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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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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湖

“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 ”对
人们来说已不再陌生的 “悬崖村”（阿土勒尔
村）就是彝区脱贫攻坚的生动样本。 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昭觉人， 我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
情，对“悬崖村”有着多年的牵挂。 在我心中，一
直有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将这份情感化作笔
下的文字，成就一部反映“悬崖村”脱贫攻坚故
事的作品，献给我最亲爱的乡亲，以及奋斗在
全国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每一个人。

2019 年 3 月，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悬崖村》
出版发行。 它反映了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
一———四川大凉山重点贫困地区昭觉县支尔
莫乡阿土勒尔村的脱贫攻坚历程。 在作品中，
我用朴实的语言和生动的图片，真实地呈现了
“悬崖村”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艰苦，描述了
“悬崖村”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在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在基层党员干部的帮扶下，转变思想
观念、艰苦奋斗，建起方便出行的钢梯，发展种
植业、养殖业和旅游业，重视教育，找到适合当
地发展的特色之路的故事。

跟踪采访“悬崖村”

阿土勒尔村坐落于大凉山腹地昭觉县支
尔莫乡古里大峡谷深处， 距离昭觉县城 72 公
里，有常住居民 100 多户 480 多人，是典型的
贫困落后山村。 阿土勒尔村勒尔组位于海拔约
1400 米的悬崖上，村民主要靠上下落差 800 米
的悬崖峭壁， 踩过 12 段 218 级藤条和木棒编
成的“天梯”来维系和外界的联系。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大凉山中的这
个“悬崖村”，抬头是悬崖峭壁，低头是深沟险
壑， 有的地方能下脚的空间还不到半个脚掌
大。 藤梯长年风吹雨淋，朽得很快，攀爬时稍有
大意，后果不堪设想。 孩子们每进出一趟都战
战兢兢，扶贫干部们每翻越一次都犹如在“鬼
门关”走了一遭。

2010 年 7 月， 我陪同时任昭觉县委书记
的白云到昭觉县支尔莫乡调研期间， 得知乡
政府工作人员到阿土勒尔村， 要攀爬很长的
藤梯才能进入到村子里。 当天，我与支尔莫乡
乡长阿皮几体相约， 等有机会我们一起去爬
阿土勒尔村的藤梯， 写一写阿土勒尔村的人
文地理。

2013 年 2 月，受昭觉县委书记子克拉格的
委托，我带队赴阿土勒尔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
采访。 爬悬崖、走藤梯，调研组克服重重困难，
一路走、一路拍、一路采访，经过 14 个小时惊
心动魄的攀爬，终于从阿土勒尔村的牛觉社穿
越到支尔莫乡布色来洛村的大平台上。

我将这次到访“悬崖村”和古里拉达大峡
谷的经过、体验以及感受，写成了 8 万余字的
系列报道 《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 于 2013
年 3 月，陆续刊播在《凉山日报》《凉山城市新
报》《民族》杂志、四川广播电台等媒体上。 2014
年，《凉山日报》 出版发行的第 1 期 《锦绣凉
山》，用了 56 个页码，图文并茂地再次全文刊
发。 阿土勒尔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引起外界的
关注，“悬崖村”的名字叫开了，我也开始了接
下来几年的深度跟踪采访。 一条藤梯通向云
端，娃娃们的上学路，如此艰险。 住在悬崖边上
的莫色拉则，攀爬到高处寻找手机信号的勒尔
组村民以及 3 名村民护送 15 个孩子爬藤梯回
到山上的情景，让“悬崖上的村庄”阿土勒尔村
成为新闻焦点，引来各方的关注。

然而交通闭塞制约着阿土勒尔村脱贫致
富。 修路，一直是村民们的期盼。 经测算，通村
路需要高达 4000 万元资金，昭觉县实难承担。
而是否把“悬崖村”搬下山，也是困扰昭觉很久
的一个问题。

藤梯变钢梯

2015 年，昭觉迎来了新的希望。
当年 11 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

召开。各级党委和政府“逐级立下军令状”，要在
未来 5 年，实现 7000 万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作为全国典型的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
凉山是全国少有的“直过民族”地区之一，既存
在交通闭塞、基础薄弱、经济落后、社会事业发
展不足等共性难题， 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
全国贫困问题最突出、致贫原因最复杂、脱贫
任务最繁重的地区之一。 而地处大凉山腹地的
昭觉县，更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是全国
彝族人口第一大县，也是四川省少数民族人口
第一大县，还是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
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县之一。

如何破解扶贫难题，从中央到地方都聚焦
凉山。

2015 年 12 月中旬， 中央电视台四川站记
者前往凉山实地踩点调研。 到了昭觉县，通过
我们的介绍并阅读了 《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
境》后，记者们决定进驻“悬崖村”采访。

从前期踩点到制作播出， 经过了半年时
间，拍摄团队五上五下“悬崖村”。

2016 年 5 月，有关“悬崖村”的深度报道刊
播后，立刻引起全国媒体乃至全球媒体的广泛
关注。 更让人激动的是，“悬崖村”受到了党和
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注与关怀。

“悬崖村”是四川脱贫攻坚主战场中最硬
的“硬骨头”，也是脱贫路上最难攻克的堡垒。为

改善“悬崖村”艰难的出行条件，凉山州和昭觉
县拨款将藤梯升级为钢梯，出行条件大大改善。
钢梯修好不到 4 个月， 就有 6 个来自外村的新
娘嫁进村来， 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一时间，旅游成为“悬崖村”的新产业支柱。

2017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听取凉
山州委书记林书成代表发言后，他说：“曾在电
视上看到有关凉山州‘悬崖村’的报道，特别是
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到很揪心。 ”了解到
当地建了新的钢梯，习近平总书记心里稍稍松
了一些。

2018 年 2 月 10 日至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
将十九大后调研的第一站安排在凉山。 在深入
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解放乡
火普村走访贫困户时，习近平总书记主动问起
“悬崖村”的近况，凉山州副州长、昭觉县委书
记子克拉格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 “悬崖村”
的发展变化，并把我拍摄的摄影专辑《悬崖村
之变》呈递给总书记，总书记翻阅后频频点头。

2018 年 2 月 1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
四川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后讲道：从这次我
到凉山彝区调研的情况看， 你们确实下了一番
“绣花功夫”，彝族同胞生活，彝区面貌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 从 2 月 10 日《凉山日报》报道中得
知，被称为“悬崖村”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
尔村，不仅有了新的钢梯，而且村民收入有了较
大提高，村民用电困难已成为历史，互联网已经
进入，让人不再揪心了，我看了很高兴。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下， 在社会各界广
泛的帮扶下，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引下，一年多
的时间里，“悬崖村”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556 级的钢梯，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
改扩建的村小和“一村一幼”给孩子们创设了更
好的学习环境，实现了 4G 移动互联网覆盖。

2019 年 4 月， 又有好消息传到 “悬崖村”
———村民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迁入县城的集
中安置点。

在最近开展的脱贫验收预评估中，村民人
均年收入近 9000 元，其中 84 户贫困户的人均
年收入超过了 6000 元，远高于脱贫标准。

2020 年 5 月 12 日至 14 日，“悬崖村”84 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344 人走下 2556 级钢梯，离
开已经生活了 7 代人的地方。 72 公里外，昭觉
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点，一所所设
施齐全的新居正等着他们，悬崖之上的生活将
成为家族的回忆。

《悬崖村》见证“悬崖村”的变迁

历经 6 年，我的作品 《悬崖村 》终于问世

了。 从 2013 年 2 月起，我数十次到“悬崖村”，
一次又一次爬藤梯、攀钢梯，与村民、基层干部
同吃同住，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用图片和笔头
记录了“悬崖村”6 年的点滴变化，积累了大量
的一手素材。 这些素材为我写好“悬崖村”脱贫
攻坚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 6 年里，我把自己 “变 ”成了 “悬崖村 ”
人，看到了 “悬崖村”因为新闻报道被广泛关
注，切身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亲
历了“悬崖村”修建起 2556 级钢梯的过程，记
录了银行、网络、电力走进“悬崖村”的激动时
刻，见证了“悬崖村”发展产业 、脱贫致富、创
造幸福生活的历程，也见证了 84 户村民陆续
搬迁至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 开启了新生活
……

6 年时间里， 现代文明的成果走进了大凉
山一个又一个彝家山寨，也走进了“悬崖村”的
家家户户。 大凉山再也不像我儿时那样远离现
代文明，今天，这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的笔下，“悬崖村” 这个在新中国成立后
“一步跨千年”的“直过”彝族山村，又经历了摆
脱贫穷、落后，如今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跑步
奔向小康。

我以纪实的手法，通过典型细节和情节的
塑造，以生动的文字，讲述了基层干部和群众
的奋斗故事。 对于阿皮几体的塑造，我抓住他
个子矮小、灵活爬藤梯的细节，用“猴子书记”
的亲昵称呼，点出了他和村民的亲密关系。 将
阿皮几体披着军大衣，蹲在山顶上思考的形象
比喻成云雾缭绕的山峰，写出了基层干部面临
难题时冷静、沉着的形象。 “牛书记”的昵称，是
村民对壮实、年轻的阿吾木牛的称呼，和阿皮
几体形成鲜明对比。 “新官上任”遭遇的雨水、
洪水， 浇不熄牛书记带领村民建钢梯的激情。
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塑造，使脱贫
攻坚故事更加精彩。

对于故事的提炼，我用藤梯到钢梯，再到
通往幸福生活的“天梯”的框架，串起了彝区山
村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 从古老的恐龙脚印，
映出了彝族厚重的历史；探寻罗莫拉达悬崖古
洞，写出了“悬崖村”深厚的文化积淀；红军长
征时刘伯承将军和彝族首领小叶丹的彝海结
盟，刻画了民族团结的情深谊长；村民攀爬藤
梯，不仅悬着生命，更是吊着故事；孩子们的上
学路，不仅充满艰辛，更是承载着希望；基层干
部的扶贫路，不仅靠着挥洒汗水，考验的更是
智慧；对旅游开发的思考，不仅有抓住机会的
兴奋，更有对旅游配套产业的思考……这些情
节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悬崖村”脱贫攻坚的艰
辛历程，带着深情讲述着彝族同胞脱贫攻坚的
奋斗故事。

吹响奋进的号角

我以记者的敏锐感和承担脱贫攻坚工作的
责任感、使命感，持续跟踪“悬崖村”6 年多时
间，采访数十次，对话上百人，记录下了深度贫
困乡村基层干部、 党员、 村民脱贫奔小康的心
声，以及齐心协力建钢梯、养山羊、种油橄榄、开
发旅游业、发展教育事业的真实历程。从一个彝
家山寨的小角度， 反映出彝区脱贫攻坚的艰巨
性、复杂性，以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一个
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正是因为有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
“悬崖村”的内生动力被激发了。 村民们战天斗
地，上上下下 3 万人次，用坚实的肩头将 1500
多根、40 多吨重的钢管和 6000 多个扣件背上
了山，用粗糙的双手建起了 2556 级钢梯。 有了
方便出行的钢梯，有了脱贫政策的指引，“悬崖
村”的村民奔忙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村民
陈古吉成了职业追蜂人，野生蜂蜜给他带来了
可观的收入； 俄的来格种上了经济作物青花
椒、脐橙；莫色拉博发挥自己善于攀岩的特长，
成了“悬崖村”的攀岩领队……乡亲们的生活
蒸蒸日上。

我在描写这些喜人变化的同时，也记录下
了村民思想观念的改变。 银行、金融服务在“悬
崖村”开通后，村民们巧借资金，搞起了多样的
种养殖和产业；4G 网络和基站建起后，村民们
感受到了信息化的便捷，通过网络把土特产卖
到了成都和上海，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悬崖
村”；旅游开发后，村民们看到了食、住、行等商
机，真正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父母们更加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的重要
性，现代化的“悬崖村”小学，更是给孩子们的
成长插上了翅膀。 新一代的“悬崖村”人不仅能
走出大凉山，也会走向成都、上海、北京……走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的“悬崖村”已经闻名全国，让“悬崖
村”闻名的，已经不是这里的藤梯，而是“悬崖
村”发生的巨变。 透过“悬崖村”，可以看见凉山
彝区的未来。

在彝家火塘边，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全面
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凉山变 “暖”了 ，以超凡的脱贫毅力和奋斗精
神，走出贫困，实现又一次的“一步跨千年”。 翻
开彝区的历史，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党的领导下
发生的巨变，追寻凉山脱贫攻坚的历程，能够
清晰地听到中国脱贫攻坚的铿锵脚步声。

过去，彝家山寨里每逢重大事情，都会吹
响牛角号提醒族人。 如今，愿《悬崖村》化作奋
进的号角，激荡拼搏脱贫攻坚、筑梦全面小康
的磅礴力量。

我我与与““悬悬崖崖村村””
□ 阿克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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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下旬， 庸常的日子被一道
突如其来的火焰点亮。 凉山，援彝，脱贫攻
坚， 综合帮扶， 沉甸甸的字眼里蕴含着激
情、理想、担当，以及滚烫炽热的情怀。 在键
盘上敲出最后一个回车键：发送！我的报名
申请表一发出 ， 整个人的心里鼓荡起风
雷———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结束了四川省旅发委组织的连续三天
高密度的旅游产业学习，我和战友们踏上大
巴车。 战斗的号角已然吹响，下一站：凉山。
与我们一道上路的，还有各种各样关于大小
凉山的脱贫发展梦。 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
过，在轻微的摇晃中，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一
片高山深水湖泊，它躺在蓝天白云、青山绿
树的怀抱里，它就是雷波马湖。两年前，我曾
到雷波县参加文学采风活动，深入到凉山州
最东部的马湖，神奇、湛蓝、莹澈的海子，完
全原生态的葱茏植被，未经任何粉饰、雕琢，
美得自然质朴，让人刻骨铭心。念念不忘，必
有回响。也许，那里将是我的目的地。冥冥之
中，我听到一个声音一直在呼唤我。

果然。 缘分多么奇妙。 拖着行李箱，我
站在马湖湖畔， 大口呼吸着清新甜润的空
气。 马湖，我来了！ 这一次，我不是过客，是
归人。

未曾料想，初来乍到，马湖就给我一个

下马威，重感冒、急性胃肠炎、水土不服等
导致上吐下泻，头昏眼花，浑身疼痛。 巍峨
的群山、洁白的云朵、漫山的牛羊、彝人黝
黑的淳朴笑脸、 白色或蓝色的察尔瓦……
这是很多人心中别具风情的彝区。 然而，这
一切对于援彝干部们来说， 却有着另一层
理解：悬崖峭壁、山高坡陡、交通困难、缺医
少药、停水停电、蚊虫叮咬，还有无尽的孤
独和思念……在这里， 同样的路程需要付
出更多体力；在这里，同样的工作需要更多
准备；在这里，同样的疾病需要更多时间来
恢复。 身体之苦尚在其次，看到绵延起伏的
大凉山，碧绿澄澈的金沙江，纯净如眸的马
湖，还有世代在此居住的彝、汉农家，他们
守着金山银山，却世世代代过着刀耕火种、
极度贫困的生活，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作为
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硬骨头”，雷波
县脱贫之路在何方？

路，就在脚下。 脱贫奔康，产业发展首
当其冲，“输血”不如“造血”。 绿水青山不仅
培养出雷波县的特色农产品， 也孕育着旅
游发展的致富生机。 雷波脐橙、马湖莼菜、
黄琅春茶、罗汉竹笋、山葵、核桃、土鸡蛋、
芋香猪、野生天麻和虫草品质卓绝，如何走
向山外？ 仅以马湖为例，此地兼具山体、原
始森林、湖泊等多种自然风光资源，以及原
汁原味的彝族特色文化， 如何依托地理和
人文资源，让当地群众吃上旅游饭？ 我们谋
划着，以农旅、文旅融合发展为契机，谱写
川西南风情之歌。

产业在持续发展中。 以马湖莼菜为例，
目前仅为 1200 亩的种植量，但在未来的计
划中， 马湖范围内凡是适合于种植莼菜的
区域都将被替换为莼菜。 马湖的自然条件
尤适竹类生长，2019 年，我们已在全乡范围
内种下一万余亩实竹，未来 3 至 5 年，实竹
将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 “摇钱树”。
林下养殖跑山鸡， 受众群体广、 投入见效
快、消费高频率、模式可复制。 如今，大杉坪
村的集体养鸡场已通过电商销售到全国各
地，为群众带来源源不断的分红。 下一步，
恢复、改良、扩建茶叶基地；积极培育中药
材、山桐子等经济林木；做强乡村旅游，发
展一批彝家乐、民宿达标户，开展乡村旅游
文化节、火把节……

唐家山村背靠原始森林，面对马湖，是
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利用优势自然

风光资源，2018 年，我们建起马湖全景观景
平台，可从山腰俯瞰马湖山水。 此外，还在
马湖周边种植数百亩李子 ，3、4 月观赏花
海，5―8 月品尝李子，将为马湖旅游增添新
的趣味。 唐家山村拥有大片高山草甸，今
年， 我们计划在山顶打造 300 亩的户外露
营基地，发展更多形式的旅游产业。

脱贫任务繁重，工作节奏很快，并没有
吟风弄月的诗意，没有悠闲的轻歌曼舞。 基
层工作让我成了一棵巴地草， 白日里吮吸
泥土气息，进行艰苦的田野作业，夜晚打开
电脑，开始笔耕。 毕竟，我曾以生命起誓，文
学路上，无论风雨，绝不缺席！ 经过深入采
访，长篇专题报道《马湖山乡：小凉山深处
的“遗世桃源”》《雷波青茶：被阳光祝福的
香气》《三色漆器： 凉山彝族文化中的一枝
独秀》《雷波脐橙：植物迁徙的的当代传奇》
等先后以 6 个整版刊发于 《四川经济日
报》。 此外，大量新闻稿、植物与美食人文随
笔等散见省内外各种报刊与网站……凡此
种种， 为外界了解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脱贫
攻坚战役打开了一扇窗户。

2019 年，雷波县全域旅游战役打响，对
一个旅游人而言， 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
了。 “旅游兴县”不仅是响亮的口号，4 月，马
湖景区“4A 创建”正式启动，薄弱的基础设
施亟待提升，我们迎难而上，标准化的游客
中心、停车场等各种建设如火如荼，与此同
时，智慧景区建设也拉开帷幕。 创 4A 景区，
在雷波县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湖将
成为雷波全域旅游的引爆点， 不仅是景区
综合实力的品牌标志， 也是打造旅游投资
环境的助推器，必将提升雷波的知名度，吸
引更多人前来观光旅游、度假休闲，吸引更
多人来投资兴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马湖的夜，寂静清幽。 夜深了，我仍在
挑灯夜战，导游解说词的整理、宣传片和宣
传画册的制作， 景区标识标牌的完善……
揉揉疲乏的双眼，我推开窗户，今夜月明，
一弯新月如钩，皎洁无边，莼菜田里蛙声一
片，热闹非常，又衬得山乡静谧深深。

月色里的马湖， 湖面起伏着一层微微
的涟漪。 哦，亲爱的马湖，你用宽厚、慈爱哺
育了这一方百姓， 哺育了彝汉交融的独特
文化，润泽了无数干涸的心灵。 如今，你这
上苍之眼， 正静静地注视着文旅融合发展
带来的山村之变。

阿直来电话了， 说是请我吃
野鱼。 忽悠吗？ 不是。 这么多年交情，
即使不是至交也属于朋友范畴。 真的，他真
的请客。

可是吃野鱼？ 得了吧， 有那么多吗？ 这么多
年，那么多人盯着野生鱼都是垂涎欲滴。 即使用
手思考问题，答案都不言而喻。

我的孩童时代，鱼，没有人工养殖的，自然是
野的。 离老家一百多米远有条河流，叫石滚堰。 河
水很清，时常有大大小小的鱼在闲游，还挺多。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人与自然、人与
这水中野生动物之间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彼此的
愉悦。

原罪，因为那时我抓过不少鱼。 俗话说，吃鱼
没有凫鱼（将水舀干再抓鱼）香。 现在看来有些不
可思议。 可是在那个仅仅解决了温饱的年代，是
没有钱买玩具的。 抓鱼主要还是一种兼具游戏的
活动，除了物质方面的获取，就是精神上的满足。
我和发小带上宽锄、瓢、盆子，来到石滚堰边，脱
下衣服，把裤脚挽得高高的。 在石滚堰与其支渠
高沟分流处，搬石头，挖泥土，硬是堵住了大部分
流水，让它乖乖地去高沟。 高沟的水陡然涨了起
来，而石滚堰的下游水流量马上大减。 这正是我
们所需要的。

我们可以抓鱼了。 可是鱼却没那么傻，它们
藏起来了。 凭经验，我们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处。 河
边有不少树，还有不少慈竹。 流水不断掠过，持久
的冲刷力让树根、 竹根下面的一些土层坍塌，凹
进去不少，形成了一个个形状不一的泥洞。 加上
鱼的修饰加工，它们甚至在这里作了巢，成为鱼
儿天然的躲藏地。

我们靠河边用石头、泥土围成一个不规则的
封闭半圆形， 然后用瓢舀尽里面的水。 哈哈，乖
乖，瓮中捉鳖。 没有瓮，捉的也不是鳖，是鱼。 种类
比较多，鲶鱼、鲤鱼、白鲢什么的，不太大。 但是太
小的，我们是绝对要放掉的。 至于泥鳅、螃蟹，我
们是瞧不上眼的，但是太大的螃蟹，我们还是会
抓它的。 遇到大黄鳝，也会是我们的猎物。 假如遇
到蛇，惊恐的我们只有逃跑的份。

如果要逮大鱼，堰脑壳（堰塘）里就有，只有大

人们才能办得到。 我看过，几十
个大人， 自然是男的。 因为没有水

泵， 后来才知道有那东西， 我们叫它抽水
机。他们只能用桶，两人一组，一桶一桶的水，满满
的往外倒，倒入旁边的沟渠中。还真是人多力量大
呢，二十多亩地的面积，几米深的堰脑壳里的水，
半天多的功夫， 硬是几乎被他们舀干了。 当然泉
眼还在冒水，不过这无济于事。抓鱼了，很大很多，
他们也会放过小鱼的。

可是今天说到野鱼，却很难得一见。我去过沱
江上游的石亭江，附近的某个村民，他有办法。 枯
水期来了，江水小。他在有水的江面，二十多米吧，
安上金属拦河筛子，斜斜的，有三十度的角度吧。
鱼来了，冲在上面，尽管不停地挣扎，可所有的一
切都是徒劳，逃不掉的。 关键是只能水流过，鱼爷
爷、鱼奶奶、鱼爸爸、鱼妈妈，子子孙孙一个都不会
少！ 奇怪的是，当地人居然认为不要去多管闲事。

江里的鱼如此，小沟渠里的鱼也好不到哪里去。
电鱼机，一遇到这样的主，什么鱼虾泥鳅都完了。

难怪古人早就感叹： 枯鱼过河泣， 何时悔复
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明文规
定保护渔业资源。

还有“三面光”河渠。 这里所说的三面光，是说
河渠两边的河堤加上河床都是用混凝土与石头修
筑的，光光的。 这些水利工程看似既坚固了河堤，
又能节约用水，实则却没这么简单，甚至对自然生
态系统造成致命伤害。 试问即使有鱼，它们在哪里
栖身？ 看来，水利工程能不光的地方就不要光。 比
如河床，漏不了多少水；一些河畔有密集的大树、
芭茅、慈竹等多根植物，由于有大量的植物根的攀
连，不容易造成河堤的垮塌，而附近也少有人烟；
还有一些本来就比较坚固安全的河段。

现在如果没有人工养殖， 餐桌上哪里还会有
什么这样那样的鱼菜品。 俗话说，鱼儿离不开水，
瓜儿离不开秧。 离开水的鱼，结局是灾难性的。 可
是离开了鱼的江河，被鱼吃的生物得不到抑制，打
破了水的生态环境，同样是灾难。

我去赴朋友的鱼宴了。希望河里还有野鱼，可
是我不希望被我们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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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野鱼鱼
□ 邱天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