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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引子
这是一条值得大书一笔的河流，名为“官

渡河”。
与浩浩荡荡的万里长江之比， 她虽然最

多也只能算得上一位貌不惊人的“小姐妹”，
但在当地人心上，她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量。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为滋
润了大半个中国，孕育了中华文明，养育了中
华儿女，人们对她自然是心存敬畏；而这条发
端于巫峡南岸雷坪村山脚下的“官渡河”，当
她迈出轻盈的步履， 以超人想象的一身清纯
与靓丽步出“深闺”，一路悠悠荡荡、轻歌曼
舞，越过山峦谷地，趟过田园村庄，以她甘甜
的乳汁哺育了 5 万多生灵，以她长达 30 多公
里婀娜多姿的身段将官渡这片亘古荒原铺就
成“鱼米之乡”，给这方庶民带来富足、带来福
音、带来吉祥，然后一步三回首，带着对这方
土地深深的眷恋和依依的回眸， 在长江巫峡
神女峰下拥入大江怀抱的时候， 她留给沿河
两岸子孙后代的除了不尽的遐思， 长久的渊
源， 还有难以忘怀的使命和肩头那份沉甸甸
的责任。

所以我要说，“官渡河” 虽没有长江那惊
涛拍岸的回响，却有着如泣如诉的柔情；虽没
有长江那一泻千里的气势， 却有着缠绵悱恻
的温婉；虽没有长江那壁立千仞的雄姿，却有
着惠民如斯的灵性； 虽没有长江那横空出世
的久远，却有着割舍不断的人脉因子；虽不似
长江两岸英雄辈出，藏龙卧虎，此地却也人杰
地灵，天宝物华；这里虽听不见船工号子，看
不到江上白帆，也少见“一条大河波浪宽”，却
同样能闻到“风吹稻花香两岸”。

一提起“官渡河”，相信人们首先会联想
到“官渡口”，其实，那只是三峡境内湖北巴东
大面山脚下长江江水以 90 度的急转弯进入
西壤口，然后在不远处的“官渡口”形成这条
大江江少有的开阔平静的江面； 然后会想起
东汉末年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的“官渡大
战”：曹操与袁绍各率重兵在官渡（今河南中
牟东北）相持不下，不料曹操一边以逸待劳，
扼守要隘，一边天降奇兵，夜袭袁军粮仓，从
而击溃袁绍主力，一场“官渡之战”奠定了曹
操统一中国北方的霸主地位。

此“官渡”毕竟非彼“官渡”。 古往今来，在
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 各有其精彩的篇
章和雄浑的剧目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舞台
上奇妙地拉开帷幕。

(一）
今年 5 月中旬，巫峡大地阴雨绵绵。
5 月 12 日， 李刚军在同济医院做了肠道

息肉切除术，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 看到窗外
不住飘落的雨丝，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虽
然还未进入夏汛， 雨的级别也仅能算个中等
雨量，但如果连下几天，他这位官渡镇的党委
书记和这条“官渡河”的河长，随着“水涨流
高”，他肩上的担子自然轻松不了：整条河流
是否清澈如故？ 河面是否漂浮有腐枝败叶、污
物杂草？ 整个官渡场镇大街小巷垃圾纸屑是
否有人坚持清扫？ 商家店铺是否依旧整洁而
繁忙？他越想越觉得不安。尽管术后伤势不是
太重， 手术创口也算不得伤筋动骨， 可一入
院，一做手术，就得老老实实听从医务人员的
规劝，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医院。

可是，这雨并没有停下的迹象。 他悄悄地
溜出病床，找朋友要了一辆便车，立即将他送
回到官渡镇。小车直接开上龙泉大道。透过车
窗，见好几位身穿“红马甲”的环卫工人正手
持长钳， 将散落地面的垃圾杂物一一装进口
袋，他放心了；他沿着偌大的“滨河广场”走了
一圈，整个广场整洁有序，看不到一丝半点杂
物，他脸上有了笑容；然后，他接连登上新旧
两座“官渡大桥”，放眼官渡河面，虽然接连两
天下雨，河水虽不似平常清澈如镜，水色略带
嫩黄，但它绝不像以往每逢雨天一过，要么满
河泥浆，要么满目浊流。“看来，我们经过短短
两年多时间的精心呵护与综合治理， 功夫没
有白费！ ”他内心感到了几分慰藉。

晚上 8 时许，当整个官渡场夜幕降临，大
街小巷彩灯高悬、流光溢彩，当“滨河文化广
场”华灯初上、各色男女在声声乐曲中翩翩起
舞之时，李刚军方才登车，朝着县人民医院方
向奔去。

就在他从医院悄悄溜回官渡的间隙，笔
者听他讲起了对这条河流为何如此上心，源
自他向县上主要领导的那份庄严承诺。

2019 年 1 月， 巫山县委调他就任官渡镇
党委书记。 他深知，这个拥有 5 万多人的全县
第一人口大镇， 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许与其他
乡镇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唯有官渡境内一条
官渡河系独家所有，也应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于是，“围绕一条河抓环保”，也就成了他向县
委、 县政府庄重承诺的几个重点工作思路之
一。

2019 年 1 月 2 日， 是他来此上任的前一
天，在人们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他请人开上一
辆便车，从早到晚，以整整一天时间将官渡镇
26 个村跑了一遍。凡是有官渡河流的地段，他
都要停车驻足，望着官渡河河面沉思良久。

初来乍到，这条横贯全境长约 30 多公里

的河流，其现状的确使人不容乐观：一些人在
河里私挖滥采，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有限的河
床被农户挤占种粮栽菜，养鸡喂鸭，大量污物
随波逐流；有人在岸边违规垂钓，毒鱼网鱼，
场面怵目惊心；场镇污水直排已成为“惯例”，
而这条河流却遭遇到“暗伤”.....
� � 他将亲眼目睹的这些现象暗自归纳为乱
采、乱丢、乱排、乱建、乱种、乱钓、乱毒“七大
乱象”。

他上任之后， 经过观察还发现这样一个
值得深思的现象：官渡河水白天清澈无恙，晚
上“定婚”（浑）；周一至周五满目清澈，周六、
周日“复婚”（浑）。

这一现象充分表明，有人在和他打“游击
战”，同时也说明在管护官渡河流方面，我们
自身阵营藏有“内鬼”。

于是，被认为有“嫌疑者”，被他约请谈
话， 给予警醒； 住在场上少数自以为有“脸
面”、有“靠山”的，一旦“太岁头上动土”，被他
通知到派出所，施以震慑；同时，他还根据河
面“下游不浑上游浑”的情况，约请县水务部
门的执法者一道跨界前往现场执法， 并强行
扣留乱挖滥采者的挖掘施工设备， 虽然违法
者被人“放了一马”，但违规使用的机械设备
钥匙总算扣留到了李刚军手上。

于是，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官渡河保卫
战”全面拉开战幕。

（二）
“要治理好一条河流必须综合施策，辩证

施治，任何的单枪匹马、单打独斗都是很难奏
效的”。 谈起治理官渡河的切身感受，李刚军
如是说。

当认识到官渡河治理的紧迫性、特殊性、
长期性之后，官渡镇党政“一班人”便决定全
面出击，多管齐下。

首先治排。 通过向上多方争取资金解决
治排的“硬件问题”。 针对之前排污管网容量
有限、能力不足的软肋，2020 年镇上再次筹集
资金 800 万元，对原有的排污管网实施技改，
实现了面上的污水全部直排入管网，不留“余
地”，消除“死角”。 与此同时，针对岸上居民长
期养成随手丢弃垃圾的陋习， 镇里决定推出
以“爱我官渡河、守护官渡河、治理官渡河”为
中心的“治污软件”。 从幼儿园、小学一直灌输
到初、 高中这些娃娃们的大脑，“小手牵起大
手”，用幼小的心灵和行动改变大人、老人长
期养成的乱扔乱丢的不良习气。 从此，官渡河
水似一面镜子，映照出官渡人爱我河流、护我
河流、治我河流的美好心灵，不乱排，不乱丢，
不乱扔，逐渐形成官渡人的自觉行动。 为了将
治排治污落到实处，落到人头，在全镇确立了
30 多名“红马甲”环卫工人，将辖区有清漂排
污任务的地段分段落实到人，进行分段治理，
分段守护，以段为岗，岗岗有责，各负其责，各
自坚守好自己的每一个“滩头”。

然后建群。 为了及时发现问题线索，随时
补齐短板， 李刚军特地组建了一个以“红马
甲”和居委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共享群”。 这个
群尽管只有 25 人， 却似一张无形的大网，将
一个拥有将近三万居住人口的场镇各个方面
联系得密不透风。 让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短板
及时暴露于这个网群之内。 镇上的工作人员
介绍：李刚军就任官渡镇党委书记后，人们发
现他有一个特殊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 6
点准时起床，经过短短几分钟的洗漱，就直接
步行到场镇街巷及官渡河岸， 当他发现哪里
排污管道堵了，哪里路灯“瞎了”，哪里街面脏

了，哪里路面坏了，就立即用手机拍下来发给
他的“共享群”。 只要他的信息一旦发出，无须
三令五申，不用耳提面命，必须在早上 8 点钟
以前解决问题，不问过程，只看结果，久而久
之，约定俗成，共同遵守；7:30 至 8 点回到镇
机关吃过早餐，再进入他的办公室处理公文；
上午 9 点，准时关上办公室，进村入户，“面对
面”地处理老百姓急需解决的疑难问题，有针
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指导面上工作。

再是暖心。 官渡镇近两年养成一个新规：
每到逢年过节，书记、镇长、镇人大主席几位
主要领导不与镇机关员工一起把酒言欢，互
致问候。 但有一项活动必须“雷打不动”，那就
是每到年前，镇里必须宰杀一头年猪，将治理
官渡河与扮靓官渡场的几十名“红马甲”请到
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问候连连，祝福声
声，其情融融，其景融融，其乐融融。 每次这样
的团年宴，甚至还会对“红马甲”网开一面，如
有“剩余价值”，可以“吃不完，兜着走”。 这样
一来， 场镇各色人等对这些享受特殊待遇的
人们总会高看一眼：别看他们平时一脸热汗，
一身臭气，可每到新年，他们都是镇领导眼里
的“座上宾”！

最后升级。 镇上早在 2013 年就建起了污
水处理厂。 由于种种原因， 运行效果不佳。
2020 年， 镇上再次投入资金 480 万元对其提
档升级，使其正常运转。 这座污水处理厂不仅
对河晏水清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使
官渡河水质达到国家 Ι 级标准，官渡河不少
河段再现“鱼翔浅底竟自由”的景象。 为使全
镇垃圾处理有序有效，2020 年镇上建起无粉
尘无臭味的智能化封闭化垃圾压缩处理系
统。 通过“户集村收镇转运”，日处理垃圾量高
达 30 吨。 通过就地压缩处理，转运至 30 公里
外的巫山县江南垃圾填埋场进行终端处理，
变废为利。 这一设备的开通运行，为净化官渡
河水、靓化官渡场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日，笔者前往官渡河采风，专门前往她
的源头———雷坪村老龙洞， 看那一股股清泉
从大山深处淙淙而出，我真想俯下身子，捧起
清泉， 就着这白花花、 清亮亮的泉水一饱口
福。 当地老农说：“我们当地人从不在商店买
矿泉水，凡是遇到口渴，就从河中舀一瓢清水
直接饮用。 不仅解渴，还可以强身健体。 ”

我们沿河而下，经过 10 多公里来到官渡
桥下，见到与源头之水一样清澈甘冽的河水，
我同样想俯下身子，捧起河水一饮而尽。

看到这河清流脚步不停歇飘然东去，我
在心底里不住的念叨：官渡河，我太爱你了！
爱你的程度胜过人世间任何一位天姿绝色的
美人。

（三）
官渡河的确是令人钟爱的。 而人杰地灵

的官渡河也同样也以自己博大的胸怀、 甘甜
的乳汁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官渡儿女。

在此工作长达 15 年、在民众中享有崇高
威望的税先东，今年虽已是 88 岁高龄，一提
起当年如烟的往事，显得更加地精神矍铄，头
脑清晰。 他扳起指头算了这样一笔账，新中国
成立以来，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起，从这里走
出的官渡党委书记、 后来又担任县上正职的
领导干部的有：税先东，巫山县委副书记、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邹方国，巫山县委宣传部部
长、县纪委书记、县政协主席；卢祖政，巫山县
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清运，巫山
县副县长、云阳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谭明连，巫山县副县长，奉节县政协主席

……
他告诉笔者：尽管历史跨度如此漫长，凡

在这里担任过区、镇（重庆直辖体制变更后）
党委书记的同志，无论在任时间长短，历史背
景如何变更，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官渡
这条河流、 官渡这片土地都有着深深的情结
和割舍不断的渊源。 官渡这方绿水青山之所
以会成为现在的金山银山，官渡的发展、官渡
的建设、官渡的振兴、官渡的巨变，以至于这
根沉重的“接力棒”一直平安顺利地传递至今
日，都凝聚着上级党委、政府的寄托以及广大
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 也融入了在这片土地
上工作和战斗过的有识之士们的心血和汗
水、智慧与年华。

税先东老人向笔者回忆起这样一个细
节：上世纪 70 年代末，他与接任的官渡区委
书记邹方国进行工作交接班时， 除了陪他到
当时官渡所辖的各个乡镇看一看，走一走，还
特地把他带领到官渡河边，边走边看，边将这
条河流的管护进行现场交接。

现在， 凡是近些年从党委书记任上离职
之前，除了其他方面的交接外，都要将这条河
流的管护进行一番特别的交接，形成“铁律”，
从不落下。

此次有幸在几十年后再一次随同我十分
敬重的老领导“官渡之行”，沿途当他看到他
上世纪 80 年代初任巫山县委副书记直接负
责营造新营山、猫子山的 10 多万亩飞播造林
区域，现已成片成林，远望群山，满目葱郁，而
且鸟儿归山，虎豹归林。 每每听到这些喜讯，
老人家内心中就有几分按捺不住的喜悦和成
就感：“按照科学测算， 每新增 5 万亩森林就
相当于新增一处蓄水 100 万方的大水库。 从
这个角度讲， 我也算是给官渡河贡献了两座
蓄水百万方的大水库。 现在的官渡河水变得
如此清澈如镜， 也算有我一份小小的功劳
嘛！ ”

说罢，便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在谈起对官渡治理的综合效益时， 当年

的官渡镇人大主席、现年 78 岁的陈恢清如数
家珍：为了使官渡河长治久安，上世纪 80 年
代末，我担任坪南乡（属官渡所辖）党委书记，
下狠心关停了坪南境内猫子山 17 口乱砍滥
采的小煤窑， 大大减轻了官渡河因小煤窑开
采受到的污染和蒙尘； 为了杜绝废土弃渣污
染官渡河，2018 年镇上更是忍痛割爱关闭了
官渡新营境内的一处大型煤矿， 并妥善安置
了上百名就业务工人员。 后来又在官渡河两
岸建起了长达数公里的钢筋水泥结构拦河
坝，保持官渡河水畅流不乱流；2019 年，镇上
顶住压力在沿河两岸取缔了 7 处非法采矿、
采砂点，使清澈的河流不“重婚（浑）”不“再婚
（浑）”。 加上广泛推行退耕还林，增加森林植
被蓄积量，提升森林覆盖率；再加上污水处理
厂的运行，垃圾压缩站的投入使用，一批专业

“环保卫士”上岗到位，按时清扫，按时作业，
经过不断的宣传教育， 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
增强，乱扔乱丢、乱排乱倒的陋习不断得到克
服和改正。 可以说，现在的官渡河一年 360 天
至少有 300 天水是清的， 岸是绿的， 花是香
的，景是美的，这便是上下齐心综合治理官渡
河的必然结果和整体成效。 （未完待续）

“答卷”写在官渡河上（一）

———讲述巫山县官渡镇 16 任党委书记与一条河流的故事
钱 犁

妥协

风
有时给我温柔
有时给我一巴掌
我不怪它，风
本身是错的

雨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拍打我
我不怪它，雨
早已把它的锋利
削弱了又削弱

你要接受风的无理
也要理解雨的用心
哪怕它们连在一起
是叫你变成狼狈样子
这不是妥协

左右
我不想，空空如也
放任右手抛弃左手
固执的右手，抓住
欲望稻草，向上的绳索
没有尽头，悬空的风景
总有厌倦
当我迷茫时，唯有
拿起书的左手，使我
心安神宁，这样混沌
的夜里，我想用右手
写下，今夜
你能梦见大海
黑色的天空若有星星
就不再是一无所有

分寸
善的分寸在于良
不在优，不用秀
人的分寸在于简
一撇一捺，不孤单
生活的分寸在于平
可以实，可以庸
万物皆有分寸
唯独梦没有？

我梦见过大海
前面是望不尽的宽阔
在梦里，感到踏实
却是靠进某个怀抱
我恍然，梦想的分寸
指不定在于归宿
归来有路，随时可宿
不用走的太远
一圈一圈就能圆满
（作者简介：李海岚，巫山人，笔名失眠的

猫，编辑记者，现就职于新华网。 一位温婉可
人、优雅知性的作家。 ）

巫山文峰塔,位于巫山县城东南数里许，滨
临长江的文峰山南麓一块突出巨岩上。

据光绪《巫山县志》记载，巫山文峰塔始建
于清乾隆年间，为六角七级，祈求当地文风焕
然昌盛而建， 故曰“文峰塔”。 乾隆五十四年
(1790 年)，刚刚落成当地书生李安乡试中举。按
堪舆之术说法， 文峰塔建在巫山城东南方高
处，不但暗合“紫气东来”之兆，还属于堪舆之
术中的巽方。《山海经图赞》说：“地亏巽维，天
缺乾角”。《易?巽》说巽象风：“随风，巽”。疏云：

“风既相随，无物不顺”。 巽为文章之府，塔有卓
笔之形。 文峰塔建造原因乃是“弥补缺陷，调理
风水不足。 ”另还有一种说法，长江至文峰山脚
下有一水势凶险的险滩———箜篌沱，修建此塔
还有祈福平安，镇水辟邪之用，又有镇水塔之
名。

巫山文峰塔历史上屡建屡毁。 1883 年，英
国人立德乐溯川江而上，途经巫山曾在《扁舟
过三峡》中记载当地正修建新文峰塔，可见旧
塔已毁. 新塔是否建成？ 不得而知。 但在此后
1947 年，邑人向承举先生曾随父登文峰山“烧
报母香”，所见文峰塔已是一片瓦砾堆。

塔， 本是佛教用于高僧埋骨的一种建筑
物，自佛教从印度传入华夏其就不断被融合改
造，塔也逐渐从宗教世界走向世俗社会，塔至
明清以后一般可分为两类：佛塔和风水塔（文
峰塔）。 巫山文峰塔就属于风水塔范畴，其功用
主要为祈文运、调风水，兼顾观赏性。

恭逢盛世，2014 年巫山文峰塔原址复建，
新塔乃六角十一级白塔，玉树临风，飞檐翘阁，
屹立峡江。

《巫峡》 朱云平 / 摄

李海岚的诗

巫山文峰塔
蒋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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