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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来商洛，商洛是个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山好、
水好、空气好，森林覆盖率接近 70%，空
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到长寿地区标准，
夏季平均气温 22℃，不愧为‘中国康养
之都’。回去后，我想提笔写下这一路
的见闻，才不虚此行。”《人民日报·海外
版》文艺部高级编辑、作家杨鸥在采风
活动结束时说，商洛确实是一个让人来
了还想来、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杨鸥是浙江永嘉人，著有纪实作品
集《神州雅典娜》及多篇散文、纪实文学
作品。她的作品《荧屏风景线》获 1993
年《光明日报》社会特写征文三等奖，

《保健品热在神州》获 1994 年《光明日
报》社会特写征文三等奖。散文《向往
远方》被《作家文摘报》转载，散文《洛阳
花》被《散文选刊》转载。

杨鸥在观摩了丹凤县、山阳县、柞水
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后，对商洛有
了新的认识。她说：“这次来我是做了功
课的，来到这里后，商洛在地方特色产
业、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让人赞叹。”

秦岭无闲草，遍地都是宝。杨鸥说，
秦岭是国家一条很重要的山脉，是中国
地理南北分界山脉。巍巍秦岭赋予商洛
优美的山水和丰富的物产，当地人依托

秦岭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不仅很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而
且将绿水青山优势与乡村振兴结合起
来，再加上独特的人文特色，让这里成为
了一个集自然生态、人文景观、度假休闲
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杨鸥说，山阳县法官镇法官庙村美
丽的秦岭原乡图给她留下的印象最为深
刻，层层梯田、成片水田、蜿蜒小河、雄伟
瀑布、精致民居，让她一下喜欢上了这个
地方。她说：“打造地方景区就得有特
色，商洛的乡村旅游与乡土文化结合得
很完美，只有这样才能有韵味、有温度、
有内涵，景区人气才能越来越旺。”

我 喜 欢 商 洛 这 个 地 方
——访《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高级编辑、作家杨鸥

本报见习记者 张 矛

5 月 9 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吹响乡村振兴时代号角——在希望
的田野上”全国散文名家采风活动在我
市柞水县开展。散文名家们在小岭镇
金米村了解了木耳的种植、销售、产业
链延伸等情况。在下梁镇新合村，大家
看到了当地依托资源优势，发展淡水
鱼、木耳等特色产业。在营盘镇朱家湾
村，大家步行进入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
羚牛谷，聆听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
在牛背梁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领悟“国
之大者”的深刻内涵。5月9日下午，为
期三天的采风活动圆满结束，参加采风
的散文名家们陆续返程。在临别之时，
不少名家表示，此次商洛之行令人印象
深刻，他们会把沿途记录下来的美景、
美食、美好瞬间写进作品，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商洛，带更多的人走进商
洛，来商洛康养度假、旅游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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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创作新时代商洛乡村振兴的优秀文学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商洛、走进商洛

山色迎碧水，阳光抱青松。沿着福银高速
一路前行，散文名家们走进了山阳县，来到了
山阳县秦岭原乡法官镇。大家站立在法官镇
观景台，仿佛被苍翠的群山和繁茂的林木环
抱，置身于天然氧吧和生态画卷之中，青山绿
水，俯拾皆是。

“康养之都，商洛名副其实！”看到这样
的美景，丹增不由赞道。一路走来，丹增了
解到商洛正在聚力打造“22℃商洛·中国康
养之都”的城市品牌，他认为要做好康养产
业，需要具备优美的自然环境、健康的饮食、
优良的服务，以及置身其中能够让人心情舒
畅，这几点商洛都做得很好，是理想的康养
之地。“作为一位向 80 岁迈进的老人，我现

在最重视的就是养老的问题。”丹增说，他到
了现在这个年龄段，子女儿孙已无须操心，
也不再追求个人财富积累，唯一所求的就是
尽可能地不进医院，不吃药物，靠自己健康
的 身 体 安 度 晚 年 。“ 商 洛 环 境 优 美 、空 气 新
鲜，负氧离子含量是北京的 300 多倍，这对
老年人健康大有益处。”采风期间，丹增领略
了秦岭腹地的自然美景，品尝了绿色纯天然
的秦岭山珍，尽情呼吸着富含负氧离子的新
鲜空气。“如果商洛有合适的养老院，我百分
之百选择在这里养老！”丹增说。

让丹增流连忘返的，除了商洛优美的自
然环境，还有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商洛既
是一个康养之地，也是一个文化之地。文化

化人，艺术养心，文化可以使人的灵魂和思想
都产生质的变化和飞跃。这次采风过程中，
我接触了很多商洛本地的文人，了解到这里
还有这么一大批人热爱着文学，一直在坚持
写作。”丹增说。在山阳举办的散文名家文学
沙龙上，丹增与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一起畅谈，
就商洛的自然山水、历史文化、文学创作等方
面谈感受、话未来。这让他感受到就文学领
域的话题开展交流是商洛人的一种休闲方
式，大家都是文学爱好者，也是文化的捍卫
者。“这几天，我通过观察商洛人的精神面貌，
通过他们走路时昂首挺胸的姿态，我能感受
到商洛人民群众的内心是很饱满的，我觉得
这就是文化给予人的一种力量和自信。”

商 洛 是 我 理 想 中 的 康 养 之 地
——访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国际笔会中心会长丹增

本报记者 米子扬

雨中的牛背梁满目苍翠，山涧流水哗
啦啦响，伴随着丛林中的鸟鸣声，大自然
在演奏着一曲高亢的交响曲。5 月 9 日 8
时许，参加散文名家采风活动的著名文学
评论家王干，身着一件棕红色马甲，踏着
牛背梁上山的台阶，一边欣赏秦岭优美的
自然风光，一边和记者亲切交谈，谈他这
次来商洛的印象和收获，谈他对商洛作家
们的期望。

“我对商洛的印象非常好，这里的山
水有南方的秀美，也有北方的巍峨，真是
一个神奇的地方。我最早认识商洛，是通
过贾平凹老师的《商州初录》，作品里民风
的古朴、山民生活的贫困、精神的自足有
着桃花源的诗意之美，使我对商洛充满了
好奇，我就记着秦岭的南面有个商州，心
向往之。”王干说。

王干说，这次他真正来到了商洛，近距
离看了贾平凹老师的老家棣花，看了丹凤
葡萄酒庄和棣花核桃主题公园，到山阳县
法官镇看了秦岭原乡，又看了柞水金米村
的木耳产业，令他感到的已不是惊奇而是
惊艳！商洛现在发展变化太快了，尤其是
商洛乡村振兴取得了这么多令人刮目相看
的成就。这次“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吹
响乡村振兴时代号角——在希望的田野
上”全国纪实散文征文大赛在商洛启动，
20 位全国著名作家来商洛采风，商洛被授
予“全国散文之乡”名副其实。商洛在新时
代取得的成就为作家们提供了现实创作源
源不断的素材，通过这次活动，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商洛将会被全国更多的人了解。

王干说，商洛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出了贾平凹、陈
彦、陈仓等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重量级作家。商洛这块文化厚土为作家
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商洛作家要充分利用好自己独有的创作资
源，要胸怀“国之大者”，要站在秦岭之上看中国、看商洛。不要只看眼前
的小我，要有大我，要有大的作为，多关注商洛新时代发展的大题材，一定
要在描写现实生活方面境界开阔，奋力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在中国文坛
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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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惊喜。商
洛是一个山清水秀，历史悠久，人文
荟萃的宝地。”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
国 报 纸 副 刊 研 究 会 会 长 郭 运 德 如 此
评价商洛。郭运德是山东济宁人，著
有《期待的视野》《文化的视点》《审美
的视角》《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全书·
文艺卷》等。其作品获 1985 年《芒种》
文学优秀评论奖、公安文学评论征文
一等奖、中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及中
国新闻奖等。

在来商洛之前，郭运德对商洛的印
象还停留多年前的山大沟深、贫困落
后，现在，这座历史与现代交汇，人文与

自然和谐相生，绿水青山环绕，被命名
为“中国气候康养之都”的城市令他赞
叹不已。“商洛目前的发展状态是遵循
自然规律的、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这很
难得，也让我看到了这里不可低估的发
展前景。”郭运德说，很多地方为了快速
发展经济，过于急功近利，忽视了对自
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过度污染，欠下
数不清的子孙账。

“ 要 使 一 个 地 方 得 到 好 的 发 展 ，
一定要有一个持续的战略思考，保护
好自己的绿水青山，就是保护好了金
山银山，就这一点来说，商洛把握得
很好。”采风期间，郭运德在了解了丹

凤葡萄酒产业、秦岭原乡法官镇、漫
川 古 镇 、柞 水 木 耳 的 发 展 情 况 后 表
示，商洛目前的发展利用了现有的资
源，遵循了社会发展规律，走出了一
条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就
拿柞水木耳来说，木耳产量的持续增
加和品质的不断提高，充分利用了当
地适宜培育木耳的自然资源，以科学
技术作支撑，使木耳菌种不断更新换
代，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循环，这种集
约化的、绿色的发展方式，我觉得符
合 农 村 农 业 发 展 的 过 程 。 如 果 这 样
继续走下去，商洛未来发展将潜力无
限。”郭运德说。

绿 色 发 展 让 商 洛 潜 力 无 限
——访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郭运德

本报记者 米子扬

在柞水县金米村的智慧化木耳大棚内在柞水县金米村的智慧化木耳大棚内，，散文名家们详细散文名家们详细
了解了解木耳种植知识木耳种植知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米子扬米子扬 摄摄））

散文名家们走进丹凤安森曼葡萄酒庄散文名家们走进丹凤安森曼葡萄酒庄，，了解酒庄的历史了解酒庄的历史
及葡萄酒的制作工艺及葡萄酒的制作工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米子扬米子扬 摄摄））

散文名家们在山阳县感受秦岭原乡风情散文名家们在山阳县感受秦岭原乡风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米子扬米子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