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1.21星期四
责编/王欣 美编/鲁璐 文检/孙小华A16 文学角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馆前陈家桂花香馆前陈家桂花香
于云福

行走者行走者

如果不是这次笔会，我不会知道
黄山馆镇，更不会知道馆前陈家村和
这片精致美丽的桂花园。

在向导引领我们前往馆前陈家
村的路上，他一路自豪地给我们讲述
着沿途村子各自的独特之处。我也
在他娓娓地叙谈中得知，馆前陈家村
仅有居住人口58户，128人。向导
是个小伙子，他说可别小看了这个小
村子啊，他们在街道两侧种植月季上
千株，多种颜色搭配，景致迷人；村内
有黄山馆镇第一所私塾，百年老宅至
今保存完好……看来小伙子做足了
功课，他顿了一顿接着说，馆前陈家
村最出彩的，还是一个名为“古驿小
农”的农业开发基地，它与传统农业
迥异，是一处上百亩的桂花园！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听说
有桂花，大家都是眼前一亮：在这个
小村落，一株株桂花树当如一位位佳
人，遗世独立，暗香浮动吧。秋风轻
拂，桂花树很快进入我们的视线：一
片片桂花，仿佛一夜之间被唤醒，白
色、橙红色、金黄色的花朵密密匝匝，
如同点点繁星，镶嵌在翠绿的枝叶
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这种幽
香，不似玫瑰的浓烈，不如茉莉的清
爽，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让人顿觉
心旷神怡。

走进园中，园主胥毅一头汗水，
正打理着桂花树，和工人一起浇水、
查看桂花长势。这片桂花园是他花
费了4年时间建设起来的，每一棵
桂花树，都是他的宝贝。谈起桂花，
胥毅如数家珍，他一脸兴奋地聊起
园区的前世今生。早先，胥毅在西
城区种植桂花，但受到土地面积的
限制，规模有限。寻找合适的地块，
新建一处开阔的园区，成了他的梦
想。2020年年初，胥毅到了馆前陈
家村，一下子就被眼前小村精致的
美打动了。作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建设示范区上的一颗闪耀明珠，“书
香陈家”给人别样的乡土情怀。不
仅如此，整洁的村容村貌，淳朴的民
风民意，都让胥毅对馆前陈家村一
见钟情。

他主动与馆前陈家村、黄山馆
镇沟通时，三方一拍即合，签约、腾
地、桂花苗木搬进园区。在全镇上
下齐心协力的帮助下，胥毅与他心
爱的桂花终于在馆前陈家村安了
家，一天天有了知名度，桂花经济悄
然勃兴。

“这其中真是付出了极大的心
血。我用坏了一台挖掘机，又买了一
台，加上推土机、吊车、运输车等机

械，每年油费都得三四十万元，好在
有政策大力扶持，有村民的支持，逐
渐熬出个头儿了。”胥毅说起创业的
过程，唏嘘不已。一路走着，他一路
指点，这是银桂、丹桂、老金桂，那是
九龙桂、天香台阁、檀香月桂，小型桂
花树百元千元不等，大型苗木最贵的
能达到二十余万元。桂花独特的芳
香和美好的寓意吸引了络绎不绝的
赏花人、购花人，

我近距离地嗅着花香，小小的花
朵，细细的花蕊，即使在微风中似乎
随时可能散落，却依然顽强地绽放，
将最美的一面在最好的时刻留给赏
花恋花的人们。我不由想：在生活
中，我们也应如桂花一般，如花蕊一
般，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都要坚持自
我，让美好与希望流芳人间。

人说八月桂花香，与众不同的
是，这里的桂花四季都可观赏。胥毅
经过精心研究、大胆改良，让南方习
性的桂花走出温室，抗寒性大大提
高，在零下15℃的户外依旧可以坚
强存活，将桂花傲雪凌霜的念想变成
了现实。

不 断 有 村 民 参 与 桂 花 的 话
题，他们脸上洋溢着开心与幸福。
几年前，这里还土地闲置，村民们
收入来源单一，如今村里依托桂
花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
游，设想进一步引进桂花深加工
技术，制作桂花糕、桂花茶、桂花
精油甚至桂花酒，正拓宽着村民
的增收渠道。

不远处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
桥，上面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
附近是一大片尚未完全开发的田
地。与胥毅行至此处，大家聊得越
来越尽兴，胥毅满是憧憬地说，等他
的桂花园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
一定要清理这条河道，在附近打造
一个供群众免费活动的大舞台，共
享土地流转给社会带来的红利。
看着他并不魁梧的身子，听着他简
短朴实的话语，我的眼睛忽然有些
湿润了。伟大的力量，可能正来源
于我们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
英雄。带着这份深深的震撼和感
动，我们依依惜别。

返程的路上，桂花的美，桂花
的香，交织着桂花人的魅力，已经融
入我们的身心。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我在心里默默地
祝福胥毅，祝福馆前陈家村的父老
乡亲。我知道，我与馆前陈家村桂
花园的故事还有很长，我一定还会
再来的。

武陵渔人是乘船进入桃花源
的，而我们诗歌学会一行，是沿着
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乘坐中巴车
来到美丽的杜家庄村的。

车子在幽静的山路上行驶，两边
群山连绵，遍野的果树大多已卸下果
实，一身轻松地沐浴着秋阳。车窗一
闪而过的风景里，是包着花头巾挖荠
菜的妇女，是三轮车运输的满车大红
苹果，是路边水沟里戏水的鸭子——
浓浓的乡情画面，每一幅都能撩拨起
久居闹市的我们内心的向往。

小路尽头，豁然开朗，坐落在群
山环抱中的小山村出现在视野。黛
瓦白墙，素雅洁净，屋舍街道,错落
有致。一棵粗壮高大的银杏树，身
披红绸，飒飒地伫立村头，金黄灿灿
的树叶蝴蝶般随风飘舞，铺陈满
地。往前不远,已到栖霞市庄园街道
杜家庄村。

主街道，映入眼帘的是“二十四
孝”彩色浮雕壁画。一胖娃娃高举一
串红灯笼，另一位男孩在一旁振臂
高呼。下面的草丛里，一只小动物
瞪着圆溜溜的眼珠子，配文：“福星
高照”。一男童骑在牛背上，欲捉一
条牛尾巴上的大鲤鱼，配文“乐在其
中”……

村里竟然有个文化艺术馆，各种
造型的烫画葫芦、精美奇石、古朴根
雕让大家开了眼界。葫芦有对称的、
歪脖的、镂空的、独把的，每个葫芦上
都有精美的创意烙画，别有韵味。另
一边展示的是各种形状的奇石与根
雕。民俗馆院内，古朴雅致,古树遮
阴，花草遍布。馆内陈列有老式地瓜
干刀、耕犁、纺线木墩、织布机、棒槌，
还有粮囤、石臼、斗、升、箩面挂、纸
缸、老式风箱、收音机、电影放映机、
缝纫机等许多老物件，让我们感受了
村史馆的历史文化底蕴。许多割舍
不断的农村记忆、农业情节、农民情
感，仿佛穿越时空，在这里一一呈现。

古朴的窄巷里，台阶、围墙、房
基、墙壁皆用碎石垒成。小巷古树掩
映，阳光碎金子般筛落下来，宁静祥
和。地上铺陈着色彩斑斓的落叶，踩

上去窸窣有声,让人不忍落脚。“拈花
坡”“古韵街”，每一段街巷都有个挺
优雅的名字。走过“傍石槐”，养育了
世代杜家庄村人的长春井出现在视
野。“长春井”在一座凉亭下面，石砌
井台，木质摇橹、陈旧水筲，还原了旧
时光。据说这井甘甜清澈，大旱不
干，大雨不浑，村里世世代代吃这口
井的水。传说是道教全真龙门派创
始人丘处机让当地老百姓打的，所以
叫“长春井”。

出了窄巷，街面宽敞了些。一位
老农门前堆放了十几筐红苹果，老人
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栖霞苹果，
名不虚传，甜脆可口，唇齿留香。抬
头仰望，巷子上面笼罩着茂密的猕猴
桃藤蔓，从这边墙头蔓延到那边墙
头。猕猴桃滴里嘟噜垂吊着，一时半
会竟辨不出它扎根在谁家？

走在杜家庄大街小巷，会被许多
别致的元素吸引。比如说，古树上挂
着的红灯笼；古朴美观的虎皮墙；石
墙上挂着的几串金黄的苞米穗；街头
巷尾，随处可见别致的新中式凉亭；
一排竹篾筛子毫无违和感地贴在墙
上晒太阳；石墙上挂了个小篓，里面
栽有一棵山茶花，俏皮地开出了两朵
小红花；低矮的碎石墙上，镶嵌四个
陈旧石磨片，每片刻有一字，组成“记
住乡愁”四个红色大字。

村有古韵，村里古树、古井、古桥
均在300年以上，老房子、虎皮墙等
古村落元素保留完整。村里还规划
了大棚樱桃园、露天樱桃园、火龙果
采摘园、蓝莓采摘园等旅游板块，成
为吸引游客的亮点。村里充分利用
了古韵民风特色，建有栖云草堂、杜
家庄民俗艺术馆、杜家庄印象手工
坊，成立了首个农村吕剧团，打造起
第一条文化街。

现在的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崇尚
这样群山环抱的古朴山村？古人云：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拥有一切便
利和高科技之后，现代人最想要追求
的，就是这份返璞归真的宁静，对自然
生态人居生活的向往。杜家庄村，便
成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一个梦想。

古韵杜家庄古韵杜家庄
鲁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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