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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玛县韩家园镇“中国最美小镇”景区是国家
AAA级景区。韩家园能够跻身“中国最美小镇”行列
是因为这里有着大山大河相依相映的钟灵毓秀，有着
来自远古的悠远和神秘，有着打动人心的质朴和纯
净，还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

韩家园地处黑龙江省北部，大兴安岭东南麓，东
靠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南临黑河市与小兴安岭
接壤。

兴安岭上的“最美小镇”

韩家园是“韩家菜园子”的简称，清朝末年呼玛河
流域出现了淘金热，一时商贾云集，热闹喧嚣。当时
定居在倭勒根河畔的一户韩姓汉族人，以种菜供应采
金人谋生而得名，后来延续至今。韩家园于清朝得
名，但却是从远古走来。据呼玛县志记载，韩家园附
近出土的猛犸象牙遗骨，昭示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南
北朝时室韦族世代而居，这里曾是鲜卑、女真“龙兴之
地”的皇家禁地，素有“千年福地，生态之都”的美誉。
1991年韩家园林业局成立，这个古老的小镇变身为生
态园林局。小镇顺山势而建，依林而居，林在城中，城
也在林中。从“生态园林局”到打造“北欧风情小镇”，
再到率先建成“生态型花园式新林区”，一个“中国最
美小镇”跃然呈现在浩瀚的兴安岭上。

一脉河水自远山而来，浩浩荡荡，群峦于万古而
始，莽莽苍苍。黑龙江与嫩江像蜿蜒的玉带缠绕群
山，呼玛河、宽河横贯全境。90万公顷的茫茫林海，空
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出城市 40多倍，是天然的大氧
吧。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品味大自然的芳华，徜徉
在登山道上，此起彼伏的鸟鸣，演绎着“林静鸟谈天”
的诗意盎然。

晴朗的夏日，我带着慕名而来的家人来到韩家

园，行走在路上，就是穿行在林中，淡淡的清风和原始
的花草香味沁人心脾，扑面而来，宛若世外桃源。热
情的文友带领我们参观金水湖，湖的一侧，闲置的采
金船被束之高阁，作为曾经采金的记忆。凭栏远眺，
远远就能看到抽象的“金”字造型的白色“凉伞”高耸
湖面，湖面上波光粼粼，山影倒映，野鸭嬉戏，间或几
声鸟鸣，让人心旷神怡，林中的木屋别墅，古色古香，
纯正的好闻的松木香入鼻，深深地呼吸，就闻到了大
森林的味道。

金文化主题公园让我们再一次欣喜，刻在石头上
的99个“金”字散落在草丛里，有一种旷远和苍茫，飞
来石上红色的“锦绣家园”四个大字格外耀眼，登临飞
来石，家园秀美尽收眼底。旁边一头干劲十足的公牛
昂首向前，激励家园人不用扬鞭自奋蹄。

听涛阁里听松涛阵阵，鹿鸣山中感受呦呦鹿
鸣，走在曾经的采金沙滩，想象曾经金家沟采金的
繁忙……

双河源湿地美如画

景区中的双河源湿地养在深闺人未识，等待着
旅人的脚步走进它的深邃和神秘。双河指的是内倭
勒根河和外倭勒根河，鄂伦春语为清澈的河流，双河
缠绕群山缓缓流过，滋养着丰富的菌类和野果：木
耳、猴头、毛尖蘑；野生红豆和蓝莓。

景区中的绰纳河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森林公
园，也是珍稀动植物的天堂，飞龙鸟在蓝天上自由飞
翔，红嘴鸥、白额雁等候鸟流连忘返，野鹿、猞猁、狍
子、山兔自由自在地穿行在林间……挺拔的樟子松、
俏丽的白桦林、灵动的红毛柳随性地生长，眼前俨然
就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墨画卷，我们成了
画中人。

若是飘雪的冬日驱车从十八站驶入韩家园，淡
淡的雪花飘洒在冷冽的空气里格外清新，映入眼帘
的是尖顶的北欧建筑和环绕的林木，一切都在空濛
里，“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下子就进入了《诗经》里
的唯美、至纯的境界。在雪中漫步，映着些许的灯
光，静谧无声，只有雪地里咯吱咯吱的足音回响在小

镇上空，没有灯红酒绿，没有热闹喧嚣，只有那份沉
寂和空灵，爱上小镇的冬日。小镇在我的心里就是
北欧风情小镇的模样。

家园之美也是人文之美。这里的人们凝聚着温
暖，传递着亲情。“善行家园·温暖相伴”志愿服务活
动传递着润物无声的正能量，这里的人们邻里和谐，
家庭和睦，这里的人们开心健康，怡然自得，百岁老
人眷恋着家园，安享着晚年，年轻人干劲十足，奉献
于家园。大山深处的韩家园人把日子过成了一家亲
的感人画面。百岁老人马素兰、冯绍成愿意一生都
生活在这温情的家园，她们说，生活在这里，舒心、安
心、暖心。

韩家园人的金山银山

90 万公顷的施业区是韩家园人的金山和银
山。走进韩家园森林生态展厅，大屏幕正在播放韩
家园生态产业发展的生动场景，林畜产业、林药产
业、林菌产业、林苗产业、林果产业正在有序发展，
生态旅游如火如荼，打造黄金古镇，完善金文化主
题公园；深挖抗日文化，将尚存的碉堡、地窨子、瞭
望哨恢复原状，利用日军麒麟学校遗址建立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生态旅游正焕发出勃勃生机。绿
鑫源管护站让我们感受到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一
个侧面，整个管护站按照原始木屋打造，企业文化
建设尽在其中，绿鑫源山庄依山傍水，集休闲、餐
饮、垂钓于一体，置身山庄，有种“沉醉不知归路”的
情绪在心底油然而生。最美小镇之美也体现在惠
民增效的发展之美。

带着不舍离开绿鑫源山庄，管护站宣传栏的
标语还在我们耳边回响：“山为伴，林为友，站为
家——做绿水青山的守护者”。这动人走心的标
语，也是韩家园人守护绿水青山的誓言，谁说甘于
寂寞、扎根大山、无私奉献，不是一种至上之美呢？

作为曾经入选十大“中国最美小镇”的韩家园，
在评选时如是说：我们家园之美，美在生态，美在人
文，美在发展，我想说，还有美在奉献！

本文图片由呼玛县韩家园林业局宣传部提供

金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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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夏，古梨园都会成为哈尔滨人热衷的打
卡地。不久前，迎着温暖的春光，我也去了一次古梨
园……

乘坐地铁3号线在大有坊房站下车，跟着人流，
沿着大有坊街前行几分钟后，便来到了位于大有坊
街 60号的古梨园的东门。本来这是我很陌生的地
方，没想到这样顺利就来到了。

刚刚走进古梨园，就听到前方传来阵阵节奏感
极强的鼓声和歌声，循着声音走过去，只见一群人围
在一棵大树下，鼓声和歌声就是从人群中传出来
的。我好奇地凑上前去，透过人群的间隙，看到一排
身着艳丽服装、头戴骑士帽子的男女，正在欢快地拍
打着腰间的鼓，随着鼓点，前后左右摇摆，几个男女
舞者在场地中间欢快地跳着舞蹈。

古梨园的前身是原哈市太平区的苗圃，1989年7
月经市政府批准将苗圃改建为开放式公园，经过5年
建设，于1994年10月8日正式对外开放。古梨园里
古木参天，路两侧不时有高大粗壮的大树出现在我
的视野里。一处围栏里，一棵粗壮的老树巍然挺立
着。我从树干上的标注得知，这是一棵山杏，已经有
178年树龄了。在春光中，树枝上已经布满了含苞待
放的花蕾，用不了几天，这棵老树将成为园中的一道
靓丽风景的。我怀着对生命的敬仰，选好角度拍下
了这棵老树。

在古梨园，还有很多老树，有榆树，更多的是柳
树，虽然没有标明树龄，但观察树干推断，至少都应
该有几十年、上百年了，树干几个人都抱不过来。让
我惊奇的是，这里还有连成片的高大柳树，显然树冠
经过了修剪，看上去更加精干挺拔整齐，一缕缕柳丝
在春风中摇曳着。

此外还有亭亭玉立的白桦林，芳香四溢的丁香
园，让古梨园更加魅力四射。

5月，正是哈尔滨的花季，古梨园内的梨花、杏
花、桃花、榆叶梅、丁香等竞相开放，簇簇花树前围
满了游人，人们纷纷在花前拍照留念，让自己靓丽
的身影在明媚的春光里，与枝头的花朵相映生辉。
很多老年人纷纷换上艳丽的服装，在公园的广场和
空地翩翩起舞。一些健身爱好者，则利用难得的春
光，或在僻静之处，舞动着长枪短剑；或围聚在球台
前挥拍搏杀，享受露天乒乓的快乐；或静静地坐在
长椅上，让宝贵的春光温暖着身心；或登上观翠亭，
把满园生机勃勃的绿色尽收眼底……公园就是人
生的舞台，为每一个走进公园的人提供了展示自我
的机会。

在阵阵乐曲和欢笑声中，我放缓脚步，放松心
情，尽情享受着眼前美好的生活。走过荷风亭，登上
探幽桥，穿过芳香四溢的丁香园，欣赏了亭亭玉立的
桦树林，最后跨过探奇桥。抬眼向前方望去，绿树掩
映中，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出现在视线里。走到近
前，只见牌坊上书写着两个大字：梨苑。

牌坊翘檐彩绘，端庄大气，仿佛一道屏风，护卫
着百年的梨树。牌坊中间的门柱上，刻写着一幅对
联：聚四时精华作本历百载风霜雪雨，集八方灵气为
心感万众喜怒乐悲。迈进牌坊的门，渴盼许久的百
年的老梨树出现在眼前，我感觉心为之一震。

老梨树前，围着一圈木制围栏，围栏外挤满了游
人。人们用惊喜、敬佩、赞叹等多种目光，从不同角
度注视着这棵百年老树。而老梨树似乎早已见惯了
眼前的阵势，不动声色地昂首挺立在那里，用密密麻
麻洁白的花朵，与游人进行无语的交流。

我拿出手机，在老梨树外围转了一圈儿，寻找拍
照的最佳角度，可惜，游人实在太多了，很难拍到一
张完整的老梨树。拍了几张感觉都不理想，反映不
出老梨树的风采。我又挤到围栏前，近距离地观赏
老梨树。虽然历经百年，但老梨树的周身仍然活力
四射，看不出一点的苍老。据媒体报道，老梨树树高
已经达到12米，三四层楼的高度，冠幅约20米，覆盖
面积300多平方米。粗壮的树干，托举着纵横交错开
满鲜花的树枝，由于树枝伸展得太长了，很难承受丰
满的树冠的重量，不得不在树枝下用一根根木杆做
支撑。我查了一下，用来支撑的木杆有18根。

关于这棵老梨树的来历，在树前方围栏里的一
块金色牌匾上有详实的记载：1920年，担任东三省巡
阅使的张作霖来哈尔滨视察中东铁路护路军，当时
的护路军就驻扎在今天古梨园的位置。在来哈之
前，张作霖曾找人测字，结果测的是一个“梨”字。测
字先生说这个字与他的名字中的“霖”字有关联，代
表大吉大利，预示张大帅在东北能够扎下根，大有作
为。张作霖到哈尔滨后，派人寻找，在附近的天恒山
发现了这棵梨树，于是亲手移栽于此地。如今这棵
老梨树的树龄已经 138 岁，仍然枝繁叶茂，生机勃
勃。已成为黑龙江省境内有记载的最古老的野梨
树。2009年，被评定为哈尔滨市第 20001号古树名
木。哈尔滨人非常喜欢这棵老梨树，来参观的游人
络绎不绝。

看到很多游人都在老梨树前拍照留念，我的心
也开始躁动起来。于是我拦住两位流连在老梨树前
的女士，请她们帮我在梨树前拍张照片。她们非常
痛快地答应了，接过我的手机，避开不断走过的游
人，按动了快门，为我保留下了和老梨树在一起的美
好瞬间。

古梨园写意
□文/摄 陈杰

“中国最美小镇”
□刘薇

景区一角。

鹿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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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里的飞来石。

百年老梨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