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片土地让人惊喜

望不到边际的蓝莓树

低垂的枝条结满果实

浸透了阳光

粉紫和深蓝的浆果

带着丰收的充盈

走进我的内心

蓝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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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之下

滴水管嘀嗒欢唱

叶子青绿 歌声飞扬

生长的力量蓬勃向阳

蓝莓飘香
◎蓝 与

专版
专题部主编 7电话：0779-2029821    电子邮箱：bhrbfk@qq.com 7
执行总编  严   丹   审稿主任  潘   沁   责任编辑  许苏文   版  式  范露幻   校  对  陈红光2025 年 5 月 12 日  星期一

蒋屋漫步蒋屋漫步    庞白庞白  摄摄

编者按：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乡遇北海·跟着

副刊游百村”第二期采风活动如约启行，我们

带领市民读者走进合浦县石康镇七里村，体

验蓝莓采摘乐趣；探访廉州镇廉北村委蒋屋

村，感受农旅融合新气象；游览千年古寺东山

寺，感受历史沧桑变化。在这里，我们与自然

交融，与历史呼应，与时代共鸣，用饱含深情

的笔触书写新时代篇章。

万物生长的季节，它们却在收缩

一颗颗近乎于黑的果实举向天空

在南方的土地上闪烁幽幽蓝光

越过长江黄河，翻过山冈低谷

迎接的每一阵海洋季风

对它们来说都是背离更是涅槃

于是基因里的寒气悄然消逝了

三年过去，它们和农人捧出的夏日缤纷

炽热拥抱，一株株新苗落地生根

蒋屋村见闻

石头桥上往返奔跑的小孩

再现着我们一去不返的童心

迎面而来的白墙、灰瓦和彩绘

多么安静啊，幸福和悲伤的色泽

江水南流至此，繁花的颜色隐藏水声

也隐藏了蒙尘日久的目光里的粗砺

若干次来到这里，要寻找什么呢

鸟雀啾啾，流水依依，流水带我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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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这日，随参加“乡遇北海”第二期活动的团友往

合浦采风，探寻乡村新气象。首站是位于石康镇七里村

的合浦县珠光农场七里香蓝莓基地。晨起微阴，车行乡

野间，望着窗外深浅各异的绿，想到明日立夏，那今天便

是与春告别的日子，一切突然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与我同座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孩，攀谈中得知，她来自

钦州，在乡镇农业站工作，对北海市融媒体中心组织的乡

村采风活动特别感兴趣，每期都参与。我同她说，我在北

海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很少有机会去农村走走看看，这

样的活动我亦喜闻乐见。

约摸一小时后，远远看到蓝莓基地的广告牌，大巴

拐进一条黄土路。路两旁连片的防护网浮在低空，恍如

渔人晾晒的旧罾，网内是一列列低矮的青阵，青碧间蓝

雾团团，朦朦胧胧看不真切，心下却疑惑，蓝莓树竟这么

矮吗？

下了车，听到基地

负责人的介绍，才知这

两百多亩的蓝莓，竟是

来自东北的娇客，落户

亚 热 带 的 合 浦 早 的 方

才两年多时间，迟的尚

不 足 周 岁 。 初 到 时 是

一托盘一托盘的小苗，

基地工人将它们一株株分盆栽种，待小苗的根系充分生

长，充满整个盆土时，再脱盆移栽到地里。工作人员小韩

说，基地种植的蓝莓品种主要是 L6、L11 和少量的 L25，

后者最为脆甜，并带有花香，倍受市场欢迎，但因其谢花

后易残留花瓣，需人工清理，因而管理难度大。采摘季从

三月就开始了，到现在树龄大的几乎都摘完了，只余几个

新株园尚未采摘。

提着小篮，穿过防护网，进入蓝莓园内，这才看清了

那垄垄黄土上，一棵棵蓝莓树低矮得近乎谦卑，挨挤成一

列列及膝高的绿篱笆。蹲身细看，却见枝条横斜有致，叶

片墨绿椭圆，更令我心生惊叹的是，这些尚不满一年树龄

的植株，竟有种荒诞的生命力——挂果的枝条累累垂垂，

每棵树都托举着上百颗蓝果。那浓稠的乌蓝，像暮色中

的山丘，其间还有青绿、红紫的新果在竭力生长。晨风过

处，满园的蓝莓叶都在簌簌鼓掌，仿佛在替那些沉默的根

须说出土地的秘密——真正的变革永远始于低处。

我蹲在地里，看着棵棵缀满浆果的蓝莓树，感觉它们

洋溢着磅礴的喜悦。听小韩说，采蓝莓不能急躁，须得用

指腹承托，拇指抵着果脐轻旋，否则手指掐重了要伤果

粉，力道轻了又采不下蒂梗。我蹲在植株旁探头探脑地

找寻最大最成熟的果实，忽然感觉自己像个地下工作者，

这些矮灌木就是我的接头人……

胡思乱想间一颗一颗地摘取，熟透的果子轻轻一捻

便落入掌心，带着乡野的体香，带着夜露的清凉。偶尔有

熟透的蓝莓自然坠落，在泥土上发出轻微的“噗”声，仿若

它们回归大地的仪式。我边摘边品尝，L6 口感绵软，甜

味偏淡；L11 熟透的大果味感甜香，小些的酸与甜竟分不

出先后，倒似少年时读《西厢记》，悲喜都是清凌凌的。

忽觉脸上、身上有点点凉意，却是天空飘下零落的细

雨，抬头看团友都不为所动，已然沉醉在蓝莓采摘的乐趣

里。听说蓝莓可以抗衰明目，也不知真假。不过单是采

摘时的趣味，便已足够。毕竟人生在世，能得几回从容采

摘浆果的时光呢？城里人采的是闲趣，乡下人种的是生

计，倒在这五月天的光影里，合成一阕《清平乐》。

细雨转瞬即逝，日头探出云层，逐渐热烈起来。手里

的篮子也渐渐沉了，似乎盛着的不只是果实，还有被日光

浸透的辰光。我想着这些蓝莓树来年定要蹿高，也必结

出更丰硕的果实吧。听闻蓝莓旧时不过是山间野果，如

今这北地来的浆果在南海边扎了根，倒生出几分文明的

隐喻——所谓乡村振兴，大约便是让每一方水土都遇上

对的种子，令每卷农书都续写新的章回。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千年前，

曾皙和孔子在千年前谈论的理想生活曾令无

数人神往。而在这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大朋

友、小朋友们一起，跟着北海市融媒体中心

的采风团身体力行，踏上了田园探访之路。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蓝莓园，一起采摘

蓝莓。作为近几年爆火的贵价水果，蓝莓因

为营养价值高、口感好等优点颇受消费者的

青睐。北海的蓝莓园也是近几年才引入的，

我们去的那块基地，最大的苗也不过两三

年，但是已经挂了很多的果，口感酸酸甜甜

特别好吃。听过园主的短暂介绍后，大家就

像觅食的麻雀，扑棱棱地散进地里，寻找自

己心仪的蓝莓。有的人边摘边吃，将战绩藏

在肚中，筐里却不剩多少；有的人只摘不吃，不一会儿，筐里的

酱紫色小果就已经垒成了小山丘；还有人一边摘一边拍照，致

力于将自己的每一份快乐和劳动成果定格……我一边吃，一

边和小朋友们聊天，听他们讲学校的趣事，和他们分享彼此筐

里的蓝莓，给他们讲刚学到的蓝莓采摘事项。

这些小朋友是一到四年级的学生，正是天真烂漫、对大自然

好奇的年纪，他们很快自发地按年龄结成了朋友，一起在蓝莓园里

探索；大人也徜徉在蓝莓园，自顾自地探索着……不一会儿，太阳

出来了，大小朋友的篮子也都装满了，于是我们便拿着自己的战利

品去吃午饭。席间，有小朋友问我下一站去哪里？我告诉他们，接

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如桃花源般美丽的地方——蒋屋村。

上一次去蒋屋村，我就被眼前的这幅田园牧歌的景象所

吸引，仿佛陶公千年前写下的桃花源在这里成了真，具象成了

眼前的一草一木……因此对于接下来的行程，我心中自然多

了几次期盼与神往！

这一次走进蒋屋村，我发现四季总有不同：春夏之交的周

江水位下降，曾经能漫过石桥的江水如今只剩下几片戏水的地

方；芦苇还未长成，但烈日下的三角梅却开得热烈奔放；村前的

广场上篮球架兀自矗立，新增的墙绘上一派田园的风光……蒋

屋村四时不同，却依然美得令人神往！和我一起来研学的小

家伙们兴致盎然地跑下石桥去玩水，将龙船花叼在嘴里，吮吸

香甜的汁液，排着队扒在人家的房檐下面看小狗，发现长长的

虫子，惊呼，然后彼此吓唬……玩儿得不亦乐乎！

在村前空地的对面，有两头黄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于是

有小朋友问我，这是牛还是羊？我有些惊讶的回答：是牛啊，你

们没有见过牛吗？他们便笑嘻嘻的说在电视上见过……惹得

旁边的大人一阵发笑，甚至对这些没有乡村经历的孩子生出些

许同情——这些小孩在城市里待得太久了，对于乡村生活已

没有了基本的常识。

我问小孩子们，你们心中的桃花源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说，

那应该是一间大大的房子，有充满电的手机，吃不完的零食和打

不完的游戏机……初听这个答案让我有些难过，感觉他们的童

年被困住了。但是静心思索，这难道是孩子们的错吗？通过简单

地询问，我得知他们除了参加本次活动，五一假日的大多数日子都

只是在自己家里或亲戚家度过的，并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其他的地

方走走看看，能够接触到的，也只有手机、电视、零食……他们并不

是失去了感知自然的能力，而是失去了感知自然的机会。

最后一站，我们去了千年古寺——东山寺。据说这座寺

院曾经是南越王的行宫，后来又被改成寺庙，经过几次坍塌、

重修重建，有了如今的规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中。”留存下来的，唯有文字，唯有哲理，唯有信仰……

匆匆一日乡村游，我实现了蓝莓自由，返回了桃花源地，

亦在菩提树下重新凝望历史……孔子千年前的政治生活理

想，终在新中国的每一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生逢

盛世，我们更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与契机，走进乡村，走进自

然，走进历史，走进心中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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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莓””好时光好时光
        遇见蒋屋遇见蒋屋  

采蓝莓记采蓝莓记
◎周晓蝶

“五四”那天，我又一次前往蒋屋村。与往时不同，这

次大巴里多了一群孩子，他们是“乡遇北海·跟着副刊游

百村”采风团的成员。一路上，他们像一群活泼的麻雀，

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似乎还沉浸在上午采摘蓝莓的兴

奋中。

车随路转，大巴很快就驶入廉北村委的辖区，再穿过

几个自然村，就到蒋屋村了。我随手拉开窗帘往外看去，

春末夏初午后的阳光很是透亮，但更亮眼是那无边无际

的绿，或浓或淡，像一块绿毯，一直铺向天边，就连大地上

的阡陌，也似乎消失了。我仔细地辨认着眼着的作物，高

的是玉米，顶部的雄花像一把把倒开的伞。矮的是花生

和红薯苗，一垄垄间杂在玉米与豆角之中，密密麻麻，贴

地匍匐。豆角已挂满蔓藤，大青枣树也在抽梢。放眼望

去，见不到一处空地，勤劳的廉北人民，是不会让任何一

角土地撂闲的。

大巴在蒋屋村稳稳停下，向导早已在等候我们。我

已来过多次，便没有跟随队伍，一个人四处转悠起来。下

车的地方是蒋屋的中心地段，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十几个

村里的老人在纳凉闲聊。广场旁边的亭子里正支着烤

炉，空气里弥漫着烧烤的香味。大人们一边烤着肉或菜，

一边谈天说地。几个小孩围着亭子跑来跑去，久不久就

钻进亭子里，咬上一口再继续玩闹。

我继续闲逛，这里的树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想不

到在这两个足球场左右大小的范围内，竟然长有十多种

树。入口的大路两侧，排列着高大整齐的棕榈树。它们

身姿挺拔，一个劲地往上长，没有枝枝蔓蔓，而且扇子一

样的叶子非常独特，大老远的地方都能望见，同时兼具了

路标和观赏的价值。中心广场是个自北向南的天然斜

坡，这里多是一些老树。最熟悉的莫过于我们南方常见

的大竹。其大地方的大竹，要么成片地种，要么遍及村头

村尾，而这里只保留了西北和西南角的两簇，还用砖石砌

围起来，便有了一种景观的味道。往东是一些杂树。苦

楝树我家老屋的院子里种有，一眼就认了出来。相思树

我的窗前长着一棵，每年花期都有许多黄色的小花飞入

我的屋里，算是老朋友了。还有一些认不出来，问了纳凉

的老人，也说不清楚。随手拍了照网上搜索，答案为刺

槐，姑且就算它是吧。这里的树都是原生态，没有经过刻

意的布局，大小高低都不一样，无论是树身的朝向还是虬

枝的曲度都随心所欲。

我和一位大爷聊起了这些树。大爷说，苦楝树木质

太松，不值钱，以前穷的时候，很多人拿它来做家具，现在

富裕了，都选那些质地硬的木材了，苦楝木只能用来做印

章之类的小用品。说到相思树时，大爷说，这个树好，质

地硬，值钱。但这几棵是社王树，不能卖。大爷说的社王

也叫土地公，农耕民族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和敬畏。

他们在春天来到社王前，祈祷一年风调雨顺，秋天再次回

来这里庆祝丰福，感谢土地的厚赐，带来幸福安康的生

活。这几棵相思树有十多米高，枝丫铺天盖地张开，斑驳

的树身记录着多年的风雨沧桑。它们是这些树中最年长

的一批，即便是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蒋屋人也从没打

过它们的主意。我似乎明白了蒋屋能成为远近闻名的文

明乡村的原因了。

转到沿河小道，又是一番景象。水美乡村建设开始

后，疏通了河道，修缮了河堤，两岸也得到了美化，建有长

廊、亭阁，配套了休闲设施，还种了不少花木。如果说中

心广场是纯粹的绿，这里则是五彩缤纷。场面最盛大的

是三角梅，紫色的花朵盖满了长廊的顶部，绿叶反而成了

陪衬。红紫色的朱蕉，成排站在堤上，一阵风吹来，肥大

的叶子晃动起来，像一个个巴掌。夹竹桃花期已近收尾，

仍擎瘦蔫的残蕊，装点出几分粉红。还有一些不知名的

树，根本不用开花，它的叶子就是一道亮黄。

跨河石阶周边是整个蒋屋最热闹的地方。合浦的母

亲河南流江经过周江的防洪闸后，水流变得温和平缓，不

仅哺喂了蒋屋，也带来了柔美江村的别样韵致。河水比

膝盖还要低，露出白色的江石。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进

河里，在石缝中摸索，一旦谁有了收获，其他人马上围过

来，生怕慢了一步，就少了一分欢喜。年轻人们则忙着拍

照，他们更换着各种姿势和背景按动快门，然后恨不得手

机朋友圈的九宫格容量能翻倍再翻倍。有人垂钓，有人

戏水，玩着不同的节目，收获的是同样的快乐。人的一生

能奔赴远方的次数其实不多，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固然

令人心潮澎湃，但小桥流水的宁静祥和才是生活的底色。

想想，闲暇的日子里，带上一家老小，没有长途跋涉的辛

劳，远离世俗的喧嚣，来到一个像蒋屋这样的地方，闻一

闻泥土的气息，听一听久违的鸟鸣，让疲惫的身心在自然

中得到疗愈，又何曾不是一种美好。

我跟着采风团向村心走去，到处都是三四层的崭新

楼房。村道非常干净，看不到一点垃圾。村民们精心装点着

自己的家，屋里屋外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有的种着花草，有的

画上了彩绘，一个个都把“秀美庭院”的牌子挂在最显眼处。

这样的美，是富裕以后，对生活更高层次追求的结果。

回到大巴，这次蒋屋之旅就结束了，孩子们又在“叽

叽喳喳”地讨论起自己的所见所闻。我闭上眼睛小憩，眼

前却浮现出一片片庄稼和红花绿树，清溪岸草，美得令人

心醉。我期待下次来时，蒋屋还有更多的美在等着我。

蒋屋寻美蒋屋寻美
◎严广云

采摘蓝莓采摘蓝莓  吴礼娜吴礼娜  摄摄

果实累累果实累累  嘉禾嘉禾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