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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建国

今年 6 月 28 日，笔者随万荣县委老
干部局到位于孤峰山的三益书院去采
风，汽车蜿蜒地爬上山坡，一幅壮观的山
乡美景图呈现在眼前，只见一棵棵硕大
的槐树矗立在崖畔，掩映着或古朴、或现
代、或高大、或小巧的小屋、楼房、庭院。
大红灯笼悬挂在楼道的前边，与绿树相
映，潺潺小溪在芳草涧流淌，煞是清新、
美丽、可爱。

之后，我们到幸福村参观，说是幸福
村，其实此行目的地的全称是“康之道健
康科技圣母怀康养基地”。村口，矗立着
一座高大的仿古城堡门楼；村里，是新建
的四合院，端庄朴素，十分宁静雅致。这
是为人们提供康养的地方，内设食疗院。
宽大的院落里，有序地摆放着餐桌，四面
是制作各种饭菜的排档，里面的食谱很
有讲究，都是根据季节订制的。各大房间
里，有按摩、针灸、拔罐等仪器。宿舍内，
窗帷摆设，时尚典雅。导游说，幸福村的
前身，是万荣县高村镇的麻沟村。

麻沟？是麻沟吗？笔者不禁感到诧
异。2006年，笔者曾到这里采访过，往日
的模样怎么一点也看不到了呢？

（一）

2006年，应时任麻沟村村委会主任
张天宝邀请，我们万荣县广播电视台《百
姓生活》栏目组前去采访。

麻沟村隶属于万荣县高村镇，村子
就扎在孤峰山西麓的一面山坡上，当时
全村有90来户人家，300多口人。

村民牛建设爱编顺口溜，有一段描
绘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麻沟村的概况：

“人口370家，南北拉了三里八，沟北牛，
南坡冯，刘家住在山圪垯，张家宋家住山
顶。划下新巷鏊子底下，坡上家，坡下家，
下雨游门得趴下，社员开会腿跑扎，队长
派活更麻达，有心买个高音喇叭，就是经
济上没办法。”

笔者和栏目组的王春芳、王春菊来
到麻沟村，只看到邻沟崖畔上散落着几
户人家。他们大多住着窑洞，有个别家盖
的是“穿靴戴帽”的简易瓦房。

一群绵羊“咩咩”叫着从我们身边爬
上了一面坡，向山上走去。我们来到坡下
黄美荣的院里，进入因多年烟熏火燎而
黑漆漆的屋子。黄美荣正在锅台边给暖
壶灌水，她告诉我们：“条件很差哩，吃水
要靠天上下雨，娃娃上幼儿园就得出村，
再有个头疼脑热的，村里连买药的地方
都没有。不怕你笑话，那下雨流的水里，
还常常漂着羊粪蛋……”

最让村民揪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
儿女们的婚事。男娃大了，说不下媳妇。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村里的小伙子
一个个都下山做了上门女婿。截至2006
年，村里已有二十五六个小伙子远“嫁”
他村。

我们见到村民孙怀让时，他正蜷缩
在炕沿上卷纸烟。那时的孙怀让50多岁，
夫妻俩唯一的男孩，被招到闫景村去了。
孙怀让的媳妇娟娟说：“谁不想让娃在咱
跟前，可在村里说不下媳妇，唉，没法子
么。”孙怀让那无奈的眼神，永远定格在
笔者的脑海里。

（二）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听鼓乐
响，不见新人来”，说的就是麻沟村。

张天宝叫我们来可不是看这些的。
而是村里一位名叫牛玉国的小伙第二天
就要结婚了，这次不是招亲，而是娶妻，
姑娘是薛店村的，名叫李玉梅。这一喜讯
让人感到异常兴奋。全村人都为喜事忙
活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原来是麻沟村受益于党的移民搬迁
政策，整体搬迁到位于 209 国道边上的
薛店村。2005年，迎春花开的季节，麻沟
村整体移民搬迁工程启动，当年，就有28
户居民搬到了新村，其中就有牛玉国。麻
沟村的人居环境改变了，村里的男娃娃
说媳妇也容易多了。刚搬到新村的牛玉
国要结婚了，牛玉国一家喜不自胜，特意
请牛建设编写了一副“移新村思党恩惠
风和畅；住新宅迎新娘前程似锦”的对联

贴在自家大门口。
采访回来，我们依据麻沟发生的变

化，制作了一期名为《春天的故事》的专
题节目，在《百姓生活》栏目播放。当年，
该节目荣获运城市第六届电视好新闻大
赛一等奖。

这些事情，笔者都历历在目。恋旧情
结驱使笔者在如今已是康养之地的麻沟
老村，寻找着当年的痕迹。但事与愿违，
站在这里，笔者穷尽双目，却找不到当年
采访的几户农家了。在村中央一棵大槐
树下，笔者四处张望，只见栋栋小院矗然
而立。当年那群羊爬上的山坡在哪儿？坡
下黄美荣家又在哪儿？还有住在沟边孙
怀让家，连同开在沟边的那片迎春花，也
早已不见踪影。

（三）

其实早在10年前，这里就着手开发，
如今已变成集旅游、研学、养生于一体的
农庄了。那些农家小院，已被开发商高价
回收，开发成旅游基地了。当年的院落，
如今已改成了古朴的小院，高高的土墙，
变成了可以看到院子又有些精巧布置的
篱笆、矮墙……

以前，一眼就可以看到窑洞，如今窑
洞前都有了比较考究的走廊，在这里可
以和邻居品茗闲聊，可以展卷阅读。小院
里，也是树木参天，浓荫似盖，曲径通幽，
小溪流水，清幽雅静，美不胜收。同行的
万荣县老年体协秘书长冯秋桂、副主席
陈瑛坐在竹椅上，研墨提笔，若有所思，
继而挥笔而就、抒怀寄情。县委老干部局

的李明随手捧起一本古书，站在窗前，与
作者开始“对话”。这里如今己成为“来
了，就不想走的好地方”。

好在，这里不仅可以康养身体，还可
以涵养灵魂。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身着传
统服装，朴素又有文化味道，吃饭时还会
带着我们朗诵感恩词。在三益书院的走
廊上，《弟子规》赫然在目。在康养地的山
坡上，还有一家书院，蔺草覆顶，书籍满
架。再往上走，就是“七星小院”，站在小
院前，广阔的田野、村庄尽收眼底。夜晚，
我们还可以在天空中寻找北斗星的位
置，远看陕西韩城的万家灯火。立于山
间，极目远眺，洋洋天地，星汉灿烂，浩瀚
缥缈，山风忽来，撩人衣袂，自有似神若
仙、心旷神怡之感。

徜徉康养之地，难怪笔者已找不到
当年的模样，就连麻沟人进了自己当年
的小院，也有一种“陌生”感了。

据工作人员介绍，康养基地大致分
为三大区域：种植有机食品的晋汉子农
庄、品读研学的三益书院、心理调节的
康养之地。吃有机食品，享快乐人生，养
有趣的灵魂，人生最幸福也不过如此
吧。

麻沟村村民也开始享受康养基地带
来的福利了。据介绍，村民种植的有机农
作物，像小米、黄豆、玉米等，全都被康养
基地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了。

昔日小山村，今日康养地。短短几十
年，麻沟村的变化让笔者看到了乡村振
兴的美丽画卷，感受到了祖国铿锵前行
的步伐，更感受到了党的政策给老百姓
带来的实惠和福利。

身心兼修的山村康养胜地
——万荣麻沟老村寻访记

□周崇义

你是黄土地上一棵草，历雨又经风，
你是黄河岸边一粒沙，浴暑又沐冬。
你是邻居咱大哥平凡又普通，
你是故乡庄稼汉热忱又赤诚。

历雨经风，小草挺拔长成枝叶浓，
浴暑沐冬，千淘万漉洗尽尘埃蒙。
室冷腹空，有你相扶忙碌的身影，
困顿失落，有你疗伤化作满天星。

富而有责伴随多少日落与月升，
富而有义甘苦与共员工装心中。
富而有爱父老乡亲手足情珍重，
富歌浩荡黄河流韵万里桂香浓。

平凡又普通，乡亲最珍重，
汗洒黄土地，肝胆写真诚。
黄土地的汉子，邻居咱大哥，
土是故乡热，情是故乡浓。

“三有”刘桂元 情是故乡浓

□李志峰

东风里，有一份缠绵
是内心深处的糖
惦念中，逢年过节
会有那么一份欢喜
送给父母

送给亲朋
让日子里的每一份挂牵
都有甘甜

偶尔，回家看一看
在东风中抬起头
感受父母的爱
从母亲精心布置的食盒里
捻一块，放在舌尖

味蕾绽放蜜一样的花朵
这时候的老家
除了亲情，还有我们
无比享受的甜蜜

把甜蜜
在东风徐来的日子里
告诉另一个
乘风而来的人

“ 东 风 ”的 味 道

▲品味书香▲美景如画

文学视野中的刘桂元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