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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盛夏，阔别家乡4年多的儿子回到伊滨区。
从龙门高铁站出来，车子驶入科技大道，绿影婆娑隐现中，万家新舍一

重重，沿路花草丰茂，新建的楼房鳞次栉比。儿子忘记了旅途疲倦，扒着车
窗不眨眼地往外看。这块巨形瓦片是啥？科技馆呀，这个好，孩子们以后
到科技馆玩耍不用跑远了。龙门实验室是干啥的？哦，搞智能高端设备研
制，还是省级的，厉害！

我指着隔条路的建筑补充说，那一片是联动 U 谷，那一片是中航光
电，前方那个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南边挨着那个是旅游职业学院图书
馆。随后咱一起到各处转转，看一看这几年的变化。

“听说咱伊滨区引进了一个大个子企业，叫宁德时代，真不简单！宁德
时代在德国有生产基地，离我打工的地方不很远，我去参观过；近期正在匈
牙利建厂，国际化影响力不断扩大哩。”

我回答说：“那是。宁德时代在咱伊滨区叫中州时代，目前还在进行基
础施工，你下次回来就会看到形象了。”

隔天，我们带儿子到山下给先人扫了墓，走马观花转了东宋沟、南宋
沟、袁沟、耿沟、老井几个村。这些村都铺了沥青路，连背街小巷都贯通了，
农家宅院粉墙黛瓦，门前花木扶疏，燃气入户，排污管入地，活动广场、便民
设施一应俱全，各村又有各自的特色和品位。儿子很感慨：“现在的乡村真
美，比住高楼舒坦！”

一天，我们到中央公园遛弯，在蓝天和远山的映衬下，但见奥体场馆雄
健俊美，水系蜿蜒潺潺有声，草坪起伏绵延远方，花木葳蕤野趣盎然。公园
里，有人在栈桥漫步，有人在乐道遛娃，有人在鱼鳞坝玩水，有人在运动场
锻炼。面对这如诗如画的景象，儿子用6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宏阔，排
场，时尚！

20天休假就要结束，有个晚上，儿子约发小、同学到李村的老根咸宁
砦游园的八角亭下撸串。砦子上凉风习习，远处灯火璀璨，他们畅快地聊
天，叙谈友情，分享这些年来各自有“味”又有“料”的奋斗故事。时光荏苒，
岁月如歌，大家都有不同的工作，有的住进了安置房，有的买了房，多数人
都开上了自己的车。儿子端详着一块导引牌，跟大家说：“这几年家乡变化
真来劲儿，替咱留意一下企业招聘的事儿，遇到合适的俺就尽快回来。”

那块导引牌的内容是游园简介，下面附了一句话：无论走得多远，故乡
都是记忆深处最美的凝望。

回 家
□ 杨群灿

洛阳对于我，曾是一个遥远的存在。
村南一道山，家住山沟里。那道山抬眼便能看到，蓝天之下，是铁青

的石头山，只在东南的山坳里藏着一片绿。
滩下一条伊河。去洛阳，要骑车下到镇上，乘车到龙门，再转车去洛

阳。因为只有龙门桥横跨在伊河上。单程顺利的话，也得两三个小时。
二十岁那年，暑假在洛阳行署路一学校进修。早上五点起床，骑自

行车到洛阳，下午课结束再原路骑回家。某天回来时，脑瓜灵光一闪：听
说诸葛马村有条木板搭的简易桥，走那儿，不近许多吗？于是，便从关林
斜过来，穿村庄，过河滩。结果到河边，只见黄水滔滔，宽阔无比，桥却不
见了。只好满心懊恼地重返关林。过龙门时，暮色已笼下来。一路上，
孤独，紧张，担心，与夜色一起，越来越重地罩在心上。那无边的黑啊，那
土路两边高高的玉米地啊……

无数次在路上奔波，我都在想：什么时候伊河上再有几座大桥？什
么时候洛阳能不再遥远？

盼望着，盼望着，伊滨区诞生了，她以惊人的速度茁壮成长。2015年
底，伊河大桥建成，洛偃快速路与开元大道完美牵手。接着，希望大桥贯
通，往西直达关林。公交过大桥，连李村，甚至南行至万安山脚下。山上
人去洛阳，办个老年卡就可以免费到达。2021 年，开拓大桥与古城快速
路联通起来，伊滨融入了洛阳一小时生活圈。开着车，可很快直达洛阳
市区的任何地方！

我的梦想实现了，伊滨却不断给我以惊喜。道路呈网格状扩展，纵
纵横横不断加密。我这个当地人，竟像个外乡人一样，在自己的家门前
常常迷路了。咦，什么时候这里又出现了一条大马路？什么时候这里又
拔节了一片高楼？什么时候，这里又呈现了一片美丽的公园？什么时
候，这里又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

迷路，也是美好体验。每一条路边都有令人眼前一亮的风景。春
天，大道的绿化带中，姹紫嫣红的牡丹花连成一条馨香的丝带，让人沉醉
在春风中；初夏，蔷薇花摇曳在校园的外墙上，像孩子们的笑脸，谁从这
儿过，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那条路上，楸树撑起一排排粉红浅紫的花
伞，把路装饰得如梦如幻；这条路上，金色枇杷果挂在路旁，南方的果木
也在伊滨欢喜安家……我至今数不清伊滨究竟有多少道路，只知道想去
哪里，都有大道；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种花木落户伊滨，只知道大道伸到
哪里，美景就延伸到哪里。

我的老家不在城市区。然而，坡上的村庄却并未被遗忘。她们在乡
村振兴的春风中脱胎换骨，一天天出落得小家碧玉，风姿可人。南山也
开发成山顶公园，植树种花，披上了绿装。乡村旅游路通向山顶公园，通
向大谷关客家纪念馆，串起金色的油菜花海，串起小桥老槐，白墙黛瓦，
鲜花绿树，广场民宿，让人心中弥漫起浓浓乡愁，悠悠乡思…… 一路上，
步步皆风景，处处皆历史。绿荫掩映里，汉唐遗址，魏晋掌故，大禹传说，
让人目不暇接，思绪翩翩，你会走向伊滨的历史深处，也可以走向伊滨的
灿烂明天。

路也沿着伊河伸展。伊水公园十几公里长，花开四季，水一程，绿一
程，满眼风光满眼情。外来客人的帐篷也常搭在伊水游园中，旁边的粉
黛乱子草温柔如梦。晨光熹微中，跑步爱好者的身影，已成了堤顶路上
的风景。闲暇之余，沿河的人们，说得最多的话便是：“走，到河边散步
去！”三五好友，散在花海柳荫下，谈天说地忆昔思今好不惬意。就算一
个人，携一壶茶，傍一片林，在茶香氤氲书卷芬芳中，听鸟鸣散落，看伊水
东逝，也别有一番闲滋味。

南山蕴含着伊滨的厚重与沉稳，伊水涵养了它的灵动和妩媚。而所
有的生机和活力，都是由大道一一串起。

初夏的傍晚，我站在中央公园的小石桥上。抬起即见青黛色的南
山。夕阳在西边的楼群间柔和地微笑。桥下流水淙淙，晚风拂过草
地上蓝色的鸢尾花，拂过水边的蒹葭，捎来广场上的歌声：“我们走在
大路上，意发风发斗志昂扬……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我们的前程无
比辉煌……”

抬起头，满天彩霞中，一列银白色高铁正穿越绿海，驶向前方……

在 路 上
□ 陈爱松

小时候，家并不宽敞，低矮的瓦房加了秸秆的泥巴墙，瓦
上的青苔和地上的霜，院落里的鸡鸭和后院的羊，是生活平常
的模样，也是我想要早点逃离的地方。

仅有的风景在家里的墙上。糊了报纸的墙面，再也不是
寒酸贫苦的样子，瞬间展现出世界的包罗万象，它打开了我阅
读世界的第一扇窗，也承载了我看风景的梦想。墙上的这片
风景，让我对眼前的横平竖直充满着好奇和热情。风景在一
个个方块字组成的世界里，像等待被耕耘和灌溉的田地，写满
了无穷的向往！

后来，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民心工程有序铺开，街道变
得更宽敞、更平坦，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我们开开心心地转
身住进了精装修的楼房：宽敞明亮的大玻璃窗、厨房里的燃气
和地板砖上的光、冬天的暖气、24小时热水的家和窗外恣意盎
然的希望，是生活带给我们惊喜的馈赠，也让我们的目光看向
了更遥远的前方。

美丽的风景在目光中。凉亭下聊天的人们、小区怒放的
鲜花、设施完备的社区邻里中心、配套完善的健身广场，人们脸
上明朗的笑容……转身上楼的我们不仅走进了欣欣向荣的风
景，还亲手触摸到了不断升腾的希望——以小区为圆心，原来家
门口就有随处可见的风景：花园般的街景、充满烟火气的商业
街、5A级的景区、琳琅满目的美食、锣鼓喧天的健身广场……

再后来，全区的重大项目竞相落地，创业环境也在不断优
化：政策优渥、产业更新；生活环境也在不断提升：推窗见绿、
出门即景。这片宜居宜业的沃土，激发了更多伊滨人的创业
热情，越来越多的伊滨人开始投身于创业的浪潮中，在家乡创
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伊滨，成了我再也不想离
开的地方。

经过前期的认真调研，我也从零开始认真经营着属于自己
的事业，用自己的脚步和汗水尽力书写自己的创业篇章。一个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一个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有了合
作伙伴，第三家分店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家乡已经“近者
悦、远者来”，我也要努力用自己的勤奋和坚韧诠释“居者安、业
者兴”的时代华章！因为，真正的风景其实在自己的手上！

与家乡共同成长的时光里，我一点一滴见证了家乡的变
迁和发展，见证了伊滨从贫穷落后的农村逐渐崛起为充满活
力和希望的城市！创业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我也一点一滴实
现了自己奋斗的理想，从平平无奇的农妇逐渐成长为充满斗
志和干劲的创业者：风景在自己的眼前徐徐铺开，也在自己的
双手上慢慢拓广——与家乡共成长，走进一道日新月异的风
景，共同绘就更加蓬勃发展的辉煌；与个人共成长，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为家乡跨越式发展、全方位振兴贡献属于自己的

“伊滨力量”！

风 景
□ 苗君甫

提起笔，写起家，勾起了我太多的回忆。家乡，是每个人心
中最柔软的地方，是回忆的港湾，是灵魂的归宿。

我的家，它的名字叫做伊滨，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和繁
忙，却有着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正如它的名字，就像是对这片土
地最好的诠释，它给人以温暖，舒适的感觉。

我喜欢在伊滨街头漫步，尤其是春秋天，伊滨春天的街头
是浪漫的，是粉嫩的，你会看到路两旁每隔几米就会有一株樱
花树，开满粉粉嫩嫩的樱花，有粉色，有白色，整条街道像是一
片花海，特别治愈，感受到了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美好！

伊滨秋天的街头更是诗和远方的交汇，每一片落叶都承载着
岁月留下的痕迹！片片枫叶落地，自成风景，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
的桂花香味，我喜欢下班后带着孩子走在铺满落叶的道路上无一
不是一种享受，一种舒适的体验，一种无法言语的松弛感。

你要写伊滨，就不能只写伊滨。
你要写形象之轴——伊滨中央公园和奥林匹克中心
你要写享誉海内外的“钢制家具之都”——庞村镇
你要写充满人间烟火的——生态寇店
你要写繁华一方的——李村镇

你要写河洛名镇之一 ——诸葛镇
伊滨中央公园是个万能打卡公园，里面有儿童乐园，健身

休闲等适合儿童和成人的娱乐场所，真的是溜娃好去处，娃娃
们一玩一个不吱声，成年人更是打卡露营拍照一逛一个陶醉其
中，公园里翠绿的草坪一眼望去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犹如今
日的伊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更是尽显体育与文化，传统与现
代的独特韵味。

钢制家具之都庞村镇，上百家企业集聚于此，带动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也方便了老百姓们就近务工致富，各类钢制产品畅
销于国内外，正以国际化视野引领产业朝着“绿色花、智能化、
家居化、集群化”方向加速迈进。

生态小镇寇店，人间烟火最扶凡人心，也许家乡并不便利
但是最治愈温暖。在这里，你能吃到寇店红薯粉条、寇店小米，
也可以赏石窟、玩越野、走古道，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满眼尽是
风景！

我爱我的家，美丽的伊滨，对我而言它不仅仅是一片土地，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在这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
满足！

我爱我家
□ 孙姣焕

我是万安山的女儿，出生于山脚下那个叫做上徐马的小村
庄。自十岁离家求学，萍漂蓬散半生已过，我于故乡更像是匆
匆的过客，故乡于我只是一个小而圆的黄晕的月亮，隔着三十
余年的时光，陈旧而模糊。

许多年来，每每提及我的家乡总要费劲巴拉地解释半天，
而别人依旧迷茫不知我之所指。我想他们唯一听明白了地处
深山区的“上徐马”就是“贫穷荒僻”的代名词，甚至连“山沟里
飞出金凤凰”的赞赏也有着似有若无的弦外之音。

第一次郑重地审视生我养我的故乡是在前年中秋。无意
中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诗意唯美的视频，文案是“诗与远方——
老家的味道”，拍摄地点竟是我的老家。我心中一动：记忆里贫
瘠荒僻的老家，已然成为别人的“诗与远方”了吗？

带着这样的疑惑，几经周折终于寻到视频拍摄地。湛蓝高
远的晴空下，圆融天成的小丘上，漫山遍野的金色虎尾草随风
摇曳，漾出缎一般的柔光，沿着自然柔美的线条漫向天际，中间
一条踩出的小径逶迤着延绵而上，仿佛直到了云端。

坐在草间，任风吹乱长发，顺手扯过几棵草，三翻两折就成
了一枚草戒指，再两折三翻又成了一只小兔儿，恍然回到了儿
时，与小伙伴们在夕阳与秋草间欢呼着，雀跃着，嬉笑着跑远了。

三三两两的游人流连其间，或坐或站，高高举着自拍杆，他
们对着镜头怡然浅笑，我对着他们怡然浅笑——我的老家确乎
已然成了他们的诗与远方。

隔了几日，又看到一段老友特意转发给我的视频：深秋的
暖阳之下，远村秋色如画，绿树间疏疏染黄，慢镜头在悠远的芦
笛声中渐次推开，成片的老屋鳞次栉比，黛色的瓦屋顶，黄色的
土坯墙，老皂角树苍黑的枝干，还有晾晒着的金灿灿的玉米棒
子……

一切都那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的老家，那是我出
生的老街老屋，那是在全用石头垒成的虎头寨上俯瞰下的老家
全景。

随手点开评论区：“老屋、老桥、老树，老家记忆”“隐在深山
里的古村落”“红色交通站”“万安山下，烟火人间，片石砖木，都
是乡愁的滋味”之类的字眼频频闪现，点赞无数。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芦笛声一次又一次响起，席慕容的《乡
愁》也在我心头吟诵：“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
的晚上响起……”？

我竟不知，我的老家居然已为这许多人熟知，我的乡愁已
然也成了他们心头的乡愁寄托，而我这个万安山的女儿竟一无
所知。心下万分愧怍，决定有时间一定要回去好好看看生我养
我的这一方故土。

去年秋天，我与一群朋友一起来到我的老家，特意去看了
记忆中的老街老屋，也终于在村里老人的引领和讲解中，再一
次触摸到了老家深邃厚重的灵魂。

老街已少有人居，最深处荒草离离，几乎湮没了小径，林间
的阳光斜照在绿莹莹短茸茸的野草上，一道灿金一道墨绿，风
起，零星的黄叶落上肩头，榛子、酸枣和毛构头落满山路。一幢

幢土墙黛瓦的老院落，或掩映在古树花丛之间，或矗立在山野
高坡之上，料姜石砌成的山寨，长满青苔的方砖瓦脊，颓圮的黄
土墙，累累的柿子树，古旧的木门，石刻的匾额，无一不在讲述
着悠长的岁月与古朴的文化。

老人站在那棵郁郁葱葱的百年老皂角树下，轻抚着早已空
心的沧桑树干告诉我们，随着万安山的旅游开发，村里正在着
力保护和打造的原味原貌古色老家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此
寻觅乡愁。原来如此，怪不得老家的视频才频频“出圈”呢！

别去经年，再一次走进儿时熟悉的老街老院，听着村里老
人动情的讲述，我才知道儿时常去门口青石长坡上“溜滑坡”的
大队部，居然是豫西特委红色交通站，而我出生的这条老街，曾
经是剿灭贼匪、兴办教育的一代儒侠徐培斋生活过的地方，也
是抗战英雄徐恩广设立地下交通站、隐蔽转移革命同志的地
方，这里曾经是万安山麓的红色战斗堡垒。

青山巍巍，古树苍苍，英雄浩气，日月同光。这片老宅与老
街、古桥、石寨一起，承载着历史的荣光，铭刻着峥嵘的岁月。
而今，早已是红色教育基地和伊滨区红色旅游线路的重要一
站，一批又一批人来到这片热土，面对党旗，举起右手，重温誓
词。

我们一路谈论着、慨叹着，也期待着村里正在规划建设的
红色地下博物馆会在不久的将来，让旧时风物、人文传说，与
英雄的故事、历史的荣光一并延续。

夕照之下，一户人家的青砖瓦脊上密密匝匝的爬山虎直遮
蔽了半堵墙面，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在家门口新修的水泥路上晾
晒谷子，满满一大片，灿若铺金。同行的朋友好奇地问老人年
纪大了如何有力气耕种收割，老奶奶笑道：那咱自己都不用管，
村里啥都管，俺只管拿布袋到地头收谷子都中了。

问村里其他人，确乎如是，而且还都是免费的呢，他们七
嘴八舌地谈起村里在沿路地块统一播种油菜，打造油菜花海
旅游特色，言语间尽是骄傲与满足。

我们准备离去，老人热情地指着村子东南方向翼然于山脊
的一排灰色建筑说：这是龙山野奢太空舱民宿，下次再来，你们
可以去里面体验一下，那可是“眺望千年洛阳城最好的地方”。

告别老人出村，村口黛瓦白墙的标志墙上是两行大字：传
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旁边路标上是醒目的“红色交通
站”指示牌。

车子转个弯，龙山太空舱就完全呈现在眼前了，晶晶亮的
玻璃窗映照着巍巍万安山。遥遥相对的正是我第一次寻到的
老家风景——那个不知名的小山丘，依然在阳光下圆融自然，
静美如画，金色的虎尾草依旧漫山遍野，一对新人正含笑牵手
相对而立拍婚纱照。时隔两年，这里不仅仅是朋友圈打卡地，
大概已经成了婚纱摄影外景地了吧！

行走在故土的秋天里，崭新的公交站和万安山旅游环线景
观一一掠过车窗，我悄悄地想：待明年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
我、我们，还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我的老家仰望星海灿灿，伴着
花香漫漫安然入眠，为一缕永远的乡愁找到归处……

故土秋韵
□ 徐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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