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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发现，大足堪称“水库博物馆”，闭上
眼睛就能说出几十座来。玉滩、响水滩、东方、
西北、上游、化龙、跃进、丰收、万担、白云、豹
子堂、双朝门、五里冲、五马归槽、红旗、自力、
新胜、胜天、胜光……单是季家镇，就有三大四
小七座，全区上百座。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全
是人工湖！还有保存下来的高架桥似的渡水
渠或渡水槽！大足远离大江大河，好在造物主
公平，给大足造就密如蛛网的小溪小河，大足
人民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自力更生解决生产
生活用水，得以不靠老天吃饭，把饭碗稳稳地
端在自己手中。

大足的水库像满天繁星，暂不表“肚子”最
大、在重庆的人工水库中坐第二把交椅的玉滩
水库，而从名气颇大、美不胜收的龙水湖说起。

龙水湖：犹抱琵琶纱遮面

龙水湖其实不在龙水镇境内，主体在玉龙
镇、通桥街道辖区。有趣的是，地处大足东南
部的玉龙镇，全域图很像一颗“龙头”；更有趣
的是，龙水湖在玉龙境内的水面，则似一条完
整的“龙”：龙头、龙身、龙尾甚至龙须、龙鳞一
应俱全，活灵活现！可以归结为“天意”吧？

因为十分便捷、一日千里万里的现代交
通，笔者自诩不比明朝徐霞客走过的名山大
川少，杭州西湖就游览过上十次，对西湖的景
点可以说是熟稔于心，也是大足龙水湖的常
客。要论龙水湖比西湖的名气，说是云泥之
别不算过分。正因如此，就特别为龙水湖鸣
不平！

龙水湖天生丽质，背靠的玉龙山（巴岳山
在玉龙部分称玉龙山）巧夺天工，也比西湖背
靠的宝俶山有味多了，但现实就这么骨感。与
阅历大致相符的朋友谈论起来，结论基本统
一：龙水湖的自然景观丝毫不逊色于西湖，而
且更强，但是……咱们也不得不服气：人家西
湖有白居易、苏东坡、杨万里、柳永等顶级大文
豪、大诗人、大词人的加持！信手拈来几句，稚
气幼童都耳熟能详，“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
抹总相宜”“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人家有苏堤、白堤、杨堤，春有苏堤春
晓，冬有断桥残雪，人家有弦歌唱颂“只愿能化
作唐宋诗篇，长眠在你身边”，还有白娘子与许
仙在西子湖畔缠绵悱恻的千古爱情传说，一曲

“西湖美景——三月天勒——春雨如酒——柳
如烟勒”醉倒几代人……再比玉龙与杭州，人
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家是南宋王朝
的都城！咱家一个西部地区的小镇和一汪靠
人定胜天的苦干精神积蓄起来不足七十年的
湖水，能与人家深积上千年雄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比一比，勇气可嘉，值得夸赞。

这再次证明，文化是一方山水或一座城
市的精灵、魂魄！加强龙水湖的宣传推介、文
化建设，好在已开了个好头。比如，长达百米
的山水画卷《佛山湖水福玉龙》，展现大足石
刻、玉龙山水交融的和谐理念，为文旅融合赋
能添彩。

笔者曾询问多次游览过西湖、龙水湖的人
士，他们异口同声说印象中龙水湖的水面比西
湖大，这与笔者的感觉一致。据查证，龙水湖
的水面加上岛屿的平面积相当于西湖的
63.48%。岛屿以水平面计，肯定上窄下宽，反
倒挤占库容量，但龙水湖的库容量仍比西湖大
30%，在不计岛屿上窄下宽的情况下，龙水湖
的平均水深为西湖的 2.05倍，西湖平均为 2.7
米，龙水湖为 5.5米；如果还原岛屿挤占的库容
量，则加大水的深度，肯定超过 5.5米这个理论
数据。据湖上的船工说平均水深七八米，应该
符合事实。

龙水湖的水更深，更干净、清亮，虽现在无
须再作为饮用水源，但还是地表水Ⅱ类水质，
仍符合饮用水源标准，不时可以看见单条或成
群跃出水面的鱼虾，鱼虾的品质当然是绿色级
的。在岛屿周边游弋的“钓鱼郎”真是幸福无
比，可时时大快朵颐。湖水“清道夫”——花
鲢、白鲢在净化水质的同时，也愉快地生长，被
捕获最重的为 26斤，草鱼则为 40多斤；以螺
蛳、蚌壳为主食的青鱼，达到 96斤。各种“漏
网之鱼”，肯定还有更大的家伙。

世人不应为攀比而活着，景色不会因浓淡
而增减。西子湖有脂粉气，龙水湖有清雅香。
是的，在龙水湖上空滑翔机中的游客，在湖上
翩翩飞翔的白鹭，他（它）们眼中的玉龙山水，
则是另一番风光，肯定更为精彩。

——俯瞰水穷云起，静待云开雾散，在龙
水湖水天尽头，与第一抹朝霞相遇，水光潋滟，
如春江渔火，如透亮明镜；108个大小岛屿，星
罗棋布，如天幕星辰四散。

——低头再朝绵延起伏的玉龙山顶鸟瞰，
绝壁天成，沟壑相连，桫椤、珙桐、香樟、桢楠，
珍稀草木、生灵，充满这座国家森林公园。

举目环视，湖泊、群山包裹红顶白墙，重回
车水马龙的人间。这是属于玉龙的独家记忆：
城、景一体的大美画卷。水的温婉胸怀、山的
雄浑臂膀，铸成玉龙镇的人文内核。

继续回到风光旖旎的龙水湖。湖中 108
个小岛千姿百态，林木葱郁，如一颗颗天然翡
翠，镶嵌在水天一色的碧波之中，足以让这个
国家级水利风景名胜区笑傲江湖！漫步岛上，
林荫蔽日，鸟语花香；荡舟湖中，碧波茫茫，怡
然自得。龙水湖犹如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镶
嵌在渝西大地上，绘就一幅绝妙的中国水墨山
水画。湖中小岛还各有独特的故事。

白鹭岛。因为具有绝佳的自然环境，大量
白鹭于 1998年自然迁徙至此驻扎栖息，形成
千鹭归岛的壮观场面。每到傍晚时分，外出觅
食的白鹭叫声高亢，或三五只或数十只成群结
队回归固定小岛栖息，场面极富唯美诗意。夕
阳、山影、湖光、白鹭相映成趣，真是梦幻意境
之所在，以至于宠辱皆忘，忘记今夕何夕……

最大的岛松鹤岛位于核心区域，青松挺
拔，郁郁葱葱，群鹤常在林间飞舞栖息，岛顶建
有松鹤楼，登楼可览龙水湖风光。户外运动基
地利用山林、湖面，打造出适合各个年龄层次
客群的休闲运动天堂。以“山体运动、时尚健
康”为主题的户外拓展基地，有真人CS实战基
地、飞越丛林树上冒险乐园、山地越野摩托、环
岛自行车、射箭场、童子军体验营等，丰富而有
趣的众多运动项目，为游客带来回归自然、酣
畅淋漓的体验之旅。岛上建有 3000米环岛步
道，闲庭信步，可一览湖光山色。

众多岛屿形状奇特，植被茂盛，植物多样，
好看的垂柳、芭蕉不算稀客，是一些岛上的常
客，单是以植物命名的就有桃花岛、石榴岛、竹
林岛、松林岛、芦苇岛等等。当年莲花岛上还
有一座莲花寺，可惜在“破四旧”中被捣毁，如
今面对残垣断壁，真是百味杂陈。

目前，已完成湖滨绿化、亮化、彩化及大坝
区域景观提升工程，建立起集观光、体验、休
闲、疗养于一体的综合型旅游度假区。

开展的水上表演项目，在湖上亦可像在海
上一般，体验速度与激情。已有目前最时尚的
水上休闲运动——摩托艇项目，踏浪踩水，惊
险刺激；水上飞人项目，可以体验腾空在湖面
的刺激；尾波冲浪、动感飞鱼、皮卡丘拖拽等新
项目。

环龙水湖半程国际马拉松赛事，喷涌运动
脉搏，衍生环湖跑、夜光跑，引领带动全民运动
习惯，培养挖掘青少年的运动天赋，让活力在
玉龙蓬勃释放与蔓延。美食文化节、湖畔音乐
节、啤酒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更是让玉龙文化
增添年轻时尚、青春律动的体验感。

国家五星级湖畔温泉水世界，总建筑面积
超过 3万平方米，由温泉中心、温泉泡池区、大
型主题水上乐园等三部分构成，打造出冬季泡
温泉、夏季水游乐的全年无间隙游乐模式，是
川渝地区最具特色的水上乐园，国内第一规模
的滨湖全季节双乐园温泉水世界。温泉水温
度高，富含对人体十分有益的 30多种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是重庆市温度最高的生态温泉之
一，被专家评为“西部地区最理想的湖畔温
泉”，并荣获国家级“温泉金汤奖”。

玉龙山：养在深闺人初识

目光从龙水湖转向东，就是位于巴岳山脉
中段的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93%，被誉为“重庆森林氧吧”，荟萃巴岳山风
貌之精华，呼应龙水湖灵秀之神韵。公园内古
木参天、林荫蔽日，珍稀动植物种类繁多，绿色
生态资源特色突出，是旅游度假、休闲观光、避
暑纳凉、回归自然的好去处。

景区汇集生态、历史、文化等深厚内涵的
山地精华：有禅乐竹海、桫椤园、黑竹林沟次
生林、白云茶园、杜鹃山、森林迷宫等自然生
态资源以及断情崖、九道拐、一线天、坛子石、
狮子岩等地貌景观；三清洞、禅乐寺、皇烟寺、
白云寺等宗教文化资源；有宋代米芾摩崖榜
书“第一山”、纸坊遗址、余栋臣义军营寨遗
址、玉带桥、解瑜墓、六角坟、塔宝、乾隆年间
的功德碑等历史文化资源；有玉峰传统村落
为代表的乡土文化资源；有“八勇士跳高炉”
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此外还有地方民歌
《望郎》。

其中，高档白色砂岩石刻成的“血染玉
龙山浮雕”长壁，是自成一家的特别风景，最
令人震撼！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一个关于解
放军剿匪的红色故事。在一场人数悬殊过
分的惨烈战斗的尾声时，八名战士被两千多
名土匪团团围困，又弹尽粮绝，他们宁死不
屈，飞身跳入熊熊燃烧的高炉中！何其英勇
何其壮烈的精神，一直感染、熏陶着玉龙人、
大足人。终将感动重庆人、中国人！这是

“玉龙山：养在深闺人初识”的根由，也是玉
龙山的红色魂魄。

玉龙山属大足、铜梁、永川三县（现为区）
交界地，森林茂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史上
匪患不断，百姓遭殃。新中国诞生前夕，蒋介
石垂死挣扎，为建立所谓的“西南反共大后
方”，授予一批土匪将校军衔，委任各种“高级
职务”，匪帮纠集国民党散落的残兵败将，成立

“川东北游击队”，负隅顽抗，企图颠覆新生的
红色政权，巴岳山中段匪患猖獗。1950年 1月
30日，解放军璧山军分区四十三名通讯排官
兵在杨连长率领下，从永川经三教场过玉龙场
前往刚解放的大足参加剿匪。行至玉龙场时，
天色已暗，决定就地宿营，次日一早开拔，当晚
却遭到“川东北游击总司令”段西铭迅速纠集
的两千多名悍匪从坛子石、三清洞两个大山方
向朝玉龙场包抄合围，众匪还堵死进出玉龙所
必经的城门洞、黄葛树两个街口，将老街围得
水泄不通后开始嚎叫和猛攻，顿时枪声大作，
惊天动地……

玉龙场古名鱼口坳，属于两个山头包夹
下的“锅底”，地形上对解放军极为不利，但他
们面对强敌仍沉着应战。由于不熟悉复杂的
地形，被表面上欢迎解放军的土匪卧底带入
狮子岩下面的人生塘这一陷阱。杨连长指挥
战士们抢修野战工事，准备痛击敌人。众匪对
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仗着天时、地利
和人多势众，一阵瓢泼似的枪弹后，解放军损
失惨重，边打边撤，赶紧向附近的玻璃厂转移，
以围墙为屏障御敌，等待援军急救。正在激战
之时，玉龙乡公所旧分队队副却领着三十多乡
丁从乡公所后山坡爬过来，占领玻璃厂后坡就
向解放军射击，与两面山头的土匪对解放军进
行夹击，解放军再次腹背受敌，被百倍于己的
土匪分头攻击，情况万分危急！杨连长命令:

“决不向土匪投降！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
颗子弹！”英雄们滴水未进，精疲力竭，早将生
死置之度外，奋力击毙土匪百余人，直至弹尽
援绝，包括杨连长在内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
牺牲。三名负伤战士机智转移到附近农家躲
藏，在群众的掩护下成功脱险，其中名叫蔡旭
东的战士后来成长为团长。万恶的土匪将几
位受伤丧失战斗力的战士杀害后，剥光衣服当
众侮辱，后将遗体抛进老街后山深不见底的风
洞里。

幸存的八位战士被围困在玻璃厂内，视死
如归，绝不当俘虏！在突围无望的绝境下，毅
然跳进燃烧着熊熊烈火的高炉里！英勇的人
民子弟兵，在北方的狼牙山上演了五壮士纵身
跳崖的悲壮，在南方的玉龙山上演了八壮士

“烈火金刚”的壮烈！
此次不期而遇的战斗，在大足解放后牺牲

最惨重。解放军区区几十人激战匪徒数千人，
英勇顽强，可歌可泣！他们的凛然正气惊天
地、泣鬼神！从理论上讲，五壮士跳崖尚有生
还的可能，事实上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
在坠落过程中被树枝挂住，受伤苏醒后继续参
加战斗；八壮士则只能“在烈火中永生”。他们
一样的英勇、壮烈、伟大！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妇孺皆知，汗青挥
毫，是小学课本多年的保留篇目；而玉龙山“八
金刚”，默默无闻，史海茫茫，外乡人到玉龙观
光，一不留心就真不知道“有这事”。淡忘先烈
是我辈的罪过，这对八烈士很不恭敬、很不公
平！我们负有责任。至少应该对十三位英雄
一视同仁。也许组织上曾有苦衷，但时过境
迁，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了——说透了，是否因
为人民解放军一口气打垮了国民党八百万军
队，但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却在土匪袭击下几乎
全军覆没，传出去可能大损人民军队的光辉形
象呢？笔者认为，当时和相当长时期这样考虑
可以理解，但早已时过境迁，应该让这些淹没
在草木间的烈士们形象重现、光芒重放了！也
许，有个参照可以“参照”——白公馆、渣滓洞
的烈士们，人人光彩夺目，并未因为其中部分
同志是被身为地下党高级干部的叛徒出卖而
被“遮蔽”。

值得欣慰的是，大足区重新“发现”了这些
英雄，认定他们的崇高、伟大，玉龙镇在财政拮
据的情况下，党委主要领导带头捐款，各界干
部群众积极响应，募集资金 31.96万元，精心策
划，历时一年半，在玉龙老街口、原玻璃厂高炉
遗址下矗立起长 40 米、高 4.2 米的精美浮雕
墙，场景生动逼真，人物栩栩如生。这是玉龙、
大足干群自发又自觉的敬畏和膜拜英雄的善
行善举，缅怀和崇尚英雄的民族、人群，会超越
国界、民族受到尊敬。

进驻玉龙、鱼水情深、深陷重围、顽强反
击、奋勇突围、弹尽援绝、冒险掩护、烈火金刚
等独自成篇又相互衔接、浑然一体的八幅浮
雕，使那惊心动魄的 24小时活灵活现，让参观
者身临其境、潸然泪下……《八勇士跳高炉赋》

亦为浮雕墙画龙点睛。八勇士和此次战斗中
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崇高形象，与玉龙山长青，
与淮远河长流！

为此，玉龙镇党委、政府积极筹划在浮雕
墙附近修建近 2华里的步道，新建牌坊，复建
当年的高炉，让更多的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前来
凭吊先烈。此地此景有望打造成重庆市革命
传统教育基地，多年后便是保护级文物了，今
日谱写的英魂曲，将是明日唱响的“老歌谣”。
一家颇有情怀的企业主已向笔者郑重承诺，待
大足区批准方案后，他们负责全资捐建。

玉龙山不仅是旅游景区，也是特色产业基
地——位于森林公园中的白云茶园，主要有玉
龙山秀芽、玉龙山甘露、玉龙山松茗、玉龙山毛
峰、玉龙山春露等系列产品。“茶叶贵族”白
茶、黄金芽茶已试种成功，周边群众、村集体的
经济收益立竿见影。其中，黄金芽茶是中国农
科院茶叶研究所资源圃内的珍稀名茶种质，是
国内唯一的黄色变异优化的茶叶新品种，是玉
龙山的特产，有益健康的成分非常丰富，属于
高端绿茶，香气浓郁，茶芽鲜嫩、细腻，茶汤嫩
黄明亮，滋味鲜爽，茶叶中含有的物质和维生
素极少被破坏，茶味浓烈，感觉清新，能感受到
玉龙山新鲜的山林气息。特色茶银针，入列重
庆市第四届“三峡杯”优质名茶。

玉龙老街：沧海桑田活化石

玉龙镇，取乾隆（1735—1795年在位）年间
建场时境内的“玉峰寺”“龙头岩”的首字而得
名，此外的几种传说虽不足为信，但增添了几
分神秘色彩。

玉龙老街地处玉龙山下的玉峰社区，也称
玉峰老街，俗称玉龙场，依山而建的老街始建
于唐宋，兴于明清。1949年前后交通不发达
时期，此地是进出大足的必经关口之一。依托
隘口地理优势和当地丰富的煤炭、铁矿、石灰
石等矿产资源，玉龙老街从清朝至民国都是大
足响当当的驿道和商贸重地，商贾云集、物阜
民丰，街上人来人往，繁盛一时。在老一辈大
足人的记忆中，玉龙老街“耍事多”。4 里多
长、3～5米宽的街道两侧多半是清代穿斗民
居建筑，商贩叫卖声、戏班鼓乐声、打铁叮当声
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坐茶馆、看川剧、赶集
市，是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的向往之地。

时光造就了老街的往昔繁盛，也无情地让
老街走向衰落。1949年以后大足的交通条件
逐步改善，玉龙老街交通要道的地位逐年下
降，加之当地矿产资源开采量减少，老街人气
逐步散失。特别是交通大变局之后，2001年
初玉龙镇政府将驻地从老街搬离后，大量单
位、住户随之搬迁，老街人去房空，也很少有外
人踏足，人气骤降。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上，
白天也看不到几个人，成为留守居民休闲的院
坝，彻底归于平静。面对冷清与落寞，老街居
民无比失落，望街兴叹。

现遗存下来的建筑多为明清时期的骨架，
共壁式吊檐民居风格，东西走向，石板小街蜿
蜒曲折，古朴静谧；花木兰客栈、水寨门、西楼
古塞门、十八梯、凉水古井、城门洞等古建筑保
存完好。尽管沦为冷清地，但仍有“酒好不怕
巷子深”的韵味和底气。值得欣慰的是，2016
年，老街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被国家住
建部评为第三批历史文化传统村落；2018年
被重庆市政府评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因
此获得中央 300万元专项补助，用于传统建筑
和历史遗迹保护性修缮、建筑防灾减灾，以及
污水垃圾等环境综合整治的基础设施和公用
设施建设，以保护和改善传统村落的历史遗存
和人居环境。

在这弯弯绕绕的老街上，新华书店、老邮
局是小镇古老的记忆影像。餐桌上山林珍蘑、
初秋湖虾、手磨豆干与西湖莲藕、肖鲫鱼一道，
丰富味蕾享受，勾勒出玉龙物产丰饶、百姓勤
劳的和谐画卷。华龙网书画艺术联谊会玉龙
创作基地、特色民宿、玉龙竹笋、野山菇、酱
油、老腊肉、白酒等，当代艺术与生活气息融会
贯通，又展现出别样的原乡风貌。

康养乐园：不辞长作玉龙人

玉龙镇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十分便利，不
仅有独具魅力的山水之美，还拥有 30.9平方公
里的富硒、含硒土地，催生出众多农业特色产
业，是特色农产品之乡，初步走出以农促旅、以
旅带农、农旅融合发展之路，建成集“养生养
老、休闲度假、运动娱乐、文化体验、生态宜
居”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文化小镇。

玉龙的荣誉名片很多，信手拈来几张也让
人信服：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特色名镇，新
时代·中国最美旅游休闲小镇，重庆市十大最
美小镇，重庆十大特色乡村，重庆市市级卫生

城镇，重庆市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打造出“旅
游文化小镇、健康养生福地、生态宜居家园”的
品牌，名副其实；锚定“欢乐龙水湖、养生巴岳
山、幸福嘉年华”的发展目标，正当其时；持续
走农、文、体、康、养、旅融合发展之路，成效可
期。

随着美誉度、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不断提
高，玉龙抓紧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优化调整产
业结构，形成了现代特色农业与传统种养殖业
齐头并进的格局。在抓牢竹类种植、规模养
鸡、稻虾综合种养、黑山羊养殖、花椒种植等传
统产业，扶持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加入“大丰大
足·共享共富”产业联盟，发展壮大家庭农场及
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锚定中药
材、白茶、赤松茸种植等特色产业。

硒元素被称为“生命的火种”，十分有益人
体健康，玉龙丰富的特色农产品饱含硒的滋
养，坚持“一村一品一景”理念开发出富硒茶
叶、富硒柑橘、富硒花椒、富硒药材等系列产
品，并发展黑山羊、生态鱼、跑山鸡、绿壳蛋、
小龙虾等生态养殖业，西湖藕、冬笋、野山菌等
山珍深受消费者喜爱。绿壳鸡蛋很特别，蛋壳
为绿色，纯天然，所含对人体所需营养成分是
一般鸡蛋的 2—3倍。

已引进集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现代生态农业科技企业，种植川芎、石菖蒲、
车前子、淫羊藿、枳壳、通花根、白芷、白芨等
道地中药材，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体+农
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村集体占股享受的分红
用于该村公益事业，每年为当地群众提供 2.64
万人次的岗位。聘请专业团队编制的中药材
产业农旅融合发展示范片（特色中药材产业
园）规划呼之欲出，全镇的中药材产业在现有
3100亩的规模上继续发展壮大。

抓好产业发展时也强化营销，加大“玉龙
酱油”“玉龙茶叶”“玉龙赤松茸”等产品线上
营销，建成区域“产业品牌微展厅”。

玉龙山水相逢，河畅、水清、坡绿、岸美，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保持在 350天以上，山水景观
唯此为美，可谓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
新，依托优美山、水、田园风光，探索成熟的农
文体康养旅产业链，将环龙水湖区域打造成集
产业观光、科普认知、农耕体验、旅游休闲、乡
村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旅游区，形成让游
客流连忘返的生态康养、运动休闲、文化体验
三张名片，建成轻松浪漫、温暖宜人的休闲度
假小镇、复合型康养小镇。

眼下，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发达，饮食、住
宿、文化、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生活环境优
雅，四季宜居，活动多姿多彩，别有一番风味。

这里是吃货的“天堂”，可谓“农家美味，
飘香玉龙”：特色农产品烹制的特色美食，食
材均取自本地，鱼、甲鱼产自龙水湖。鸡、甲
鱼、西湖虾、西湖鱼等通过了有机认证。美味
食品有：白果莲子跑山鸡，石斛甲鱼汤，龙腾
跃西湖，百合西湖虾，乡村豆花鸡，小煎鸡，碎
米秧鸡，翡翠湖虾球，醋血鸭，泡椒乌鱼，芙蓉
乌鱼片，稻香鲫鱼，锅巴鲫鱼，手抓羊肉，烤全
羊等。

此地是小住的世外桃源。一个镇的住宿
接待能力堪比一座县城，环境优美更是“没得
挑”。有西湖闲庭农家乐、情人岛农家乐、镜湖
楼、山水人家、云湖山水宾馆、博天农家乐等，
任君选择。

此外还有可供“候鸟式”居住的楼盘，如
“桃李春风”主打中式合院品牌，呈现小桥流
水人家的江南水乡风情；云玺台是大足首个
湖山墅区，满足居家养老、生态人居的需求；
云璟台是公园联排别墅，奢享湖域、森林公
园、商业群、文旅小镇、休闲农场、康养中心等
一站式生态宜居大盘；龙水湖温泉别院（问禅
别院）在湖畔，在泉边，寻着温泉的小径便可
到达，自享一方天地，入住其中，轻泡一汤秘
泉，独享蒸去一身乏累的轻快，只待入夜，让
星空伴梦而游。

环龙水湖漫游步道是龙水湖运动养生项
目的重要载体，蜿蜒 25 华里，将几大功能片
区整合串联，把水上旅游开发分为坝上观光、
湖岛休闲、环湖休闲三大组团。按四季养生
理念设计，突出“绿堤漫游”“半岛游憩”“滨
水宜居”“温泉度假”四大主题，将不一样的山
水美景呈现。游客可环湖漫步、观鸟、赏鱼、
摄影，畅游生态湿地公园，体验萤火虫之夏。
定期举办的环湖半程马拉松、自行车骑行等
赛事，极大提升度假区的知名度、美誉度。沿
线种植 3里长的樱花林，勾勒出“碧道漫游湖
水间、樱花绽放迎宾来”的景象，点亮玉龙新
地标。

风景秀丽的玉龙，全面发展，日新月异，定
会成为人人神往的美丽康养小镇。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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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赛西湖 唯美小镇透赤红
□ 布谷夫

我看得到你
你无需疾风般呐喊
因为我看得到

柔波中，
你的模样。

船

船只停泊在风里了
当晶莹洁白的浪花轻抚你的时候

余光中的微波在闪烁

停泊

如果心可以停泊
如同一艘小小的船
依偎在茫茫大海的角落

那就让它停靠久一点，
再久一点吧……

我当时或许就是这么一想
或许是一部典雅的线装古籍里面
一不小心吹起的那一页
把默念与仰望已久的那首古诗
变成了见你第一次的样子
飘扬在了面前
以及在生命中所有的春天

我后来应该是这样一想
那首古诗里还有很多后续
比如说面前的星辰大海与山川湖泊
当然也有开在面前漫山的花丛
柔和的夜风中静谧着我们的默语
以及不经意之间一次对望
还有生命中所有的语句

我其实还这样一想
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
我们一起漫步到那部线装古籍里
曾经相遇的凝视与步履
都在每一首诗句的词语之中流淌
叙说生命中每一个面前的场景
乃至生命中所有的故事

面 前
□ 龚柚行（重庆）□ 李小强（重庆）

你的模样（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