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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我很早就
知道，位于我省哈尔滨市通河县清河林
业局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大山：妈妈顶。
在我还没有了解到它的来龙去脉之前，
执意地猜想，妈妈顶或许与母亲有关
联。九年前开始，妈妈顶几乎就是无人
不知的名山了，因为它成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了。

几天前，我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投
进了妈妈顶的怀抱。我之所以选择秋
冬交替时节游妈妈顶，是性格使然。平
生喜安静不喜喧嚣，在旅游的旺季，景
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声音嘈杂。所
以我选择这个季节前去，正所谓“万物
静观皆自得”。关于“妈妈顶”名字的来
历，史料有记载，靖康之变后，徽、钦二
帝及皇代宗族和皇宫大臣等一千余人，
途经清河林区时，有位大臣因感染风
寒，被弃置这片原始森林中，昏迷的大
臣梦见了自己喝到了清澈甘甜的泉水，
如同母亲的乳汁一样香甜，几天后竟奇
迹般康复了。那位大臣是河北人，在河
北方言里，母亲的乳房被称为妈妈顶。
因此，人们称那座山为“妈妈顶山”，后
来简称为妈妈顶。如今的国家原始森
林公园妈妈顶，聚集着庞大的红松群
落，还有云杉、冷杉、落叶松、樟子松、水
曲柳、黄菠萝、胡桃楸、杨树、椴树、桦
树、榆树等，伴随着红松而兴盛。

一进入景区，我就感受到了妈妈顶
之美。大自然的美，美在四季，我感受
着大山的变换。这个季节，可以品味落
叶的余泽和韵味。繁华三千，不如一隅
清欢。我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登，给我
当向导的是一位在林区森调队工作多
年的王继俊，他年逾天命，身材魁梧，性

格开朗，能文能武。刚一登山他就跑步
向前，转了几道弯朝我招手致意喊道：

“你慢慢走，慢慢欣赏啊！”他又向上攀
登转了几道弯，坐在一处亭子旁的凳子
上等我。游妈妈顶妙不可言，一步一
景，一景一境，每一景均有独特视觉。
登山的台阶，是围绕着山泉水铺设的，
回荡着山泉水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或
急或缓的天籁之音，不时有鸟鸣传进耳
鼓，整个躯体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了。别看双腿感觉有点发酸，但酸得舒
适。体会更深的是，呼吸明显轻松顺
畅，五脏六腑宛若被泉水和空气濯洗过
一样，清清爽爽。

大自然是一部永恒的画卷，我们是
其中的观赏者和受益者。大自然是地
球上最美的画廊，每一幅画都值得我们
用心去欣赏。王继俊让我坐在凳子上
小憩，我好奇地问：“这里爬山的梯凳是
用木条连接在一起铺就的，很新颖也很
艺术，和大山协调一致，走起来也很舒
适，看不出有雕琢的痕迹。”王继俊兴致
勃勃地说：“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有备
无患，前些年林业局发现这里的登山梯
凳陈旧了，老化了，个别的腐蚀了。为
了游客的安全，大家集思广益，决定选
一些耐磨抗腐的边角料，制成木条，然
后连接在一起，制成了这些木片。”他话
题一转：“真是怕啥来啥。前几年一个
春天，妈妈顶刮了一场大风，原来的梯
凳掀翻的掀翻，刮跑的刮跑，游客无法
登山了，各单位抽出身强体壮的职工，
往山上扛木片。有人扛一片两片，我是
队长，三片三片地扛，一气能爬好几百
米。后来有记者到这里采访，登报了，
到现在整个林业局的人都记得标题：

《103 天 ，600 壮 士 扛 起 一 座 山 的 希
望》。”

王继俊颇为自豪地讲述完动人的
劳动过程，似乎意犹未尽，站起身来跑
步登山，跑一段戛然而止，转身面对着
我张开双臂，随即倒着攀登。妈妈顶真
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我伴随着山泉
的旋律边登山边赏景，忽然听到哗哗的
流水声，抬头一看，眼前飞泻着一处浪
漫的瀑布。这时我才注意到，在瀑布的
不远处，有一个标牌上写着“妈妈瀑”。
妈妈顶半山腰的瀑布，顺理成章地称为

“妈妈瀑”。我曾听说，数九寒天河流湖
泊几乎都已封冻了，只有这“妈妈瀑”流
淌不息，多少年来从未结冰。“妈妈瀑”
就是妈妈的爱在淙淙流淌，妈妈的情在
喷发释放，妈妈的爱是有热量有温度
的，既清澈柔软，又是一种坚韧不拔的
力量源泉。

我们饶有兴致地观赏着“妈妈瀑”，
宛若镜子一样的瀑布，溅在下端一堆天
然石头上，绿水飞花，绿水起舞，绿水赏
心，绿水悦目。我们回头打量蜿蜒的绿
色泉水走向，壮观美丽的景象令人陶醉
其中。我们又惊奇地发现，水为什么是
绿的？因为凡是流水的地方，大自然布

置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头，每块石
头都是绿色的，放眼望去，就是一条鲜
活的绿色巨龙。

大自然是世间最美妙的艺术品。
我们一边攀登一边欣赏，欣赏妈妈顶角
角落落的阴柔之美，也欣赏妈妈顶荦荦
大端的阳刚之美，一阴一阳为之道，大
道至简，道不远人。此刻，突然想起卡
拉姆辛的一句话：“大自然和心灵才是
我们该去寻找真正的快乐、真正可能幸
福的地方。”我继续向上攀登，不疾不
徐，慢慢走，慢慢欣赏！不知不觉，登上
了妈妈顶的顶峰“叠石峰”。

叠石峰是大自然展示出的奇迹。
叠石峰让我们叹为观止。叠石峰海拔
1200 多米，峰顶由数十块石头自然堆
叠而成，看似摇摇欲坠，如今屹立已有
万年，岿然不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
特独创，怎能不令人荡气回肠，惊心动
魄！叠石峰最上端的两块石头，展示出
平衡平稳平安，泰然处之。同时也预示
着：山高石为峰。

我抬头打量叠石峰，切身感受到了
大自然波澜壮阔的气象和顶天立地的
伟岸，我对妈妈顶是望而生敬，高山仰
止。

汤原，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在季节的晕染
下，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缓缓铺开。当夕阳
西下，那温暖的余晖洒落在渠首水电站山水之
间，整个世界仿佛都沉浸在一种宁静而又神秘的
梦幻之中。

秋冬交替的季节，远远就能听见滔滔的流水
声绵延不断，站在渠首水电站旁，上下大坝的落
差让汤旺河水宛如瀑布浩浩汤汤，不禁让我想起
宋代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
浪淘尽”诗人旷达的情怀，汤原三代引汤人铸就
一座英雄的丰碑，汤旺河水见证了引汤工程的光
辉历程，面对万亩良田，磅礴汤旺河造就的是直
抵人心的人间奇迹。

微风拂面，眼望日夜奔腾的汤旺河水心头衍
生的不只是希望，更是对生命的一种无限敬畏。
夕阳斜挂在树梢之上，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
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芒。那金色的余晖轻轻地
洒落在树梢的每一片叶子上，仿佛为它们披上了
一层绚丽的霓裳。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似
在与夕阳轻声低语，诉说着小城汤原的故事。

树梢下，汤旺河和着夕阳，化作无数金色的
碎片，熠熠生辉。河水微微荡漾，那金色的光影
也随之摇曳，如梦如幻。远处的山峦在夕阳的映
照下，勾勒出朦胧的轮廓，与这树梢上的夕阳和
汤旺河的水面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水
画。

夕阳的余晖在树梢与水面之间交织成一首
无声的诗，每一个光影都是一个动人的音符，奏
响着大自然的美妙旋律。那一抹金黄，温暖了整
个世界，也温暖了人们的心灵，让人沉醉在这如
诗如画的美景之中，久久不愿离去。

巨大的水坝，宛如一道坚固的屏障，守护着
这片土地的安宁。

沿着河岸漫步，脚下的草地已经微微泛黄，
像是铺上了一层柔软的地毯。草丛中偶尔会探
出几朵紫色的、黄色的不知名的小花，在夕阳的
余晖中绽放着最后的美丽。河水潺潺流淌，偶尔
有几只水鸟从水面掠过再不见踪影，留下一道道
美丽的弧线，泰戈尔的“天空不曾留下鸟的痕迹,
但我已经飞过”闪过心头，人生在世总得为社会
做点有用的事才不枉生命走的这一遭。

转过身，视线穿过如诗如画的美景，不远处
的小村庄是永久村。此刻，正炊烟袅袅，一派田
园美景跃入眼帘。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东北人家
的特色美食——小鸡炖粉条。在这里这道美食
多选用永久村粉坊的永久粉条，那是汤原人民智
慧的结晶。它以优质的土豆为原料，经过多道工
序精心制作而成。无论是煮、炒、炖还是凉拌，粉
条晶莹透明，富有弹性，口感爽滑，都能展现出独
特的风味。在初冬的日子里，来一碗热气腾腾的
老黄瓜五花肉粉条汤，温暖的感觉瞬间传遍全
身。粉条在口中咀嚼的那一刻，仿佛能感受到汤
原大地的质朴与醇厚。那浓郁的味道，是家的味
道，是故乡的味道。

而汤旺烤肉，则是汤原美食中的另一道亮
丽风景线。炭火熊熊燃烧，烤肉的香气弥漫在
空气中。鲜嫩的牛肉、羊肉在炭火的烘烤下滋
滋作响，油脂滴落，撒上一把孜然、辣椒粉，发出
诱人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围坐在烤肉桌前，
一边品尝着美味的烤肉，桌上还有当地老乡的
绝活儿——纯手工打糕、辣白菜……在朝鲜族
风情园人们可以放下疲惫，享受生活的美好。

除了美食，汤原还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桃
温万户府古城，便是那段辉煌历史的见证。这座
古老的建筑承载着岁月的沧桑，诉说着时代的过
往。据汤原县志记载：桃温万户府古城呈长方
形，周长2500米，面积37.5万平方米，城墙夯土版
筑。桃温万户府古城为辽、金、元、明、清5个朝代
沿用过，为研究黑龙江地区历史及军政建置等提
供了重要资料。2006年5月25日，桃温万户府古
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桃温万户府古城，仿佛穿越了时空，回
到了那个古老的年代。古老的城墙、庄严的府
邸、精美的雕刻，无不展现出当时的繁荣与辉
煌。抚摸古城墙，我们可以感受到汤原人民的勤
劳与智慧，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漫步在汤原小城，心中充满了宁静与喜悦。
路边的树叶纷纷飘落，像是一片片缤纷的花瓣。
捡起一片落叶，仔细观察它的纹理，仿佛能看到
生命的轮回。在这里，我们可以停下忙碌的脚
步，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意义，感受生活的美
好。

汤原，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无论山水、美
食、历史文化，无不让我们的心灵澄澈透明。在
岁月的怀抱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更是一种昂
扬向上的生命态势。让我们一起走进汤原，感受
它的美丽与温暖，将诗意的烟火珍藏！

烟火漫卷
诗意汤原

□文/摄 佟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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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
了趟鸡西市鸡冠区的鱼亮
沟。鱼亮沟位于穆棱河北
岸，这个自然屯域总面积
3.6 平方公里，宛如一只蝴
蝶振翅在田园山间。鱼亮
沟不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闻
名远近，从当地人的娓娓道
来中得知，小小村落还承载
了深厚的乡村文化和历史
底蕴。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乡村特色旅游爆火，鱼亮沟
借势借力“华丽转身”，大作

“绿水青山”“冰天雪地”“两
山四季”文章，打造农文旅
融合“鸡西样板”。去年以
来，鱼亮沟累计游客量达到
200多万人次。今年2月10
日大年初一，单日来鱼亮沟
赏冰玩雪的游人达3万人之
多。夏秋之际，小山沟游客
量日均都在万人以上。

第一锹煤
挖出鸡西最早的煤矿

据地质学者考证，鱼亮沟一
带在几亿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几
经沧海桑田，到中生代侏罗纪时
趋于稳定。在此曾发现 1.25 亿
年前被子植物化石，山中还有远
古人居住的洞穴，有村民拾到过
新石器时期的石刀及陶片。约
6600年前，就有肃慎先民在这里
生活。后来，先后经历了多个
朝代的兴衰，鱼亮沟始终是肃慎
满族人的世居地。到十九世纪
末，关东龙兴之地被解禁，鱼亮
沟一带有第一批闯关东人前来
垦荒耕作，逐渐自发形成村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穆棱河两岸
水草丰盛，河水从柳毛青龙山流
经滴道河后，到此转而向东，形
成了天然的曲湾，使水流更深，
鲤鱼、鲶鱼、鲢鱼、鲫鱼等鱼种颇
多。当地居民总结发明了在七
八月份丰水期于河曲处顺流围
堵堰沟岔口，用柳枝等编成亮子
（笼子），以“下亮子”捕到更多的
鱼的办法，时间一长，梁家村第
五组就有了一个新鲜豁亮的名
字——鱼亮沟。

由于鱼亮沟一带拥有复杂
的地质遗迹现象，很早就成为地
质学界关注的地区。地下矿藏
丰富，首推优质煤炭。早在1906
年，就发现了露头煤，也被称为
乌金，此外还有花岗岩、石英、木
化玉、琥珀等。直到 1914年，随
着第一锹煤的发掘，鱼亮沟有了
鸡西最早的手工开采煤矿，也是
七台河煤矿的前身，鸡西矿区才
有了正规的煤矿开采，开启了鸡
西因煤而生、因煤而立、因煤而
兴、因煤而辉煌的历史。厚重的
煤城文化，给了这一方土地以足
够的自信，梁家村顺利通过中国
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评审，成为全市唯一过审村。

山清水秀红色研学地

鱼亮沟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距鸡西主城区只有十几
分钟的路程。1 公里宽、4 公里长，住着 100 多户、300 多口
人，耕耘着 6500 亩土地，其中 1500 亩耕地，5000 多亩为林
地。别看山沟不大，但这里山水资源独具，农副产品丰富，树
木高大葱郁，空气质量优良，堪称天然氧吧，为这片土地增添
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
进，区、乡、村三级干部集中力量进行产业谋划和环境改造，
去年的“增绿行动”新栽树木12万棵，建设园林景观5处，“百
日攻坚”累计投入338万元，沟里沟外面貌焕然一新，梁家村
入选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在鱼亮沟，有一座起伏雄健的毛公山。2014年5月的一
天，梁家村村民尤海英和家人坐在屋后的木椅上闲聊，突然
发现对面的山形神似伟人仰卧大地的侧影，这一发现很快传
遍了整个鱼亮沟。但凡来鱼亮沟的游客，总是必亲眼目睹一
下毛公山的绰约雄姿。

在鱼亮沟，你能赏游神奇小龙山、龙溪十八泉和百亩梨
花园。鱼亮沟三面环山，在近 2000米长的山坳里可见一突
出隆起的山梁，形似龙躯，树似龙鳞，诸峰似爪，分峰似尾，正
面朝东的山头由几块巨石垒成，宛若龙头昂首东望穆棱河。
鱼亮沟从小龙山南部龙头开始，一路向南，共十八泉，每泉一
名，冬夏长流，汇聚而注入穆棱河，此溪流称龙溪。现在为了
更好保护利用生态环境，已对龙溪流经地建成引渠，叠砌56
个台阶，溪流裹翠，叠水瀑布，通贯鱼亮沟上下，云烟深处，蔚
然一景。

在鱼亮沟，布局了一条红色旅游线路。现在，当地依托
炮楼遗址等资源，梁家村打造了 3000 米彩绘文化墙，开发

“重走新四军路”项目，鱼亮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研学之地
和东北民俗展示演艺基地。小山村的文化娱乐氛围日益浓
厚，还成了最新的文旅电影《一面相见》的取景地。

绿色引领蝶变生态村

说起绿色生态发展，2017年挑起西郊乡梁家村党支部
书记重担的申玉国自有一番感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鱼亮沟被编为梁家大队第五生产小
队，为壮大集体经济，建大棚，栽果园，种人参，建罐头厂，发
展柞蚕和养蜂基地，遍养猪牛羊，那是名副其实的多种经
营。随着天然林禁伐，开始大面积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巡山
护林。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鱼亮沟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重焕新颜。梁家村人在原来破烂的深水沟上建成了象征各
族人民一家亲的56道“叠水瀑布”和一座座美观的“许愿桥”

“幸福桥”，寄寓着山里人脱贫致富的美好愿望。鸡冠区委书
记于君说，要把那几块当年被山洪从山上冲下来的一人多高
的大石头，在村口处找个安放的位置，让进鱼亮沟的人上好
绿色生态发展这一课！

现在的鱼亮沟，凭环境引人，靠项目留人，用文化聚人，
是成功蝶变的鱼亮沟，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优势，把生
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鱼亮沟，是依托文旅融合打造农民
致富之路的鱼亮沟。鱼亮沟人开始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观念，
围绕深度挖掘生态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生产，形
成独有的特色产业、精品产业。像几十年前就已知名的鱼亮
沟冻梨，抢先完成品牌注册，完善笨榨食用油、葵花籽油、笨
鸡蛋、杂粮加工、冷藏等产业链条。鱼亮沟小米，绿色方法栽
植，堪称上品杂粮。鱼亮沟山珍，林上林下，质量上乘。鱼亮
沟特色种植，主打人参，还有刺五加、平贝母、五味子、黄芪、
灵芝等各种药材。

曾几何时，守着丰厚的资源却苦于找不到销路，外人不
进来房子不值钱，鱼亮沟的人也像梁家村其他几组的村民一
样，总想往山外走，5个村民小组中4个组的村民都陆续迁住
楼房，只剩第五组的 86户人家，162名村民还坚守在这里。
在村口经营小卖店 37年之久的村民袁凤梅家，成了三户小
卖店中坚持到最后的一家，没人进来买货，有时一天也卖不
上一百块钱，而现在她的店每天营业额都上千元。乘着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东风，旅游带“火”了小山沟，沿街家家户户农
民在家门口就能让自己家出品的土特产“生钱”，守家在地卖
上好价钱，财富源源不断流入腰包。

我们将要离开鱼亮沟时，夜色正浓，而这里的“鱼亮沟大
舞台”，大秧歌热舞正酣，各种自娱自乐和网红节目在热热闹
闹地上演。火树银花不夜天，未来的鱼亮沟，全国旅游名城
名镇，沿着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走下去，
更多更精彩的幸福已经翩翩来临。

妈妈顶 记
□文/摄 金恒宝 岳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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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顶的顶峰“叠石峰”。

鱼亮沟游客如织鱼亮沟游客如织。。

鱼亮沟景观。

汤旺河景观汤旺河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