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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夹峙、沟谷幽深的茂林沟，是
通往幕阜山腹地的一处隘口要冲。左
为铜钟山，右为丫髻山。铜钟山危岩
峻拔，气势雄壮；丫髻山娟秀舒缓，神
韵悠然。两山乔木林立，灌木丛生，远
眺一片黛青，近观林深木秀。中间的
茂林沟长约五六里，一头是进口的铜
钟坪，一头是出隘的佛岭坑，沟壑中部
隆起处谓之佛岭，向右翻越即达荆竹
坑。抬头远望，棺材山奇峰独秀，青山
湖雾霭蒙蒙。传说中茂林沟曾经古木
参天，苍天一线，自有一股森然之气，
过隘之人须结伴壮胆方可通行。今
天，达到二级标准的幕阜山旅游公路
蜿蜒其间，共有五个S形弯道，车行其
上，仍须全神贯注，切不可分神大意。

茂林沟的几许神秘，一直牵动着
过往行人的神经，奇诡的景色，时常吸
引来不少探幽揽胜的远客。茂林沟最
引人关注之处，在于这里是出产铜钟
柿子的核心区域。大凡生活在崇阳的
人，都知晓铜钟的柿子驰名，它有一个
非常形象的名称，叫磨盘柿。这一带
出产的柿子，又大又圆，成熟时呈现一
种深深的橙黄色，饱满而又富有亮
泽。在扁圆的柿子中间，有一道凹陷
的腰线，仿佛一个圆环套在柿子身上，
生生地勾勒出柿子的妩媚曲线。这里
生长的柿树，高大苍劲，树龄特别长。
有的是几辈子前栽的树，依然虬枝青
翠，硕果累累。也许是这一带山高泉
深，水土中微量元素丰富，适宜柿树生
长，加之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糖分
积聚，因此，这里的柿子不但品相好，
而且香气清新，味道甘醇，入口润滑，
少有一般柿子的涩味，成为声名远播
的北纬 29度地理标志性产品。遗憾
的是，随着村民大量外迁，村庄沉寂，
加之外来水果的不断涌入，流传数百
年的铜钟磨盘柿，也经不起时光的消
蚀而逐渐式微了。近年来，能够作为
商品果批量入市的磨盘柿越来越少
了，一些钟爱者四乡求购而不得。

在实施乡村振兴、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的进程中，铜钟乡顺乎民意，产生
了一个切合实际的创意，决心在产业
振兴举措中，恢复铜钟磨盘柿的生机
活力。在面向社会进行招商选择的时
候，一位从茂林沟走出来的企业家，幸
运地成为这一振兴创意的实施主体，
他就是从事钢构行业十几年的汪兴
意。

初次见到汪兴意，是他的柿柿如
意产业园已经栽下第一批柿子树，产
业园正在有序推进的时候。汪兴意刚
过不惑之年，给人的印象是敦厚、朴
实，但也透着生意人的精明和干练。
他在创办柿子园之前，拥有自己的钢
构安装公司，业务遍及咸宁市各地。
这个刚毅的男子汉，话语简洁，思维敏
捷，是一个行胜于言的行动派。他是
喝茂林沟的山泉长大的，也是爬柿子
树长大的。他对过去的人生记忆深
刻，对生活中的际遇深怀感恩。

汪兴意有一个苍凉的不堪回味的
童年。茂林沟虽然生态环境好，出产
美丽的磨盘柿，但可用于耕种的土地
实在太少了，村民的日子一直过得紧
巴巴的。汪兴意的童年偏偏比其他人
更苦更涩。他六岁的时候，母亲不幸
离世，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也因病去
世，剩下他们姐弟四人相濡以沫，苦熬
风雨人生。在姐姐的照顾下，在叔父
等亲友的帮助下，他总算上完了小
学。进了初中，想着自己清贫的家和
难熬的日子，实在无心学习，在教室里
坐不下去了，他缀学了，成为一个乡村

游荡少年。
这期间，大姐已经在温州打工数

年，并且远嫁温州成了家。汪兴意怀
着对姐姐的思念，以及对远方的梦想，
兜里揣着东拼西揍来的50元钱，第一
次踏上了远行的旅途。他以最节俭的
方式，几次转车，乘火车到达浙江金
华。手里已没有了一分钱，方言也难
于与周边的人沟通，关键是偌大的温
州，他也找不到姐姐在哪个角落。他
有些后怕了，必须回家，他只有一个信
念，扒火车，喝冷水，讨口吃的，几天几
夜，总算回到了赵李桥火车站。剩下
的这一百多里路程，已经无车可扒，他
就迈开瘦弱的双腿，徒步回家，累了就
在路边躺一会儿，渴了就在沟渠边喝
几口水，走呀走呀，终于在膝黑的夜
晚，回到了茂林沟贫寒但却温暖的家，
这一年他才十五岁。

汪兴意看不到未来，但他幼小的
心灵却不甘现状，他央求叔父给大姐
写信，自己要去温州打工。来年春天，
姐夫来了崇阳，把汪兴意带到了温州，
这一去，打开了少年人生的另一扇窗
户。那时候，温州乃至浙江尚在基础
建设大潮之中，只要有力气，是可以找
到事做的。最初，汪兴意什么苦活脏
物都干，在基建工地干过，看守过山林
果园。其间到广东去转了两年，并在
哪里结识了未来的伴侣。

俗话说，百艺好藏身。在职业选
择上反复了数次后，汪兴意的性格渐
渐变沉稳了，他跟着姐夫进入钢构行
业打工，在做完粗活后，总是找机会学
习本行业的技术，先是学习车工、铣
工，然后学会了电焊工，成为钢结构行
业的技术能手，岗位稳定了，收入也有
所提高。但他并不满足，他更加专心
地学习钢结构设计和施工工艺，还有
如何组织工友现场协同操作，如何与
客户进行施工沟通。在去温州六七年
之后，汪兴意有了自己的钢构施工队，
再后来，成立了自己的钢构安装公司，
生意越做越红火，积蓄也在慢慢地增
长，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施工质量的严
格控制，还有对客户的诚信，尽量照顾
客户的需求和利盖。

十九岁那年，汪兴意成家了。妻
子有一个美丽但也常见的名字叫赵淑
芳，是他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赵淑
芳也是来自铜钟的同乡，在一家灯具
厂打工。她对汪兴意朴实善良而又不
怕吃苦的人品十分欣赏，对他少年经
历的苦难非常同情。结婚第二年，他
们回到老家茂林沟，花了 3000 多元
钱，自己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建起了
一栋二层的房子。住在温馨的的家

里，他们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真的是
只要奋斗，面包会有的，房子也会有
的。乡亲们也纷纷夸赞这一对待人真
诚、勤劳朴实的小夫妻会过日子。

不圆满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
正在小夫妻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的时候，他们盼望的开花结果却迟迟
没有出现。结婚两三年了，赵淑芳仍
然没有身孕，小夫妻开始着急了。他
们一边经营钢构业务，一边四处求医
问药。赵淑芳回忆，这个求子的路，他
们走了整整十年。她上过无数家医
院，吃了数不清的中药西药，自己心里
时常苦闷不堪。最让她感动的是，每
当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丈夫总是对
她特别好，从来没有放弃过治疗，没有
放弃过希望。

真的是守得石头也开花了。就在
结婚十年后，赵淑芳有喜了，而且花开
并蒂，头年迎来了女儿的出生，第二年
又喜获儿子的到来。如今，聪明可爱
的姐弟俩都一同上小学四年级了。这
也是汪兴意决定回家乡发展的根本原
因。2014年，一双儿女到了上学的年
龄。汪兴意在家乡的钢构市场做了一
番细致的调查后，与妻子商量，为了子
女的教育，打算把公司开回来。对汪
兴意做事的靠谱，赵淑芳是一百个信
任。公司搬回来了，家也安回来了，他
们在天铜公路茶旅小镇对面的农村新
社区购置了崭新的小楼。这几年，公
司在家乡也经营得很顺利，业务遍及
周边数县市。他们还盘下了位于歇马
山的一个养殖场，成立了豪猪养殖合
作社，由赵淑芳负责，规模已达300多
只，产品销往广州及本市酒店餐饮业，
每年都有二十来万元的稳定收入，而
且带动了当地乡亲们的生产发展。

2018年底，当铜钟乡政府的领导
找到汪兴意，动员他回乡领办柿子产
业时，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兴奋点。汪
兴意对老家茂林沟的柿子印象太深刻
了，而现状是因为没有多少经济效益，
在村里居住的年轻人不多了，昔日的
磨盘柿无人打理正在消逝，他觉得这
储满乡愁的柿子黯然退场实在是太可
惜了。加之他的钢构业务市场比较稳
定，一时也没有更大的拓展空间，自己
一直在琢磨再投资的方向和项目。这
两方面的契合，让他坚定了发展本地
特色柿子产业的打算。

茂林沟虽然生态环境优良，但并
不适宜耕种粮食作物，倒是非常适宜
发展林果业。乡政府正是因地制宜作
了这样的柿子产业规划。汪兴意从协
议签订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要做高
起点高标准规划，要走农旅融合的发

展路径。
为了赶上新春植树季，产业园建

设边筹备边开工。汪兴意聘请了武汉
一家乡村旅游专业设计公司进行总体
规划设计，开发面积约 1500余亩，分
为种植区、加工区、农庄体验区和山地
游览观光区。他接受了华中农大果品
专家的建议，从农户手中流转购买了
在园内的成年柿子树 300多棵，保护
了铜钟磨盘柿的传统基因。同时，为
了优化品种资源，特地从山西运城买
来一万棵北方磨盘柿及部分甜柿树
种，种树购买资金得到了政府产业发
展项目的大力扶持。为了做好保温保
湿和加快生根，对新栽种的柿子树都
进行了根部覆盖等技术措施。经过这
个春天的培育，柿子园一片葱郁，所有
种树全都成活，俨然已经具备了观光
的价值。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要
耐心地等待柿子树扎根这片土地，等
待柿子花开。他聘请了 20多位村民
来园子里做工，两个哥哥则成了柿子
园热心的管理者。要将建设规划加以
完善确定下来。妻子在养殖合作社新
养了一批驼鸟和孔雀，以备后面的园
林休闲观光之需。他还修通了 20多
里上山的道路，前期投入花去了 300
多万元，这还都是自己的原有资金。

汪兴意最瞳景的是，未来柿子园
与两座山资源融合的乡村旅游开发。
这两座山他太熟悉了，小时候上山打
柴放牛釆药，在山岭上爬上爬下，每一
块石头都烙着少年时的记忆。铜钟山
有一座千年古庙，几经兴废，近些年又
得到了善男信女的捐资修缮，拜山求
子、消灾祈福、进香许愿的人们又多了
起来，从山巅传来的晨钟暮鼓，显得悠
远宁静，让铜钟山平添了几许神秘。
这两座山都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岩
溶地质发育非常充分，在森森茂木之
中，隐藏着许多奇异的溶洞。目前，已
经探明的溶洞有7个。洞内景观异常
丰富，各类厅穴、暗室、曲廊遍布，钟乳
石造型奇特。近期几次初探的新发
现，让汪兴意倍加兴奋，对未来的开发
前景非常乐观。他构想的柿柿如意产
业园，仿佛如一幅美丽的锦绣，在他的
脑海里浮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魅
力。仿佛如童年时代的柿子花开，漫
山遍野，黄灿灿的，在无边的绿海中闪
烁。

铜钟乡简介

铜钟乡位于崇阳县中南部，属低
山丘陵地区。版土面积94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24425 亩，其中水田 12586
亩，林地面积 18000 亩，素有“八山半
水分半田”之称。全乡辖8个行政村，
75 个村民小组，4738 户，23081 人，乡
党政机关驻地马桥村大屋杨家，位于
铜钟山脚下，故名铜钟乡。快捷通道
建成后，距县城仅7公里，距杭瑞高速
出口仅4公里，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
显。

境内山清水秀，竹木葱葱，资源丰
富，人杰地灵。高品位的石灰石储量
居全县之最，丰富的煤资源正待开发，
并且享有“生猪之乡、梨柿之乡”之美
誉。大岭山上有原生态的自然森林风
光，山顶风场是理想的风力发电场所，
铜钟山顶有始建于唐朝的开元寺，山
上奇石林立，天然溶洞仙女洞内美不
胜收，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极具旅游
开发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铜钟
是一块极具开发价值的风水宝地。

柿子花开
——走近铜钟乡柿柿如意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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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房子重新开始装修，对
于书房的改造和处置让我很是烦恼
纠结。当年新房落成，因为家中人
少房间多，我们将二楼一间二十平
米的大房间装修成了书房，侧墙整
面的书柜上摆放了近千本书，靠窗
三米多长可供两人同时使用的电脑
桌，还有悬挂的多幅字画可供欣赏
把玩。

因为一家人都爱书，深得读书
之意趣。互相间常闲话打趣：虽非
鸿儒辈，因书不白丁。

书柜中书籍种类多而杂，皆因
家人各自业余学习和日常偏好，购
书种类各有不同。其中，有史书典
籍和文学名著，有伟人著作和名人
传记；有哲学理论，也有休闲刊物；
有法律方面的，有财经方面的，有医
药类的，也有艺术类的……

多年书海畅游，感触良多。我

以为，有一种书是要正经读的，比如
名家大师的书。那是与智者的对话
交流，翻开书页，便如入安静的课
堂，需正襟危坐，听取智慧的讲解，
才能增知长识。还有经典名著，那
是乘时光之机，开启珍贵的精神之
旅，在历经岁月的沉淀磨砺后，淘取
的博闻广见。

还有一类书是休闲看的，比如
典雅的唐诗宋词，比如优美的散文
随笔，比如精致的旅游画册，适合树
荫下一把躺椅，沙发上一个靠枕，棒
着茶，就着零食，然后，可能会有不
经意的一声叹息，或者不自觉地芫
尔一笑。那时候，会感觉到有阳光
照耀，有小雨滋润，有茶香氲蕴，这
时尘世的烦躁喧嚣被滤去，心灵回
归温雅和宁静。

人生匆促，现实烦忧，仰首是春
光，俯首便落秋。因为书，我们有了

人生的忠实伴侣，从此不怨芳菲苦
短；因为书，我们有了心灵永久的导
师，从此行事淡定从容。

书中黄金屋，书中颜如玉。因
为读书博采众长，工作更加得心应
手，生活更加充实美满。优雅的谈
吐可以超凡脱俗，自信的仪表无需
任何化妆修饰。因为书卷气息的渐
渐浸染，不再畏惧年龄在老去，也不
再害怕困难要面对。

书读着读着，便有了许多的感悟
和见解，有了许多不吐不快的想法和
冲动。于是，夜晚一盏灯，灯旁一杯
茶，茶畔一电脑，便把落花舞成了风
里一首诗，便将旅游敲成了空间一篇
文，报刊上发表了文字的豆腐块，网
站中签约了小说的长连载，从此闲暇
无聊的日子里有了小追求；平淡枯燥
的时光中点缀上小精致。

十几年过去，孩子在读书中长

大，从薄薄的课本到厚厚的专著，从
漫不经心的阅读到认真专注地写
作，家有书香，其乐融融；室有雅趣，
幸不入俗。

眼看着未来会有的人口增加，
我们不可能再享有一间专用大书房
的奢侈。小书房准备好了，小窗小
桌小柜小沙发，温馨雅致。然而再
也没有满墙的字画可供浏览欣赏，
再也没有满柜的书籍可以信手翻阅
重温……

不甘心某种秩序被打乱，不愿
意固有的习惯遭破坏，思而想之，权
衡再三，决定把原书房改卧室重新
装修之时保留一侧书柜，另做一屏
风隔断与卧室相连相通，形成一室
两用的风格。

想着从此晨起夜眠，与书相伴，
有字侍寝，梦里醒间，书香缱绻，不
亦快哉！ （图片来自网络）

书香缱绻
○ 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