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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年，杭州诸多的优惠政
策如春风一样暖。对留守杭州的人
来说，免门票的西溪湿地广受欢迎。
更何况，这里早有了春的消息。

春风拂在脸上，空气中带着些
花草香，也飘过来湿地的水气氤氲。

连着几日大晴，在西溪漫游的
年轻人，早已换上了春装。欢笑声，
点染着美景如画。

春天的西溪，到处都有着让我
们的心一跳一跳的细节，那仿佛，就
是西溪的脉搏。玉兰树上，大朵大朵
粉妆玉琢的白，还有丰姿绰约的紫，
又飘过来含笑的馥郁。绿堤上，远远
看见黄黄灿灿的油菜花，也陆续开
着，满眼迷醉。

忽而忆起老友前几年写的一首
小诗：“小萼点珠光，冰枝吐玉黄。年
年春有约，不改是心香。”想必，过了
立春的杭州，早有梅的消息了。

《西溪梵隐志序》开篇即言西溪
“产兰芷，植松杉，十里梅花，千林竹
实，颇极幽胜”。

于是，踏着诗词的屐痕，一起去
探访“春云忽度西溪水，溪畔梅花从
此始”的梅树。

西溪梅树是杭城赏梅胜地里唯
一可以舟楫的，“孤山狼藉后，此地
香未已。花开十万家，一半傍流水。”

点出了其中的奇妙之处，也将西溪
的梅推到了更高一筹的地位。而朱
梦彪的“独放西溪棹，因寻曲水梅。
品高香早透，性逸色偏皑。境僻民风
古，花深雨露培。春游聊自适，对月
且衔杯。”算是道出了“曲水寻梅”的
出典了。

春日的西溪，非常的解人心怀，
已冒出新芽的树树草草，倚在河岸，
风吹拂过去，毫无疑义地摇曳着，一
路一路的梅花有的含苞欲放，有的
临风绽放，给这西溪的春增了风骨。

西溪梅墅、梅竹山庄、西溪草堂
这些与梅有关的景致也个个云木荫
翳，灵风肃然。上岸后，缓步前行，不
觉掌心生潮，老老的梅桩就象平畦
里摆出个龙门阵，“浩浩汤汤，横无
际涯”地夺了你的眼神，我看来只有

“一见钟情”才可以形容此时此地的
梅花方阵。不管你选不选择，都会毫
无保留地爱上这绿萼红梅。

旧有“香雪十八里”美誉的西
溪，在我们看来，梅，足以使今之盛
越昔之茂了。虽然，永兴寺内明太史
冯梦祯手植的绿萼梅已只能在书卷
中饱饱“绿雪交柯，满庭芬馥，堪为
韵士清赏”的眼福，而西溪自综保工
程以来，新植二万株梅树，算是点了
梅花的群芳谱，也算是不负当年的

盛名，也合了今日“曲水寻梅”的佳趣，
怎么也得做一回“探花郎”。

西溪湿地国家公园从2004年开
始，建了一期、二期、三期，西溪的“梵、
隐、俗、闲、野”在今世得到了重生，西
湖、西溪演就了“双西共舞”。

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盛世，是擎划
之作，是一点不容置疑的。仅是西溪的
梅花，当年一种就是二万株，手笔不可
谓不大。杭州的别样精彩独特韵味，也
该成为个中翘楚。

疫情仍未完全消除，扫健康码，戴
口罩，已成了国人旅游的标配。

但依然不改春日里，西溪湿地的
游人如织，衣袂飘扬。也总能看到，穿
着汉服的少女，走在花海里。一时，分
不清天上人间，今昔是何年？

目前，公园内的江梅、绿萼、宫
粉、朱砂等品种的梅花已经纷纷绽
放。到了3月上旬，还有美人梅也将开
放……

我想着，不如再叫几个好友，在西
溪喝点红曲酒，又赏梅花韵，让春天的
美妙就此定格。

赶紧打电话、发微信，算我发出的
西溪梅花帖。

你来，还是不来？
（作者系中国青年作家学会副主

席、杭州市作协副秘书长）

满园春色满园春色 曲水寻梅曲水寻梅
俞宸亭

今年的春天，比往常来得
更早，二月份的武汉大学校
园，已经樱花烂漫。这是往常
难以看到的景象，可能是对去
年几乎空无一人校园的补偿，
雨水时节，校园里人已经不
少，当然不是尚未返校的学
生，而是因为许多在武汉的武
大校友已经争先恐后地跑到校
园里拍照，红粉白紫花开遍，
枝头一派春意闹。吾友姚彬彬
教授朋友圈“赠语”武大樱
花：“今年也太急了一点！”

对于武汉大学校内的教职
工们来说，“樱花季”曾是一个
既令人兴奋，也有些不安的名
词。因为每至樱花盛开时，校
园内车水马龙，景观使人震
撼。花季最旺的那几日，教室
洗手间排起长队，学生食堂人
满为患。教职员工与学生一度
苦不堪言，大约是五年前，一
位老师从校外开车赶来上课，
从凌波门到教学楼竟然走了四
十分钟，接近教学楼时，人山
人海阻碍了车轮前进的方向，
此兄迫于无奈，将座驾怒甩路
旁，拔腿冲开人群，饶是如
此，还迟到了三分钟。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
他当天在朋友圈里的怒火万
丈：“武大的樱花应该拔掉的
好，一棵不留，给校园留片清
净！”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
大郎”来说，每年樱花季时，
常听到周围同事学生要学鲁提
辖，怒发冲冠倒拔樱花树。当
然这只是气话，谁要是摘一片
花瓣，他们都会心疼万分。因
为武大的师生们实在是太热爱
校园了，完全不能接受它成为
车马喧嚣的闹市。但武大自建
校就秉持“不设墙”的文化，
因此向来就是武汉乃至全国最
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以至
于每年樱花季时，周边的旅行
社纷纷做起樱花生意，甚至还
策划了“樱花专列”，据说“看
武大樱花、走长江大桥、吃热
干面”已成了樱花季游客们来
武汉必做的三件事。

去年武汉封城，樱花季又

逢抗疫攻坚期，全国援汉，众
志成城，樱花哪知人间疾苦，
争奇斗艳到满园飘香。宣传部
的同事们指导我的几位学生独
辟蹊径，策划一场别开生面的

“云赏樱”，动用无人机拍摄樱
花季的校园风景，在自媒体上
发布，引起全社会极大反响。
但空空荡荡的武大校园，也成
了视频“弹幕”上的各种“槽
点”。记得当时有几位担任校园
防疫志愿者的同事，拍了几张
夜樱的照片发到群里，看到枝
头绚烂的樱花与地上被拉得长
长的树影，大家都彼此沉默，
这是我们首次产生一种前所未
有的失落感，武大的樱花，居
然独自绽放到令人哀伤。

那天晚上我想到一首老
歌，叫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樱花独放
无人赏的景象。那位曾经扬言
要怒拔樱花树的兄台，在朋友
圈里感叹：“还是人多一些好
啊！”

世界上许多事情，失去便
知道美好。当然我也不喜欢熙
熙攘攘的校园，大学之美，在
于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但武大
樱花季也就那么几日时间，况
且早已成为了这座城市文化的
一部分，若真消失了，反倒心
里失落得很。今年樱花早开，
游客们纷至沓来，象征着武汉
真正地走向了复苏，即使校园
有些拥挤，似乎大家也都欣欣
然地接受了。

这几日忽然降温下起雨，
看见校园内的樱花又掉了不
少。想起苏曼殊的一首诗：“十
日樱花作意开，绕花岂惜日千
回? 昨来风雨偏相厄，谁向人
天诉此哀。”诗人认为，樱花被
风雨吹落，乃是“哀”事，但
于经历了武汉抗疫的武大师生
而言，花落花开不是哀，乃是
世间常情，樱花之“哀”乃是
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但在英
雄的武汉人民面前，这一切将
永无可能重演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武汉大学副教授）

又到樱花烂漫时
韩晗

提起婺源，大家脑海里首先
映出的应该就是遍地金黄的油
菜花海，还有“中国最美乡村”的
美誉吧。我虽是土生土长的婺源
人，但说实话，婺源的油菜花，论
连片的面积、一望无际的宏伟，
比不上罗平、门源。但是，问那些
蜂拥而至、远道赶来赏花的游
客，婺源油菜花的独特魅力到底
在哪里？他们会笑着回答：

——婺源的油菜花长在高
低错落的梯田里，好像要一路开
上天去，很是雄伟！弯曲的梯田
像大地诗行，又像大地的指纹，
太震撼了！

——婺源的油菜花海里还
漂荡着粉墙黛瓦的古村落，像一
片片白帆，没有视觉疲劳！走进
古村，里面还有始终笑脸相迎的
村民，还有各种没见过的美味小
吃！吃货们幸福满满！

——婺源的油菜花田里，还
镶嵌着桃红梨白，万紫千红，步
步是景！婺源的油菜花，还会盛
开在河边、塘边，金黄的倒影与
蓝天白云嬉戏，更有水灵灵的仙
气！这里美拍臭美，多少个九宫
格都不够发！

——婺源的油菜花不是一
片两片，而是开满了全县！不管
你开车到哪里，公路两旁的金花
始终伴随着不离不弃，晚上睡觉
闭上眼睛，眼前仍然是洗不掉的
浓浓的一片金黄色！

游客们这些五花八门的回
答，是不是让你心动了？也想来
一次与金花的相约相拥？

每年三月，婺源金花都会如
期盛妆赴约，等待你款款而来。

来婺源赴金花之约，江岭、
篁岭是必到的打卡之地。江岭千
亩梯田花海翻金浪，蝶舞蜂飞，
云霞映照。美景让你的眼球停
转，也让周围的相机一片“咔嚓

咔嚓”的快门声不断。
乘缆车上到云中的篁岭古

镇，手捧奶茶漫步，随便从一扇
窗口望出去，都有一幅金花图映
入你的眼帘。来到一处花田，你
会看到一块插在地里的小木牌，
上面画着一个卡通小哥哥，还写
着：“哥种的不是油菜，是风景！”

是的，油菜从一种最普通的
油料作物，变身为婺源最靓丽的
风景线，也就是近15年的事。一
朵小小的油菜花，见证了婺源旅
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强
到优的发展奇迹。短短十几二十
年间，婺源从养在深闺人不识的
偏僻山区，成为全国旅游强县而
名动天下。这里面少不了油菜花
的一份功劳。婺源种油菜的历史
已有好几百年，以前都只是用来
榨食用油，价格曾低到 7 元一
斤，没有什么利润，以至于很多
村民都不愿意种油菜了。直到
2000 年大力发展旅游业开始，
油菜才成为“风景”，吸引八方旅
人送财上门。村民们这才重新种
起油菜。这时的油菜，也成为名
副其实的“金花”！

就拿篁岭村来说吧。这个挂
在山崖上的村庄，全村 130户，
开发旅游业之前，人均纯收入每
年只有三千元，旅游业兴旺后的
2019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3万
多元，翻了九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
是，绿水青山不会自动地变成金
山银山。广大农村的生态资源优
势，怎样转变成产业优势、经济优
势，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婺
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民
脱贫致富，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
的答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
旅游业，才是真正的“金花”。

（作者系江西省婺源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金花绽放是婺源
詹显华

▲

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佛图关段，单轨列车
穿行在大片美人梅花海中。开往春天的列车吸引
了大批市民前来赏花“打卡”。 凌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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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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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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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惠兵）“这是我头一次漫
步在梅花树下，微风吹来，鼻尖都是挥之不去的
梅花香气。”2月17日，正月初六，福建省福州
市晋安区北峰山区寿山乡的林阳寺内热闹非凡，
老家湖北的温霞流连寺中梅花树下，笑容满面。
和往年一样，一二月之间，这里便迎来了寺内风
景颜值的巅峰期，500多株梅花竞相绽放，众多
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今年春节，在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国家
就地过年倡议，全省市内休闲游、乡村体验游、
温泉养生游等热度不断攀升。其中，市内休闲游
成为春节假日出行主流，城市公园、休闲街区等
开放式景区（点）成为热点。福州樱花、桃花盛
放，迎来了如织游人，累计接待游客8.62万人
次。

“早就听说过林阳寺的梅园，但一直工作繁
忙，没有机会观赏一番。今天正好相约朋友一同
前来，果然红墙飞檐、古韵幽幽，名不虚传。”
温霞五年前来福州，一直从事文案策划工作。今
年她也积极响应倡议，留闽就地过年。

刚刚过去的牛年春节，为了更好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春节期间在闽过年旅游休闲需求，春节假
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动全省景区推出百项

“乐游福建·就地过年”活动和优惠。全省春节
期间已累计接待游客1612.46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66.59亿元。

乐游福建 浓浓花香

本报讯本报讯（（曾天泰曾天泰 记者记者 照宁照宁））群芳吐蕊春群芳吐蕊春
来早来早，，游人似织花似风游人似织花似风。。连日来连日来，，随着气温的逐随着气温的逐
步回暖步回暖，，在厦门市的公园绿地和街头巷尾在厦门市的公园绿地和街头巷尾，，随处随处
可见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可见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不少市民纷纷趁着天不少市民纷纷趁着天
朗气清的好天气朗气清的好天气，，携老扶幼携老扶幼，，出门赏花游玩出门赏花游玩。。

在厦门市区文屏路往梅海岭的方向在厦门市区文屏路往梅海岭的方向，，沿路的沿路的
厦门市花三角梅厦门市花三角梅、、桃花桃花、、李花等竞相开放，形
成了一片逶迤的花海。路边绵延不绝的三角梅
花树颜色各异，赤红、粉白、橘黄……在城市
中点缀出了一条条绣带。这一抹春日美色，惹
得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更有市民拿出手机拍摄，
欲留住这片姹紫嫣红。

“这是咱们的市花三角梅，其实外面的花瓣
是叶子，真正的花儿藏在里面呢……”趁着阳光
明媚，姚女士带着女儿出门，而这片花团锦簇的
美景，刚好让她有机会教女儿认识不同的植物。

“平时孩子的学业压力很繁重，现在难得有时间
带孩子出来亲近自然，让她学习一下书本外的知
识，体会生命的美好。”

记者在厦门市南湖公园看到，木棉树、红千
层、鸡冠刺桐等错落分布，红艳艳的花朵绽放在
枝头；高大的木棉树上，碗大的花朵迎风挺立；
红千层花穗簇生，像是挂满一串串红红的灯笼、
鞭炮，一派喜气洋洋；鸡冠刺桐花瓣紧致层叠，
一朵朵小花像一个个鸡冠，活泼可爱。

今年厦门不少季节性开花的植物，木棉、宫
粉羊蹄甲等纷纷提早绽放。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副总工程师陈恒彬解释
说，植物比人敏感得多，物候期受到气温、降水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冬季气温相比常年偏
高，这是不少植物提前开花的因素之一。比如，
木棉的花期一般是每年的3月底到4月，而今年厦
门不少木棉在2月初就盛开。“木棉喜欢温暖干燥
和阳光充足的环境，气温升高，也就‘催’它们
早开花。”陈恒彬说。

新春暖意早 鹭岛赏花忙

▲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大溪村少落坪，
2000 余亩樱桃花盛开，漫山遍野雪白的樱桃
花，把大溪乡的春天装扮成了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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