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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阳区旧圃镇大村村这个地名，我以
前听说过多次，印象中，那里出产的腌菜
非常出名。最令人惊讶的，是大村人制作
腌菜时，竟然是在地里挖一个大土坑，便
可腌制数百乃至上千斤，这让我有些疑
惑。腌制酸菜，我隐约是知道的，是在坛
子里，最多也不过数十斤。把菜腌制到地
里，这是什么操作？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采风活动，有
幸到了大村村。没想到，大村村离昭通城
这么近，往昭通城区西郊走，不过十二三
公里光景，车程不到20分钟。

弯腰树

大村村平坦子有棵弯腰树，是一处颇
为奇妙的景观。

一棵主干盘虬、枝叶婆娑的古树，在
初秋的骄阳下，脱俗不羁，傲然挺立，匝地
浓荫，把围着它仰望、观摩的人群，荫庇在
一片清凉之中，免受烈日暴晒、酷暑侵袭。

古树前有个小小的土地庙，与庙墙紧
密相连的铁栏杆，把古树的树根基部圈围
起来。古树风姿卓逸不群，古朴硬朗、清
矍苍劲的身躯，宛若一个参透世事人情、
了悟前世今生、意态丰盈的老人，弯腰曲
颈，默然静寂，怡然自得。树之得名，当如
是状。

看那树的形态，弯腰扭躯之处，拔节
云天的树冠，只往一侧蓬勃舒展，似乎有
种不可揣度的神秘力量，禁锢其往另外一
方伸肢蕴力。一棵自然生长的古树，活成
了中国画家穷神劳思才能描摹出的理想
状态。

不必当地耆宿介绍，完全想象得出，
这棵不知活了多少年的古树，背后隐藏着
神秘的故事。一定是在芸芸众生兴衰荣
枯之际，历经沧海桑田，饱受日月精华，在
红尘俗世，留下不朽传奇。

古树一侧，立有标记，为云南省重点
保护古树（二级），树名滇朴。滇朴是云南
的乡土树种，是一种高大的乔木，又名昆
明朴、棉丝树或棉丝子，耐阴，耐水湿，有
一定的抗旱性，喜肥沃、湿润而深厚的中
性土壤，纵深的根系使其具有极强的抗风
能力。这种树生长极慢，大村村的这棵古
树，能长出如此伟岸而又曼妙的身姿，且
历久弥新，殊为不易。

当地的老人介绍说，这棵古树旁边，
曾经有过一座规模不小的庙宇，庙中有根
硕大的横梁，撑起了一连三间的屋宇。这
里曾是马帮驮运的主干道，客商辐辏，兴
盛一时。

完全想象得出，在科技不发达、一切
仰仗人力的年代，那些远离故乡和亲人的
客商，在营营求利、为生存而挣扎的艰辛旅
程中，路经这棵神异的古树和旁边巍峨的
庙宇，驻足歇息，舒缓疲劳之际，自身未知
的前途和人生遭际、人力难以掌控的神秘
命运，都拜托给这棵古树和庙中神像，寄寓
着万千凡夫俗子多少惶惑和殷切的祈盼。

不知道那昔日庙宇前的门联写的会
是什么，是宽慰人心的“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抑或是教化人民的

“存心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扶身正大，
见吾不拜有何妨”？

大美大村村，一棵弯腰树，一座了无
痕迹、业已湮没的庙宇，便能发幽探奥，引
人遐思。

老龙潭

每个村庄都会有水井，这是村子里每

家每户赖以生存的根本元素之一。现在，
自来水管安装到每家每户，只要拧开水龙
头，哗啦啦的水便欢快地流出来。村庄里
的水井，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鼎
沸喧闹的取水场景，尘封在年长者古老的
记忆中，不是特定的人，没有特殊的场景，
也没有刻意的提及，这记忆，便会随着岁
月流逝而深埋沉寂。

大村村的老龙潭，却是一个例外。万
千村庄的万千水井，都已孤独寂寞、吊影
自怜时，老龙潭犹自涟漪微漾、怡然自
得。清冽甘甜的井水，还在不时介入大村
人的幸福生活。有的人家在制作独特菜

肴时、操办红白喜事时，逢年过节来自四
方的亲友欢聚一堂时，都会来老龙潭取
水。这，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怀旧情绪，
而是冬暖夏凉的老龙潭井水爽口怡神、水
质优良、沁脾润肺、回味悠长。比起那经
过过滤、净化等特殊处理后再通往每家每
户的自来水，自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滋
味。以前，人们摩肩接踵、站成长线排队
取水，那种壮观的场景虽不复重现，但魅
力无穷的老龙潭，却从未隐退孤寂。

井栏拱顶处，悬挂着的那个红色塑料
水瓢，昭示着老龙潭依然活力无限。

古井

大村村还有两口王家古井，已成古
迹。井栏边，那深深勒进石栏的印痕，仍撞
击着人们的心灵，给人以莫名的震撼。多
少漫长岁月的不停磨砺，才能刻印下那惊
心醒目的勒痕。不知有多少大姑娘、小媳
妇、后生壮汉、孩子、老妪、老叟，在这两口
古井边，耗费着他们生命中的寸寸光阴。

井边取水，虽是短暂的交臂错身，却
也是人们相互交流的美好时刻。遥想这
绳痕深印的古井，那井台边不知演绎过多
少动人的故事。那洗衣的女子，将她的花
布衣裳晾晒在青竹竿上；石榴花盛开的树
下，那俏丽的身影，曾经搅荡过多少男儿
的心魂？让多少人月下沉思、深夜辗转反
侧？又让多少人怅然失神、醉酒高歌？有
多少隐藏心底、暗伏胸间的情愫，在这里
默默滋生、悄然绽放，又在这里悄然消隐、
归于寂灭。

万千深情，人间遗恨，终至了然无痕，
空留余韵。

绝美的大村村，不必说那青山绿水，
也不必说那硕果红花，仅这口幽潭古井，

便能令人荡涤神思，流连忘返。

大村侨通希望小学

昭阳区旧圃镇大村侨通希望小学，占
地面积达31.6亩。如此规模，在乡村小学
中堪称翘楚。

注重培养后继人才的大村人，于
1933 年就修建了大村小学。1996 年，在
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捐资支持
下，学校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和升
级，成为昭通第一所侨通希望小学。

2014年，学校在鲁甸 6.5级地震中受
损。恢复重建中，国家投资 600 多万元，
新建了一幢 1965.86平方米的教学楼、一
个 500多平方米的学生食堂，配备了 1个
标准足球场及跑道、3个篮球场、6个美丽
的花坛、1个规范的升旗台，安装了1套远
程教育设备，同时设有校长办公室、语数
教研室、图书室、实验室、党建室、音乐室、
美术室、少先队活动室等。

如今，大村侨通希望小学已成为了一
所绿树成荫、功能齐全的花园式学校。

学校始终坚持“勤奋学习，快乐生活，
全面发展”办学宗旨；坚持“以德育为首，
以教学为中心，以改革促管理，以管理求
质量，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为动力”办学
思路；坚持“以人为本，为学生终身发展奠
基”办学理念。把以德治校与依法治校相
结合，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尊重
个性化与提高整体相结合，认真处理好借

鉴与超越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
定的关系；处理好规模、质量与效益的关
系，努力促进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学校
现有教师18人，学生328人。

已有 23 年教龄的校长杨晓峰，曾在
边远山区学校工作过 5 年。调回坝区学
校后，她便申请到大村侨通希望小学工
作。勤奋踏实的工作态度和优秀显著的
工作业绩，使她不断进步、成长。提及学
校工作、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一头干练的
齐耳短发、大眼睛炯炯有神的杨晓峰，瞬
间变得神采飞扬。经过多年发展，大村侨
通希望小学已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优
异成绩。此外，依托课后服务，学校还组
建了篮球、足球、音乐、美术、书法等兴趣
小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

健全激励机制，旧圃镇党委、镇政府
及大村村“两委”对取得优秀成绩的教师
和学生予以奖励。深入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营造比学习、比工作、比奉献和学先
进、赶先进、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大村侨通希望小学，正逐步成为大村
培养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去的优秀
教师、校长、诗人、书画家、企业家等，始终
心怀故土，顾念桑梓，用自己的方式不断
回馈着这片滋养他们的土地，回馈着养
育、扶持他们的父老乡亲。

2024年8月19日，大村举办第三届爱
心助学基金发放仪式，为 15 名即将踏入
大学校园的学生送上温暖与支持。昭通
市银耀乌蒙志愿服务协会积极参与“广大
离退休干部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与大村
村“两委”建立了大村村教育奖励管理委
员会，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对大村考取
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进行奖励。

常思故源怀厚爱，吃水不忘挖井人。
一直以来，在外工作的大村爱心人士，始
终关心故乡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积极为大
村的乡村振兴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
大村小学走出去的大村人，对大村这片沃
土及这方人民的深情厚谊，为大村情怀增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苹果和腌菜

昭通盛产苹果，这是令每个昭通人都
颇为骄傲的事情。

昭通苹果种植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前人的 3 次引
进，让苹果深深扎根于昭通这片肥沃的土
地。民国十五年（1926 年），在滇越铁路
工作的法国人贾海义将欧洲的苹果引入
昆明，随后传入昭通。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年），陇体芳将苹果引入彝良县进
行种植。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吴镜
漪和李仲举将苹果引入昭通洒渔的李氏
庄园，吴镜漪参与管理。

作为中国南方优质苹果生产基地，昭
通苹果产量高、口感好、耐贮藏、含糖量
高，以其口感爽脆在苹果家族中独占鳌
头。2023年8月9日，中国地标节组委会、

《品牌观察》杂志社联合发布《国家地理标
志苹果品牌价值排行榜》，全国共27个苹
果品牌上榜，其中，昭通苹果以品牌价值
226.73亿元位列第3名。

在大家的印象里，昭通苹果以洒渔的
最为出名。殊不知，到了大村村，才发现
这里同样是苹果的“天堂”。无论是路边
还是地头，苹果树随处可见，色泽鲜艳、果
香四溢的苹果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
原来，大村村也盛产苹果。

提及大村的产业现状及发展前景，大

村党委书记雷正忠自信心满满，他说，苹
果产业是大村的主导产业，水稻、水果豌
豆次之，腌菜和苞谷、洋芋种植等互为补
充，构成了大村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大村
苹果种植面积达 7500 亩，其中晚熟苹果
4000 余亩，2024 年，产量达 1875 万公斤，
产值达 1.05亿元。水果豌豆的种植弥补
了春季农户收入较低的短板。截至目前，
大村水果豌豆种植面积达 3000 亩，亩产
值达1万元。收获豌豆后继续栽种水稻，
水稻的产量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此
外，大村还有快递公司 8家，电商等销售
点 12 家，高原特色苹果产业及其衍生的
产业链，已然成为大村经济发展的引擎。

到了大村村，对久负盛名的腌菜，我
终于有了粗略的了解。腌菜产地集中在
四甲，这里的水质、土壤、气候和环境，造
就了大村腌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独
特风味。腌菜的原材料是青菜，将青菜收
割、晾干后，抚平理顺，佐以花椒、八角、陈
皮等作料，然后注入适量清水，密封缸口，
再盖上稻草，用石头压紧。经过三四个月
的自然发酵，取出晾干，即可贮存食用。

碧绿鲜亮的青菜，待晾干水分，经过
一番腌制，再经晾晒，已褪去碧绿。但它
从土地中汲取的营养，在阳光雨露中滋润
出的美味，饱经腌制而蕴含的独特风味，
已完完整整地浓缩于棕褐色的干腌菜中，
那独特的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制成鲜香
爽口的佳肴后，未及动筷，馋涎先流，美食
当前，斯文险败。腌菜，不仅给食客带来
新鲜的味蕾体验，也勾起许多大村村游子
浓浓的乡愁。

在大村村，能让人大快朵颐的，岂止
苹果、腌菜、大米、苞谷、洋芋、板栗、水果
豌豆……大地母亲的馈赠实在丰富多样，
不胜枚举。每一样都承载着满满的乡愁，

勾起大村村人心底最甜美的回忆。
仲春已至，盛夏未远。走进大村村，

那满眼的郁郁葱葱，在温暖的阳光下，展
现出饱满昂扬的生命力。大地怀抱中的
一切植物，家种的或是野生的，都把生命
的绿色恣情纵性地呈现在天地之间。泥
土的芬芳与各类植物的清香交织在一
起，令人心旷神怡。

在大村村人家的房前屋后、路边地
角，不时会看到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灼灼
红花，鲜红、嫩红、娇红、粉红、水红，红得
颜色各异、色色迷人，红得如此奔放娇
憨，红得如此纵情任性，红得如此俏丽迷
人。徜徉其间，生命的美好与生活的甜
蜜交织，不由得令人沉醉其中。

大美大村村，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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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产腌菜的四甲。

老龙潭。

昆明是“春城”，但若你想避开熙攘
的人群，寻一处同样拥有四季如春、山水
如画却更显原生态的秘境，昭通便是答
案。这座位于滇、川、黔交界处的“咽喉
之城”，既有媲美昆明的气候与风光，又
藏匿着未被过度开发的质朴与野趣，堪
称“小昆明”。

大山包：黑颈鹤与云海的交响
这里是云贵高原最大的黑颈鹤越冬

栖息地，冬季可观赏成群结队的黑颈鹤翩

跹起舞；夏季则化身“云端草原”，鸡公山
峡谷的云海如丝绸般铺展，万亩草甸与湿
地构成“地球之肾”的绝景。登高远眺，仿
佛置身人间仙境。

黄连河瀑布群：中国瀑布之乡
47条瀑布如银河倾泻，水帘长廊、大

滑板等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盛夏时节，飞
瀑与绿树相映成趣，清凉避暑，堪称“天然
氧吧”。

小草坝：四季流转的山水画卷

秋日红叶漫山，春日杜鹃遍野，森林
覆盖率高达90%，瀑布、溶洞交织成诗，是
徒步者与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豆沙关：千年古道的时空回响
秦开五尺道、唐袁滋摩崖石刻、僰人

悬棺在此汇聚，险峻的峡谷锁住川滇咽
喉，行走其间，马蹄印与古驿道述说着南
方丝绸之路的传奇。

昭通古城：会馆之都的烟火气息
清代建筑与民国风情交融，陡街的

青石板路、陕西会馆的咖啡香、姜亮夫
故居的书卷气，勾勒出“会馆之都”的慢
生活。

龙氏家祠：云南王的家族记忆
云南王龙云的家族祠堂，百年古树与

荷塘麦田相映，蒋介石题写的“封鲊丸熊”
匾额藏匿着滇系军阀的荣光，充满了历史
的张力。

美食寻味：舌尖上的滇东北
烟火夜市，昭通小肉串鲜嫩多汁，炭

火炙烤的焦香弥漫街头；酸辣粉与油糕饵
块唤醒味蕾，人均30元即可饱腹。

山野风味，天麻炖鸡滋补暖胃，烤全
羊与昭通苹果是必尝的地道美食。

交通与住宿：轻松开启慢旅行
便捷抵达，昆明出发，4 小时可达昭

通，自驾车沿银昆高速穿梭于峡谷与山峦
之间，沿途风光如电影长镜头。

舒适居住，可择南而居，毗邻望海楼
公园，夜逛烟火市集；

可择北而居，靠近省耕国学文化公
园，享免费下午茶与亲子设施。

为什么选昭通
人少景幽，相比昆明的热门景点，

昭通的山水更原生态，游客密度低，可
独享美景。

性价比高，公园多免费，食宿也价低，
人均百元吃遍地道美食。

四季皆宜，夏季均温22℃，避暑胜地；
冬季黑颈鹤舞动，摄影素材绝佳。

昭通，是写给深谙旅行真谛者的情
书。这里没有摩肩接踵的喧嚣，只有山河
与历史的私语，美食与烟火的和鸣。若你
厌倦了大城市的喧嚣，不妨转身乌蒙，在
昭通的云海、古道与夜市中，遇见云南的
另一面诗意。

昭通：滇东北的隐秘宝藏地
李昌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