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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化橘红，一部南药史。
化州，古称石龙，因盛产化橘红，又称橘州，是中国化

橘红之乡、长寿之乡。
化橘红，是化州市道地中药材，素有“南方人参”及

“真者一片值一金”之美誉，是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
先后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十大广药”，并
位居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具有岭南道地特征的中药
材之首，连续 5 次被纳入国家新冠病毒感染推荐组方
用药。

近年来，化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
医药发展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紧扣省委实施“百千万工程”和茂名市委、市政府打造“五
棵树一条鱼一桌菜”的任务要求，立足资源禀赋，把化橘
红产业作为“拳头”产业打造。2021年化州市入选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2022年化橘红入选中国地理
标志农产品（中药材）品牌声誉排行榜前100位，位列
第 6 位；2023 年制定化橘红胎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2024年8月化橘红进入食药物质目录（俗称：药食
同源），全面打通化橘红药食两用的新路径。因化橘红
产业前景光明，2024 年广东省丰收节主会场安排在化
州，重点推介化橘红。2024 年 10 月，广东省委书记黄
坤明在化州调研时明确指出，要立足化橘红药食同源的
特性与优势，紧跟消费新动向开发保健、膳食等新产
品，助力扩大销售市场，同时积极发展旅游、研学等新
业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拓展产业增值空
间，真正把化橘红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据了解，
2023年，化州市化橘红种植面积达 13.2万亩，年产鲜果
6 万多吨，干果 1.2 万多吨，从事化橘红产业人员超 35 万
人，种植、加工、销售企业 1500 多家，全产业链年产值达
102亿元。

化橘红文化厚重，历史名人范祖禹、苏辙、杨一清、林
召棠等都与化橘红结下了不解之缘，写下不少化橘红诗
文，为化州历史文化增添了不少厚度和亮度。

为助力化橘红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家力量，近
年化州市文联、化州市作协、《橘州文学》公众号主动作
为，先后成功组织了多次以“化橘红”为主题的征文、征集
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广大文艺工作者踊跃参与。日前
又携手化州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心及化橘红企业代表，
全力配合化州市委、市政府推动化橘红文化宣传工作。
经多方努力，终于将近三年征集或推送的化橘红优秀文
学作品结集出版，整理出一台丰盛的、颇具地方特色的

“化橘红文学年例”（化州年例活动丰富多彩，菜式一般都
有 13 个以上）。岭南画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化州籍著名
画家陈金章欣然题写书名“千年飘香化橘红”，更是让这
本作品集增色不少。

收入集子中的作品有 100 多篇，体裁多样，内容丰
富，风格各异，有散文，小说、诗词歌赋等。作者来自全国
各地，还有海外的，其中一部分还是知名作家。

化州化橘红，天下第一红。化橘红知名度是杠杠的，
相信这本《千年飘香化橘红——化橘红优秀文学作品集》
质量也是杠杠的，味道也是香香的，一如久负盛名、令人
垂涎三尺的“化州年例”。

丰盛味美的
“化橘红文学年例”

■黎贵

“成长树”项目更添新绿

自 2021 年启动至今，“成长树”以“馆校共育、
互动体验、亲子共学、展示自我”为枝干，通过“请进
来，走出去”的生动实践，精心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
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美育活动，犹如春风化雨般
滋润了无数学子的心灵，赢得了学校、学生及家长
的一致好评，社会反响热烈，美育之树蔚然成林。

2024年，“成长树”项目更添新绿，首次在广东
省基层文化馆设立“城乡美育共建示范点”，于茂名
高州、韶关始兴、云浮郁南三地开展城乡美育示范点
推广课程、播撒美育希望，搭建起省、市、县（区）文化
馆与学校的美育桥梁，精准对接城乡青少年多元文
化艺术需求，促进了美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

今年，该项目携手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始兴县九龄中学、郁南县蔡朝焜纪念中学举办
“非遗之美”主题沙龙，引领师生探寻非遗瑰宝，让
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美育的沃土中焕发新生。

茂名站展品凸显茂名元素

展览首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吸引了很多
家长与孩子前来观展，孩子们还兴致勃勃地现场挥
毫，写下稚嫩的“福”字。“这是新年的祝福，我们要
把福气带回家。”张先生开心说。“我孩子也有作品
在其中展览，我觉得展览活动充分发挥了孩子的特
长，很好地培养了孩子的美育情操，很有意义。”带
着女儿前来观展的冯女士对活动非常肯定。

据了解，本次展品共有 127 件，涵盖绘画及书
法作品；国画水彩或水粉画、丙烯画、卡通画、装饰
画；非遗文创手工类作品等。其中广东省文化馆收

集作品 47件、茂名市文化馆收集作品 80件。这些
展品不仅是青少年美育创造力与活力的集中展现，
更是馆校共筑美育实践的璀璨结晶，深刻诠释了馆
校同心、美育同行的美好愿景。

“我们文化馆在省馆展品的基础上增加茂名本
土特色元素进行展览，如高州木偶戏、山海灵韵
等。适逢元旦，我们还设置了现场书写福字等互动
环节，为新年助兴。”茂名市文化馆馆长邹志介绍
说，“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是 2024 年文
化馆服务宣传周的活动主题。今年来，茂名市文
化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秉持全民艺术普及理念，
深挖文化馆（站）艺术人才资源优势，通过馆校协
同，携手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根据示范点
实际需求，走进基层，激活美育引擎，共同打造示
范点推广课，推动城乡美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赋能

“百千万工程”。

馆校协同，与美共美
省文化馆“成长树”青少年美育成果

汇展（茂名站）开展

12月28日，在这个暖阳冬日，“成
长树”这棵象征着青少年美育教育繁荣与
发展的参天大树，再次迎来了它一年一度
的果实盛宴——2024年广东省文化馆
“成长树”青少年美育成果汇展（茂名站）
暨第十一届“好心茂名”2025年茂名市少
儿美术迎春作品展，展览在茂名市文化馆
艺术中心举行，展览时间为2024年12月
28日-2025年1月8日，首日便吸引了
300多人入场观展。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化馆、广东省文
化馆联盟主办，茂名市文化馆等单位承
办，此次展览不仅是对过去一年中，“成长
树”学员们培训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广
东省文化馆落实城乡美育共建的一次生
动实践。在茂名站的展览中，茂名市文化
馆特别融入“迎元旦、庆新年”以及非遗等
茂名元素，让更多人感受到美育的力量，
也为新的一年注入新活力、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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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现场挥毫

▶ 家长陪孩子观
看展览

今年七月，我怀着仰慕的心情，跟随旅行
团到我国著名的人文圣山——庐山旅行，了
却了多年来的心愿。

我们在庐山脚下乘景区游览车上山。车
子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爬行，让人头晕
目眩。我想起了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
写的七律《登庐山》的两句诗：“一山飞峙大江
边，跃上葱茏四百旋”。据考证，上庐山的公
路确有四百个左右的弯道。在这弯弯的盘山
路坐车上去，很多游客都觉得天旋地转，但毛
主席却用了“跃上”一词，显得非常轻松。

在庐山，我们参观了庐山博物馆、庐山会
议会址、美庐别墅、花径、含鄱口、仙人洞、植
物园、三宝树等景观。

浏览完庐山会议旧址等人文景观后，我
们到花径游览。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咏《大
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
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的地方。大林寺很普通，这时节也没有桃
花，但我身处其中，边吟诵着这首名诗，边欣
赏着周边的景色，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诗的意

境当中。
第二天，我们到了含鄱口观光。含鄱口

的奇妙就在于一个‘函’（通‘含’）字，造成‘千
里鄱湖一岭函’的气势。含鄱岭南端建有一
石坊，四柱三门，坊的中央刻有“含鄱口”字
样，左右分别刻有“湖光”“山色”四字。坊后
山梁上有一圆亭，红柱绿瓦十分醒目，名谓含
鄱亭。我登上含鄱亭，极目远眺，湖光山色像
巨型山水画卷，上有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
朵，下有静态的山体，动态的湖水，各类景物
相互映衬，壮美至极。站在此处，有心旷神
怡、胸襟豁达之感。

在含鄱口游览完毕，我们沿着石级和山
间小路走了大约 50 分钟，来到了仙人洞。原
来毛主席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
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
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的所在地就在此。仙人洞不深，也不大，周边
有一些附属景点和设施。我站在仙人洞前，
寻找着这首诗涉及的景象：乱云、劲松、险峰，
用心感受诗作的大气磅礴。

接着我们去庐山的植物园。徜徉在偌大
的植物园，我感受到了植物王国物种的丰
富。据说此园占地近300公顷，引种栽培植物
3400 余种，以松柏和杜鹃为主要特色。全园
建有松柏区、国际友谊杜鹃园、温室区、草花
区、树木园、岩石园、猕猴桃园、药圃、茶园等9
个不同类型的专类园和展览区。园内有松柏
等树木的高大威严，杜鹃等鲜花的娇美艳丽，
普通林木的葱郁茂盛，也有温室植物的精致
玲珑。我们大饱了眼福，坐在松柏树下的石
凳上歇脚，这里的阴凉让我们依依不舍。

下午时分，我们又去了“三宝树”和庐山
水库。本来还想去观赏李白笔下的香炉峰和
瀑布，由于路程较远，时间有限，只能忍痛割
爱，留下一大念想。

庐山之行虽是走马观花，很多景区没到，
有遗憾，但也有收获，游览了庐山的部分人文
景观和自然风光，了解到庐山的一些历史文
化，在“天上街市”感受了云中山城的魅力。
至少可以说，此生我到过庐山，满足了我“到
庐山看看”的心愿！

我父亲原是茂名市一个国有单位的采购
员，自参加工作的那天起，就没有换过岗位，
直至退休。而我现在说半个馒头的故事，与
我父亲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一九六九年，
我父亲到北京出差十多天，我天天盼望着他
回来，盼望着他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

一天中午，我下课刚回到家里，便见到了
十多天未见面的父亲。他也是下车刚回到家
里，正半躺在躺椅上歇息，舟车劳顿的，脸上
略显憔悴，眼圈有点泛黑，面部少了光泽，整
个人都缺少了往日的神气。父亲见到我下课
回来，即用手指着桌面上他带回的十多张各
种动物的黑白照片让我看，同时告诉我，家里

的米缸放着一个馒头，叫我吃了。这个馒头，
也算是他给我带回来最好吃的礼物。当我揭
开米缸盖时，只见一个小瓷碗里装着只有半
个等同于两指大的、白面粉揉成炊熟的小馒
头，那另一半，应该是我哥先吃了。

童年，生活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尤其我
生长在这半工半农的家庭，当年能有个馒头
品尝一下已经实属奢侈的了。我拿着那半个
馒头未舍得吃，先用舌头舔了几下，然后拿着
边舔边走到周围邻居家门前炫耀，如此走了
好几家，约莫十多分钟后，我终于恋恋不舍地
把那半个馒头吃完。我那半个馒头真的引来
不少邻居们羡慕的眼光，都问我手上拿的是
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得意地说：“这是馒头，

是我爸爸出差到北京带回来给我的，味道香
甜得很呢。”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刻骨铭心的童年
经历，总是不时浮现在眼前，记忆犹新，令我
难以忘怀。值此闲暇之日，谨以此文聊作纪
念，感恩慈父昔日的含辛茹苦，把我兄姐三人
拉扯成人。

半个馒头的故事
■邹裕平

七绝·华南农博馆

展楼古朴演新篇，
物像图文博揽延。
代代知行生态协，
神农一脉万秋传。

五律·秋晨

足健行而逸，随心览八方。
高虹新炫彩，初日艳舒光。
鹊翥平林表，鱼嬉阔水央。
深秋南粤路，何处不花香？

七律·冬咏

立交桥道几重蟠，
眼逐车轮意感宽。
零雨林中株纳润，
朔风江面水凝寒。
暖身关键心泉热，
滋物凭因地脉安。
天造粤山佳景致，
龙潜月现绿殊观。

注：龙潜月指农历十一月。

七律·穗城晓咏

金星又启孟冬晨，
南粤缀妍疑是春。
雨过山容殊翠碧，
风行云影幻铺陈。
岚中闻鸟心添逸，
水畔瞻虹意纳新，
敲句寄情连近远，
雅坛放纵语无垠。

七律·高铁坐吟

轨面滚轮如电掣，
穿山跨水度田林。

梭头流线营中网，
壁上明窗隔外音。
云霭平抛影过眼，
轩车安坐句抒心。
常妍物性凭时雨，
道贯纵横地坦襟。

七律·书香之悦

词条篇目如烟海，
典籍香流不尽波。
风雅诗经形质美，
恢宏周易核心和。
鲲鹏大翼逍遥旅，
道德玄言瑰玮歌。
静坐披书人自悦，
任从时岁悄消磨。

七律·感发木莲庄

木莲雅舍绮门开，
爽气入怀诗兴催。
树拥葱茏留鸟宿，
花呈烂漫惹蜂来。
碧峰倒立霞侵水，
绿径弯环竹荫台。
行健同窗共延梦，
陶然心境隔氛埃。

七律·江畔秋

晓露晨光杂树洲，
霜风未扰叶浓稠。
云呈缥缈遥山塔，
菊缀琳琅近水楼。
樵路行思谙冷暖，
渔歌坐听忖沉浮。
江波叠叠如银镜，
历鉴高凉春又秋。

咏句抒心
■ 陈俊秀

庐山行散记
■ 陈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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