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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湖
七年长跑后横空出世

茶陵是农业大县，历来旱涝灾害严重，东
阳湖便是为治水而打造。这是项巨大的工程，
从 2005 年 12 月 2 月开工建设，到 2012 年 12 月
实现并网发电，七年长跑，方横空出世。

东阳湖水域总面积 18.26km2，总库容 5.15
亿 m3，水质经检测达Ⅱ类以上标准。于 2013年
评为湖南省省级水利风景区，2019年批准为国
家级湿地公园，2020年评为湖南省美丽河湖。
东阳湖建成后，发电、防洪、灌溉、饮用、旅游，
多管齐下，效益巨大。既可用作炎陵、茶陵、攸
县和醴陵的调峰、调枯电源，又彻底改变了洪
涝灾害“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的状况，同
时为株洲市城乡居民饮用水备用水源，带动了
茶陵的旅游业向好发展。

国家湿地公园
珍稀动植物的天堂

东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形地貌以水库、河
流和山地为主；由西北向东南呈肠型廊道走
向，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湿地内有赤腹鹰、雀
鹰红隼、白鹇、领角鸮、南方红豆杉、篦子三尖
杉、樟树、花榈木、喜树等珍稀动植物。园内良
好的自然资源为水禽栖息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资源，每年冬季有大量鸟类在此栖息逗留。

客家文化
冲击你的视觉和味蕾

洮水客家人居住地，民俗文化丰富，客家

歌舞中有客家山歌、吹木叶、客家火龙等；客家
美食独特而丰富，有腌渍文化、粄之米食文化、

“四炆四炒”、“四盘八碗”等；还有高山藤茶，尝
过之后就记住了它的味道，从此念念不忘。

客家民居采用一种当地叫抖墙的工艺，用
的是红土、杉木皮等纯天然材料筑造，可以完全
自然降解而无半点建筑垃圾，民居依山傍水，冬
暖夏凉，历经百年而不倒。

茶陵野生稻
跨越了七千年的耕作

1981 年，在东阳湖区域湖里发现一种水
稻，经专家鉴定为“茶陵野生稻”。后又在茶陵
县独岭坳发现大溪文化遗址，证实茶陵是中国
乃至世界稻作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从约 600
平方米遗址中遗存的稻粒考古发现，早在约
7000年以前，茶陵的先民已人工栽培水稻，开
创了稻作文化之先河。1000年后，氏族部落首
领炎帝神农氏带着一批臣民来到茶陵，开创了
茶陵稻作文化的新时代。他“制耒耜，教民种五
谷”，传授先进耕作技术，“立春送火把”定耕等
稻作文化的民俗至今沿袭。

秘境东阳湖
文/李巧文

雾气缭绕的东阳湖。吴勇淮 摄

位于东阳湖畔的桃坑乡，是距离县城最远的乡镇。3月的清晨，从高空中俯视地面，云雾缭绕，好似人间仙境。陈向东 摄

土胚房随处可见，客家人的民居依山傍水而建，初夏时节，这里依然
鸟语花香，宛若世外桃源。 郑安戈 摄

湖畔春风村的龙潭瀑布群，最高的落差 60 多米，旁有千年金丝楠木、
300年株木树。 郑安戈 摄

桃坑乡客家人聚居地，世代以伐木为生，如今主要收入来源为养蜂、竹
子、竹笋、香菇、木耳等。身后的土胚房已有上百年，政府为他们刷了白墙。

郑安戈 摄

爬满青藤的古樟树已有 600 年了，树下不起眼的土胚房也有上百年，
驻村扶贫工作队来整修房屋刷了白墙。 郑安戈 摄

这里，有红军村寨、传统村落；有客家美食、高山藤茶；
这里，有百里千岛，故事传说；有古木参天、浓阴匝地；
这里，可以湖上泛舟、山上踏青，看白鹭翻飞，仙气袅

袅。淡紫色或乳白色的雾常年半遮半掩，半分半合，在身旁，
目光里，慢慢追。

这里，就是东阳湖，又名洮水水库，是我市最大的人工
湖，号称湘东最闪亮的明珠。

【编者按】
株洲，古称“建宁”。自本期始，本

报与株洲市摄影家协会、株洲艺术摄
影协会共同开办大型系列视觉《建宁
风物志》，历时一年，用精彩图片展现
株洲的风土人情和地域风貌，敬请赏
析，并恭请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