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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这儿几乎家家园子
里都种着樱桃。樱桃是北方最早成熟
的水果，素以“春果第一枝”而闻名。
樱桃确实聪明，不与其它果木为伍，先
行争春绽放，填补寒暖之隙的“果荒”，
尤为惹人怜爱。一丛丛绿枝蓬勃，一
夜春风，一颗颗绿宝石变成红玛瑙，红
红的小果实就张扬着挂满了枝头，像
一串串待燃的鞭炮。樱桃的果实酸酸
甜甜的，极大刺激着我们饥渴的味
蕾。樱桃也成了邻居间彼此相互馈赠
的礼物，成为沟通感情的媒介。熟透
的樱桃落地，来年就钻出许多嫩芽。
可见樱桃具有超强的生命力。

过去的樱桃只灿烂在春季，春去
樱桃落，故唐后主李煜感叹“樱桃落尽
春归去”。现在，樱桃的品种很多，有
上百种，大多在夏季产果，果实也大得
多，确如珠玉相仿。那时我们只感谢
樱桃的口福之恩，没有想到有朝一日
樱桃会成为家乡父老脱贫致富的“摇
钱树”。

后三村是黑龙江省望奎县莲花镇
唯一的满族村，也是一个贫困村。党
的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后三村党总支
寻找能够让村民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几经搜寻，把靠经营樱桃致富的李金
山请到后三村，投资 300万元，流转土
地 100亩，建起大棚 4栋，栽种美早樱
桃，随后又引进大客户，并且采取招商
入股等办法，发动村民带动亲朋好友
入股或投资，一下子建起大棚 50 栋，
1850 棵樱桃迎风怒放。全村 68 户贫
困户全部和樱桃大棚挂钩，为大棚做
管理工作。真是农民当上合同工，致
富路上向前冲；贫困户天天有收入，脱
贫致富迈大步！

后三村发展以樱桃为主的多种特
色种植，现在集体积累达到 771万元，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200 元，摘掉
了贫穷落后的帽子。人们说，五十栋
大棚就如同船队，那一排排樱桃树就
如同划船的桨，党的扶贫政策指引着
前进的航向，后三村驶向了文明富裕
的港湾。

盛夏时节，我来到后三村的樱桃
林，全身立刻被淡淡的香气浸润着。
眼前的樱桃树风姿绰约，如透着青春
气息的美少女，热情洒脱，如雪的繁花
已然落尽，片片绿叶却翠绿如新，枝叶
间，樱桃亮如珍珠玛瑙，晶莹剔透，玲
珑可爱。我吸下鼻翼，甜甜的香气钻
进我的肺腑，像撩人的小手，把一切污
秽揩得干干净净，我通体透彻，人也一
下子清爽了许多。

樱桃，别名车厘子、荆桃、樱珠
等。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血红素，具
有超强的美容养颜功效，兼具平肝益

脾、调气活血之功效。是世界上公认
的 VC之王和“生命之果”。这里的樱
桃不用农药，露水已经把它洗干净了，
只管吃，保证绿色，有营养。我摘下一
颗樱桃放进嘴里，牙齿翕动，清香溢
出，甘甜如怡。果肉柔软地进入到食
道和胃里，带给人无限享受。硬硬的
果核儿舍不得吐掉，就在津液的包裹
下在嘴里打转儿，连同它一起打转儿
的还有无限思绪和遐想。

宋代诗人强几圣曾作诗赞樱桃
“人说樱桃美，谁知味特殊”，又说樱桃
“血滴春鹃泪，胎含火齐珠。透肌胜琥
珀，爽口剧醍醐”从色、形、味对樱桃大
加溢美，甚至断言“园林千百品，甘处
后尘无”！确实，历代文人包括李白、
苏轼这样的文豪对樱桃都大加赞赏，
不吝赞誉。南宋词人蒋捷因一句“流
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而被誉为“樱桃进士”。就连坐拥万里
山河的帝王也对樱桃情有独钟，后梁
宣帝曾作《樱桃赋》，大名鼎鼎的唐太
宗也高兴地夸赞樱桃“昔作园中实，今
来席上珍”。历史上樱桃确实曾被列
为“贡果”，身价倍增，是不轻易入寻常
百姓之家的。

关于樱桃的趣事只想起一个，竟
和乱臣贼子——唐安史之乱的史思明
有关。史思明突厥人，少有文化，叛乱
后在范阳称帝，建国大燕，封其子史朝
义为怀王，周贽为相。一日，史思明在
大殿与群臣吃樱桃，来了诗性，写下

“樱桃子，半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
一半与周贽”的诗，并请大臣提意见。
有位耿直者以押韵为由建议后两句调
换位置，史思明勃然大怒，曰其子贵为
王胄，岂能居于周贽之下？

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骚客，
谁也没有想到历史发展到今天，勤劳
的人民赋予了樱桃新的内涵。樱桃树
如笔，描绘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的
明天；串串樱桃如盏盏灯笼，照亮新时
期的农民向着幸福美好的明天阔步前
行！

一声汽笛，把我从樱桃的世界里
带回现实。但见一辆汽车停下，一个
村民从驾驶室跳下来，大伙兴高采烈
地装车。一箱箱樱桃装上车，驶出樱
桃园，沿着四望公路一拐，不远处就是
黑哈公路。后三村的樱桃就由这条公
路大动脉输送到大连、北京等地，成为
市民争先品尝的时令水果，鼓起了后
三村农民的腰包，成为小村脱贫攻坚
战中最大的功臣。

我站在樱桃树下，眼前是一片樱
桃绽放的红色，那是党带领人民群众
在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中绘制的美
好生活的绚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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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熟了樱桃熟了。。

雨后的樱桃。

家乡鸡东山多，七山半水二分半田的地貌，行
成了山峦起伏、连绵不断的自然景观。鸡东的山，
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到底有多少座，无从知晓。
据鸡东县志记载，已命名的山峰有 87座。按动物
命名的有鸡冠山、牛心山等；按山型命名的有八楞
山、锅盔山等；按方位命名的有西大坡、八家子前
山等；按出产命名的有杏山、磨石山等。近些年来
一些文人墨客又给一些山峰赋予了非常有彩儿的
名字，什么凤凰山、麒麟山等。

家乡的山，虽没有多么驰名，多么灵秀，但它
却让住在这里的人们感到无比的亲切。家乡的山
地面积 2171.9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37.6﹪。森林
茂密，群山屏立，形成了天然的大氧吧，大屏障。
山，使家乡年年风调雨顺；山，使家乡日日气象清
新。

家乡的山，一年四季风光奇异。春，松涛阵
阵；夏，百花争艳；秋，色彩斑斓；冬，白雪皑皑。当
春姑娘刚刚踏上北国的土地，冰凌花便早早地钻
出冰层绽放，迎接早春温暖的阳光，树木吐出嫩
绿，抚摸着春姑娘的衣裳；盛夏，这里是绿色的海
洋，碧波万顷，各种鸟欢快地歌唱；晚秋，红的，黑
的，各种果实缀满山梁；隆冬，银山玉野青松翠，无
限风光北国情。

家乡的山，不仅山美景美，更有无尽的宝藏。
松茸是全球稀有的野生共生菌，是山珍中的极
品。人参、黄芪、党参、五味子、刺五加遍生山间，
木耳、蘑菇、核桃、葡萄等各种山菜野果比比皆
是。山中常有虎、鹿、黑熊、野猪、狍子出没。柞
木、白桦、兴凯松、红松、云杉、冷杉、红豆杉把山山
岭岭装扮得美轮美奂。

家乡的山曾是东北抗联经常活动的地方。这
里的白山黑水之间都留有抗联将士的英雄足迹。
在这里他们不畏艰苦，痛击日伪和匪群，取得了一
个个胜利。大顶山战役击溃谢文东匪部，锅盔山
上抗日名将李延禄率队横扫日寇。朱守一、李银
峰等抗日英雄就常眠在这里。每当我们走进大
山，就会有“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
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的
歌声回响在耳畔，就会有抗联将士英勇杀敌的景
象展现眼前

人在山中，山在心中。家乡人特别爱山恋
山。山，给了家乡人高贵的品格，宽广的胸怀，挺
拔的精神，坚强的意志。

这些年来，每次走进大山我都会有一种莫名
的兴奋。走在山路上就能体味到“山重水复，柳暗
花明”的境界。山不是平原的一览无余，它呈现给
我们的往往是路断峰绝，层峦叠嶂。走在山路上，
总会情不自禁地得到某种人生的禅示。

当我走出大山的时候，虽然大山离我而去，但
它的风采，它的博大，它的静谧，却无时无刻不在
我脑海中涌现，那起伏的山峦，蜿蜒的山路，嘶鸣
的山风，仿佛还在眼前，响在耳畔。

话说鸡东的山
□汪鸿

鸡东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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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热风辣辣地
吹来，望奎县的田野一
片葱绿。葱绿的田野，
恰似一个青年，披着绿
色的头发，在光阴里行
走，器宇轩昂，意气风
发。那绿，滋润着人的
双 眸 ，浸 润 着 人 的 心
扉。那绿，让人心醉，
让人意乱情迷。

葱 绿 的 田 野 尽 是
玉米、大豆、水稻，间或
有谷子、马铃薯，放眼
望 去 ，无 论 是 什 么 庄
稼，在六月里呈现的都
是绿色。然而，莲花镇
后三村 1.3 万亩庄稼地
里，却突兀地出现了一
片红色，像盛开在无边
绿叶里的红花，分外耀
眼。这一片红色是樱
桃。

地 处 松 嫩 平 原 腹
地的后三村上空一片
瓦蓝，但不知什么时候
就突然长出一片云彩，
瞬间就淋下雨来，像蓝
天垂下的珠帘，像写给
大地的诗行。这个时
节，地里的农活已经完
事了，正是农闲季节。
但后三村例外，无论阴
晴，人们都欣喜地游走
在无边的绿色里，没入
那一片樱桃的红色里。

后 三 村 的 村 民 在
樱桃园里采摘着果实，
装成箱，发往外地。有
的村民在樱桃园旁边
的公路上支起伞，叫卖
着樱桃。有不少附近
乡镇、县城的人，专为
品 味 采 摘 的 快 乐 而
来。他们或银发婆娑，
或青春年少，他们呼朋
引伴，或偕妻带子，个
个 兴 奋 异 常 ，其 乐 融
融。树上的樱桃红红
的、红里透着黑，如珠
似玉，在绿叶间放着光
彩。

因为樱桃，让后三
这个普通的村子一下
子变得了不起；因为樱
桃，后三村一下子甩掉
了贫穷的帽子；因为樱
桃，人们领略了现代农
业的无穷魅力；因为樱
桃，村民们对生活和未
来充满了激情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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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时 21分坐上 K7035次列车，开启了我们的哈
尔滨至黑河之旅，对于第一次坐 11个小时的火车去
黑河的我来说多少有些兴奋。晚上的火车相比白天
来说有些安静，对于坐惯了长途火车的人来说，晚上
躺在卧铺上睡一觉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在火车阵
阵的轰鸣声中睡了 7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黑河。

第二天清晨出站时，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
雨，乘客们纷纷打着五颜六色的雨伞在雨中前行。
黑河站不大，一出站就能看见在火车站中心广场伫
立的民族英雄萨布素的雕像，近看雕像能感受到了
萨布素“指挥万马猎平沙”的风采。

夏日的黑河十分凉爽，大街小巷都能感受到俄
罗斯风情。傍晚吃过晚饭去黑龙江畔走一走，哼一
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眺望对面的布拉戈维申斯
克，能看到同样在江边散步的俄罗斯人，让我不禁想
向他们挥手问好。

傍晚的夕阳洒落在江面上，一艘渔船在江面上
滑行，将倒影拉得很长，这富有诗意的场面让我快速
拍照记录下来，毕竟美好的事物太容易消散，怎么能
错过呢。

在黑河几天恰逢艺术节，举办方在江边广场设
置了十个点位，每个小亭子有一个表演节目。一位
穿着旗袍的女士正在调试着她的琵琶，美妙的音符
让人止步停留欣赏；另外一个亭子身穿汉服的女子
正在弹古筝，《沧海一声笑》颇有“侠女”的风范；下一
个亭子里表演的小丑正在和孩子们互动，其它的亭
子里有唱歌的、跳舞的，各类表演让散步的人们停下
匆忙的脚步静静地观看，晚风轻拂，街灯亮起，夜生
活正式开启。

6月的黑河很舒适，晴朗的日子，气温一直保持
在 23摄氏度左右。下过雨之后会更加凉爽一些，恰
如朱瞻基《夏景》里描写的：“景雨初过爽气清，玉波
荡漾画桥平。穿帘小燕双双好，泛水闲鸥个个轻。”
用此来形容雨后黑河的夏日景色恰到好处。对于拥

有漫长冬季的黑河来说，短暂的夏季弥足珍贵，不来
一顿烧烤那将会非常可惜的。在黑河江边的美食街
能够看到许多露天烧烤人的身影，吹着江风，喝点小
酒，那是相当惬意了。

对于黑河的称呼有很多：北国明珠、中俄双子
城、祖国的北大门等。黑河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守
护在祖国的北方，黑河市东南是与伊春市和绥化市

相接壤，西南是齐齐哈尔，西边直接可以进入到内蒙
古，这里码头上的货物运输日夜不息，这里的北国景
色风光无限。三千七百年的古城在历史的长河中走
过，如今以全新的面孔继续前行。汽车行驶在 331国
道，沿途经过卧牛湖，宽阔的湖面让人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夏日的黑河，快来爽一爽。

本文图片由 石琪摄

黑龙江畔景观黑龙江畔景观。。

黑龙江畔的黄昏黑龙江畔的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