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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采风专辑采风专辑

农家乐

王群

沃野研耘蔬与瓜，直播带货我当家。
蓝莓万点凝寒露，灵草一株映紫纱。

五月在田间

刘建康

五月飘满槐香的路
通向熟悉又陌生的老地方
春风扶摇入柳树之乡
东柳，有一块最先迎接阳光的土壤

一排排，一列列
大棚里，丝线吊直的黄瓜秧下
一身绿戎装，笔直的小蛮腰
顶花带刺的小精灵团队
巾帼不让须眉

铁皮柿子，一个个
板着陌生铁青的脸
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可内心已经蓄满鲜红的阳光

灵芝的传说，最有名的
一段是在《白蛇传》中，那白蛇
盗取的起死回生的神药
可今天，传说就在眼前
那一片片，檀木质感形态各异的叶片
从仙境误入凡尘

一群群，土堆上低空飞舞的白鹅
人字形排列在塑料大棚内
疑似晚归的雁阵
与人间有缘，与青山绿水热恋
可我不希望你因为习惯人类的圈养
而放弃云梦和飞翔

在路南镇
蓝莓种植大棚里

冯亚娟

在这里，那么多的蓝莓花从致富的梦里
开到梦外
浇水、施肥、除草等农活
在先进的农业技术中
幽香浮动

心血浇灌出来的果子，一盒又一盒
在我们眼前，闪着晶莹的蓝光
这些带着祝福的珍珠迈向世界的脚步
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意义

摘下这些蓝莓的手指很纤细，也很粗糙
欣慰、柔和的目光，有些
落在翠绿的枝丫上
有些追逐着棚外的阳光

灵芝谣

阎文海

褐色褶皱里藏着远古的风

它们攀着朽木的脊梁生长

把流年月光酿成蜜浆

凝成一朵朵低垂的云

祥云是大地的呼吸

被岁月揉成柔软的形状

在护佑的臂膀下

悬浮着永不消散的吉祥

菌盖舒展成古老的符咒

每道纹理都刻满祝福

当晨雾漫过大地

祥瑞便坠入人间烟火处

灵芝，是一种神奇的宝物，自远
古以来便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
化记忆里。它有着紫芝、瑞草等美
称，彰显着人们对它的尊崇与喜爱。

灵芝质地坚硬，周身散发着如漆
的光亮，那如祥云般的伞盖，优美的
形状，恰似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天生便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在古人的眼中，灵芝是上天赐
予的神物，由于难得一见，它被蒙上
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尔雅翼》中记
载“芝，瑞草，一岁三华，无根而生”，
这种近乎玄妙的描述，使灵芝的神
秘色彩愈发浓厚。它承载着人们对

长生和富贵的美好向往，成为祥瑞
的象征。

灵芝不仅是神话传说中的神药，
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瑰宝。它被比
作珍贵的兰花，与兰并列，被称作“芝
兰”，用来比喻君子之交。这种象征
意义，让灵芝在文化层面上又多了一
份高雅与纯洁。在诗词歌赋中，灵芝
常常带着美好的意境出现，寄托着诗
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高尚品格
的追求。

灵芝的吉祥寓意，还体现在传统
的吉祥图案中。芝仙祝寿图案中，灵
芝与水仙、竹子、寿石巧妙组合，寓意

延年益寿、福寿绵长；新韶如意图案
中，灵芝与山茶花、松枝、梅枝、柿子
和百合共同构成，象征如意吉祥、四
季安康；百事如意纹样中，灵芝与百
合、柿子搭配，寓意事业顺利、万事如
意。这些带有灵芝的图案不仅是古
人智慧的结晶，更是“吉祥文化”的生
动诠释。

如今，灵芝在现代社会中依然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作为中药材，
它不仅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其
承载的“吉祥文化”更是深入人心。
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
看到灵芝的身影，它象征着吉祥、富

贵、长寿和如意，成为人们表达美好
祝愿的重要载体。灵芝的图案也渗
透在衣物、家具、文具等各种生活用
品中，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时刻
感受到祥瑞的祝福。

当你踏入种植园区，当你俯视一
株株生机盎然的灵芝，当你看到年轻
人在网络平台直播销售灵芝产品，相
信你一定会心潮澎湃，怀揣着对灵芝

“吉祥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这祥瑞
之光的照耀下，在新农村、新商业浪
潮的推动下，必将努力书写出属于我
们这一代人的精彩诗篇。

五月的风，吹拂着大地，勃勃生机
在老边区的大地上涌动。我们沐浴着
醉人清新的风儿，走进老边区的牧野
田园。

映入我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种植
园。黄瓜、番茄都在人们划定的区域
里，各自努力、快乐地生长着。合理密
植、滴灌技术、微观调控……它们是现
代科技的结晶，承载着农民对丰收的
希望，让农民实现了季季有收获、时时
有收入的梦想。

更令我惊奇不已的是另一个村子
的核心产业——灵芝种植园。据了
解，该灵芝种植园一年的销售额可达
420 万—500 万元。该种植园占地面

积不过数亩，以新媒体网络平台展开
一系列线上销售模式，为很多人创造
了就业岗位，也让种植户切切实实地
富了起来。昔日稀罕的宝贝灵芝，像
堂前燕一样飞入了百姓家，成为这里
人们致富的法宝。

一路行，一路心潮澎湃。我看到，
规模庞大的白鹅养殖基地里飘动着朵
朵白云；蓝莓种植基地里闪耀着蓝色
的星星；羊肚菌种植基地里茁壮生长
着憨态可掬的菌宝宝；樱桃种植基地
里浓绿中缀满艳红……

我在樱桃种植产业基地里停留
了很久，这是一个规模尤为庞大的产
业基地，前期投入高达 1200 万元。

在勤劳智慧的老边人手里，短短几年
里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培育
的特等樱桃，更是早已打开了北上广
深的销售渠道，卖出了每斤 198 元的
高价，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回
报？这一刻，我的心比树枝上的樱桃
还要甜。

一路走来，我深切感受到了老边
区的变化：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其特色
的农业，并且已经打造出了一款乃至
多款“爆品”农业作物。变革的力量，
使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热爱的
土地上，靠着种地便能养活自己，撑起
一个家庭……我想，这就是乡村振兴
的意义吧。

老边区，这片被誉为“营口的菜
篮子”与“后花园”的沃土，在五月的
暖风中舒展开一幅丰饶的画卷。夏
日的阳光如同一位温和的画家，将斑
斓的色彩泼洒在田间地头，每一寸土
地都流淌着丰收的甜蜜。近年来，老
边区的特色农业如同一簇簇新芽，在
田野间蓬勃生长，绘制出一村一品的
锦绣长卷。

走进柳树镇东大平山村，大棚内
的樱桃树仿佛披上了红霞织就的华
裳，一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红
得喜人，宛如玛瑙雕琢的灯笼。农
人穿梭其间，指尖轻捻果柄，便有一
串沉甸甸的殷红落入柳条筐内，空
气中弥漫着酸甜交融的芬芳。这大
棚，原是寒冬的堡垒，如今却成了夏

日的甜蜜之源。
转过几公里外的柳树镇东柳

村，观赏灵芝大棚别有一番景象。
菌架上，灵芝如云朵般舒展，褐色的
菌 盖 纹 路 斑 驳 ，似 岁 月 镌 刻 的 印
记。它们不像药材铺里干枯的标
本，而是鲜活地舒展着生命——有
的像伞撑开，有的似扇半展，边缘还
泛着乳白的新鲜。大棚的主人将自
然与智慧结合，让灵芝褪去“仙草”
的神秘高冷，变成可观赏、可食用的
常客。网络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一
簇簇灵芝带着山野的清新被寄往城
市的高楼，真正实现了深山珍宝走
进寻常百姓家。

路南镇的农业科技园区里，则
是一片紫意盎然的天地。蓝莓藤蔓

攀附篱架上，串串果实像紫水晶凝
成的铃铛，风吹过时仿佛能听到清
脆的声音。这土壤得天独厚，矿物
质与有机质交织成滋养的网络，让
蓝莓的口感比别处更添一层醇厚。
不远处，菌类晾晒场上铺开黄色的
地毯。它们将作为山珍的使者，奔
赴食客的餐桌。

东北大鹅养殖基地的喧闹，为这
幅静美的画卷增添了些许的生动。
成群的大鹅昂首向天，翅膀拍打出欢
快的节奏，池塘的涟漪一圈圈荡开，
像大地的笑纹。这些“白色使者”啄
食青草，饮啜清水，肉质便带着天然
草木的清气。老边区的湿地与沃土，
就是它们生息的天堂，如今，鹅群不
仅肥美了农家的日子，更成为地域特

色的活招牌。
漫步在五月的老边区，目之所

及皆是生机。大棚如琉璃穹顶庇护
珍馐，菌架似琴弦弹奏丰收乐章，鹅
群像白帆点缀碧波，蓝莓如繁星点
缀人间。特色农业的妙笔，将传统
农事转化为新韵：樱桃不再是偶然
收获的野果，灵芝褪去了药铺的冷
寂，蓝莓与菌类在科技与自然的融
合中绽放异彩。老边人深谙因地制
宜的智慧，他们以汗水为墨，以巧思
为笔，在土地上书写着当代的“耕读
传家”。

老边区的五月，是一场永不落幕
的丰收庆典，大地慷慨地馈赠，人们
则以勤劳的双手回报，共同谱写了一
曲土地与汗水的永恒赞歌。

蓝 莓 ，是 宇 宙 写 给 大 地 的 情
书。小小的一粒浆果，身体里暗藏
生命的密码，每一颗都深藏着洪荒
之力：它能在血管壁上雕刻出抗衰
老的楔形文字，让岁月的痕迹来得
更慢一些；它能穿越视网膜的屏障，
让夜航者在浩瀚的星空中，看清北
斗七星的轨迹，为人们的视觉世界
带来无限可能；它能抵抗时间对记
忆的侵蚀，让人们对美好的生活记
忆犹新……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蓝莓，放入

口中，咬破果皮，刹那间，清甜与微
酸在舌尖掀起一场春雨，像是把盛
夏的阳光、井水的清冽，都酿成这
一口浓郁的甜蜜。这滋味，不似蜂
蜜的直白浓烈，更像是一首婉约的
宋词，初尝微酸，回味却满是悠长
的甜，在唇齿间萦绕，久久不散。

这样神奇的浆果，如今，就在我
的眼前。一颗颗，眨着紫色的眼眸，
如星辰般闪烁。

这里就是辽宁星浩农业科技园
区的蓝莓种植大棚。

当我们携手五月的阳光走进大
棚，涌到我们面前的便是这些酸酸甜
甜的紫色浆果。它们跨越了千山万
水，终于在老边区安家落户。

在智能大棚温室里，棚主彭晓丹
无须动手，现代化的传感器正精准地
调节着二氧化碳的浓度，为蓝莓营造

出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在无土栽培
架上，蓝莓叶片如翡翠雕刻而成，薄
霜覆面的紫色果实，像被月光浸透的
玛瑙，每一颗都藏着森林的呼吸。俯
身摘一颗，指尖传来微凉的触感，白
霜如雪——这是自然与科技共同绘就
的美好画卷。

农业新质生产力，让这片平凡的
土地蝶变升级。

这片土地的变化都是由彭晓丹
带来的。从最初的菲田家庭农场，到
后来辽宁星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
地老边区；从承包6栋暖棚、流转7公
顷土地，到建成6个现代农业科技园
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从种植刺嫩
芽、蒲公英等山野菜，到引进蓝莓、试
种羊肚菌，实现“南菇北种”；从研发
区块链追溯系统，到星浩数字农业监
管中心完成第12次升级，真正做通从

田间到舌尖的信任链接。五年时光，
彭晓丹从“城市白领”蜕变成“新型农
民”；在农业新科技的加持下，她和68
位农户组成“棚主合伙人”，一起从

“农门”跃向乡村振兴的“龙门”。
如今，又到了蓝莓成熟季。我们

漫步在蓝莓垄间，紫色的果实像一颗
颗星星落到了架上，向我们诉说着永
恒的奋进故事。我们的手指被染成
深紫色，篮子里的果实堆成小山，笑
声和果香一起飘散。

和彭晓丹聊天，她说，她相信，酸
酸甜甜才是生活。人生如蓝莓，总要
覆一层白霜抵御风尘，也总要经历酸
涩才能酝酿回甘。我们也相信，只要
掏心掏肺地爱着，人生旅程中，总有
蓝莓般的隐喻，秘而不宣。就像大棚
入口处的提示：采摘时请轻握果柄，
莫让“星辰”从指缝溜走。

编者按

乡村振兴，文艺赋能。近日，营口市老边区委宣传部、区文
联、区网红经济发展中心联合组织区作家协会、区美术家协会、区
摄影家协会等深入老边区开展“乡村振兴·文化助力”主题采风活
动。老边区作家协会的作家们创作了一批鲜活的文学作品，现选取
部分作品呈现给读者。

蓝莓，紫色的甜蜜
卜丽爽

五月，沃土绘就丰饶画卷
雪舞仲夏

科技新农业之歌
张 玲

老边区采风有感
史竣升

灵芝，祥瑞之光的诗意回响

尹玉杰

当春雷唤醒辽河，乡村里迸出嫩绿
的颤音。

西红柿涨红的脸庞撞破大棚，黄瓜
悬在藤蔓上荡着秋千。初生的韭菜从泥
土里探出翡翠般的指尖，豆角垂落的弧
度里藏着北纬40度的季风。

鸡鸣啄破黎明，鸭掌拨动池塘的晨
光，鹅群在草甸上写下一行行未完的叙
事诗。

大棚在霜降前分娩。草莓的红渗
入冻土，樱桃把蜜糖酿进冰凌，蓝莓
缀满的枝丫低垂成紫罗兰色的星系。
菌棒在黑暗里呼吸，羊肚菌撑开丝绸
一样的小伞，灵芝的褶皱间流转着星
宿坠落的微光。

拖拉机碾过旧年历，孢子飞扬宛如
檀香微粒。温控箱液晶屏闪烁的数字，
正在重新书写古老节气与现代农业的韵
律。霜白的卷心菜与赤红的樱桃，在冷
链货车里交换着跨越纬度的密码。

当一个个育苗盘被搬进智能温室，我
仿佛看到露珠里转动着崭新的太阳——
在这里被重新定义的二十四节气，正在
塑料薄膜伸展的空间里，在菌丝蔓延的
静默里，在果树绽开的笑容里，分娩出属
于黑土地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