业区划》。

劳动模范
赵志杰

正月初一，王安石在看放炮
宋熙宁二年（1069 年）的正

月初一，王安石也情不自禁融入
到春节的氛围中，响亮的爆竹送
走了旧岁，迎来了新年，人们推
杯换盏来表示庆祝，在春风吹拂
下更显喜庆祥和。千家万户都
将旧的门符换成了新的门符，在
旭日照耀下，新气象欣欣向荣。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

换旧符。
王 安 石 ，字 介 甫 ，号 半 山 。

抚 州 临 川（今 江 西 省 抚 州 市）
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提到春节诗
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王安石
的这首《元日》，放炮竹、聚餐饮
酒、换门符，千百年来中国人的
新春习俗似乎就浓缩进这短短
几句中，热烈、祥和、快乐的气氛
令人陶醉。

诗词蕴藏着作者的情感，尤
其是王安石这种政治家、文学家，
一首《元日》不仅描绘了春日场
景，更多的还是寄托了他的政治
抱负。正是熙宁二年起，以富国
强兵为目的、声势浩大的熙宁变
法开始了。王安石写就《元日》之
时，心中应是豪情万千，想要革除
旧弊，以实现大宋的富强。
正月初二，陆游在感叹春来到

正月初二，正是冬春之交之
时，严寒还没有完全过去，陆游
抓住了菊花枯萎和梅花盛开的
情景，通过一送一迎来表达早春
的气息。看到了生机盎然的景
象，想必今年的春天一定会来得
更早，春光会更加明媚。

《癸丑正月二日》
菊丛抽绿满枯荄，绕舍梅花

已遍开。

须信今春春事早，江乡开岁
有奔雷。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
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
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
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
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
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
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

《癸丑正月二日》以简洁而生
动的语言描绘了早春的景象。菊
花和梅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
的花卉，它们象征着坚强和坚韧
不拔的品质。菊花抽出新绿，给
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而梅花
则在寒冷的冬季中绽放，展示了
顽强的生命力。诗人通过描绘这
些花朵的生长状况，表达了春天
的早到和生命的顽强。

诗的最后两句“须信今春春
事早，江乡开岁有奔雷”，通过描
绘江乡的奔雷声，进一步强调了
春天的早到。奔雷声是春天的
象征，代表着大地的苏醒。整首
诗词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春天
的喜悦和生机，展示了诗人对自
然的敏感和对生命的热爱。

正月初三，白居易在逛街
唐宝历二年（826 年），白居

易任职苏州刺史，内心有些许失
意，且年已半百，诗人看到春天
的景象，触景生情，故作诗抒发
他的精神状态。

《正月三日闲行》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

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

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

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

到今朝。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

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

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
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
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正月三日闲行》中，白居易
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
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
桥多，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
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让
景观锦上添花。莺声欲动，冰面
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
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
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
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
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
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
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
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
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
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
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
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
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
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
言表。

正月初四，王冕在登高望远
甲午年正月初四，王冕感受

到了春天的到来。他通过描绘
昨夜的冻雨和今日的春风，表达
了对春天的喜悦之情。

《甲午年正月初四日得春》
昨宵嫌冻雨，今日喜春风。
野草浮新绿，园花结小红。
渐将农事动，无奈病魔攻。
向晚登高望，江山杳霭中。
王冕，字元章，元代诗人、文

学家、书法家、号煮石山农，浙江
诸暨人。《甲午年正月初四日得
春》与 一 般 的 春 节 诗 词 相 同 的
是，诗词中写出了作者观察到野
草已经抽出了新绿，园中的花朵
也开始开出小小的红花，这些景
象预示着农事即将开始，也是关
于 春 的 诗 句 中 常 描 写 的 事 物 。

但诗句中“渐将农事动，无奈病
魔攻”，也写出作者无奈地受到
了病魔的困扰。

傍晚时分，作者登高远望，
却看到江山的景色被远处的雾霭
所遮掩。这种景象可以理解为作
者内心的感叹，他虽然感受到了
春天的到来，但病痛使他无法完
全享受春天的美好。这种对自然
景色的描绘与内心感受的结合，
展示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疾
病的无奈，给人以深思。
正月初五，杨万里在清晨漫步

正月初五，杨万里清晨经过
大皋渡，渡船上积满了厚厚的霜，
那片雪白的船板上印着他踏上的
第一个脚印。作者通过描绘雾外
江山的虚幻和不真实感，表达了
对自然景色的感叹和思考。
《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皋渡》

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
认前村。

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
第一痕。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吉
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
湴塘村）人。南宋著名文学家、
爱国诗人，官至宝谟阁直学士，
封 庐 陵 郡 开 国 侯 ，卒 赠 光 禄 大
夫，谥号文节。

杨万里诗歌大多描写自然
景 物 ，且 以 此 见 长 ，《庚 子 正 月
五 日 晓 过 大 皋 渡》整 首 诗 词 通
过 描 绘 自 然 景 色 和 个 人 感 受 ，
表达了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怀
疑 和 思 考 ，以 及 对 于 瞬 间 的 珍
视和回忆。同时，通过雾气、声
音 和 时 间 的 描 绘 ，给 人 一 种 寂
静 和 寒 冷 的 感 觉 ，增 强 了 诗 词
的意境和情感。

古人是怎么过年的
宗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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