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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节气名片 赋能乡村振兴
———写在淮南成功申创“二十四节气之城”之际

孙道军

距今 2600 多年的春秋时期 ， “淮
南” 一词因 “橘生淮南” 而贴上历史标
签 。 距今 2100 多年的西汉时期 ， 淮南
因 “淮橘为枳 ” 而贴上地理标签 。 今
天 ， 淮南因成功申创 “二十四节气之
城” 而贴上节气文化标签。 作为二十四
节气重要发祥地、 系统展示地、 传承创
新地， 淮南成为全国第二个获此殊荣的
城市， 实至名归， 众望所归。

淮南节气好 “带” 天成。 千里淮河
穿境 105 公里， 特殊的地理特征和物候
环境孕育着 3 个典型的过渡带。 一是我
国南北典型的气候过渡带。 早在南北朝
时期， 淮河就是政治地理分界线 。 唐 、
宋等时期， 多次将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分
界的意识。 20 世纪后， 淮河正式成为公
认的南北地理分界线， 是亚热带与暖温
带 的 南 北 过 渡 区 域 ， 年 平 均 气 温
16.1℃， 年平均降水量 961 毫米 ， 四季
分明， 气候宜人。 二是我国稻麦主产的
南北过渡带。 淮南 “一稻一麦” 的轮作
特征极为明显， 实属少见。 1936 年， 胡
焕庸 《中国之农业区域》 的论文指出 ，
我国 “米产分布约以秦岭淮水为界， 秦
岭淮水以北， 绝少稻米之栽培 ”， 淮河
以南也很少栽种小麦 ， 故有 “走千走
万， 不如淮河两岸” 的美誉。 三是平原
与山区的过渡带 。 淮河以北为平原地
带， 沃野平畴； 淮河以南 “三山鼎立”，
国家地质公园八公山、 国家森林公园舜
耕山和上窑山绵亘于城市中脊； 淮河两
岸 “三湖环绕”， 候鸟栖息地的高塘湖、
烟波浩淼的瓦埠湖、 千亩荷花淀的焦岗
湖分布左右， 是名副其实的山水之城。

淮南节气好 “景” 如织。 随着节令
的交替， 顺着节气的灵动， 我们既能感
受到四季轮回， 又能看到五彩斑斓， 还

能追忆 “六古” 之奇。 一是淮南虫古化
石 。 在 1984 年莫斯科国际地质大会上
被定为 “地球上的生命鼻祖 ”， 将生命
起源 5.4 亿年向前推进到 7.4 亿年 。 二
是古水利工程。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芍
陂” （安丰塘 ）， 比都江堰还早 300 多
年， 被誉为 “天下第一塘 ”。 三是古墓
群。 有蔡昭侯墓、 楚幽王墓 、 廉颇墓 、
黄歇墓、 刘安墓， 还有当下最为惊叹的
武王墩考古大墓， 是迄今规模最大、 等
级最高、 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墓葬 ，
已出土文物达 1 万余件 ， 其钟鸣鼎食 、
牛骨熬汤、 瓜籽留香， 展示着节气物种
的灿烂与辉煌。 四是淝水之战古战场 。
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四
大经典战役之一， 承载着风声鹤唳、 草
木皆兵的自然奇观。 五是古典籍。 公元
前 122 年， 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在八
公山上编撰鸿篇巨制 《淮南子 》， 被著
名思想家胡适称为 “绝代奇书 ”。 六是
寿州古城。 寿县， 1986 年被国务院公布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国内保存最
好的宋代古城墙。 其楚文化博物馆为国
家一级馆， 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多达 230
件套。 这些都彰显着楚风汉韵之美， 蕴
藏着节气物候之韵。

淮南节气好 “品 ” 如潮 。 《淮南
子》 首次对二十四节气作出了最完整的
表述、 计算和记载， 其中的 “斗指子则
冬至”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等至今仍
有规律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 2016 年 11
月 30 日 ，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在国际气象界， 被誉为 “中国的第
五大发明”。 千百年来， 勤劳智慧的淮
南人民在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中， 形成了
“清明前后， 点瓜种豆” “谷雨播早秧，
节气正相当” “白露早， 霜降迟， 秋分
寒露正当时” 等农事谚语 350 余条， 成
功申遗与节气相关的 “花鼓灯” “豆腐
制作传统技艺 ” 等项目 10 余个 ， 成立
安徽省 《淮南子》 研究会等 3 家学术机
构， 出版发行 《寻根探秘二十四节气 》
等论著近百余篇， 特种系列邮票、 全国

优秀科普读物、 全国首家主题邮局等节
气成果不断呈现。 立春时节的 “抬阁肘
阁”、 夏至时节的 “挂香包”、 秋分时节
的 “打火把”、 冬至时节的 “吃面吃饺
子 ” 等传统习俗 ， 以及 《二十四节气
歌》 《二十四节气大鼓》 等， 无不镌刻
着淮南的节气印记。

淮南节气好 “物” 如澜。 这里有香
飘万家的淮南牛肉汤， 《淮南子﹒ 齐俗
训》 记载： “今屠牛而烹其肉， 或以为
酸， 或以为甘， 煎熬燎炙 ， 齐味万方 ，
其本一牛之体”。 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
和发展， 淮南牛肉汤先后荣获中国旅游
金牌小吃、 中华名小吃殊荣， 全国现有
淮南牛肉汤实体门店 10 万家 ， 央视多
次专门报道， 一些流量明星和网红慕名
打卡， 产品远销以色列、 日本 、 法国 、
德国 、 美国 、 巴西 、 阿联酋等 30 多个
国家。 这里有传承千年的八公山豆腐 ，
《本草纲目》 记载： “豆腐之法 ， 始于
汉淮南王刘安”。 豆腐是海外华人最具
影响力的中华料理 ， 曾举办 20 届中国
豆腐文化节。 2008 年， “八公山豆腐”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现有品种
200 多个， 年产值居全省之首。 这里有
烟火百味的节气物产， 冬至时节的凤台
马店羊肉汤、 瓦埠湖银鱼， 秋分时节的
麻黄鸡， 立春时节的曹庵草莓， 谷雨时
节的八公山野茶 ， 立夏时节的顾桥陈
醋、 寿县小刀面、 潘集酥瓜、 焦岗湖荷
叶茶、 益益节气乳制品等联名物产， 均
为百姓津津乐道的美味佳肴。 此外， 以
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寿州窑 、 紫金砚 、
剪纸、 石刻等精彩纷呈。

淮南节气好 “戏” 连台。 为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
推进省委、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达成的
“气象+”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系列共识
和批示要求， 市委市政府闻令而动、 积
极作为， 围绕 “高质效赋能乡村振兴 ，
高质量打造节气之城” 目标， 着力培育
消费新场景，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
是专班推进。 成立高规格的工作专班 ，
围绕 “六个一工程” 推动节气文化传承

和产业发展， 专班负责同志先后两次带
队赴中国气象局对接 ， 谋求项目 、 产
业、 企业合作； 积极参加中国气象局在
贵州遵义、 重庆奉节举办的节气活动 ，
学习经验， 为我所用。 二是科学规划 。
编制淮南市 《二十四节气文化科创产业
高质量发展规划》 《气象暨环保装备制
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 实施 “一核
一带多基地” 产业布局， 谋划二十四节
气主题展示馆等重点项目 44 个 、 总投
资 132 亿元， 推动节气与产业融合发展。
三是全力申创。 自 2023 年 12 月 28 日启
动申创以来， 到今年 6 月 24 日满分通过
答辩 （涵盖立春、 夏至、 秋分、 冬至），
再到 9 月 20 日 “二十四节气之城 ” 授
牌。 共搜集整理 10 万余字的 《技术评价
报告》 资料和花语、 鸟代等珍贵图片 ，
拍摄了 《律历轮转 “南” 以忘 “淮”》
节气宣传片， 开展了夏至迎水寺祈福 、
端午龙舟赛等活动 ， 付出了艰苦的努
力 ， 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 四是专业支
撑。 “中国天气·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安
徽分院” 落户淮南， 与在淮高校和学术
机构共建共享研究成果。 成功举办节气
传承发展与应用研讨会和秋分节气发布
会， 中国气象局和省政府领导、 海峡两
岸学者 、 全国 31 个省 、 市来宾相约淮
南， 共襄节气盛会。 积极参与节气重点
开放实验室， 开展节气征文活动， 凝聚
各方力量。 五是深度合作。 发挥中国天
气品牌的公益属性， 与华风传媒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利用央视天气预报栏
目和全媒体矩阵等平台， 宣传淮南特色
农产品、 优秀文化旅游资源等， 成功获
评一批节气名品、 名景， 为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赋能， 为节气文旅城市建设等助
力， 为节气文化传承创新加码。

《淮南子》 曰： 乘众人之智 ,则无不
任也 ； 用众人之力 ,则无不胜也 。 我们
坚信 ，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 淮
南这个 “二十四节气重要发祥地 ” 一
定会焕发新活力 ， 淮南这座 “二十四
节气之城 ” 的节气名片一定会展现新
风采。

醉 秋 意 ， 悟 人 生
葛 鑫

秋风，总是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悄
然潜入人间，带着几分凉薄，几分温柔 ，
轻轻拂过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尖。在这
醉人的秋意里， 我偶遇了一位久别重逢
的朋友，他的故事如同落叶般轻轻铺展，
每一片都承载着岁月的重量， 每一声都
回响着人生的低吟。

我们坐在老树下，那树影斑驳，仿佛
是时间特意留下的印记， 记录着过往与
现在，也预示着未来。朋友的话语，如同
秋日里的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那
些被遗忘的角落。 他讲述着那些年的漂
泊与奋斗。他的语气平静，像是在讲述别
人的故事，但我知道，那每一个字都重如
千钧，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我静静地听着， 心中涌动着一种难
以言喻的情感，那是对朋友遭遇的同情，
也是对自己人生的反思。秋风乍起，却并
不刺骨，反而带着一种温柔的凉意，仿佛
是大自然最细腻的抚慰。 我抬头望向远
方，天高云淡，秋意正浓，心中那份闲愁，
也随着秋风的吹拂，渐渐消散。

记忆中的秋天， 总是与童年紧密相

连。那时的我，枕着落叶飘飞的梦入睡 ，
守着紫色的牵牛花， 拽着夜空中的萤火
虫，哼唱着老奶奶那残缺不全的歌谣。秋
高气爽的日子里， 我们在北方的田野上
撒欢儿，捧着刚出锅的玉米，感受着季节
的美好。那时的秋天，是金黄的，是丰收
的，是充满希望和喜悦的。

而今，又是秋天 ，却已物是人非 。土
灶早已不见踪影，奶奶也已离我而去，人
们不再用树叶烧火， 那些关于秋天的记
忆，只能在心底深处慢慢回味。但即便如
此，每当秋风起时，我仍能感受到那份来
自童年的温暖和纯真， 那是时间无法抹
去的痕迹，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成年后，我定居江南，这里的秋天与
北方截然不同，它色彩斑斓，与凋零相去
甚远。但即便如此，我仍能从中感受到生
命的秋天、情感的秋天。那是一种更为深
沉、更为复杂的感受，它包含了人生的酸
甜苦辣，也包含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憧憬。
在江南的秋天里，我学会了用心去感知、
去领会那些细微的变化， 那些看似平凡
却又充满哲理的瞬间。

朋友说他喜欢秋天，喜欢满目凋零的
感觉。 我则觉得， 江南的秋天虽然色彩斑
斓，但凋零的意味却更为深长。它不仅仅是
一种视觉上的感受， 更是一种心灵上的触
动。生命的秋天、情感的秋天，都是如此。它
们让我们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之后， 更加
珍惜眼前的一切，更加懂得感恩和珍惜。

有位朋友的婚姻在这个秋天亮起了
红灯，她独坐残垣之上，目送斜阳西下 。
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她内心的挣扎与
困惑，也看到了她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
但正是这些经历，让她更加坚强、更加成
熟。她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在痛苦
中品味人生。就像那落红一样，虽然凋零
了，但化作春泥更护花，它的生命以另一
种形式得到了延续。

面对朋友的豪饮 ， 我感叹不已 。他
说：“醉了， 但对方向、 目标依然清清楚
楚。”这句话让我深受触动。在人生的道路
上，我们或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
难，但只要心中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就永
远不会迷失自己。醉了的是情操，不醉的
是精神；凋零的是外在，永恒的是内心。

又是一秋的雨，一秋的瑟瑟，一秋的
企盼。秋天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韵味，让
人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但正是这种韵
味，让我们在品味人生的同时，也更加珍
惜眼前的每一刻。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
转眼间一年又将过去。 但无论岁月如何
变迁， 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和一颗感恩的心， 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
个挑战和机遇。

生命是一个过程，是过程中的感怀、
回忆和沉思。在秋日里感悟人生，对旧友
的回忆，对往事的回眸，以及对未来的祝
福，都是我们对人生最深切的热爱。让我
们在这醉人的秋意中，学会珍惜、学会感
恩、学会坚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
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更精彩。

秋高气爽的日子，我想去看山。有福
是看山，能在名利奔竞之外，做做烟霞泉
石的主人，才是有福。让我们带着一颗宁
静而平和的心，走进这多彩的秋天，去感
受大自然的馈赠，去品味人生的真谛。在
秋日的阳光下，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升华。

□诗 歌

□诗 歌

十 月
樱 枫

十月的大地 温煦祥和
十月的天空 蔚蓝高远
十月的果实 芳香甘甜
十月的心情 安谧恬静

十月 思绪饱满 稻穗低垂
怀抱耕耘者心中的欢喜
十月 诗意弥漫 丹桂飘香
充盈每个中国人朴素的心境
十月 激情如潮 红旗如浪
坚实的 不只是脚步
更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履历

十月的礼炮一响
谁的心 飞向了辽阔高远
十月的翅翼一振
谁的情 投影于蓝天白云
十月美丽的歌谣
是如此曼妙林立啊
十月醉人的清风
又怎能没有泼彩涂金的气韵

在十月 我分明看见
扎根于大地的每一棵树
透现出永无穷尽的生机
滚落于尘世的每一颗砂石
存留着不可磨灭的美丽印记

经历过风雨的浸润

经历过艰难的跋涉
经历过烽火烟云的洗礼
经历过一回回思想的淬炼
十月的芬芳啊
才可以如此令人痴迷 教人

沉醉

一群人又一群人
穿越岁月的沟回 时空的苍莽
无惧无畏 前仆后继
一面旗又一面旗 在他们手中
被永不言弃地传递
破败也好 鲜艳也好
总是一次又一次被高高举起

那是一个庞大的
有思想有信念有魄力的群体
他们总是站在时代的高端
胸怀世情国情民情
一次次 将如炬的目光
聚焦国运民生 众望所归

思想与思想的糅合
行动与行动的契合
铸塑着新时代的生命细节
所有缘于心底的翘盼和期待
变得如此阳光亮丽
那是心底托举的图腾啊
旗帜般 在十月的时光里
演绎着诗画般的鲜艳明媚

站在成熟的稻子中间
王 军

站在成熟的稻子中间
闭目倾听
耳旁传来稻禾的低吟浅唱
它们以大地为琴
以风为弦
缓缓弹奏着
扎根拔节抽穗灌浆的悠长乐章
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
生命的坚韧与希望

不远处， 那憨厚质朴的村庄
已悄然换上秋日的盛装
我的乡人们
脸上满是红光
金黄的心情
涌动着一股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正蓄势待发
去接纳又一年的收成
又一年的时光

遇 见 汪 庄
黄丹丹

苦夏难度。
久居闹市， 整日被比热浪更扰

人的喧声缠着， 愈觉意躁难平。 那
日黄昏 ， 下班归家途中 ， 在路口 ，
为追踪一朵盘龙状的云， 我急打转
向， 朝与家相反的城南驰去。

云牵着我， 我驾着车， 行驶在
绿荫匝绕的省道。 走着走着， 云龙
被我追丢了 ， 漫漶着金色 、 绛色 、
玫瑰色与紫罗兰色的天空， 大朵白
云被扯成了丝丝缕缕的云絮， 夕阳
从云隙间泼下金光， 洒在路边绿浪
浮动的稻田和海一般浩渺的安丰塘
上。 在辽阔的天地间， 我这个被暑
热与市声围困的人， 变成了飘在水
中浮叶上的蚂蚁， 沿浩渺托举的孤
叶， 自在独行。

哐当作响的尘世哑了， 灼热燎
人的暑气散了。 夜敞开它的黑色大
氅， 将夕阳裹入怀中， 天空发出一
声叹息， 世界瞬间暗淡。 我摇下车
窗， 风猛地灌入车厢， 素不相识的
飞虫不邀而至， 在我眼前飞绕。 我
摇肩晃脑， 以驱逐飞虫的干扰， 就
在那摇晃之间， 我瞥见了路旁一堵
涂绘成七彩色的墙上写着 “遇见汪
庄” 四个大字。

果然是 “遇见”。 于不期然间来
到这座静默的村庄， 四顾间， 风捎
来一阵荷香， 紧接着 ， 又是一阵 ，
我被那香撩拨着 ， 索性将车驶入
路旁村委会的停车场内 。 下车后 ，
循 香 觅 见 游 廊 匝 绕 的 一 方 荷 塘 ，
荷花在暮色里影影绰绰 ， 却香得
毫不含糊 。 沾一身荷香走出游廊 ，
登上乡村大舞台的戏台上 ， 望着
马路对面的水渠环绕的这座玲珑
村庄 ， 七彩墙外竹篱成栅的菜园
子里 ， 生着耀眼的红番茄 、 紫茄
子 、 吊南瓜 、 长豆角……我凑近
去看 ， 隐在菜园子里摘菜的老人直
起身 ， 见了我 ， 露出笑脸打招呼 ，
并热情地递来一根瓜蒂处未脱黄花
的嫩黄瓜。 我忙伸出双手接过那瓜，
像捧着刚落地的娃娃 ， 老人身后 ，
一只黄狗摇着尾巴欢快地在菜地里

扑前跳后地耍。
向老人道谢后 ， 我拿着黄瓜 ，

踱着步， 朝村里去。 如今， 在城市
化进程的推动下， 村庄多成了一种
象征， 这些年， 因采风， 去过诸多
村庄， 那些美好起来的村庄， 大多
是重新规划、 设计后建成的， 每到
一地， 总有人骄傲地说： “这里和
城里一样啦！” 是的， 它们和城里一
样了。 而我遇见的汪庄却和它们不
一样。 它保持着村庄的原貌， 在固
有的基础上， 用心做了改造。 在这
里 ， 我没有看到整齐划一的建筑 ，
我路过的每座小院里都有不一样的
房子， 有外墙贴着瓷砖顶着琉璃瓦
的小楼， 也有红砖青瓦的矮房。 那
些院子里 ， 有搭着院墙上的披厦 ，
也有木栏草顶的鸡舍。 但每个院子
的院墙上 ， 都有别具一格的装饰 ，
有的院墙上攀着瓜果， 有的院墙上
绘着民俗画， 有户人家， 院门外居
然堆了一座假山， 山头居然还生了
一株狗尾草， 毛茸茸的狗尾草在晚
风中摇曳着， 甚是惹人。 一问， 才
知， 那是一堆他们盖房子没用完的
石子， 堆在门口很久了， 村里在做
整体改造时， 将那些石子堆成了具
有观赏价值的假山！ 继续往前， 另
一户人家的院墙居然辟出一个陈列
窗， 还放了台上世纪的黑白电视机，
引得我不由怀旧。

走着走着， 我这只自在独行的
蚂蚁， 又重回了人间。 每走过一个
院子 ， 都有人站在院门口招呼我 ，
问我吃了吗？ 邀我进去坐坐。 走到
村口， 我手里又多了根玉米棒。 我
啃着玉米， 走在汪庄的夜色里。 在
这里， 没有城市的霓虹闪烁， 没有
音响扩散的嘈杂舞曲， 星光与虫鸣
清晰可辨。

二胡声蓦地响起， 我循那乐声，
走回乡村大舞台的戏台处， 几位老
人围坐在戏台上， 其中一位正深情
地拉着二胡， 其他人则或轻拍手掌，
或低声和唱。 我静立一旁， 心中涌
动着莫名的感动。

回到车上， 我启动引擎 ， 却不
急于离开， 打开车窗， 任夜风涌入。
返程的路上， 半月隐在云间 ， 忽而
显影， 旋即又隐没。 我缓缓地开着
车， 心静如镜。

醉
美
淮
河
畔

金
广
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