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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看起来还是个孩
子

已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
走出艰难和困苦之后
青春靓丽
风华正茂
而且战功赫赫
策马横刀

你是东迹渡红岩中蹦出
的孩子

脱胎的那一刻
“哇”的一声
响彻云霄
你出生贫穷
光着身子，赤着脚丫
勇敢地走向荆蓬
然后驻足衢城东方

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
喜爱学习，善于提高
学习城市规划和建设
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设

计师
交上了一份科学又美丽

的新城答卷
学会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用一对勇于担当的肩膀
扛起一副由穷变富的重担
学会城市管理，让人们安

居乐业
将街巷、江堤、管网、绿化

等一一梳理
城市环境变成了一幅美

丽的画卷
教育、文化、法治、信仰等

城市文明提到了高水平

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孩子
缺乏财力
面对荒野
没有被穷压垮

敢于人先
以优惠的政策把凉土烧热
一张城市的白纸
一方工业零基础
一万不到的人口
一亿不到的财政收入
一种又苦又累的现状
你以一个团结担当的班子
一支吃苦耐劳勇于牺牲

的干部队伍
一方有觉悟的群众
一颗滚烫滚烫的心
一种战无不胜的顽强作风
一本很细很细的帐目
一种难以想象的创造力
默默以对
厚积薄发

你是一个无比奋进的孩子
十年磨一剑
二十年敢叫月日换新天
大蓝图彰显大发展
大数据体现大作为
大手笔决定大踏步
大思维表现大谋略
城乡统筹， 发展一体，从

远方的梦中快速走近自己想
要的生活

你是一个前程无量的孩子
不，过了今天
你不再是过去的孩子
已经是一个热血青年
你朝着 2035 的目标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鼓足了劲
挺起了腰杆
竖起了肩膀
更加努力，更加担当
再一次整装待发
扬帆起航

黄甲山塔，又称“孟家塔”，是
一座明代楼阁式砖塔， 屹立于衢
江北岸。 此塔位于云溪乡孟姜村
黄甲山自然村， 地处邵源溪下游
与衢江汇合处。 2011 年 1 月被列
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它就像一
位仙风道骨的老者， 上凌三衢苍
穹， 俯瞰衢江大地—是云溪百姓
乡愁记忆中一处最重要的地标。

据民国《衢县志》记载：“黄甲
山 塔 建 于 明 万 历 三 十 七 年
（1609）， 主持建塔者是兵道曹栋
郡守韩邦宪”。 该塔又称“孟家
塔”， 是六面九层楼阁式砖塔，塔
高约 41.9 米, 塔壁体厚 1.2 米,塔
室直径 3.29 米,基座须弥座式，底
层西南面辟壶门，可进入塔内，门
额上和第二层塔西南面， 分别有
“双塔耸秀”和“抵柱凌霄”的砖雕
文字，字迹均已模糊，二层以上每
层三面辟有壶门，方向各自错开，
各层间施叠涩出檐， 每面檐下设
一斗三升斗拱两攒， 塔层层向上
递减，呈直线收缩，整体完整，塔
顶相轮向北倾斜。

听说黄甲山塔下原来是个船
舶停靠地。 以前上方的石灰和草
纸等山货物资， 都要从此上船销
往各地。 这里相当现在的一个自

贸区，很是繁华。
时建此塔， 主要是起导航作

用。黄甲山塔西南面临衢江，南面
乌溪江、上山溪等流域的水脉，高
耸而立的黄甲山便成了建导航塔
的最佳处。黄甲山塔保存完整，有
明确纪年，结构严整雄伟，工艺精
细而坚固，外观端庄秀丽，砖雕石
刻各具特色， 黄甲山塔作为衢江
区古老文化的象征， 是衢江区不
可多得的人文景观， 它不仅展现
了我国古代造塔艺术的成就，也
给人们美的享受， 这对研究浙西
地区历史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
有着较高的历史、 艺术、 科学价
值。

黄甲山上游咫尺的塔底鸡鸣
山，同期山上建有一座鸡鸣塔，衢
江北岸两塔相映成趣。有诗云：春
汛如潮涌，万箭下江东，落日呈余
辉，古塔现峥嵘。因此塔逼近衢州
机场又恰处航道下， 影响飞机起
降，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扩建
机场而将其炸毁。

说起两塔， 曾流传着不少神
奇的传说。

人们说， 黄甲山对岸樟潭似
飘浮在衢江上的一条船， 百姓因
此而常遭水患，苦不堪言。有位仙

人指点说， 在黄甲山和塔底鸡鸣
山各建一塔—这两塔就像撑船的
竹篙， 一前一后定能镇住像漂浮
的衢江航船一样的樟潭， 从此樟
潭便可免受水灾。 于是两岸百姓
聚财倾力，耗时多年，在万历元年
开始建塔， 后在衢州郡守韩邦宪
的支持下，终于同期修成了两塔，
完成了两岸百姓的长年夙愿。

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师徒建
塔的传说。 据说两塔分别是由一
对师徒建造的： 黄甲山塔是由徒
弟建的，鸡鸣塔是师傅造的。按建
塔要求， 规定都要在同一日期建
好，截止以鸡鸣为号。徒弟勤勤恳
恳，一鼓作气，从不偷懒；师傅自
恃技高，做做停停，从容悠闲。 到
了规定时日一声鸡鸣， 徒弟造的
塔已像模像样地完工； 而师傅造
的塔还差个塔尖尚未完成， 便急
急匆匆随手抓了一块带草的泥
巴，重重地压上当作了塔尖。看似
塔身虽好，则是塔尖歪歪斜斜，看
着很是别扭。 可谓“弟不必不如
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关键做事
勤恳务实最为重要！

据载， 鸡鸣塔顶虽后加固为
纯铁所铸，重千余斤。然民国四年
农历六月二十四夜里狂风大作，

鸡鸣塔顶仍被大风吹落。 而黄甲
山塔全因塔尖上有颗定风珠，无
论刮多大的风，塔附近树木、房屋
都稳如黄甲山，安然无恙。好是神
奇！

衢州历来为东南军事重镇和
军事要塞，抗战时期，加上拥有衢
州机场，是日军进犯的必争之地。
两次日军进犯衢州侵占古城，在
激烈的“衢州保卫战”中，日机狂
轰滥炸达 50 余次， 两塔仍能幸
免。 据说日本鬼子用炸药叠放在
黄甲山塔基上引爆， 尽管炸破了
塔门，由于塔墙坚固不可摧，没有
炸毁塔身，而使古塔幸免于难，得
以保存。

历经 440 多个春秋的风吹日
晒、 世事变换， 黄甲山塔全身已
“伤痕累累”，尤其是第八、九两层
塔身坍塌较为严重， 上面长满了
草木。 黄甲山塔幸逢盛世， 时至
2016 年 5 月， 古塔抢救性保护工
程总投资额 190 余万元， 并于该
年底完成了修缮。

岁月悠悠， 神奇的黄甲山塔
如今精神抖擞， 巍然屹立在衢江
北岸， 见证着改革开放日新月异
新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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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衢州地区下起了暴雨，这是
每年一度的夏季汛期来临了。今年的下雨
时间比较集中，雨量比较大，导致各条溪
流中水位急速上升，部分地块的大水溢到
了道路上， 甚至进入了低洼处的房子当
中。这时微信朋友圈里，抖音视频中，各种
洪水场景开始频频出现，各种调侃也充满
了屏幕。

这种情况在衢州民间被称之“涨大
水”，属于自然界正常的气候现象，并不奇
怪，自古以来每年都有发生，水患或多或
少也会对老百姓和社会造成一定的灾害。
所幸的是现在的政府有担当，已基本完善
了沿江水利防洪基础设施，加上天气预报
预警及时， 各级政府部门防洪协调得力，
所以这次“涨大水”虽然来势汹汹，但对群
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并没有造成多
大的影响。

滔滔洪水敲开了我儿时的记忆，每年
都有涨大水的情景。小时候特别喜欢跟在
大人后面，站在江边的山头上，看着洪水
在脚下奔腾而过，那时还经常看到洪水中
夹杂着房料、树木、木头家具、农具，甚至
还有见到过整群的鸭子等家禽以及猪羊
等被洪水冲走。

上了初中后开始近距离接触“涨大
水”， 特别是 1989 年亲身经历过的两次
“涨大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那一
年我上初中二年级，家住当时的衢县廿里
区上宇乡石塘背村，村头就是衢江的主要
支流———江山港，学校在河对面 6 华里处
的鱼头塘村，所以每天渡船过河也成了我
们这些初中生的必修课。

那时候的江山港没有砌筑防洪坝，溪
滩很宽，河道随着季节的水量变化也可大
可小， 汛期时整个溪滩全部被水域填满，
旱季则反之， 溪滩又重新占据了水域，甚
至可以徒步过河。 那时也没有桥梁，平时
过河都靠一艘人力航船摆渡。

石塘背村座落在一个红砂岩地质的
山坡上，坐北朝南面临着江山港，村中房
屋顺着山坡地形依次排开，错落有致。 远
远望去， 整个村落的布置像极了布达拉
宫。 村中随处可见石塘的遗址，村名也由
此而来。 听村里老人说，古代就是一个采
石场。 以水运为主的古代，采下的石头可
以直接装船运往下游的衢州府、 兰溪府，
只是石塘背的石料石质太嫩， 硬度太低，

容易风化，只适合修建城墙和垒民房墙体
用。

我的发小吴公方同学，他的祖上就是
石料场的矿主。据说当年的吴大老板进城
跺个脚，衢州府城都要摇三摇，但这也导
至了他爷爷直接被划成了“地主”。所以吴
同学没有享受过家中有矿的待遇，只是和
我一样每天乘坐摆渡船，再徒步六华里去
上学。

1989 年的那两次“涨大水”分别为春
汛和夏汛。 记得春汛在开学的第三天，正
月刚过不久的春天， 天气还是有些冷，我
还穿着毛衣加小棉袄，江山港里涨起了大
水，汪洋一片，石塘背村的人力摆渡船直
接罢工停运，我们这些初中生只有往隔壁
的文塘村去乘坐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机帆
船”过河。

“机帆船”冒着黑烟，“突突突”吼着向
洪水滔天的河面中间驶去，行至河面中间
时突然熄火了。 那一瞬间，机船在几十个
孩子的尖叫声中被急流水浪冲得方向完
全失控，船体在洪水中摇晃着飞快地往下
游冲去。非常万幸，几分钟后，船被冲到了
河道靠岸边的浅水处，这时船公准备用竹
篙将船撑回岸边。 可就在这时，船体“嘭”
的一声又撞到了暗礁上，撞击带来的巨大
惯性使站在船弦边上的吴公方同学直接
被抛到河里，瞬间被急流的洪水冲出几十
米远。 船上所有人都被吓坏了，有女同学
甚至哭喊出声来。船公也紧张地开始脱衣
服，东张西望着准备跟着跳河救人。 很快
船公穿上衣服不跳河了，因为吴公方同学
毕竟是河边散养长大的，打小又一直当着
班干部，反应快，综合素质强，落水瞬间就
扔了饭盒，弃了雨伞，蹭掉雨鞋，但是书包
是命根，权当救生圈了。 只见他扑腾扑腾
用狗刨式自个游回了岸边，脱了衣裤稍作
拧干，倒掉了书包里的积水，赤脚到富里
村大伯家烘火去了。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在汛期时经历过
的最危险的事。后来得知机船在河道中间
熄火的原因是船公在开船前忘了添加柴
油了，行驶河面一半时竟然断油了。 幸好
最终化险为夷， 村民们大都淳朴厚道，这
件事情成为了一次经验教训，也让我养成
了做事喜欢反复检查的习惯。

第二次则是夏汛了，也就是在现在的
6 月下旬时间段。 夏汛往往比春汛更为汹

猛，那一天的雨量特别大，河水一直在暴
涨，早上还可以乘机船过河，下午机船也
宣布停运了。 通知到了学校，让我们这些
学生就近投靠亲友。可我家在石塘背村是
外来户，在周边村庄根本没有亲戚，口袋
里也没钱，就算有钱也没用，所在学校的
村庄根本没有旅馆。还是亏得发小吴公方
同学拉上我， 去上宇村投靠他家亲戚去
了。上宇村位于石塘背村上游约五华里左
右，古代曾经是个繁华的水运码头，两个
村庄隔着江山港，而且上宇村与石塘背村
都以吴姓为主， 同属一脉，600 年前明朝
洪武时期，石塘背吴姓始祖吴冠宝从上宇
村迁出独立落户建村。

到了上宇村，雨还是不停得下。 吃了
晚饭后，村里开始敲锣，号召青壮年去江
边加固堤坝，说是洪水快挡不住了，有可
能会淹到村里来，要求每家每户做好抗洪
措施。 于是整个村庄沸腾了起来，男人们
扛上工具奔向堤坝，其他人则在家里把粮
食等重要财产往地势高处搬，有的把缝纫
机、自行车等重要财产绑在屋柱上，吊在
房梁上，有的甚至把猪圈里的猪都拉上了
房子的二楼。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则被告
诫呆在家中不准乱跑， 整整一夜喧喧嚷
嚷。 幸运又一次降临，上半夜河道上游雨
停了，洪峰势头减弱后顺利过境，村庄平
安无事。

第二天， 那些发生在前一天晚上的
机、车上梁，猪、畜上楼的事迅速在村民们
当作笑谈传开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清晰
记得。但对于那些躲过一劫普通的村民来
说，这些笑声应该也是一种幸福的快乐。

经历过那一年的两次“涨大水”，再看
如今面对“涨大水”时社会各阶层的镇定
从容，由衷感受到社会发展带来那日新月
异的变化。如今江山港上摆渡船已成为历
史，两岸防洪堤全线筑成，沿江公路、跨江
大桥相继落成，天堑成通途，天灾再也无
法在人世间肆意妄为，也使我那些曾经的
经历成了永久的回忆。

吴同学也成为了一家颇有规模的汽
车销售公司老板，虽然他的仓库里全是汽
车，但他仍然喜欢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村庄
与城市之间。或许这就是我们曾经所期盼
中的国泰民安、生活富足的理想状态吧。

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安康！

众所周知，衢江区是几经
更迭，在一片乡野中建立的一
个县制行政机构，在历届区党
政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奋
进、 艰苦创业中逐步崛起，成
为浩浩衢江之畔一颗耀眼的
新星。

发展表明衢江新城是在
引进造纸、机械等产业及其相
关联服务业的配套后，通过人
口集聚而兴起， 渐向繁荣，完
全符合城市的起源和发展规
律，产业和城市同步，是城镇
化必由之路。

山川秀丽是大自然对衢
江人的馈赠，衢江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便是例证。向大自然科
学索取，为国家提供清洁能源
做贡献，造福人民。

衢州港衢江港区大路章作
业区二期工程完成后， 新设置
的 500吨级多用途泊 11个，年
吞吐量达 320多万吨， 届时衢
江将出现一片繁华景象。

去年 12 月开工建设，预
计今年 8 月竣工， 占地达 38
亩的衢江区教育服务中心即
将投入使用，这是为教育服务
的专业组织，集行政、教研于
一体，必将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做出新贡献。记得区委书记
周向军来衢江后的首次老干
部座谈会上，提到区党政领导
要抓好教育、 卫生两大工作。
现在成果显现，优质教育资源
的引进（如衢江杭州育才中
学） 和卫生部门的“招贤纳
士”， 对全面提高市民素质意
义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招商引资工作突飞猛进，
投资额度从数亿元攀升到百
亿元，如卓尔落户衢江，就是
瞄准建设四省边际枢纽港全
方位的开发建设， 大项目、大
投资、大开发将加速衢江区经
济社会的改变和民生的提升，
以去年衢江区实现财政总收
入 30 亿元为起点， 源如滚滚
衢江水，为国聚财，为民造福，
不可限量。

数年前，G20 峰会在杭州
召开。衢江区通过极其严格的
国际标准检验，成为 G20 杭州
峰会农产品主供地之一。这是
来之不易的殊荣，开启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的新认识。 对此，
引起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和
相关媒体的关注报道。杭州亚
运会开幕为期不远，更大的需
求在等待着我们。

有计划地引导和组织高
山、深山农民下山移居，政府
为其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掌握
一技之长，享受和城市居民同
等待遇， 体面又尊重地生活。
特别是为其下一代提供优质
教育， 助其成为国家有用之
才，意义深远。

农村文化礼堂遍地开花，
爱党颂党有口皆碑，燕歌莺舞
处处赞升平，景色如画，游人
如织，衢江区展现了一派新气
象。

衢江区城址位于衢江之
中游，西接衢州，东连龙游，状
如衢（巨）龙之脊柱，衢江区之
新兴，龙之腾起会有时。

———庆祝衢江区建区二十周年

美
丽
衢
江

邵
秀
清

（（文文学学副副刊刊））

乌溪江

奋斗百年路 逐梦枢纽港 ·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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