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3年9月10日 星期日

阅读昭通·视界
责编：杨 明 美编：刘仕川 组版：徐 敏 校对：沈艳琼 E-mail：ztrbtsn@126.com 本期质量监察：周 燕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本社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 联系电话 ：0870-3191969 邮政编码：657000 广告许可证编号：ynztgfd2020002号 零售每份1元 印刷：昭通报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 中国邮政集团昭通市分公司发行

再
走
金
沙
江

邵女坪，金沙江的岁月符号
记者 田朝艳

（本版图片由张相昆拍摄）

夕阳下的邵女坪社区秀美壮丽。

位于金沙江右岸的邵女坪。

红嘴鸥到邵女坪过冬，游客驻足拍照观赏。

泼水节的欢乐场景。

长街宴。

游客在沙滩上玩耍。

游客感受金沙江上的速度与激情。 前来邵女坪过冬的红嘴鸥。

邵女坪，一个美丽的地方。
每次提到邵女坪，脑海里都会划过“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的诗句，幻想一位身着白纱、身姿
曼妙的少女俯身金沙江边，手捧清凉的江水嬉戏
玩耍，微风轻拂，不经意间江水打湿了发梢，抬手
挽髻时，明媚的眼眸勾住了每一个过客的心。

从水富城区出发，沿着水绥公路驱车20分钟
就可抵达邵女坪，拐下公路，映入眼帘的就是傲
然屹立的三门三式的牌坊大门，牌匾上三个烫金
的“邵女坪”大字赫然提醒着慕名而来的人：“邵
女坪到了！”若是上午，还可遇见周边村民前来摆
摊贩卖自家种的瓜果蔬菜，让你感受别样的人间
烟火。

进入邵女坪，放眼望去，扇形排列的小别墅
错落有致，远处的金沙江水波光粼粼。沿着宽阔
干净的街道走去，花草各异，生机盎然，一步一
景，顺着阶梯向下走，就可抵达金沙江边。碧浪、
金沙、椰树、游艇、游乐场……扑面而来的热气与
你相拥，可在沙滩上肆意奔跑，或是乘艘快艇游
湖远观或是在露天酒吧小坐、沙滩上漫步、椰树
下赏月……尽情享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的畅快。

邵女坪的美，很难让人不心动。2019年，我
第一次因公出差到达邵女坪，惊讶于昭通还有如
此具有热带风情的地方，也羡慕这里的移民过上
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生活，心想当年
规划设计这里的人一定花了不少心思。而后，去
的次数越多，对这秀美之地越发喜欢。难怪文人
墨客对她的美从不吝啬笔墨。诗人九月菊就曾
写下名为《水云间》的诗句，唱诵这块金沙江上的
土地：

衣袂翩翩
沙滩上的白衣女子
是水云间独舞的白狐

雾岚萦绕飞升
椰子树若隐若现
苍黛的远山若隐若现

湖水清且涟漪
期待着冬天的红嘴鸥
咫尺之岸的书楼坝有没有书香

安安静静的天地
收容渺小的人儿
邵女坪的山水可愈合各种伤

都是食人间烟火的精灵
茶浓了又淡 淡了又浓
一些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植根于心灵的净土
老生常谈
世间的女子宛若大丽菊盛开

夕阳在沙滩漫步
云霞在水里踏浪
清凉的夏风吹进木质的小屋

一条浑黄的金江成了过去
一条江的奔涌
成了远古
我想，诗人替许多人完成了看见邵女坪后本

想“吟诗赠天下，奈何没文采”的遗憾，描写出了
众人心中的邵女坪。

邵女坪，一个迷人的地方。
因水而生、因水而建的邵女坪在世人眼里是

崭新的、稚嫩的，其实她已经在金沙江边独自绰
约多年。平静的金沙江水下埋葬着她的过往：只
有长满皱纹的老人知道的过往，老榕树见证过的
过往，盛开的三角梅相遇过的过往……

很久以前，土匪在马鞍石架起机枪劫掠过往
的帆船，关于爱恨情仇，关于火拼，关于压寨夫
人，真真假假的传说，已难以探寻。

邵女坪的名字争议颇多，这次在与当地的长
者深入交谈后才真正知道这个名字的来源。“以
前大兴号上住着一位晁老婆婆，她活到90多岁才
去世。”邵女坪原是晁家坪，晁家人在此买地建
房，于是称之为“晁家坪”。但由于接近四川方
言，习惯读“shao”，久而久之便成了“邵家坪”。在
移民搬迁安置项目建设时，一方建议坚守百年传
统，沿用“邵家坪”，另一方则建议赋予安置点新
的寓意。在争执中，最终取名为“邵女坪”，一是
继续沿用“邵家坪”的“邵”字，让这一带的居民容
易接受和记住；二是把“邵家坪”改为“邵女坪”，

“邵女”与“少女”谐音，而“少女”蕴含着豆蔻年
华、青春焕发之意。

桀骜的金沙江未被“驯服”前，邵女坪下方金
沙江边的大兴号曾繁华一时。大兴号是四川省
屏山县书楼镇、水富市新寿村（1974 年，水富建
区，新寿村从绥江县划归水富管辖）等周边村民
出川入滇的重要通道，新寿渡口承担大家出行的
重担。大兴号成为来往商贾的歇脚点，应运而生
了饭馆、客栈、副食店、供销社、粮站、铁匠铺，慢
慢形成了集镇。“赶集就赶大兴号！”大兴号集镇
成为了金沙江两岸村民赶集的好地方，水富市新
安村、永安村，绥江县会仪镇和平村等周边村民
都会前来赶集。“逢年过节时集镇上有上万人，一
天可以卖20头猪。”从陈启超的话语里，可以窥见
曾经的热闹。

邵女坪，一个富足的地方。
年近花甲的陈启超说起邵女坪的过往一清

二楚，他老家就在今天的邵女坪广场上。2006年
11月 26日，向家坝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新寿村
大兴和鱼池片区将被淹没，而蓄水位置刚好在半
山腰上较为平坦的邵家坪。向家坝水电站建设
时，时任新寿村党总支书记的他为了让村民得到
最好的安置，积极向上级争取。在各方协调努力
下，移民搬迁安置点最终选在邵女坪就近安置。

“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故土难离，而邵女
坪这儿拥有独一无二的半圆形地势，平坦开阔，
依山傍水，宜居宜业。”为了建好移民安置点，他
们前往四川、重庆等地考察调研，最终设计成两
层独栋小别墅，环形排列、错落有致，确保户户都
可推窗见景，在家就能看见金沙江。

从农民跨越到居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
劳作的农户当时不敢想的事。邓大华一家4口人
搬迁前挤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一件像样的家具
都没有，移民搬迁后直接住上了 200平方米的小
别墅。“以前生产生活
用 水 很 困 难 ，
那 时 种 地
是 靠 天

吃饭，每天起早贪黑却食不果腹。”陈忠能说到过
往的苦日子时直摇头。

陈忠能，从1987年开始担任鱼池三组小组长
至今，60 岁；陈启超，从 1988 年开始担任鱼池四
组小组长，先后在新寿村、新安村等村担任过村
党总支书记，现为邵女坪社区委员，58岁。两人
一起长大，一起种地务农，一起在村委会任职，
一起见证、参与邵女坪的发展变迁，是老哥们，
是同事，是一起历经风雨的同伴。在向记者讲
述邵女坪的过往时，他们的话语承载着太多儿
时的记忆：

“那时候一天只有一班船到滚坎坝，得从新
寿渡口坐横渡船到对面四川屏山，再从屏山乘船
下滚坎坝，船票从 2分、4分、6分、1角、2角、5角
慢慢上涨，到如今5元一人。”

“那时只有 10多岁，凌晨 3时就要起床帮大
人背水果去卖，走 3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走到牛
皮滩。每次卖完后，大人都会买些饼干、搅搅糖
作为奖励。”

“以前每次金沙江涨水后，我们都要去滩口
捕鱼。”

……
当宏伟的向家坝水电站开始蓄水，激越奔腾

的金沙江变得平和宁静，繁华的大兴号集镇沉入
水底，过去的岁月在不经意间溜走，昨日的苦难
幻化成了今日的笑谈。

随着金沙江两岸水绥公路、楼安公路的修
通，以及向家坝水电站的建设，邵女坪失去了交
通要塞的地理优势。为了更好的发展，2012年，
邵女坪从新寿村协置出来为邵女坪社区，依托于

“滇川小三亚”的定位，量身打造了“山上有果、镇
里有花、江边有景”的精品旅游度假小镇新名片。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云南省美丽乡村、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邵女坪的美经得住考验，吸
引着云贵川渝的客人，大家都想在半月湾酒店住
上几天，感受沙滩上奔跑、水中肆意玩耍的浪
漫。每逢节假日，邵女坪游人如织，打水仗、长街
宴、摸泥巴、篝火狂欢……热闹至极。移民群众
自主开店创业，民宿、餐饮店、副食店、服装店再
次应运而生。

“温度之都·浪漫水富”，随着地热温泉的成
功开发，邵女坪又多了一份魅力。今年，邵女坪
社区打造以地热温泉为主的康养旅游地。一期
项目即将完工，届时就可以实现夏天玩江水、冬
天泡温泉，二期项目将开发打造文创一条街、湖
滨栈道等休闲娱乐场所，真正打造金沙第一湾，
让移民群众端牢“旅游饭碗”，实现家家有产业、
户户有手艺。

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在邵女坪是幸福快乐
的！每天吃过晚饭，陈忠能、陈启超都喜欢沿着
江边散散步、坐着喝喝茶、聊聊天。如今，他们的
儿女都已成家，不需要再为儿女操更多的心，继
续为村民做点事，是他们最大的心愿。邓大华一
家也早已摆脱贫穷，邓大华在向家坝水电站当保
安，骑着摩托车走水绥公路20多分钟就能到水富
城区，每天来回很方便。

大兴号集镇的繁华热闹已成过往，今天
的邵女坪有着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