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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微山湖
□陈志

醉人的
咖啡林
□余隆海

赭红的土地上，墨绿色的咖啡林绵延起伏，
从怒江岸边铺展到高黎贡山腰，经过春的孕育、
夏的滋养、秋的沉淀，红玛瑙色的咖啡鲜果缀满
枝头、耀眼诱人。

繁茂咖啡林掩映中，一栋栋白墙灰瓦的民居
精美别致，路边围墙和屋墙上的绘画引人注目：
手捧咖啡果笑容满面的老奶奶、手艺精湛的咖啡
师、青春靓丽的咖啡少女……到处洋溢着咖农幸
福的味道。

阳光普照，生机涌动。咖农们戴上手套、背
上篾篓，三三两两走进咖啡林，一颗、两颗、三颗
……将鲜红饱满的咖啡果采摘进篓里，咖啡林深
处，不时传来咖农爽朗的说笑声。

初冬时节，走进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
新寨村的万亩咖啡园，一幅幅乡亲们采摘咖啡果
的火热劳动场景令人陶醉。

这里，怒江一改刚烈脾性温婉地流过，故取
谐音“潞江”，高黎贡山东麓脚下、怒江西岸的一
片低海拔台地，称为“潞江坝”，新寨村就坐落在
坝子中。潞江坝地处北纬25°至南纬30°世界

“黄金咖啡带”的顶端，西侧高黎贡山巍峨高耸，
东面滔滔怒江奔流不息，潺潺的高黎贡山清泉，
日夜浸润这块微量元素富集的火山沃土，造就独
特的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被誉为“太阳与大地
拥吻的地方”。这是世界少有的小粒咖啡种植天
选之地。

小粒咖啡和潞江坝的相互携手、双向奔赴，
不断孕育新惊喜。潞江坝的咖啡梦源自20世纪
30年代，爱国侨领梁金山购买咖啡良种，聘请园
艺师，将咖啡种苗从缅甸运回国内，栽种在潞江
坝。1952年云南农科院专家在潞江坝大规模试
种咖啡。3年后的春花烂漫时节，在新垦殖的红
土地上，潞江农场建起第一个咖啡专业生产队
——老桥队，心怀梦想的农垦队员姜平和队友们
种下第一批铁皮卡咖啡树苗，还独创无荫蔽适当
密植栽种法，开启了潞江咖啡的产业之路。

这条路并非一路坦途。经历了20世纪70年
代、80 年代咖啡产业的迅速崛起、高歌猛进之
后，90 年代末咖啡市场风云突变，咖农惨淡经
营。那时新寨村农户每亩咖啡收入不足千元，有
的咖农含泪弃种咖啡，更多的是选择坚守。市场
低迷之时，咖啡合作社成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
带动，一改“小散乱”小农生产方式，为新寨咖啡
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几年前，农科专家带着珍贵
的瑰夏咖啡种子走进新寨村。今天，这些种子已
长成近千亩的茂盛咖啡林。

几代人的筚路蓝缕、接续奋斗，使这片土地
一天天发生着改变，愈发美丽和丰饶。如今，这
里已成为“中国咖啡第一村”。潞江小粒咖啡“浓
而不苦、香而不烈、带有果味、略带果酸”的味蕾
感觉荣冠全球。1993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世
界咖啡展览大会上，保山潞江小粒咖啡荣获“尤
里卡”金奖。潞江坝小粒咖啡在国际上被命名为

“中国保山小粒咖啡”，是我国极少数被世界公认
的优质农特产品。它的味道柔和而不失力量，带
有一种花香和果香的交融，能品出“远山树林的
味道”。“中国咖啡看云南，精品咖啡看保山，保山
咖啡看潞江，潞江咖啡看新寨”，是对潞江新寨小
粒咖啡最好的赞语。

穿过葱郁的咖啡林，我们来到一处高坡，走
进主持村委会工作的村党总支副书记邵维宾的
咖啡种植园。逐梦是青春的精神。15年前，听
从家乡的召唤，25岁的他毅然辞去外地收入不
菲的工作，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家园，挑起服务
父老乡亲的担子。有的村民外出发展很好，种植
咖啡的意愿不强，小邵先后流转了 800 多亩农
地，一些地块贫瘠荒芜，他请人整理，种上精品咖
啡苗。踌躇满志的他告诉我，要逐步将村里咖啡
品种换成铁皮卡和其他精品咖啡，带动更多咖农
增收，还要线上、线下推广，擦亮新寨小粒咖啡这
块“金字招牌”。

说到新寨小粒咖啡的成功“秘诀”，潞江镇党
委书记杨隆指着咖啡林中的电信塔说：“新寨村
建起5个5G基站，实现5G信号全覆盖，千兆宽
带接入家家户户。中国移动和华为公司按高中
低海拔，在咖啡林建起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实
时将咖啡树生长情况及日照、降雨量、酸碱度等
信息收集回传，专家整理后反馈咖农，随时调整
种植方式。”无微不“智”的全程关怀，铸就了新寨
小粒咖啡的高端品质。

路边的咖啡林里，一个帅气小伙正操着流利
的英语进行抖音直播，他是网红知洋L，名叫罗
佳斌，小罗的团队在新寨咖啡园作了十多天直
播，6 万多粉丝跟着他的镜头走遍了新寨咖啡
林。这几年，资深咖迷、网红主播等接踵而至潞
江坝，用海量的直播、照片和文字，让新寨小粒咖
啡声名远播，渐成咖迷心中的“网红大咖”，引来
雪片似的订单。

走进新寨，以民居为依托的咖啡文化体验
馆、房车营地、帐篷酒店、咖啡庄园，扮靓了村
子。在村里最大咖啡庄园大厅里，咖香袅袅，游
客们正体验冲一壶手冲咖啡，品味原汁原味的新
寨咖啡，举杯与互动之间，人们的心与心依偎得
更近，感动与情谊自然涌流。来自重庆的李先生
说：“来到这里，我选择了观赏咖啡树、采摘咖啡
豆、制作咖啡、品赏咖啡、吃咖啡特色菜品等项
目，今晚就住咖啡民宿。”现在，全村95%的土地
种上咖啡，村里建有5座咖啡庄园，502户农家家
庭收入超过一半来自咖啡产业。

筑梦、坚守、创新，梦想照进现实，潞江坝和
咖啡相互成就，谱写出隽永优美而又烟火氤氲的
田园诗篇。

夜色静谧，依偎着高黎贡山的新寨村进入了
梦乡，一弯新月优雅地悬浮在潞江坝的上空。明
天，当红日升起、晨风徐来，小村如期醒来，醉人
的咖啡林又将呈现一派火热的劳动场景，勤劳的
乡亲定会迎来又一个咖香馥郁的幸福日子。

驱车前往万源市蜂桶乡，去境内的让水
坝探奇，是此行目的之一。

一个“让”字，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把坝子
的隐忍性格，把水的坚忍执着，全部烘托出
来了！那是怎样的坝，怎样的水，去的路上
我一直在猜想。

一个多小时后，在一栋红砖楼前，我们的
车终于停下。此时已经华灯初上，屋前坝子
上空，三角小彩旗，临风抖擞，正面门楣上
方，有“向妹儿山庄”的醒目招牌。因为事先
已经预约，我们刚刚坐下，主人就一钵接着
一钵地端菜上桌，农家饭菜的芬芳扑面而
来，把我们的舟车劳顿一扫而光。

同行者中有人只穿了短袖衬衫，结果在
这海拔近两千米的地方，“高处不胜寒”。还
好，端着白米洋芋干饭，吃着腊猪脚炖竹笋，
喝着土鸡炖松菌汤，品着柴豆腐，嚼着岩豆，
就不觉得寒凉了。老板夫妇虽已晋级爷爷奶
奶，但是清爽干练，性格开朗，手艺不错，这
顿晚餐分享得十分开心。我们打听起最关心
的让水坝在何处，老板说明天去看，几步路
就到了。

有人开始打喷嚏，于是我们决定早就寝
早起床。一室三架单人床，但不拥挤。虽然
陈设简朴，但清洁卫生。昆虫把舞台摆到了
屋檐之下，为我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主
人喜客，昆虫好客呀。“蝉噪林逾静，鸟鸣山
更幽”，深山之夜愈发静谧。尽管我们躺在
床上，却毫无睡意，思绪已飞往还未曾零距
离接触的让水坝，飞向我们白天经历的曲曲
折折的来路上去了。

白天走过的龙滩河，多数路段，沿着河
岸，挂在陡坡悬崖，狭窄，急促，坡陡，每隔百
来米甚至更长距离，就拓展加宽一幅，供会
车或调头之用。偶尔也有坝子横在面前，就
猜想，是让水坝在迎接我们吗？

次日早饭后，第一时间，去一睹让水坝的
“庐山真面目”，居然有点抑制不住激动。房
东给我们请来了义务导游。他姓李，名启
然，七十岁，身材修长，一头银发，文质彬
彬。我说你不是退休教师就是退休干部，他
说是农业农村局的终身职工，不退休。这种
身份，我闻所未闻，他觉察到我迷惑不解，解
释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立即释然。
他不仅巧妙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还表达了作
为农民的骄傲和自信，同时让我们享受到相
声小品的幽默，我对他更加肃然起敬。他的
住所，就在我们下榻的山庄后面，相距两百
来米，鸡犬之声相闻。

几分钟之后，就到了一方大坝之上。李
导游的现场介绍，让我深度认识了让水坝。
面积近两百亩，一马平川。在深山顶上，真
是奇迹。让水坝村总共四个组，此坝是全村
的共享资源。

大坝北边的大山，名叫玖角厂山，山腰有
一溶洞，经年累月，一股碗口粗的长流水，到
得山下，从大坝边沿向南绕行，切割出长达
公里有余的环形沟壑，沟里灌木丛生，听得
到流水潺潺，灌木稀疏处，可见流水。这条
水系，偏偏就不选择从地面之上流向山外，
却把玖角厂山对面的党参山脚打出一个漏
斗，潜入地下，不知所终。

详细询问李导游，印证了大坝是一方低
洼盆地，汇聚到这里的水无处逾越，便出现
了漏斗现象。假如没有漏斗，这里无疑是高
山湖泊。让水坝土地肥沃，过去种植水稻，
隔上十年八年，总会遇到三两天持续暴雨，
山洪势猛，四面八方的漂浮物席卷而至，堵
住漏斗进口，水位上升，让水坝一片泽国，深

达数米。茫茫水面，到处冒泡，称为散冒。
如果外地人初来乍到，不明就里，难免心生
恐慌。自古以来，让水坝的人对此见惯不
惊。雨过天晴，四五天后，大坝才水落石出，
但找不到散漏的任何孔穴，唯一的办法，是
清除洞口的漂浮物。要是让水坝上种了庄
稼，必然全部付之东流了。曾经有人组织力
量，若干次冒险深入漏斗考察，从洞口到不
敢再向前走的地方，空间基本与洞口大小无
异。多次拓展洞口，试图增大排水量，但是
无法拓展内部，收效甚微。

年轻人陆续外出挣钱，这方大坝逐渐赋
闲，演变成草甸，成了放牛牧羊的理想场
所。大坝广阔，牛羊懒得乱跑，在坝子上随
心所欲地享受。牛，已经失业，成为商品
牛。从小牛长到成年牛，大约两年为一个周
期，一头牛要卖一万多元。近年来，全村每
户平均养三四头牛，仅此一项，年收入达三
万元左右。加上其他收入，生活得有滋有味
儿。过去种本地水稻，亩产三四百斤，种植

杂交水稻后，亩产七八百斤，勉强够吃。尽
管如此，当让水坝起初沦为草甸子时，他们
也很焦虑。

后来，村民们放养牛羊，收入是种植的数
倍，而且是低投入，就切身体会到当初的焦
虑，是杞人忧天。也悟出了生存法则：尊重
自然，顺势而为，反而回报丰厚。让水三分，
以退为进，天高地阔。

让水坝的水进入漏斗，向何处去？民国
时期，当地有个大户人家，解密成功。他准
备了足够的粗糠，倾入漏斗。相邻的宣汉县
龙泉乡传来消息，说乡政府对面千仞绝壁上
那股天然喷泉，冲出了粗糠。久不下雨，那
股水粗如黄桶，一如白练，从天而降。从让
水坝的漏斗到龙泉出水口，穿越一座大山，
直线距离二十来里，但在山体内经历了多少
曲折，目前尚属未知数。

让水坝的坝和水，让我想起《道德经》的
第四十三章所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
至坚……

探奇让水坝
□时在

微山湖曾经是我小时候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在农村老家的阁楼上，珍藏着我哥用
压岁钱从乡场买回的几本被称为“小人书”
的连环画，其中《微山湖上》让我爱不释手，
不知翻看了多少遍。《微山湖上》讲的是杏花
庄小驹子、二牛、丫头，跟随老爷爷在微山湖
上放牛，巧遇湖上长大的小女孩荷花、抗日
老战士赵大叔而发生的故事，读来生动有
趣、扣人心弦。书中所描绘的湖区儿童生
活，令我这个山区娃倍感新奇，其中学划船、
叉鱼、摸鱼等生动细节至今难忘。

遥远而神秘的微山湖，令年少的我心驰
神往。后来，村里放坝坝电影《铁道游击
队》，因为自己对微山湖的向往，很快学会了
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多少次，
背着背篓打猪草的我，面对夕阳西下的家乡
山水，禁不住引吭高歌：“……西边的太阳快
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
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仿佛置身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微山湖，感到无比畅
快。后来才知晓，这部电影拍摄于 1956 年，
同名电视剧连续剧《铁道游击队》1985 年在
央视播出，其片头曲《微山湖》优美动听、风
靡神州，也深深地镌刻进了我的青春记忆。

一本连环画、两首影视金曲让我爱上了
微山湖，甚至每每念及“微山湖”三个字，都
会唇齿留香，生发出无限美好的遐想。

机缘巧合，我青少年时期脚步难以抵达
的梦想，竟然圆在了临近退休之年。山东省
济宁市与我的家乡重庆市万州区因东西部
协作而结缘。深秋时节，我们前往济宁“走
亲戚”，当地朋友安排我们到微山湖采风，在
前往微山湖的车上，我一边透过车窗欣赏济
宁秋色，一边静心聆听济宁文联的朋友讲述
微山湖的前世今生。

在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
一片面积约 1266 平方千米的辽阔水域，叫

“南四湖”，由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
湖构成。从高空俯瞰，连成一片的四湖，形
如一柄硕大的玉如意。由于微山湖面积比
其他三湖大，南四湖也统称为“微山湖”。

微山湖得名于湖中的微山岛，而微山之
名源于微子。微子是孔子的祖先，也是商纣
王的庶兄。商朝灭亡后，微子建立了宋国，
去世后葬在宋国城邑留城的一座山上，微山
因此而得名。站在流经留城的古泗水河畔，

孔子曾经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
留城还是汉代著名谋士张良与刘邦的初遇
之地，也是张良功成身退的归隐之地。

微山湖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微山湖
的形成是区域地壳变动、黄河迁徙泛滥、大
运河开挖改道等因素共同创造的杰作。明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黄河在微山附
近决堤，造就了“南四湖”。清同治十二年
（公元 1873 年），四湖连成一片，微山湖形成
今日规模的时间只有 150 年。所以说，微山
湖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中国最
年轻最有活力的特大型湖泊。

通往独山岛的水上公路像一道彩虹，横
跨在微山湖一角。我们迎着薄雾来到这里，
大家一边兴奋地与当地渔民交流，一边打卡
留影。公路左侧，不大的湖面布满点点木
桩，据当地渔民介绍，木桩下连着养贝设
施。右侧湖面烟波浩渺，水天相接处云雾茫
茫。阳光洒在澄碧的水面，浮光跃金，浪花
拍岸，发出细微的声响，我的心中回荡起《微
山湖》的优美旋律：“微山湖哎，阳光闪耀，片
片白帆好像云儿飘，是谁又在弹响土琵琶，
听春风传来一片歌谣……”

我们乘车行驶在湖畔公路，一路欢声笑
语。车窗外，微山湖湿地的深秋风景在光影
中不断变幻，我的思绪却在济宁与万州之间
来回切换。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相距1200千
米的万州与济宁有幸在鲁渝合作中携手，两
地的因缘际会，或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两地都曾经历沧海桑田。济宁微山湖
因河成湖、河湖一体，黄河、大运河与50多条
河流，共同塑造了微山湖，让这里从繁华城
市、沃野桑田变成汪洋大泽；万州长江段因
三峡工程建设由江变湖、江湖共融，三分之
二的老城沉入湖底，26.3 万移民告别故土，
两岸青山环抱一湖碧水，峡江古城的千年文
脉与高峡平湖的壮美景观在这里相映生辉。

两地均为水陆要津、商贸重镇。济宁是
“运河之都”，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被誉为
“黄金水道”，这里商贾云集、舟楫如梭、贸易
兴盛；万州是“渝东门户”，依托长江“黄金水
道”，是长江十大港口之一，这里水陆交汇、
帆樯栉比、通江达海，是三峡库区及周边地
区对外交流、扩大开放的“桥头堡”。

两地都是遐迩闻名的红色沃土。抗日

战争时期，微山湖活跃着令日寇闻风丧胆的
铁道游击队；万州则是抗日前线重要的兵员
集结地，先后有 110 万川军从这里出发奔赴
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时期，巴蜀名将刘伯
承、邓小平在济宁市金乡县羊山乡组织领导
了羊山战役；四川省万县大溪乡（今重庆市
万州区溪口乡）勇士张树才在微山湖畔的徐
州碾庄圩战斗中舍身炸地堡，用生命打通了
淮海战役通向胜利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
期，山东不少南下干部扎根万州、建设三峡，
功不可没。

两地均肩负着国家使命。微山湖，是京
杭大运河枢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干线
和重要调蓄湖，保障一泓清水北上，让曾经
的“酱油湖”蝶变为“清水湖”，折射出济宁人
的大局观和家国情怀；三峡库区，是我国最
大的战略淡水资源库，保护好三峡库区和长
江母亲河，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筑牢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确保一湖碧水向东流，是万州
人自觉践行“上游”责任的挺膺担当。

相似的涅槃变迁、同样的红色基因、共
同的使命担当，将两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自
2010年鲁渝协作启动以来，两地人民志同道
合、并肩追梦，谱写了山海情深的动人篇章。

济宁朋友用“一条鱼”的故事将我的思
绪拉了回来。这条鱼就是微山湖特有的“四
鼻鲤鱼”。所谓的“四鼻”，其中两个鼻孔是
真的，另两个实际上是两根凹进去的短须。
四鼻鲤鱼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在清代就曾
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是久负盛名的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因为济万协作，四鼻鲤鱼命运
的齿轮开始转动，实现了“跃龙门”的梦想，
成为两地朋友津津乐道的协作“明星”。

2021年春，首批40万尾四鼻鲤鱼鱼苗乘
坐飞机、跨越山海，游进了万州大山里的池
塘和稻田。济万两地在万州区长滩镇龙泉
鱼乡建成微山湖四鼻鲤鱼繁育养殖示范基
地，带动 50 户农户户均年增收 2 万元；在万
州推广稻渔综合种养6000亩，带动4000农户
户均年增收 4000 元。长滩镇村民抱着宝贝

“四鼻鲤鱼”开怀大笑的视频曾刷屏我的朋
友圈。

“万州烤鱼”水灵灵地开进了微山湖
畔。两地政府支持江来好（重庆）食品有限
公司与微山县当地企业合作，建设“微山湖
江来好万州烤鱼产业园”，运用万州烤鱼技

艺开发微山湖四鼻鲤鱼优质渔业资源。推
出的微山湖四鼻鲤鱼“万州烤鱼礼品、冷链
预制菜、休闲即食”等系列主打产品，深受人
们欢迎。

微山湖四鼻鲤鱼因为链接“万州烤鱼”，
达到了“鱼生”的巅峰，它烤熟后浓郁的香
味，从济万两地飘到了全国、飘出了国界。

谈笑间，我们来到微山湖江来好烤鱼产
业园。刚下车，一缕熟悉的烤鱼香让我们倍
感亲切。与企业员工交谈，无不对产业园的
未来充满信心，相信逐梦微山湖的“江来好”
将来会更好。

中午，济宁朋友招待我们品尝微山湖全
鱼宴，其历史悠久，是齐鲁菜的主要代表之
一，深受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思想的
熏陶，选料注重鲜活，讲究时令新鲜和原生
态，烹制精细，技艺精湛，味道鲜美。融色、
香、味、形、器、滋、养于一体的微山湖美食文
化，让我们在香气氤氲中开了眼界，饱了口
福，回味无穷。

血脉相连，春江水暖。告别微山湖，我
们造访了生机勃勃的济宁春江港。2023年9
月 2 日，“济宁——万州”集装箱航线在这里
成功首发试航，随着一声鸣笛，一艘满载 96
标箱、2000吨小麦的驳船缓缓驶离码头。船
舶由江北粮食物流园春江港出发，穿过烟波
浩渺的微山湖，经京杭大运河赴太仓港转长
江航道，经过 28 天到达重庆市万州新田港。
10 月 15 日下午，山东·重庆东西部协作“济
宁——万州”江河联运航线通航仪式在重庆
万州举行，成为鲁渝协作又一标志性成果。
航线开通后，两地依托各自资源、资金、渠道
优势，深入开展煤炭、粮食等贸易合作。

千年运河情牵万里长江，百年微湖拥抱
千里平湖。江河情长，世纪梦圆，让鲁渝协
作拓展了新通道、新纽带。

三天的圆梦之旅很快结束了，我们于恋
恋不舍中挥别济宁。在大安机场候机厅，三
年前曾赴济宁采风学习的女儿打来电话，兴
奋地说起她与文友付叔叔联袂创作的歌曲

《情牵微山湖》，发来微信语音让我分享。
文字不能到达的地方，歌声可以抵达。
飞机腾空而起。透过飞机舷窗，我俯瞰

着雨后初晴的齐鲁大地，耳畔响起女儿饱含
真情的钢琴弹唱声：“情牵微山湖，从此山海
相依、守望相助，千里同心，共赴征途……”

秋韵 言农 摄于通江县十八月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