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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

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
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习近平总书记一阕《念奴娇·追思焦
裕禄》荡气回肠。

仲春四月，正是桐花盛开的时
节。焦裕禄精神诞生地兰考又被围裹
在花香之中。

4月9日，以“人民的节日、民
乐的盛会”为主题的2023兰考桐花
节拉开序幕。

焦裕禄是人民的好公仆、干部的
好榜样。1962年冬，他来到当时内
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的兰考
担任县委书记，以“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誓言，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
害”，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翻淤治
沙、种植泡桐的行动。1964 年 5 月
14日，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同志因肝
病不治不幸逝世，年仅42岁。

泡桐在兰考生了根，绿色也在这
里生了根。当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一
棵幼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枝繁
叶茂华盖如云，这棵如同化身为焦裕
禄的“焦桐”已经成为兰考的地标，
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泡桐无言，迎风挺立，“焦桐”
伟岸。兰考人民视桐为“根”，视桐
为“魂”，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根连着
根、心连着心。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在兰考大地、街头巷尾，随处可
见的泡桐树记录着焦裕禄精神，这种
精神熔铸在兰考的发展建设中，深深
烙印在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
……

实干、苦干、拼命干，巧干、精
干、用心干，在脱贫攻坚战中，兰考
的党员干部像泡桐树一样稳稳地长在
乡野，扎实地与民亲厚，他们用火热
的心融化着贫困的坚冰。在千万棵泡
桐树的见证下，2017 年 3 月 27 日，
河南省政府正式宣布，兰考退出贫困
县序列，成为全国首个脱贫县，实现
了焦裕禄当年“治穷”的夙愿，创造
了世界减贫史上的经典案例。2022
年3月，兰考又被列为全国乡村振兴
引领示范县。

焦桐，绿荫如盖，满城桐花见证
了兰考发展，成为兰考的“绿色银
行”。

行走兰考，有句话常常入耳——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

琴瑟和鸣，余音袅袅。兰考县堌
阳镇徐场村，这是一个飘着乐曲的村
子，仿古式的门厅里呈现的是一个个
民族乐器小加工厂，古筝、古琴、琵
琶等是每个院子里的主角。徐场的乐
器已经遍布全国并辐射到国外，而今
天徐场人的目标就是要让兰考的桐花
香飘得更远更长。

兰考县将民族乐器产业作为特色
产业发展，年产值已达30亿元。中
国民族乐器行业95%以上的板面取自
兰考，就连维也纳金色大厅里，也曾
响起过兰考桐木乐器奏响的华美
乐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村的
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
双杨树的道路”，这是当年焦裕禄在
兰考树立的“四面红旗”。当时，这

“四面红旗”叫响兰考，传遍全国。
进入新时代，为带领兰考人民稳定脱

贫奔小康，践行总书记的嘱托，兰考县
委弘扬当年焦裕禄同志强化典型引领的
做法，重树“四面红旗”，从2016年下
半年起在全县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持续开
展以争创“脱贫攻坚”“基层党建”“产
业发展”“美丽村庄”为主要内容的

“四面红旗村”评选工作，每半年在四
项重点工作中各评选出 10 个“红旗
村”，隆重表彰。一个人、一棵树、一
个产业、一群标兵，我每次到兰考乡村
走访调研，都要去看一下代玉建、申学
风等，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感受到了兰
考干群的精气神儿，看到了兰考发展的
希望，领悟到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
初心。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
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昔日的风沙盐碱地，如今春光正好，正
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焦桐，这棵改变兰考命运的传奇之
树，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半个世纪以
来，丰碑之光烛照人心。乡村振兴中，
焦桐吹响报晓的号角，唤醒了兰考干群
的精神之光，焦裕禄那股亲劲、韧劲、
拼劲又回来了，这是共产党人与民心民
意的再次重逢！

将于 5月 14日闭幕的桐花节以展
示形象、宣传品牌、扩大对外交流、促
进经济发展为宗旨，通过开展“制琴大
赛”“金钟奖决赛”“ 《兰考》 话剧演
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弘
扬红色文化，壮大民族乐器、现代家居
等特色产业，展示“拼搏、开放、生
态、幸福”的新兰考风貌，进一步提高
兰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兰考高质量
发展增添更多动力。

焦桐不语，精神常青。“焦桐”，这
棵改变兰考命运的传奇之树，犹如一面
旗帜、一根标杆、一面镜子、一泓清
泉，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

焦桐常青，精神永存！
（作者系中共河南省开封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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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今年的“五
一”出现了旅游的“井喷”现象，几
乎所有的旅游景区或景点都呈饱和状
态。但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一些谈
不上景区或景点的地方，也是热闹非
凡，只是这种“热闹”与一般的景区
或景点的“热闹”有所不同。

农业文化遗产地就是这些地方的
典型代表。

由于季节的原因，在我国第一个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浙江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核心区的方山乡龙
现村，稻田里秧还没插，尽管不时能
看到一些红色的田鱼在水中游弋，但
还算不上吸引人的景观。不过，位于
方山乡的“方山谷农遗研学基地”却
接待了15班级、600多名学生。孩子
们不仅在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博物馆了
解青田稻田养鱼的前世今生，而且可
以在稻田里抓田鱼，自己动手烧
田鱼。

位于德清的珍珠博物院是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浙江德清淡
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的宣教中
心，“五一”期间也接待了亲子游散
客和研学团队1000余人。孩子们在
这里不仅可以探秘世界珍珠之源，而
且还通过在趣味珍珠课堂里体验珍珠
粉研磨等活动，感受这一农业文化遗
产的文化魅力。

相比之下，景观更胜一筹、遗产
区域范围更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则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显然，农业文
化遗产地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
来越多人的注意。

与人们熟知的自然与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起步较晚。2002 年，联合国粮
农组织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倡议，2012年，农业部开展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

我国作为农业古国和农业大国，
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型多样。
在截至目前全世界74项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中，中国有19项，数量
位居各国之首。先后6批发布的138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覆盖了几
乎所有的农业生产类型，分布在几乎
所有的生态地理单元。

农业文化遗产有着无穷的魅力。
但在我看来，最有魅力之处在于她的

“变”与“不变”。
作为“活态的”农业生产系统，

农业文化遗产随着气候的节律性变化
而呈现出周期性变化，体现在农业物
候、生产活动、农耕习俗等方面；同

时还随着长期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
展、科学技术进步而发生着适应性调
整，呈现出不断演进的形态。因此，
农业文化遗产的“变”是必然的，这
也是其与一般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最
大区别。但这种以适应、演进为特征
的变化中，蕴含着一种“不变”的东
西，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理念，这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
值所在。

正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农
业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千百年，不断持续
下去，并在其持续发展过程中，为人类
生产着产品、保育着生态、传承着
文化。

作为一种与自然相适应、并在适应
过程中生产出优质农产品、创造出生态
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农业生产系统，农业
文化遗产具有经济属性、自然属性、社
会属性；作为一类记载历史、连接古
今、启示未来的特殊乡村博物馆，农业
文化遗产集合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重特征，融合了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多种功
能与价值。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极好的
例子。

一些片面的旅游宣传，往往使人们
忘记了哈尼梯田一年四季其实都很美。
不仅有人们趋之若鹜的冬春季梯田灌水
后形成的蓝天倒影和日出日落时分的神
奇景象，夏天层层梯田呈现的块块绿色
壁毯、秋季稻谷成熟后漫山遍野金光灿
烂的丰收景象，会带给游客不同的享受。

哈尼梯田的价值远不止观光旅游的
景观，也许她所获得的一系列荣誉能够
说明：2010年6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6月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从而成为我国唯一拥有两大联合国
机构认定的“双遗产”；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
家湿地公园、国家4A级景区、中国天
然氧吧，2018年12月更是被生态环境
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哈尼梯田物产丰富，生产着种类繁
多的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范围涉
及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四县，面积
近百万亩的哈尼梯田，丰富的物产和美
食有梯田红米、梯田紫米、小黄牛干
巴、虾巴虫、火烧小豆腐、五色糯米
饭、草包鸡（鸭）蛋、哈尼豆豉、石蹦
炖蛋、糯米粑粑、酸笋煮连壳螺蛳等，
不胜枚举。

哈尼梯田文化丰厚，堪称民族文化

的宝库。有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如元阳
县的箐口、阿者科、垭口、大鱼塘、太
阳老寨、大顺寨，红河县的朋洛、龙
车、坝美、尼美、桂东、玉古、马龙、
东门街、他竜、甲寅等。有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四季生产调、哈尼
族多声部民歌、哈尼哈吧、乐作舞、祭
寨神林等。有状如蘑菇的哈尼族民居建
筑，就地取材，与山地气候相适应。有
多姿多彩的哈尼族服饰，承载着极其丰
富的文化信息，展示着生生不息、物我
合一的生存理念。

哈尼梯田是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物
多样性宝库。在其周边邻近地方，有位
于绿春县的黄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位于金平县的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位于元阳县的观音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和位于红河县的红河阿姆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仅在红河哈尼梯田系统中，
当地百姓就长期种植着上百个当地传统
品种，梯田边分布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桫椤，以及董棕、藤竹、番龙眼等珍稀
野生植物，还有猫头鹰等上百种野生
动物。

哈尼梯田的文化与生态是统一的。
每年四五月份的“开秧门”是哈尼族村
寨迎接播种的一种传统古朴的仪式，不
仅标志着春耕生产的开始，还是对粮食
丰收的祈祷，更是感恩报春的布谷鸟和
源源不断向梯田输送水分的森林的一种
农耕礼俗。每年农历六月稻子抽穗扬花
时的“矻扎扎”节，也叫“六月年”，
其目的是祭祀天神，保佑秧苗茁壮成
长，长出粒大穗长的稻谷。从农历的十

月第一个属龙日开始直至属猴日结束，
历时五六天的哈尼十月年，更是哈尼族
一年中最长、最隆重的祭祀节日，各家
各户杀猪杀鸡、舂糯米粑等，祭祀天地
与祖先。

1300多年来，哈尼族始终与自然
环境和谐共处，形成了森林在上、村寨
居中、梯田在下、水系贯穿其中的“四
素同构”农业生态系统。哈尼梯田结构
合理的生态景观和环境友好的农耕技
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成
为COP15的“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与成果展”中的典型案例。

哈尼梯田是如此，其他农业文化遗
产地也是如此。农业文化遗产地因其浓
缩了悠久的农耕文明，可以让人“怀
旧”；因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让人

“深呼吸”，因其自然与人文的纯净，可
以让人“忘我”。我曾经略带玩笑地向
人们推介，讲农业文化遗产地好看、好
吃、好玩，在那里可以养眼、养颜，养
胃、养肺，养身、养心。

因此，如果您想品尝地道风味，如
果您想体验原生态文化，如果您想体验
农耕劳作的艰辛，如果您想欣赏人与自
然的共同杰作，如果您想穿越时空领略
浓缩的农耕历史，如果您想感悟先人们
充满生态智慧的创造，抑或是您什么都
不想做，而只想坐在那里，那就一定要
到农业文化遗产地去，因为那里有不一
样的风景、有你想有的一切。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联合大学特聘教授）

农业文化遗产 不一样的风景
闵庆文

整个秋天
都在北上
从香港
从台湾海峡
从黄海
从东海
从大半个中国
都在北上
都在眺望
那黎明前的北方
晨曦中崭新的北方

整个冬天
都在北上
从大连
从丹东
从青岛
从天津
从解放了的每个港口
都在眺望
那日出红胜火的希望

整个春天
都在北上
逆流而上
向光而生
如飞蛾扑火
义无反顾
如伯牙子期
高山流水

如峰前回雁
飞向春天大地

北上北上
北上的脚步
北上的欢呼
北上的人们都在高呼
那响彻云霄的五一口号
北上北上
北上的热血
北上的悲歌
北上的大地
北上的风萧萧
都在欢呼
那响彻云霄的五一口号

多少年过去了
那响彻云霄的口号
在北方的大地
在南方
在山川
在海上
在每一寸祖国的土地
都在嘹亮回响
都在热烈欢呼
在春光明媚的五月
在万象更新的大地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
务工作委员会委员）

“五一口号”畅想曲
马 蹄

出了厦门高崎机场，就直接奔向
安溪。沿途一堆堆、一朵朵、一株
株、一棵棵、一片片、一叶叶的绿扑
面而来，让人目不暇接。这种绿，横
看竖看都像是茶的叶片，安溪茶的叶
片。乌龙茶的故乡，铁观音的前世
……仿佛观看或者品尝安溪的茶，都
有一个长长且美丽的序幕，只是这序
幕因为这种绿，并不显得枯燥。朋友
似乎怕我们路途寂寞，一路上不停地
向我们讲着乌龙茶，铁观音……尽管
不是眉飞色舞，但他的眉宇间却洋溢
着一种自然。这自然便是茶的自然，
人的自然，生命的自然。

到了安溪，朋友又迫不及待地带
我们上山。上的山就是茶山。到了茶

庄园，见满目青翠，山山如黛。茶树一
溜一溜的，都是灌木丛状。庄园的主人
掐下一株嫩芽，芽叶尖尖的，紫红如紫
笋。我觉得这茶与家乡绿茶没什么区
别，但细看起来，感觉树丛还是有些坚
硬，有些矮。茶山除了茶，还有树，带
香的花树，有桂花，兰草花……有桂花
不稀奇，稀奇的还有音乐。细听不是音
乐，是佛经，是佛教经典音乐 《大悲
咒》，一遍又一遍的，佛乐在山间回旋
着，在茶树间回旋着，在茶园回旋着。
庄园的主人说，茶是有灵性的，天天听
着这音乐，就满山的欢喜，满心的欢
喜。喝茶就是喝一种欢喜。听了这话，
再看面前茶山层层叠叠，远处的峰，近
处的山也就有了一尊尊卧睡的佛像。坐

在茶山喝茶，先喝“熟香”，再尝“红
贵人”。我们也听音乐。茶欢喜，我们
津生神驰，也是满心欢喜。

吃过晚饭，还是喝茶。这回走进的
是街边一家茶店，主人是铁观音茶的制
茶大师。进去他先摆了三道茶，让我们
品尝。喜欢清香喝清香，喜欢浓香的喝
浓香，喜欢陈香的喝陈香。清香和浓香
的好理解，陈香便像一个女孩的名字，
陈年的香、陈年的事似乎都泡在一壶里
了……主人显得憨憨的，但说起他的
茶，说起他有一株丰盈的茶树，却说得
眉眼生动。

上清水岩拜谒清水祖师。说的还是
茶。清水岩所在地叫蓬莱镇。便是有了
蓬莱便有了仙气，茶也是仙气十足。传
说清水祖师在清水岩种植过几棵野生
茶，数量极少，但若采以嫩芽而制之，
冲泡后味道甜甜的，名曰“祖师甜
茶”——好茶自然有好水，好水就是清
水岩的泉水。清水岩就有一口“圣
泉”。当地人说，圣泉长年不竭，饮之
清心祛病，沐之除污祛邪，若用此泉喷
洒宅院可保家人平安。用圣泉之水泡
茶，自然是甘洌绵长，清纯无比。

这清水祖师也是安溪铁观音的始
祖。史料记载，安溪铁观音的传播与清
水祖师大有关系。只是余生也晚，清水
祖师的甜茶是喝不到了，享受到的只是
祖师的一缕清风。当地人说，清水祖师
一生修桥、行医、绿化、祈雨，不断为
民做善事，成为善的化身，成了众人心
中的佛，民间尊称“祖师公”“清水真
人”等。

游罢清水岩，知道我们在蓬莱镇的
朋友毅达兄赶来了。他陪我们在农家小

店吃过中饭，又陪我们看蓬莱镇的古民
居。边看边谈，我们说这里的古民居依
山而建，民居低矮，怕是防台风；我们
说这里古民居屋脊如燕尾，似游燕恋
巢，满是乡愁……就是不谈茶。但回到
了酒店，他谈的还是茶。茶具是现成
的，茶是他随身带的。一遍遍的，先是
瑞泉，再是肉桂。有一种肉桂，有朋友
说不好喝，他就捧上弯上肉桂、仙岳、
木莲妙香、绝绝子……都是一些奇奇怪
怪的茶名字。茶在奇怪的名字里显出自
己的前世今生。无论那名叫得出或叫不
出的，他泡得行云流水，我们喝得口舌
生香。

到了安溪，自然还是要喝安溪茶。
喝了一阵子的岩茶，就有人喊，还是喝
安溪铁观音。有朋友知道我来自安徽，
来自桐城派故乡，就说这铁观音茶的传
说与桐城派的大祖方苞有关。方苞时任
礼部侍郎，清代安溪人王仕让通过方苞
给乾隆皇帝献茶，乾隆皇帝见这茶形似
观音，叶如铁，故赐名“铁观音”。至
于方苞为何对安溪的茶情有独钟，又是
因为安溪当时在朝当宰相的李光地的缘
故。方苞曾因桐城派另一老祖戴名世案
株连下狱，正是一代名相李光地舍命救
了他。他说得头头是道。不过，不说这
个。且喝茶吧！

一天，就这样在蓬莱仙境的茶里度
过了。数了数，这一天我们竟喝了12种
茶。仿若在安溪当过县令的清代进士谢
宸荃所说的：一日旷游一日仙。欲仙欲醉
的，云根拨笋，安溪寻茶。心里说，到了蓬
莱仙境，绕不开的就是茶啊！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
煤矿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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