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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湾，现代花果山
刘文清

赶在岁末年初一个晴好的日子，我们一行从市区出发，

驱车沿京港澳高速公路南下 60 公里，慕名来到渌口区朱亭

镇浦湾村，一个被称为“鲜果小镇”的村庄。

冬日暖阳下的浦湾村，山地丘陵起伏，一栋栋崭新的农

舍拔地而起。一片开阔的田野山林中，便是传说中的浦湾村

鲜果小镇。大棚内青绿的草莓长势喜人，雪白的花朵灿然盛

开，嫩绿或是酡红的草莓从绿叶中探出头来，打量着我们。

齐腰高的柠檬树和柑橘树上，仍是硕果满枝。大棚外的蓝莓

树，紫色的树叶中点缀着一串串的紫红花朵，勤劳的小蜜蜂

上下翻飞、忙个不停……鲜果小镇的负责人朱守官曾说：

“鲜果小镇一年四季都是花果飘香，要么有花看，要么有果

吃，绝不会让人跑空。”此情此景，我们赞叹不已：朱守官此

言，诚不我欺也！

我们是在“农业产业园”见到朱守官的。中等身材，戴副

眼镜，不修边幅，其貌不扬，运动鞋上沾满泥土灰尘，言语间

风轻云淡，很难让人把他与一个武术教练、一个企业家、村

党委书记主任“一肩挑”的人联系起来。说起朱守官，知道的

人都说是个“奇人”：一个地道的温州人，年轻时曾拜师学

武，是国家一级武术师，在一家武馆任教练，机缘巧合，娶了

一个朱亭妹子为妻，然后便来到朱亭扎根安家，于 2013年在

浦湾村投资建了一个年出栏生猪 12000 头的明扬智能生态

养殖基地，实现规模化、智能化、现代化的养殖。当时，他因

为给猪听音乐、让猪住别墅而成为焦点，成为远近闻名的

“猪老倌”“养猪大王”。此后依托明扬农牧公司这家省级龙

头企业，以种养相结合，浦湾村乡村振兴项目“朱亭鲜果小

镇示范园”于 2020 年应运而生。为此，公司请来科技专家对

土壤进行测样分析，从东北大兴安岭买来原始森林草炭，改

善土性提高肥力。湖南农大教授带领的团队，对公司 1200亩

水果基地进行整体规划，从种植品类、产品展销、宣传包装

等方面进行一揽子策划设计，打造“朱亭鲜果小镇”。园区集

赏花观光、休闲旅游、自由采摘于一体，实现了“一年四季，

月月有花赏、季季有果尝、天天都好玩”，浦湾成为了名副其

实的现代“花果山”！朱守官也被人们称为鲜果小镇“镇长”。

据朱守官介绍，鲜果小镇不仅仅水果多，玩的项目也非

常丰富，这里有全市唯一一个网红拖拉机项目，可提供露营

野餐；还能自己制作手工唇膏、香薰带回家；玩累了还能给

自己榨一杯甘甜的甘蔗汁喝一喝，那味道简直是甜到了心

坎，令人意犹未尽。尤其是在夏秋两季，鲜果小镇的各种水

果先后成熟，走进果园基地，宽敞明亮的基地大棚让人眼前

一亮，放眼望去，石榴、梨子、柠檬等水果挂满枝头，散发着

诱人的清香，让人垂涎欲滴。沿着种植区内的大棚，仿佛走

进了一个新奇的瓜果科普世界，每一种植区域的水果品种

都有一张专属名片，扫一扫二维码便可了解。我们来到鲜果

小镇时，未能赶上水果产销旺季，但是听着朱守官的一一介

绍和描绘，各种水果挂满枝头、游客争相采摘的热闹场景，

如电影一般浮现在眼前。

朱守官说，今年的“红美人”橘子因为春节期间的冰冻

天气影响授粉，加之夏季洪水冲毁果园，从而造成产量锐

减，只有 30 万斤。“只能请你们试试味了！”我们接过他递来

的“红美人”，手抚这圆润饱满橙黄的果子，轻轻剥开，橘皮

的异香扑鼻而来，果肉鲜嫩多汁，一片送进嘴中，稍加咀嚼，

满嘴生津，提神解乏。

鲜果小镇独具特色的“采时令果、赏四季花、吃农家菜、

品农耕文化、体验农家活”观光体验游，以特色凝聚人气，让

游客不仅能陶醉于人文和山水，更能体验当地生活。村民既

可开民宿赚钱，还能在农产品销售上盈利，多样态的产业带

动了老百姓脱贫增收，乡村振兴也具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

绿水桥通县，门前柳已黄。

人稀山木寿，土瘦水泉香。

乍脱泥中滑，还嗟堠子长。

槠州何日到？鼓枻上沧浪。

南宋乾道八年（公元 1172 年）腊

月初七日，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范成大

自家乡吴郡（今江苏苏州）出发，经江

西，过湖南，出任广西静江府（今桂

林）知府。

此次水陆行程共三千里，历时三

月，著游记一卷，名《骖鸾录》，所记皆

为沿途之风土人情。其中，在株洲境

内（含醴陵）盘旋共八日，留诗若干

——文前这首《过醴陵驿》便是留宿

醴陵驿站所作——如是，八百余年后

的我们也得以从范成大的诗文中一

窥当日株洲的春色种种——范成大

盘旋株洲时为早春二月。

一春客梦饱风雨
行尽江南闻鹧鸪

“三十日，宿潭州醴陵县。数日行

江西道中，林薄逼塞，蹊径欹侧，比登

一小岭，忽出山，豁然弥望，平芜苍

然，别是一川陆，盖已是湖南界矣

……”《骖鸾录》载，范成大一行是南

宋乾道九年（公元 1173 年）正月二十

九日从萍乡出发，当晚住在里田驿

（仍属萍乡界），次日一早，从里田驿

出发，不过片刻，便到了湖南境内

——即与萍乡接壤的醴陵。

尽管不过半日路程，江西和湖南

的景象已大为不同，江西是“林薄逼

塞，蹊径欹侧”，而湖南则是“豁然弥

望，平芜苍然”，“ 别是一川陆”矣。如

此迥异的景象，自然引得诗人诗兴大

发，在《初入湖湘怀南州诸官》一诗

中，起句便是“今晨入湖南，甘土绛以

紫”，对湖南与江西的土壤颜色不一

大为好奇，由于此诗主要是感怀之

作，故并未对湖湘一地的景色做过多

的描述，在感叹完“厥壤既殊异，风气

当称此”之后，便开始怀想故人情谊

了；而《初入湖南醴陵界》一诗则纯是

写景之作，彼时醴陵的春色便在诗中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本来还是被山野

间的树木遮蔽得昏暗的山路（崖树阴

阴夹暝途），一出了这座山便是草木

丛生的平旷原野（出山欢喜见平芜），

异乡游子一路行来，风吹雨打的颇是

不易（一春客梦饱风雨），眼下终于

“行尽江南闻鹧鸪”了——古时以江

西以东为“江南”，过了江西西入湖南

便算是“行尽江南”了，那鹧鸪声声，

可不正是春来了的消息？

渌水桥边县
门前柳已黄

当晚，范成大住在醴陵，留有《过

醴陵驿》一诗。在入住驿站之前，《骖

鸾录》还写到了当日所见的醴陵街

景，“县前，渌水桥下，小江本名漉水。

比年新作桥，改今名。江色黛绿可爱，

流而出于潇湘……”这段文字准确交

代了渌江最初建桥的信息（时为浮

桥），特别是点明渌水本名漉水，江色

“黛绿可爱”，且是湘江支流，既反映

了诗人观察的细致，也是今天我们了

解古代醴陵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对驿站周边的环境也描写得颇

为细致，《骖鸾录》载“驿屋最雄胜，冠

江湖间”，想来彼时的醴陵经济发展

得不错，驿舍宽大整洁，颇是气派。而

《过醴陵驿》一诗则淋漓尽致地展现

了诗人由江西进入湖南境内的心态

变化，当然，其间也不乏对周边景物

的描述：早春二月，嫩柳泛黄（绿水桥

边县，门前柳已黄）；从江西一程走

来，人烟稀少，古木参天，瘦山硬水，

唯有泉香（人稀山木寿，土瘦水泉

香）；现在终于到了湖南地界，春雨泥

泞的黄土滑路也算是走到了头（乍脱

泥中滑，还嗟堠子长）；可向驿站一打

听，到槠州（即今株洲）还远着呢，真

想此刻就能张帆鼓浪，船入湘江（槠

州何日到？鼓枻上沧浪）。诗中的“堠

子”即古驿道上计算里程的石碑，株

洲至醴陵，不过五十余公里，放现在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在交通

不便的古代，走上整整一天也不一定

走得到。

芳草径寸姿
中有不胜绿

在醴陵驿站宿过一晚，二月初一

日，范成大一行启程继续赶路，前往

株洲，当日宿在山阳驿——其地现已

不考，想是在醴陵至株洲古驿道上的

一个驿站——沿途景色也在《骖鸾

录》里有所体现——“夹道皆松木，甚

茂。大抵，入湖湘，松身皆直如杉，江

阙则栢亦峭直，叶如璎珞。二物与吴

中逈不同 。吴中松多虬干，栢则怪

局”——明确指出，当日醴陵至株洲

的驿道之上遍植松树，且颇为繁茂，

更奇特的是，与家乡吴郡（今江苏苏

州）相比，松柏的长相还很是不同。

二月初二日，范成大一行行抵株

洲。彼时的株洲（当时称槠州，文中亦

记槠州）只是湘江边上的一个小集

镇，而在《骖鸾录》的记载中却颇为繁

华，乃“舟车更易之冲，客旅之所盘

泊”，故“交易甚伙”，可与一个大县

相匹敌——“敌壮县”。

到株洲当然不是纯为赏景而来，

乃是要“舍舆泝江”，走旱路都是乘轿

而行，眼下到了株洲，便要走水路南

下了，得改乘船，行李转移什么的很

是要费一番周折，也便给了诗人更多

游览株洲的时间，便有了这首《湘潭

道中咏芳草》（注，其时株洲隶属湘

潭，故称湘潭道中）一诗：久雨初晴，

四野清秀，若刚洗过头发一般（积雨

条然晴，秀野若新沐）；芳草破土而

出，长不过寸，好似不能承担这满山

满野的绿意，端的好看（芳草径寸姿，

中有不胜绿）……

湘东二月春才到
恰有山樱一树花

株洲歇过一晚，二月初三日，范

成大一行始登舟南下。登舟之前，却

有意外之“喜”，竟在荒山之中见得山

花一树，乃喜作《初见山花》诗一首。

尽管前一日已出太阳，可登船码

头处人踩马踏地颇不爽利，泥泞遍

地，连靴子都能没过，心思没来由地

抑郁起来（三日晴泥尚没鞾，几将风

雨过年化）；幸得就在此刻，登船之前

得见远远的荒山之中，有山花一树，

端的可爱，心情也随之好转，原来这

湘东之地，此时也到了春天（湘东二

月春才到，恰有山樱一树花）。

上得船来，又是另一番景象——

客船离了码头，慢慢往南驶去，两岸

景色渐次而过，《槠州道中》一诗则细

致描述了此景：烟雾缭绕，远山如影，

云散日出，金光万道（烟凝山如影，云

褰日射毫）；岸边的桃花儿也开了，红

红的煞是惹眼，麦田里绿油油的（没

错，那会儿湖南也种植小麦）一片也

好看得紧（桃间红树迥，麦里绿丛

高）……

舟过挽洲岛，起风了，帆也张了

起来，舟行速度明显加快，范成大乃

作《湘江洲尾快风挂帆》诗，描述“船

头雪浪吼奔雷，十丈高帆满意开”的

江面之景，更是发出了“明日祝融天

柱去，更烦先卷乱云堆”的感慨。当

然，事实证明，范成大过于乐观，《骖

鸾录》载，自初三日登舟，到初七日才

在衡山县歇脚，所谓的“明日祝融天

柱去”自然只能是奢望了。

“井冈西麓鸡公岩，天然氧吧溢农家；

四面环山人陶醉，峰峦起伏美如画；红军旧

址九曲河，青水龙王显神话；松木坪中三合

水，人间天池鱼戏虾；兔子游岗鸟相呼，千

丈岩上猿嬉耍；瀑布飞流玉珠落，翠竹迎风

舞婆娑；高山顶上仙女会，巧借春风来散

花；四时美景收眼底，举杯邀月颂物华。”

这首打油诗出自炎陵青石岗村上村组

村民陈继忠之手，描绘了青石岗的鸡公岩、

松木坪红军制药厂、三合水高山水库、顶上

仙、兔子游岗、千丈岩、飞寨瀑布、九曲水瀑

布群等景点的独特风光。深藏山间的青石

岗，是否真如诗中所述，美如仙境？让我们

置身其中，探寻答案。

青石岗由来

从炎陵县城出发大约一小时车程，就

到了与井冈山毗邻的青石岗村。

车行至青石岗村大坝组，我们从村民

口中得知了青石岗之名的由来。青石岗原

名“青石江”，传说，当年毛泽东就是经由青

石岗上井冈山的，后来在写回忆录时，毛泽

东将“青石江”误写为“青石岗”，“青石岗”

这三个字便沿用至今。

这里是株洲的极东之地，当太阳从地

平线冉冉升起，青石岗便敞开怀抱迎接株

洲的第一缕阳光。青石岗有 14 个村民小

组，235户人家，833名村民，占地面积为 38

平方公里。村民主要以张、黄、刘、陈等几大

姓氏为主，均是顺治年间从广东、福建、江

西迁入此地，至今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

不可一日无竹

苏东坡曾言：“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

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

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这正

是青石岗人与竹共生关系的写照。

青石岗的竹海绵延万顷，与峰林景观

相得益彰。清风拂过，竹浪翻滚，北宋黄庭

坚“壮哉，竹波万里”之句，道尽其气势。

靠山吃山，如何把竹子做成文化品

牌，让村民从中致富，是该村村支两委考

虑 颇 多 的 问 题 。经 过 多 方 考 察 ，村 里 从

2000 年开始引进外地客商，陆陆续续开办

了几家竹制品加工厂，加工凉席、香杆和

工艺品，产品行销福建、广东等省，经济效

益可观，示范效益明显。村民们由此大作

竹文章，加工凉席香杆后废弃的竹节、竹

筒犹可大打“文化牌”，它们经过电脑刻

画，经过古诗文字画完美包装，可变成笔

筒、茶叶罐、装饰画等精美的工艺品；竹根

可雕成各种古朴厚重、极具地方特色和生

活情趣的工艺品；不同品种、不同生长期

的竹子以及竹子的不同部位，配合着其他

美味原料可以制作出竹筒饭、竹根酒、竹

海腊肉、竹叶黄粑、三鲜竹荪汤、凉拌笋丝

等丰富的“竹之佳肴”，生生不息的竹林已

然成为山民们的聚宝盆。

随处可见的红色文化

在青石岗上村组，我们怀着无比崇敬

的心情，瞻仰了当年红军区政府驻地——

陈氏祠堂。陈氏祠堂也称为陈家大屋，始建

于清光绪年间，屋内至今保存着当年的完

整原貌。抬眼望去，祠堂内高悬的五块寿

匾，年代最远的可追溯到清光绪九年。当

年，陈氏先辈们迁入此地，第一件事就是建

起自己的宗祠，为陈氏子孙们建立功勋碑。

青石岗村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相距咫

尺，与八面山哨口毗邻。据史料记载，中华

苏维埃青石岗区政府成立于 1928 年。当

年，国民党军经由青石岗攻击井冈山八面

山哨口，区政府主席张明光、政治委员陈湘

达领着青石岗人民誓死抵抗，并为红军征

兵、运粮、筹集医药物资，使得国民党军面

对八面山哨口无可奈何，被迫改道。

从祠堂出来，车子沿着山路颠簸半小

时后，陈向导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叫松木坪

的地方，这里看上去十分荒凉。“这里曾是

红军药厂，是与区政府同时设立的，占地面

积约 4 亩，原为军需药物的制作、储备基

地，村里的几名老中医还帮助过红军上山

采药和制药。”陈向导告诉我们。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红军药厂名存

实亡。几十年过去了，如今遗址上仅剩下一

个个浅浅的沟壑、一片茂密的竹林和一排

静静伫立的老木房，全然没了当年红军药

厂的痕迹。

山水奇特

青石岗的自然景致如诗如画。青水龙

王庙是首站，传说此地为龙王宫殿，后建庙

宇，毁于“文革”。大雨时，水石撞击之声如

锣鼓齐鸣，震撼山谷。

沿山道弯入九曲水，瀑布群是青石岗

胜景，有“不走完九曲水，枉到青石岗”之

说。猴寨瀑布高四五十米，水流喷薄如白

练，跳跃山间，令人神清气爽。再往上行一

小时，吊谷上仓瀑布现于眼前。水从洞顶天

窗泻入深潭，隆隆作响，形似粮仓吊谷，故

得此名。飞寨瀑布则藏于深谷，高约百米，

分两级下落，上段如玉带，下段化雾水，似

银河坠地。每逢四五月，水量充沛，阳光折

射出彩虹，美不胜收。九曲水四季流淌，时

急时缓，幻化出飞瀑和平潭。

次日清晨，我们迎着株洲第一缕阳光，

探访鸡公岩。传说陈氏祖先携公鸡迁此，鸡

停于山巅化石，形似雄鸡啼鸣，因误动石头

血流遍山而得名。此地气候奇特，午前如

春，午后如秋，夜如初冬，古诗赞曰：“三伏

炎热人欲死，清凉到此顿疑仙。”山中鸟鸣

松涛，交织成自然乐章。

随后，我们登上海拔 1400 米的“三合

水”高山水库。水域近 300 亩，三股泉水汇

成，湖面湛蓝，四周松竹掩映，宛若江南画

卷。接着探访“兔子游岗”，山势如玉兔嬉戏

群峰之间。千丈岩壁立千仞，瀑布高 186

米，飞珠溅玉，五彩纷呈。顶上仙则云雾缭

绕，滋润峰林，远眺群山如海浪起伏，气象

万千。

看完这些景点下到半山，已是下午 5

点多。依着暮色，我们还去看了株洲市目前

最大、最古老的穗花杉群落。这个穗花杉群

落位于青石岗九曲水溪边，距鸡公岩约 1.5

公里。穗花杉最大的胸径达 24cm，高约 10

米，年龄约 500 年。穗花杉群落内林分错落

有致，层次分明，最上层是木荷、拟赤杨、甜

槠栲等高大阔叶树，中下层为穗花杉，穗花

杉占林内中下层树木总株数的 70%以上，

亩平达 25株之多……

青石岗集奇峰怪石、九曲飞瀑于一体，

红色文化独特，绿色竹海盎然，生态景观如

宝。这片深闺之地，期待与你再次相逢！

诗润株洲

探秘青石岗
万曼红

青石岗红色博物馆

范成大笔下的株洲春色
郭亮

▼▼横跨渌水的渌江桥横跨渌水的渌江桥，，当然当然，，

当年范成大看到的还是浮桥当年范成大看到的还是浮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