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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叫
北二十里泡

作为生活在大庆三十多年
的居民，感知最深的就是大庆的
生态变化。龙凤湿地，这个原来
叫北二十里泡的地方，原是石化
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排污池”，臭
气熏天，人不愿去，鸟儿不愿
留。直到 1997年建立起市级自
然保护区，禁猎、禁渔、禁牧、禁
耕作，禁止排放未经处理的污
水，北二十里泡才渐渐出落成

“小美女”；六年后，经过换水、建
起廊桥、雕塑、观鸟塔、鸟类科技
馆，这里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大
美女”。龙凤湿地才成为市民假
日休闲的好去处，也是大庆在石
油之外向外递出的一张靓丽的
新名片。

环境的改善，自然就留住了
以前只做迁徙停留的候鸟，就连
挑剔的鹭鸶，也在龙凤湿地内筑
巢安家，繁衍后代，由几年前的
几只，激增到成千上万，连绵五
公里的“鹭鸶坝”成为一景，不是
江南胜似江南。

抬眼远望，抽油机不停地叩
拜大地，不断拔节的楼群就在湿
地之侧，还有百鸟翔集，绕城盘
旋着……龙凤湿地已经晋升为
省级保护区、总面积 5050 多公
顷、中国最大的城中湿地，仿佛
是大庆这幅浑然天成水墨画上
一枚动感十足的闲章。

大庆的美，美在大油田，美
在大湿地，美在大百湖，美在大
温泉，美在大草原，美在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禀赋下成长的大
庆人!

走进大油田辽阔的沃野，你
随便定格一抹剪影，都会感受到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
三抖”的豪迈;你会感知“铁马冰
河入梦来”的壮烈；感叹“钻头拐
弯、千米探秘”的科技巨擘唱大
风，家国情怀的胸腔里，喷发的

是钢铁的魂魄。

百湖之上
百鸟欢歌

让我们与大湿地有个约会！
走进湿地清纯的芬芳，你肯

定会陶醉在这片风景——伴仙
鹤起舞，仿佛远离凡世;在雨中听
荷，喧嚣中体味宁静;看万鸟齐
飞，触摸天人合一的旷达……

让我们与大温泉亲密相拥！
跳进温泉温暖的怀抱，你的

心跳将发出最强音。湖水有灵
性，温泉有心性，体会冰火两重
天的惬意，体会红尘里的浪漫、
体会骨子里奔放的流年往事。

时代广场胸襟广阔，百湖之
上百鸟欢歌，隆隆的钻机轰鸣在
陈列馆，万人誓师声震九天，大
写的工人顶天立地，到处回响铁
人的铮铮誓言。

这里是个宜居的地方：坐拥
百湖，四季分明，鸥鸟翔集 ，草原
辽阔，路通桥畅，民生便利，城市
拔节。这里是个宜业的城市：

“爱国、创业、求是、奉献”的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刻入骨血，18类
产业经济强筋壮骨，广袤黑土地
滋养向上的力量。

人类与鸟类
和谐相处

爱鸟、护鸟、拍鸟，如今也成
了这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城市
的一种潮流。曾经，一位摄影人
涉水冒险进入湿地，救助一只被
铁夹子夹住的红嘴鸥的事，被当
地媒体报道，那血淋淋的铁夹、
凄楚的悲鸣，引爆了一座城市关
于人鸟和谐相处的话题，并由此
产生了一个节日——观鸟节！
从炎炎夏日，到秋风乍起，子女
搀扶着父母、父母牵引着孩子，
大家都琢磨着该为鸟儿做点什

么，是爱心投喂、是编织悬挂鸟
巢、是救助受伤鸟儿……登上观
鸟塔，俯瞰翱翔在苇草萋萋之上
的鸥鸟，走在廊桥间，聆听鸟儿
天籁般的和鸣，抚摸野花朵朵，
嗅嗅青草芳香，与大自然深情对
话。

就在六月初，一场“到大庆
去露营”系列活动在龙凤湿地拉
开帷幕，3000 多顶帐篷，如雨后
春笋，在湿地观光塔下“冒”出
来，让来自四川、海南以及省内
周边市县的游客，享受到一场在
蓝天白云下，沐浴温暖的阳光，
感受微风轻拂，喝着啤酒、吃着
水果，撸串猜拳，体验自然之趣、
和谐之美，收获一种属于这个季
节的仪式感。

夜幕降临，忽然，“青天一顶
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
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
的歌声响起。这是电影《创业》
中的主题曲，道出了艰苦环境
中，大庆石油工人乐观向上的情
怀。老一辈大庆人“宁肯少活二
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其
目的就是让大庆人多活二十年，
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时，肚子开始叫了。饿
了，那就寻一处吃的地方吧。在
龙凤湿地腹地，潜藏着坑烤一条
街。坑考肇始于大庆石油会战
时期，石油工人为了充饥烤土
豆、烧黄豆、烤冻馒头，而经过岁
月的沉淀，生活质量提高的大庆
人，创新坑烤方式，增加坑烤品
类，烤全羊、烤鹅蛋、烤鸽子、烤
地瓜等数十个色味俱佳食品，被
端上餐桌，人们品尝后，唇齿留
香，赞不绝口，因此，大庆坑烤荣
登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成为名
扬四海的招牌菜!饕餮完毕，再次
走进湿地，一堆一堆篝火，辉映
着跳舞的游人，眼望近在咫尺的
城市，高楼鳞次栉比，一片安详
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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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佳木斯市有一座杏林湖公园，风
景秀丽且历史悠久。

杏林湖公园始建于1958年，历时五年初具
雏形。历经风风雨雨后，1989年，在市政府倡
导下，对公园进行了大面积改造，把原杏林湖公
园改建成“儿童公园”。儿童公园四周被高大的
院墙围着，可购门票从东、南、西三门入内，是上
世纪九十年代孩子们与闹市隔离的童话王国。

2004年为使公园提档升级，给广大市民创
造休闲的环境，市政府又把原“儿童公园”拆墙
透绿，投资近干万元重建公园，并于2004年8月
更名为杏林湖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

经过几个阶段的维修建设，杏林湖公园从
众多的“口袋”公园中脱颖而出，凭借着广阔的
绿植面积、优雅的自然环境、宜人的风光景色成
为不少佳木斯人心中的第一公园。

杏林湖公园的主体由“三山一水”组成，“三
山”即为环湖岛、漂流岛、长把岛，一水即占地
3.23公顷的杏林湖。由于公园建于杏林河中上
游，河水穿湖而过，为此而得名杏林湖。一水环
绕“三山”，其间又有各种小桥连通，使得杏林湖
公园曲径通幽，有种江南水乡的韵味儿。

可以说杏林湖公园的美一半在婉约旖旎的
湖光山色，一半在各具风格的小桥亭廊。湖光
山色自不必说，暮春到初秋，身披锦绣的“三山”
倒映在杏林湖的碧波里，连同湖中的蓝天白云，
勾勒出一幅幅色彩艳丽的连体图画，令人着迷，
深陷其中。单是从不同方向通往杏林湖小岛的
桥就美到了极致。被传说故事宠爱的罗锅桥，
躬成半轮圆月，静候有缘人共赴圆满；悠然洒脱
的吊索桥，被竖起的根根吊索撑起两道弧形长
虹，走上去，微微摇晃，思绪也跟着荡漾；状如水
上立交桥的三岔桥，向三个方向伸出滑梯似的
长臂膀，热情谦卑地把游人送往各自的方向；端
庄典雅的五孔桥，侧有杨柳依依，前有荷叶田
田，似京剧中的青衣，甩出一种独特的韵味，让
人走出很远，又忍不住回眸一望。此刻，它和它
湖中的倒影，正合抱起五个圆圆的绿月亮，带你
走进北海公园一样的如梦幻境。

杏林湖上也有寓意深刻的桥，如平安桥、长
寿桥等，我更愿意叫它们愿望桥，心中拥有美好
愿望，过桥便可抵达彼岸。

开放后的杏林湖公园北临医学院，南抵站
前路，东起杏林路西端，西至长青路杏林桥，从
哪面都可以直接进入，我却依然习惯把东面作
为它的正门。东面起始处有一块大的假山石，
溪水潺潺，从假山石的顶端直流而下。假山石
正面镌刻着“杏林湖公园”五个十分醒目的红色
大字。

春赏杏花满枝头，杨柳依依唤湖醒；夏有荷
花满池绿，同乐亭前碧水依；秋风落叶一朝起，
满地尽是黄金甲；冬雪纷至杏湖上，“三山”静默
裹银装。杏林湖公园因季节的变化有所不同，
但每个季节都如诗如画，令人心动。

杏林湖公园也是佳木斯人心中的乐园。尤
其是夏季，附近的居民似乎都跑到杏林湖公园
里来了。白天，有的在凉亭里拉起二胡唱起歌；
有的划起小船顺湖飘荡；有的稳坐湖边，静静垂
钓；也有的追逐时光，走过一桥又一桥……到了
傍晚，就越发热闹。徒步竞走的人，自发地组成
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如一条流动的小河，沿
着杏林湖外围一圈一圈地奔涌。走累了，有些
人会选择到杏林湖东侧的喷水池边休息。喷水
池里的喷泉扬扬洒洒，不停地向上喷发，丝丝凉
意驱散了夏日的暑热。这时，喷泉后面圆顶建
筑里的灯光亮了，秒变成童话中金碧辉煌的城
堡。整个杏林湖公园在灯光幻影中，变成了不
眠不休的欢乐谷。

杏林湖公园是佳木斯人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更是佳木斯的一张名片。若有朋至远方来，
我陪君游杏林湖。

佳木斯
杏林湖印象

□文/摄邵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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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庆 素 有
“天然百湖之城”
的美誉，三永湖、
鹤鸣湖、连环湖、
黎明湖……近二
百个湖泊，如一
尘不染的明镜，
点缀在“绿色油
化之都”。入夏，
呼吸着带有草香
的微风，听着叽
叽喳喳的鸟鸣，
看着扑棱棱的翅
膀如呼麦一样的
天 籁 ，让 人 陶
醉。其实，到大
庆消暑，主要是
奔着众多大湿地
而来。出了哈大
高速路口，宽阔
的入城路，直抵
大 庆 湿 地 跨 线
桥。它犹如一条
彩带，舞在水草
丰茂、荷舞鸟翔
的 龙 凤 湿 地 之
上 。 下 了 跨 线
桥，就是世纪大
道，只见路的两
旁，蓊郁的杏树
已经挂果，绿化
带中的兰花，细
碎而鲜艳，在碧
绿中随风摇曳，
花香迷人，伴你
入城。

童年曾在大庆地区的一处叫黑鱼泡的
湿地边上居住过，那浩渺的水面，密集的芦
苇，成群的水鸟，丰富的野生鱼，深深地刻在
我的记忆深处。当盛夏时节，朋友邀请我去
哈尔滨东郊的国家 AAAA 级景区白鱼泡观
光时，我竟然立马联想到了为我的人生带来
过无穷欢乐和回忆的黑鱼泡。想到这黑白
仅一字之差，或许能唤回童年的梦境，于是
欣然前往。

25 公里的路程，在高速的汽车轮子面
前，应算是咫尺之间。几十分钟后，我已经
呼吸到白鱼泡的气息了。穿过一片园田，走
过一排白杨，艳阳之下，一片碧绿的水面展
现在面前，朋友告诉我，这就是白鱼泡，国家
级湿地公园。

像见到初识的朋友，我打量了一番这片
大湿地。湿地岸边是一排古色古香的小船，
远处是茂盛的芦苇，天空中漂浮着淡淡的白
云……纯自然的美景，让我们几个坐惯了办
公室的人，感到无比亲切。

朋友安排的第一个活动是乘船游湖。
我们穿好救生衣，坐上小木船，在无际的芦
苇中穿梭。六七位身穿橘红色的救生衣的
人汇聚在一起，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

水面上不时有鱼儿跃起，渲染着白鱼泡
的生机。

转过一片芦苇，天空中突然多了似曾相
识的身影，一群鱼鹰盘旋在游船的周围。这
是一种我很熟悉的水鸟。在我少年的时候，
曾经走进黑鱼泡捡拾水鸟蛋，每当进入鱼鹰
的繁殖区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景。至今想
起当年鱼鹰在我的头上尖叫的声音，还有一
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此时我真仿佛是故地
重游。我自信地对朋友们说，这里肯定有鱼
鹰的窝。我向大家介绍了鱼鹰蛋的颜色和
大小，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庆幸童年的生
活经历，使我有了炫耀的资本。

晚餐朋友安排了丰盛的鱼宴。白鱼泡
的鱼类很有名，清朝时这里还是皇贡基地，
而且有文字为证。据《吉林通志》记载：“哈
尔滨东郊有小白鱼泡，乃清代鱼贡之所，所
贡之物，翘头白鱼也，也有鲫鱼、花鱼、哲罗
鱼、鳌花鱼、柳根鱼、草根鱼、鳊花鱼、鲤鱼
等。”目前的白鱼泡，仍保留了各种鱼28种之
多。难得的鱼宴，使我们胃口大开，酒量也
比平时长进了不少。

第二天清晨，我虽然感到有些疲劳，但
还是早早起床了。走出宾馆，清新的空气扑
面而来，我感觉少有的清爽。于是，我又一
次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高高的白杨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在高
声大嗓地鸣叫。我再次穿过白杨树，只见一

排小船静静地靠在岸边，等待着即将到来的
游人。我想起了一句诗：“野渡无人舟自
横。”感觉有点味道。几个朋友正在岸边垂
钓，一问才知道，他们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
了。看他们摘下活蹦乱跳的鱼时脸上怡然
自得的表情，我也被感染得情趣高涨起来。

继续前行，一大片荷花池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种人们非常喜欢的花，因为她的美
丽，因为她的高洁，也因为北方这种花的稀
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对荷
花最好的评语，也是古往今来文人雅士的不
懈追求。顺着一座木桥，我径直来到荷花池
中。周围一片宝贵的宁静，我慢慢地欣赏着
一池的碧绿。在几株肥硕的荷叶前，我停下
脚步，蹲下身子，聚焦起目光。记得在一篇
咏荷的文章中，得知荷叶具有蜡质的特性，

使水无法在叶面停留，只能顺势滚动，因此
保持着自身的洁净。宋代文坛大家苏轼曾
写过这样的词句：“圆荷泻露”，说的是在明
月如霜的夜晚，和风轻拂，园中的池塘里，鱼
儿跳跃，圆圆的荷叶上，珍珠般的露珠在滚
动……好一幅寂静凄美的画面。而此刻我
的眼前，一只只阔大的荷叶上，还真凝聚着
滴滴晶莹剔透的露珠，珍珠般美丽。

告别了荷花池，看到同来的友人，她正
端着照相机，站在湖边一排垂柳下。我走过
去，她告诉我这里是拍照的最佳景点，我环
顾了一下四周，很佩服她的选择。湖水翠
绿，垂柳依依，好一幅天然的图画。于是在
她的指点下，我留下了在白鱼泡美好的瞬
间。感谢白鱼泡，为我带来了欢乐，也使我
重温了童年的梦。

寻梦白鱼泡
□文/摄 陈杰

白鱼泡一角。

杏林湖公园一角杏林湖公园一角。。

杏林湖上的桥。

大湿地游客大湿地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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