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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在僻静的山路上蜿蜒前行。
鲁山县下汤镇社楼村的万亩桃

园名声很大，桃花节已经连续举办了
5届。以花为媒、桃为媒，带动一方
百姓发展旅游、林果等产业，从春到
秋，村人的日子忙得像蜜蜂。

桃园入口建有仿古样式的山门，
水泥路直通山顶。

山上很热闹，正是桃花盛开的时
节。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桃
花节没有举办开幕式，慕名而来的游
人依然不少。平整宽阔的主路上，朴
拙有趣的石头阶梯上，游人赏花拍
照，抖音直播，沉浸在各自的欢愉中。

忙碌的人们让沉寂了一冬的大
山激动不已，风中的桃花也更妖娆
了。

站在最高处的观景亭环顾山下，
深深浅浅的粉红色在黄土岭上蔓延
出高低起伏的花海，很是壮观。

从山上下来，我们驱车去往桃园
深处的村子。

没有人问还有多远。沿途不断
有新的色彩闯入视线，白的玉兰、红
的紫荆，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
木，看不够。车子停在路边的时候，

四周一片寂静。
眼前的这一片桃林远离大路，不

太显眼，所以并没有游人。只有微风
和鸟鸣，以及临时停车，意外闯入的
我们。

这里的桃花比山上的花色更绯
红一些，也更稠密。枝上红云似霞，
脚下碧草如茵，一条土石小路通往林
木更深处。

比起山上的热闹，她像一幅老早
就画好的油画，安静地等着我们欣
赏。

我们在花下徘徊，在草地上来来
回回地走着，甚至想在这些深绿色的
地毯上打个滚儿，或是睡一觉，做一
场武陵人的梦。

对于桃园深处的社楼村的人来
说，这个梦并不遥远。

社楼村的村部和广场就建在山
脚下。后面是山，右边也是山，宽阔
的广场像安放在大山的掌心上，稳稳
地托起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山村。

社楼村也有过委屈。
早在 20多年前，住在浅山丘陵

的社楼人就开始在大面积的荒坡上
种桃树。从几十亩到几千亩，漫长的
时间里，光阴没有亏待勤劳的农人。
最近几年，更是借助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的东风，桃花旅游，桃园采摘，原
本冷寂偏僻的山村也驶入了发展的
快车道。

因为山势开阔，日照充足，这里
的桃子品相好，口感佳，吸引了许多

远道而来的客商，渐成规模。
人多了，车多了，路就显得局促

了。
社楼村位于大沙河与清水河的

交汇口南岸，离下汤镇政府所在地也
就三四公里的距离。只能隔河相望
的风景和道路，让村人望河兴叹。不
管游人客商，还是世代居住的村民，
来来往往之间，都得远远地绕行才能
到镇上，费时又费力。

随着万亩桃园的名字越来越响
亮，交通更为便捷的几个邻村眼看着
发展得风生水起，偏居一隅的社楼却
依旧在出行难的困局中思索。

桃园繁华依旧，人们渐渐忘了社
楼的名字。社楼人嘴上没说什么，默
默地咽下委屈，心里却一直吃着劲
儿，规划着更长远的发展。

2021年冬天，没有坐等上级政府
的拨款，说干就干。刚刚走马上任的
村干部依靠村“两委”和党员们，在村
上发出了集资修路的倡议。

很快，社楼人靠着自发捐款，义
务出工等多种渠道筹资20多万元，
削石崖，垫路基，硬是在年末岁尾开
通了七米宽、两公里长的依山大道的
路基，打通了通往镇区和国道的最后
一公里。

桃花再次盛开的时候，为修路赶
工煎熬了一个冬天的社楼人笑得比
桃花更灿烂。

山上有桃林，村里有汤汤的河
水。河畔的几百亩稻田开始整理土

地，准备栽秧了。要不了多久，河水
就会在青碧的稻田间粼粼闪烁。等
到稻子成熟时节，金黄映着苍翠，又
是一处秋日美景。

站在大山怀抱的村子里仰望山
顶，一处古老的山寨在茂林修竹中隐
约可见。古寨叫明山寨，据说是清末
时村人为避兵祸匪祸而建造。古寨
最高处两丈有余，完全由巨石堆砌而
成。外砌墙垛，留有瞭望孔、射击
孔。寨内曾建有房舍数百，乱世间福
佑一方百姓。

历史沧桑，战火无情。如今的古
寨喧嚣不再，只有苍龙般的寨墙静静
地盘卧着，寨门寨楼等旧迹都还在修
复中。

古寨下面还有一座水库，碧波荡
漾，像一颗宝珠，掩映在大山深处。
若能爬到顶峰，不知道又会有多少惊
喜在等着我们。

我们在村子里流连忘返。真想
在民宿里住下来，尝一尝这里地道的
农家菜，在最纯净的夜色里一枕安
眠。

日西沉，夕阳的余晖给村庄镀上
了一层金色的光，牛羊归牧，鸭群回
游。

来去匆匆的我们，像一群误入桃
花源的路人。

桃源深处
◎康平（河南鲁山）

这个时节，舞钢的绵枣也该漫
山遍野长起来了。我似乎又看到了
人们带着干粮、水壶，背着绵枣
头，上山刨绵枣的身影，听到了大街
小巷叫卖绵枣的声音。

在舞钢的山上有一种叫绵枣的
多年生草本植物，俗名地枣，叶子细
长狭窄，像韭菜；地下鳞茎，像枣。
您可别小看那指头肚大小的绵枣，
没有三年是长不成的。它饱受阳光
雨露的滋润，汲取山川大地的精华，
在地下孕育三年以上，把自己打造
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的精品，只等
一朝出世，造福人类。

绵枣既是食材也是药材。从
前，春天青黄不接时，山里人用绵枣
来度饥荒，换粮食吃，卖钱花。绵枣
能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活血化瘀、
消肿止痛，可用于肺热咳嗽吐痰，治
疗咽喉肿痛、跌打损伤、腰酸背疼
等。因绵枣黏性大，如果小孩不慎
被麦芒、鱼刺卡了喉咙，吃几个绵枣
就没事了。

每年四月，绵枣发芽长叶后，
人们就开始遍山找寻，叶子长大

长老，绵枣就不好吃了。人们小
心 翼 翼 地 用 绵 枣  头 将 鳞 茎 挖
出，拣去叶子、根须，用清水浸泡
两天，搓去外面的老黑皮，把白净
细嫩的绵枣装入缸内，加水和少
量名贵中药材用大火熬煮。待煮
沸后，再用小火熬至汤浓稠、色酱
红、绵枣熟透，停火装入锅里，加
水和少量血参根（丹参）、茅草根
或竹叶，用文火再煮 24 小时，捞
出、去水晾凉即可。

经过长时间熬煮，绵枣内糖液
自动溢出，甜味沁人心脾，再加点红
糖，软糯香甜，味道更为鲜美。绵枣
性黏，营养丰富，能补养身体，治疗
多种疾病，晾干后久储不坏，是家庭
必备的食品和药品。

绵枣做工复杂，费时费力，一般
家庭刨来都卖给收绵枣的人。心地
善良的做绵枣人家将绵枣熬煮好之
后，先给街坊邻居每家送一碗，尝尝
鲜。送去的绵枣，有的人家舍不得
吃，用针线串起来挂在房檐底下晾
干，以备不时之需。馋嘴的孩子，望
着悬挂的一串串绵枣，不禁馋涎欲

滴。趁大人不注意，搬个板凳爬上
去，偷偷拽一颗，赶紧塞进嘴里，津
津有味地咀嚼着，比吃个鸡腿还解
馋。吃完了，还吧嗒着嘴，意犹未
尽。那种一饱口福的怡然自乐和满
足感，是没有品尝过晾半干绵枣的
人想象不到的。

卖绵枣一般是进城卖，那东西
金贵，农村人一般不舍得买。每年
春天，在城市的集市或小区里，都能
听到叫卖绵枣的声音。舞钢山清水
秀，土质好，人实诚，绵枣做工地道，
受人欢迎。舞钢人卖绵枣一般会先
自报家门，“卖绵枣，老金山的绵枣；
绵枣甜，不甜不要钱，绵枣祛火治咽
炎。”“卖绵枣，老寨山的绵枣，清热
解毒，消肿止痛，没有效果不收钱。”
不知道的人或许认为他们是忽悠
人；有经验的老年人深知绵枣的功
效，不管再贵，每年都要买点儿吃，
再精心储存一些。

1992 年春天，我们庙街中学搞
勤工俭学，组织学生上山刨绵枣。
第一次上山，我不认识绵枣，学生找
到绵枣就喊我，教我辨认，教我如何

刨。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刨绵枣。
绵枣是成片长的，如果找到一片，就
够刨一会儿了。

我们刨的生绵枣都卖给了陈法
冉庄收绵枣的人。精明能干、诚实
厚道的陈法冉庄人，精心熬煮绵枣，
工序、配料丝毫不马虎。经过几天
的辛勤劳动，白净光溜的绵枣变得
色泽鲜艳，香甜浓郁。夹一颗尝尝，
筋道黏甜，那美味一直萦绕心头，至
今不忘。

2008 年我在平顶山时，有一次
听到街上有卖舞钢绵枣的声音，急
忙下楼去追寻，可转了几圈，也没找
到。

绵枣是山里再普通不过的东
西，从前，春天青黄不接时，它是山
里人的救命粮。时过境迁，现在很
少有人刨、煮绵枣了。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绿色食品、
食疗养生，如果能开发利用好绵枣，
制成真空包装食品，让绵枣走出舞
钢，销遍全国，会给家乡人带来更多
的实惠和福祉。期望有机会再品尝
一次舞钢绵枣。

舞钢绵枣
◎张慧琴（河南舞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