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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春的南山上，有两眼泉水，一眼叫作醉泉，还
有一眼叫作慧泉。两眼泉水四季不停歇，皆清洌甘甜，
煮沸后泡茶，格外好喝，尤其是泡茉莉花茶，更是温润
甜美，这让我联想起杭州人用虎跑泉泉水来泡西湖龙
井的雅举。另外，泉水用来煮饭、煲汤，也都远远胜过
家里水龙头“哗哗”放出来的自来水。因为两眼泉水水
质颇佳，每天去取水的人络绎不绝。醉泉在半山腰，从
山下爬上去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据说水质比慧泉还
要好。而慧泉距离山脚下更近些，只需步行二十分钟
左右就能到达，所以大家都去慧泉取水。

民间就打泉水一事，编了一段顺口溜——“南山
一群背水的，北山一群练腿的，步行街一群晒阳阳
的”，这把伊春的老年人分成了三伙儿，这三件事倒也
都对养生有益处。

不久前，我带着妻儿第一次去慧泉取水，带了 3
个大瓶子，每瓶能装 2升水。一路上都是踏青的人，
我们一家四口随着人群，说着笑着就到了慧泉，还没
觉得怎么疲惫。慧泉前取水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队，我
们坐在旁边的座椅上，吃着随身携带的黄瓜、柿子，静
静地等着。慧泉的泉眼跟家里水龙头打开时的水流
差不多，半山腰的醉泉水流也这么大，但因为醉泉就
在上山的路旁，为美观计，做了龙的造型，泉水是从龙
嘴里“吐”出来的。慧泉则隐在密林深处，泉水是从垒
砌的石头中间汩汩流出来的，显得更加淳朴自然。轮
到我们接水的时候，大儿小儿争抢着去接水，他们迫
不及待地要喝一口。我在旁边忙不迭地赶紧嘱咐：

“喝水要小口啊，要不然水太凉，大口喝会冰得口舌
麻木！”大儿小儿倒也听话，抿了一小口儿，然后一副
心满意足的样子，“嗯，好喝，好喝！舒服，舒服！”那样
子，颇有几分梁山好汉吃下酱牛肉，又干了一大碗酒
的架势。

接满泉水之后，我就地取材，选了一个被风吹落
的粗树枝作为杠子，将 3个水瓶穿起来，让大儿小儿
抬着往家走。载重一共12斤，大儿小儿抬着很轻松，
他们感到既新鲜又快乐，这种场景让我不自觉地唱了
起来，“一个呀和尚，挑呀么挑水吃，两个呀和尚抬呀
么抬水吃，三个和尚就没水吃，没呀没水吃……”逗得
13岁的大儿和 7岁的小儿哈哈大笑。妻子连忙打开
手机，又是拍照又是录像，她想把这快乐的时光都记
录下来。小儿高兴得大喊：“妈妈，录下来，都录下来，
发给姥姥和奶奶看看！”

看着他们快乐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没有自来
水，要天天去几百米外挑井水的日子。一根扁担，两
个水桶，一日两三次，直到把水缸装满才算罢休。那
时我还小，都是妈妈去挑水，那实在是一件辛苦的差
事，至今妈妈挑着水吃力地走在乡间小路上，扁担在
她的肩膀上上下颤动的场景还不时地在我脑海里闪
现。如今，大儿小儿生活里衣食无忧，几乎是要啥有
啥，想啥来啥，抬水在他们眼里如同在玩一个新的游
戏，让他们从中体验到了新的快乐。他俩真应该向这
个伟大的时代致以由衷的敬意！

从这次抬水开始，每逢周末，小儿便请求再上南
山取泉水，他可能玩这个新游戏有点儿上瘾了，可都
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而没能成行。这个周末，大儿要

在家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小儿再次强烈请求，我
们仨便高高高兴兴地再次出发了。这次我们拿了 9
个水瓶，装满水一共36斤。我在家就嘱咐好了，一定
要走着去走着回才好玩儿，尽量不坐车，小儿答应得
好好的。一切都跟上次打水的情节类似，只不过抬水
的杠子由一根变成了两根，水瓶从3个变成了9个。

返程的路上，妻子在前我在后，我们手里各握着
一根杠子，一边 4个水瓶，一边 5个水瓶，我们尽量选
择林荫路来躲避大太阳。走到山脚下，妻儿都说，“要
不然咱们打车回吧？”我坚持不坐车，我说：“如果坐车
的话，那就没意思了！咱们边走边玩边歇着，肯定能
走回去！”我继续打趣道：“我教你们一句话吧！没有
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咱们一定能把水
抬到家！有没有信心？”妻子调皮地说：“没有！”小儿
更加调皮地大声喊道：“没有！”玩笑归玩笑，我们还是
抬着水，朝着家的方向迈开了脚步。我们不经意间成
为了路人观摩的风景，他们向我们投来了或羡慕或赞
许的目光……

尽管抬的水并不是很重，可是“远道无轻载”，一
路上，小儿多次替妈妈抬那根挂着 4个水瓶的杠子，
妈妈又担心他会累，走一小段路，就又把小儿抬着的
杠子抢在了自己手里。他俩一副母慈子孝的样子，倒
让我觉得我有点儿像个恶人了。走到路程三分之二
的时候，也就是快到小兴安岭木雕园的位置，小儿开
始动起了歪脑筋，他开始耍熊了。他说：“爸爸，我实
在走不动了，咋办？”知子莫若父，我猜他肯定是想起
上次打水在木雕园休息时吃冰糕的事儿了。我想，吃
冰糕就吃冰糕吧，总不能又让马儿跑道，还不给马儿
草料啊！我说：“这么着吧！到了木雕园，咱们休息一
下，一人买个冰糕吃！咋样？这回有劲了吧！这回能
走动了吧！”果然，被我猜中了。小儿顿时精神高涨，
力量陡增。其实，最纯粹的快乐往往都是最简单的，
生活不就是这样嘛！

吃完冰糕，小儿更有劲儿了。我们抬着水一路走
走停停，一路说说笑笑，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到家
了。泉水烧开，茶叶泡好，小儿呷了一口，然后就开始
赞不绝口了，“嗯，好喝！嗯，不错！嗯，好喝……”他
这一出儿，引得正在复习的大儿也忍不住来品尝。我
笑了，希望慧泉泡的茶水能让大儿小儿都变得更加聪
慧，都能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一个心满意足的成绩吧！

这个夏天我们一家过周末的“规定动作”可能就
此就固化下来了，那便是带上水瓶上南山打泉水，回
来煮沸泡茶喝。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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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的美好记忆

太阳岛风景区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四面环
水，与繁华的市区隔水相望，东西长约十公里，到处是花
草树木，亭台楼阁，是哈尔滨人休闲、放松身心的好去
处。

记得上学的时候，每到放暑假，学校都会组织师生
到太阳岛“野游”。那时，交通还不十分便利，从江南到
太阳岛，只能坐小轮渡或木板船上岛。

岛上绿树成荫，花草茂密，蜂飞蝶舞，走在林荫小
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那个爽劲儿就甭提了。树丛间，
偶然会看到一座座俄式建筑，有“木刻楞”式的木屋，有
红砖绿顶的，尖尖的屋脊上还立着十字架，给太阳岛蒙
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松花江上，能看到渔民划着渔船在撒网捕鱼。江边
上的草丛中，有很多江南过来的市民在钓鱼，他们头戴
着草帽，打着遮阳伞，防止头上的阳光照射。甩竿儿、起
竿儿忙个不停，时不时发出惊呼和叹息。

不远处的沙滩上，一群群的男女老少在浅水区，洗
澡，游泳，嬉水玩耍。

到了中午，我们选择一块林荫草地，铺上一块布，
几个人围在一起，各自拿出妈妈早上给做的好吃的：
油饼、煎鸡蛋、咸鸭蛋、小炸鱼等，吃得那样的开心快
乐。

野餐后，伸个懒腰，躺在柔软的草地上，透过树梢的
缝隙，望着碧蓝的天空，吹着微微的小风，真想美美地睡
上一觉，做个美梦。

昔日的太阳岛，己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那时的我
们，有着和太阳岛一样的纯朴，哈尔滨人也像守护生命
一样，守护着这片美丽的土地，守护着这条母亲河——
松花江。

一颗璀璨的明珠

今日的太阳岛，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松花江
上。

公路大桥，滨州铁路大桥横跨南北两岸，高空铁索
缆车划空而过，地铁二号线穿江而达，江面上，游轮穿
梭，汽笛鸣响，一个现代化立体大交通网覆盖太阳岛上，
前所未有的活力尽情在这里绽放。

来到太阳岛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重达 150吨
被称为太阳石的巨石，它有着千年古老的传说。据查，
它来自女真人的肇兴地——阿什河上游。史书上曾有
过这样的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少年时，曾在此石上
磨刀立志。

如今，那块看过千年的日出日落，见证了女真人崛
起，大金国、清帝国的建立，中原王朝覆灭的传奇巨石，
就立于太阳岛的入口处，成为了太阳岛的镇岛之宝。

来到太阳岛上，除了得天独厚旖旎的秀丽风光之
外，就是随处可见的各式景观，每一处都是游人们热衷
的打卡之地。

水阁云天，行云流水，让你仿佛行走在仙境一般。
俄罗斯风情园里，品尝大列巴面包、里道斯红肠，再喝瓶
格瓦斯。吃不饱，就去美食一条街，尽品那里的美食，大
可满足你的味蕾，烤肉、烤串、烤鱼、炸粉、炸串、炸虾、涮
肚、涮肉、涮火锅、冷饮、热饮，一应俱全；糖葫芦、马迭尔
冰棍、冻梨、冻柿子等等，更是人们解暑的最爱，不一而
足。一桌鲜味盛宴摆在你的眼前，保证你胃口大开。

天鹅湖，鹿苑，松鼠岛，极地馆等，去和小动物们来
个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吧，它们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浴日台，后羿射日景观，美丽的传说，传奇的故事，
更让人如醉如痴。

夏日的太阳岛，完全沉浸在一片滚滚而来的热浪

中，风吹浪涌，江水奔流，雄伟的防洪纪念塔耸立在江南
岸，与美丽的太阳岛遥相辉映，美哉！壮哉！

冬天的冰雪王国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太阳岛分外妖娆。尤其
是冬天的太阳岛，是冰雪的王国。

去年的冬天，太阳岛又掀起了一场冰雪游风暴。她
像春潮一样，汹涌澎湃，席卷而来。更让世人眼前一亮，
国内外无数人蜂拥而至，一睹了北国冰城、太阳岛冰雪
的魅力和风采。这不但推动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又让太
阳岛这张名片闪亮了一把，名声大噪海内外。

太阳岛公园雪博会的举办，为冬日的太阳岛增添了
另一种神韵和景色奇观。得天独厚的资源，能工巧匠们
的鬼斧神工，现代艺术和历史元素巧妙的结合，在银装
素裹、洁白无瑕的太阳岛上，打造出一片美轮美奂的童
话般的冰雪王国。

雪博会融冰雪艺术、冰雪运动、冰雪娱乐为一体，人
与雪，艺术与自然，完美地结合，把冬季文旅事业推向新
高潮。在 10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200多处大小雪雕艺
术品，每个作品都有不一样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背
后，又表达着同一个心愿：燃情雪博会，激情亚冬会。冰
城人已伸出双手，欢迎海内外的宾朋前来太阳岛作客。

长长的冰滑道上，人们从上疾驰滑下，仿佛在穿越
时空，来到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雪的城堡恢宏大气，熠
熠生辉。高大的雪人挥手致意南方的“小金豆儿”们，欢
迎来家作客，冷了，还可以进雪屋里喝上一杯热乎乎的
姜汤。忽然，远处的雪道上，来了一队糜鹿拉的爬犁，身
穿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的朋友
们，他们的到来，又给雪博会增添了少数民族的韵味。

太阳岛的夏和冬，就像一对并蒂莲，在不一样的季
节里焕发着无穷的魅力，如此火热着。

祝福太阳岛的未来越来越美丽！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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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郑绪岚一首歌曲《太阳岛上》，火遍了大江南北。此后，太阳岛渐渐进
入了人们的视野，经过不断的发展，而今的太阳岛，是哈尔滨一张靓丽的名片，成为人们心驰神
往的地方。

太阳岛冬景太阳岛冬景。。

太阳岛景区一角太阳岛景区一角。。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当我们站在牤牛河岸边，耳边便似乎响起这深情而优美

的歌声。
五常，北接松嫩平原，东南与张广才岭西麓相连，境内高

山林立，有海拔愈千米的山峰 89座，其中凤凰山、大顶子山
被誉为龙江第一山、东北第一山。牤牛河，这条壮美的河流
就发源于张广才岭羊草山的西坡。

在五常境内，羊草山只是众多山峰的一座，但因为有了牤
牛河，它的地位也极其尊崇。牤牛河的源头从海拔900米高处
奔流而下，由东南奔向西北，中游建有龙凤山水库，卫国等灌
区，流长287.73公里，流经冲河、龙凤山、小山子、志广、卫国、
二河、常堡、安家、背荫河、民乐，最后在营城子乡马青山屯汇
入拉林河。流域面积2119平方公里。

牤牛河在龙凤山水库以上为上游段，此段长约91公里，
河道两侧为山河丘陵，树木遮天，植被丰富；龙凤山水库以下
至营城子马青山屯河口为下游，河谷宽阔，最宽处在蓝彩桥
村附近，竟达5000米左右。

牤牛河水量充沛，水质优异，深处如潭，倒影蓝天白云绿
树，浅处若镜，水中细石小草游鱼赏心悦目。牤牛河似一条
蓝色的带子，飘在广袤的黑土地上，滋润着无边的稻田，为五
常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成就了五常大米的传奇，说它是
五常的母亲河一点也不为过。

五常大米以稻花香品种为主，米粒整齐均匀，晶莹剔透，
色泽清白，其味香甜，不回生。五常稻花香大米享誉中外，品
牌价值高，除了品种、土质、气候、耕种方法以外，就是水的因
素。牤牛河流域的水稻面积全是喝牤牛河水长大的，天然绿
色无污染，春天，牤牛河水扑进平整后的稻田，像久别的恋人
重逢一样，两个人紧紧相拥，原本刚硬的汉子瞬间被融化了，
软绵绵地倒下，那温柔的风吹过，是它们呢喃耳语。灌溉的
时节，牤牛河毫不吝惜，慷概地用乳汁浇灌绿油油的稻苗。
在它辛勤的哺育下，稻苗茁壮成长，牤牛河流域无边的稻田
恰似巨幅绿毯扑向天边。秋风吹来，满眼金黄，天地间弥漫
着稻谷的香气。稻农挥镰收割，愉快的歌声荡漾在田野里。
这个时候，牤牛河甘当无名英雄，它悄悄地退下，自豪地注视
着这一切，暗自积蓄力量，等待寒冬风雪的洗礼，当春风吹来
时，它就像袅娜的情人似的，扑进稻田伴侣的怀抱。

位于牤牛河中游的龙凤山水库，是牤牛河上一颗熠熠生
辉的明珠。龙凤山水库因为龙凤山而得名。龙凤山是牤牛
河流域最为险峻，奇峰竞出，九龙山、卧龙山、凤雏山、中央
山、凤冠山，山名惟妙惟肖，龙山、凤山，东西而立，龙凤呈
祥。山下的水库是1958年截断牤牛河，修筑千米长堤，东接
龙山，西连凤山，水域面积 45 平方千米，水中有山，山中有
水，山水相依，后取名为龙凤湖。依托龙凤山、龙凤湖资源打
造的龙凤山景区是牤牛河众多明星旅游景点其中的一个是
黑龙江省九大风景名胜区之一，国家AAA级风景区和国家
水利风景区。

让龙凤湖声名远播的还有一个要素，即龙凤湖的鱼。龙
凤湖的鱼生长环境优良，又是天然野生的，加上品种多，做法
新，加上牤牛河水灌溉出的稻花香大米，总是让游人吃一口，
便觉此味天上也是无，人间也就龙凤湖。

牤牛河流域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 2号，就产
自于龙凤山。因为被誉为“五常稻花香之父”的田永太就是
龙凤山人，是他精心培育了稻花香这款大米。

五常的山水培育了五常大米，五常大米养育了五常人。
五常的名字就来源于“仁、义、礼、智、信”，这五字真言也成为
五常精神的内核。

牤牛河流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冷山文化和金源文化
以及明清等文化遗存，比如学田村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
址、金代南城子古城遗址、营城子古城遗址等等。

牤牛河日夜流淌，翻卷着红色的波浪。这里是抗联等革
命人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建立冲锋陷阵的战场。

牤牛河流域11个乡镇，有全国文明村常堡乡中华村，全
省乡村文旅示范村屯卫国乡邢家店屯，有大米加工销售企业
河水稻生产合作社上百家，无数名企业家、农民致富带头人
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用智慧和勤劳，用大爱和奉献为
百万稻农描绘了美好的一笔。

牤牛河日夜流淌，牤牛河的故事源远流长，牤牛河的风采
日新月异，牤牛河正以蓬勃向上的姿态向世界呼唤，来吧，来
牤牛河吧，来这里，你就会爱上这里的一切，因为——

一条牤牛河，两岸稻花香！

牤牛河赞歌
□于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