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探访““铁人铁人””故乡故乡

20220233年年77月月4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责编责编 祁国忠祁国忠05 周刊周刊旅 游

走走 遍遍 海海 东东

距离中岭乡政府 4.5公里的下西山梅
家洼村，是一个传统的小山村。这里的人
们世代以务农为生，生活条件艰苦。为了
改变贫困的生活面貌，村民历来十分重视
子女的教育。这个偏僻的只有一百多户的
村子已经走出了 140 多名大学生，其中就
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整洁的村委会综合服务中心墙上贴满
了村里考出去大学生的毕业证。连任的党
支部书记王秀成对这面荣誉墙有着特殊的
情感，满是自豪。老一辈对教育重视程度，
逐渐影响下一代，村里尊师重教的风气已
蔚然成风。

一代代梅家洼村人在党和政府的惠
民政策下，营造出了学有榜样，比有目标，
赶有动力的浓厚氛围。参天大树，必有其
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梅家洼村默默
不语，静静矗立，任由每一代人书写不一
样的历史。

梅家洼村的文化，已然成为这片土地
的厚重名片，一代代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
也将会在历史画卷中，为家乡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沿着北纬 36 度绕地球一
圈，我们要经过日本的大野，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科罗拉多
大峡谷，西班牙的直布罗陀，
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
以及伽太基、突尼斯、马耳他
等地。在国内，散布在北纬 36
度的城市有青岛、济南、泰山、
安阳、延安、长治、兰州、西宁、
格尔木。

就植物生长习性来说，同
纬度植物品类有着很强的一致
性，比如说在北纬36度附近，都
会有枸杞分布，换一种说法就
是，围绕地球的北纬 36度一线
内，都适合枸杞生长。然而，随
着经线的偏移，各地枸杞的生
长状态并不完全相同。

每年的 6 月份，山东泰安
的枸杞已经果实累累，而地处
高寒地区的柴达木枸杞才长
齐叶子，准备孕育花蕾。强烈
的紫外线，干旱的环境，干燥
的空气，昼夜极大的温差，注
定让柴达木枸杞无法安享和
风细雨的生活，它们唯有更加
努力，才能在这片戈壁滩上生
存下来。

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在
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贫瘠的
土地上，柴达木枸杞历经生长
的磨难，这也让它延长了从开
花到结果的时间。其实这对
于追求卓越品质的人们来说，
并不是什么坏事。日照时间
的加长，昼夜温差的加大，强
紫外线的辐射，极地环境的磨
砺，让柴达木枸杞拥有了纯天
然、无污染的有机属性，也让
柴达木枸杞颗粒饱满，色泽纯
正，其所含人体所需的蛋白
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
成分明显高于其他产区的枸
杞，被誉为“昆仑圣果”。

柴达木地区是青藏高原
大枸杞原产地，藏医使用枸杞
可上溯千年，500 多年前人们
就开始在这里人工种植红枸
杞，诺木洪绿洲的野生枸杞林
就见证了它的历史传奇。柴
达木枸杞有红黑之分，除了常
见的红枸杞，柴达木黑枸杞更
是枸杞中的珍品。

青海是全球有机枸杞种
植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枸杞种
植面积稳定在 70万亩左右，其
中有机枸杞 20万亩，已初步形
成了枸杞产业集群。近年来，
青海省通过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柴达木枸
杞也早已成为一个响当当的
品牌。

在北纬 36 度穿越的这片
神奇的高原大陆上，还有一种
黄色的果实特别引人注目，那
就是青海沙棘。从柴达木往
东再增加 6 个经度，就是西宁
市、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
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
治州，每年秋季，青海沙棘在
这些地区以黄澄澄的艳丽向
人们展示着它们的顽强精神。

沙棘是一种耐寒、耐旱灌

木，是防止青海高原水土流失
和保护高原植被完整的重要
力量，也是青海早期植树造林
的主要品种之一，对保护和恢
复青海生态环境、荒漠化治理
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净、地净、山净、水净的
自然环境，赋予了青海沙棘更
高的品质。青海生长的主要
是中国沙棘，俗称小果沙棘。
高海拔、日照时间长、强紫外
线以及氧气稀薄等特殊自然
环境，使青海本地沙棘天生具
备抗高寒、抗缺氧、抗疲劳的
生物特性。其维 C、黄酮等含
量非常高，是高营养价值食
品。青海沙棘浑身是宝，从果
实、籽到叶都可以有效利用，
是药食两用的植物珍品，被广
泛应用于药品、保健品、食品、
化妆品等领域。

近年来，随着青海对沙棘
产业布局的加快，在农业龙头
企业的带动下，青海沙棘产品
研发和市场开拓不断加速，沙
棘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追捧，
沙棘产业日益火了起来。目
前全省沙棘资源面积达到 245
万亩，占全国沙棘资源总面积
的8%。目前，青海沙棘开始从
生态造林向林业经济快速转
变，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企业已开发出青海
沙棘籽油、沙棘果油、沙棘总
黄酮、沙棘原汁、沙棘浓缩汁、
沙棘茶、沙棘果酒等 30多种系
列产品，青海沙棘从“生态果”
变成“黄金果”，实现了生态与
产业的双赢。

在青海，还有两种植物走
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是
花叶海棠和变叶海棠，由它们
制作而成的藏茶成为餐桌上
的珍品。

花叶海棠是蔷薇科苹果
属植物，为灌木至小乔木，高
可达 8 米；变叶海棠和花叶海
棠非常近似，但植株比较矮
小，树皮较厚，花和果实形状
都比较小。花叶海棠和变叶
海棠主要分布于中国内蒙古、
甘肃、青海、陕西和四川等地，
生长于海拔 1500 米至 3900 米
的 山 坡 丛 林 中 或 黄 土 丘 陵
上。而用它们做茶，则是青海
独有，被称为藏茶。

相比于其他海棠类，青海
花叶海棠和变叶海棠花卉含
有茶多酚和7种人体必需的氨
基酸，具有防癌的功效，它们
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制成的藏
茶具有提神醒脑、生津止渴的
功效。

青海藏茶由果洛藏族自
治州班玛县发端，项目已覆盖
西宁市，海东市，黄南藏族自
治州尖扎县、同仁县，海北藏
族自治州门源县、祁连县，海
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玉树藏
族自治州玉树市。小小的花
叶海棠、变叶海棠登堂入室，
成为香茗，想想是一种多么神
奇和惬意的事！

红与黄的魅力

编者按：青海省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三江之
源”“中华水塔”之称。很多时候，人们会将青海作为青藏高原的
一部分，仿佛她永远是那么遥远而神秘。高原蓝宝石青海湖、聚
宝盆柴达木盆地、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动植物王国北山国家森林
公园等自然美景自不必多言，诺木洪枸杞、玉树虫草、循化花椒等
特产更成为人们认识青海、了解青海、“带走”青海的“金名
片”……其实走进青海，你会发现她除了粗犷，还有可爱的一面。
为读者更好地了解青海，本版开设“江源仙苑寻奇珍”系列报道，
敬请关注。

□文/李巧玲 图/孙长斌
“鸦儿鸦儿一溜儿，阳坡根里炒豆儿。你一碗，我一碗，涨烂肚儿我不管。”
坐在沿着盘山公路缓缓行驶的班车里，我突然想起这首民间小调。青海“花儿”是对高山大川的倾诉，更是对质朴生活的

表白，似乎只有在这里才能感受它的韵味。山路两旁靠近山根的地方不时有几棵白杨树，山腰上牛筋条黄澄澄开得正艳。约
莫一个小时后，我到达了此行目的地——海东市乐都区中岭乡，这个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中岭乡，地处乐都区北部，东与李家乡相邻，南与高庙镇相连，西与寿乐镇毗邻，北与互助土族自治县接壤，距区政府21公
里。地处湟水河北岸浅脑山地带，属西北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度区域沟壑发育，地势北高南低，地形复杂，主要有南北走向
的三条岭。其政府所在地居中，故得名中岭。境内平均海拔2760米，最高峰吉古龙口位于平坦村，海拔2988米，最低点丹坡位
于平顶村，海拔2430米。下辖上岭、中岭、平坦、铲铲洼等13个行政村。

来到中岭，我第一个走寻的地方是泉沟村。
放眼望去，大片裸露的黄土地，庄廓依山势而建较
为集中，房前屋后生长着白杨树、杏树和榆树，梯
田延伸至半山腰。面对这样一个干旱的村子，似
乎与“泉沟”这个听着较为润泽的地名没多大联
系。我不禁自问，“泉沟”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在当地人的介绍和引领下，我们沿着硬化
路七拐八拐来到了村子的低洼处。一潭泉水静
静地卧在那里，泛着绿光。挨墙的三面是用石
块砌起的石墙。泉水流过的地方，白杨树枝繁
叶茂，附近的灌木丛郁郁葱葱。当地人说，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是从这里
驮水吃。较远的村子，驮一趟水得半天时间，遇
上过年，水都不够用。后来，家家有了自来水，
再加上前往泉眼的路并不好走，这汪清泉就逐
渐被乡亲们淡忘了。我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
奇，荒山野岭上从哪里来的泉水呢？也许，这就
是这片土地给我们的惊喜吧——任何贫瘠的地
方都会盛开娇艳的花朵。

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而上，我来到位于泉
沟村村委会院里的“铁人”王进喜精神纪念展陈
馆。映入眼帘的是院子正中央的半身塑像，神韵
悠远、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止步肃立、凝视瞻仰。

“铁人精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着不
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

王进喜，对于我并不陌生，上中学时就知道
他的伟大事迹。兜兜转转几十年，最后得知“铁
人”竟是我的老乡，深感意外。

正厅陈列馆以照片、文字、绘画和实物相结
合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再现“铁人”光辉的一
生。“苦难童年 坚韧不屈”“艰苦奋斗 赤诚报
国”“鞠躬尽瘁 精神永存”“不朽功勋 彪炳青史”

“传承铁人精神 抒写时代新篇”“远访近采，期盼
回归”六个板块围绕主题有序延伸，再现了“铁
人”王进喜的英雄业绩，诠释了“铁人精神”的深
邃内涵，展现了伟大精神的磅礴力量。参观完正
厅，我又分别参观了两侧偏厅，主要是那个年代
的家庭布局和劳动工具等。旧时光，老物件，将
那斑驳古老的时光一点点拼凑……

关于“铁人”王进喜的身世，泉沟村党支部
书记王存海给我做了简单的介绍。

三年前，我曾有幸追随乐都区政协原副主
席、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拉有清，海东市党
史研究室主任魏有玉一行专题考察过王进喜的
身世。从2017年至2022年，拉有清走访了青海
省乐都区、甘肃省玉门市、黑龙江大庆市等地方，
采访了许多与王进喜有关的人，掌握了第一手的
资料和相关证物。经多方奔走，在上级部门和各
界人士的帮助下，建成了纪念馆，于2022年7月
1日建党101周年活动中举行了开馆仪式，现已
成为海东市红色示范教育基地。2022年，《西海
都市报》大篇幅报道了这一事迹。“铁人”作为新
中国第一代石油人，他从甘肃玉门走到黑龙江大
庆，最终魂归大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是
我们后辈永远学习的榜样。

“铁人”长眠，精神永存，“铁人精神”已深深
地烙印在中岭这片热土上，融进中岭人民的血液
中，历久弥新，永不褪色！

□文/图青茉莉

“铁人精神”

乐都地区有着“北山跑马，南山射
箭”的传统习俗。相传，北山跑马源自
唐朝，文成公主进藏时路过乐都境内，
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答谢当
地群众，在她的倡导下，举办了跑马大
赛。该习俗，到清朝年间达到鼎盛，后
一直沿传至今。

离开中岭乡政府，往北走 4.2 公
里，便到达了脑山地区的平坦村。虽
称为平坦村，但这里地势并不平坦。
全村平均海拔 2800米，一百多户农户
稀疏分布在几条山沟里。和中岭乡其
他村不一样的是，成群的牦牛在山坡
上悠闲地吃草，恍若来到了草原深处。

据平坦村党支部书记保国宾介
绍，从他祖父记事起这里就有跑马
会。每年由村里自发组织人员，乡政
府提供经费，称之为“小塘群”。十几
年后由区政府组织大型北山赛马会，
每五年举办一次，称为“大塘群”。农
历六月二十这天，中岭乡平坦村赛马
场早早就聚集了来自各乡的群众，举
家前来观看比赛。

北山马为山地跑马，选择的比赛
场地道路崎岖，路程在5公里至8公里
之间。赛手在参赛前要将骏
马精心打扮一番，以示吉祥，
骑手骑着各自的爱驹，神气活
现地站在起跑线上。随着发

令官的一声令下，年轻的骑手们挥动
着马鞭，你追我赶地向终点发起冲
刺。获胜的马儿披红挂彩，获得名次
的骑手被大伙儿簇拥到主席台领奖。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农业机械化
程度不断提高，北山地区农牧民养马的
势头减弱，马匹有所减少，一度不足千
匹，传统的跑马活动也受到了影响。为
了使这项民间传统体育得以更好地传
承，经过不懈努力，2009年“乐都北山跑
马”被列入青海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并于2012年3月26日成立
乐都民族民间赛马协会。次年，举办了
第一届民族民间赛马大会，来自李家乡、
马营乡、达拉乡、马厂乡等6个乡镇代表
队参加了比赛，参加的群众达三万多人。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赛马
会的规格也在不断提升，但核心仍然
是让人们欢聚。这个形式作为一种传
统文化，被当地群众自觉地加以保护
和传承。赛马会保持着跑马、走马、

“娃娃塘群”一些传统板块。该活动一
直秉着精神鼓励第一，物质奖励其次
的原则。骑手们因此受人尊敬，而且
常常受到姑娘们的青睐。

赛马福地

铲铲洼村，就像它的名字，坐落在一处
洼地。村落依山势而建，看着有些散乱。
据村党支部书记李守平介绍，村里现遗存
六十余处窑洞，这在青藏高原十分罕见。
这里的土质是黄土加白土，这种混合土很
坚固，在崖壁上挖出的窑洞，结实耐用，不
易坍塌。

在李守平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处
保存较好的窑洞中。洞口处有一扇木门，
门虽简陋，但与河湟庄廓院的大门相似，有
门框、门槛、还有门檐。门不大，仅容一人通
过。窑洞里面是拱形，高约 1.6米，张开双
臂几乎就能摸到两边的墙壁。一进窑洞就
是灶台，往里似乎就是当时的客厅。卧室
在窑洞的最里面，是重新挖的一个小窑
洞。一盘可以容纳四五个人睡觉的土炕保
存完好，一扇窗户镶嵌在炕尾的窑洞壁上，
有微弱的阳光透过窗缝照进来。

这些窑洞建造的时间，没有人能说清
楚，据村里的老人推测，可能有两百多年
了。如今，有些窑洞已经坍塌，有些用来
存放杂物，早已失去了供人居住的功能，
但是村民们盖房时依山而建的习惯却一
直保留了下来。

未料，荒凉而又贫瘠的中岭却蕴含着
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隐藏在大山深
处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
富。它作为人类自然和社会活动的历史遗
存，无论最初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从不
同的侧面和领域揭示这一特定的历史现
象，体现古代人民的思想道德和艺术水平。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各族人民思
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历史根基，对于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高原窑洞

“大学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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