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湛江是个有梦的城市。
湛江的梦是有颜色的。蓝色之梦，

绿色之梦，金色之梦，五彩缤纷之梦，共
同编织幸福美好的生活。

1984 年 5 月 4 日，湛江与广州、青
岛、大连等一起，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14
个开放城市，成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
窗口。这既是国家对湛江全新的发展定
位，又是湛江发展之梦重新起航的关键
时间节点。几年之后，就有了那首脍炙
人口的《半岛，绿色的梦》。

从前
那个绿色的梦已经发芽
再也看不见黄黄的风沙
从前
那个绿色的梦已经开花
走遍那个天涯无牵挂

播种绿色

湛江之梦，首先蕴藏于郁郁葱葱的
植物中，那一片片防护林、桉树林、甘蔗
林，果园、茶园、菜园，四季飘绿滴翠。季
节的界线因此模糊，曾经有北方的老人
在冬天来到湛江休养，他看着满目的青
翠，对比北方的萧索，问陪同者：“这些树
木花草是真的吗？”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博览
园，这个毗邻国内唯一玛珥湖湖光岩的
地方，山清水秀，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植物
王国。几百种奇花异草争奇斗艳，令人
目不暇接。被作家们称为夫妻树的香
柿、竹柏，真的需要一雌一雄，才能受精
挂果。还有那能够改变舌尖的味蕾神
经，使酸味水果瞬间变甜的神秘果，令人
大感新奇。

占地300亩的国家热带果树种质资
源圃，就在博览园的隔壁。这里建有31
种隔离检疫观察室、自动化玻璃温室、大
棚及排灌系统，同时建有农业部热带果
树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科学
家们在这里重点对热带果树种质资源的
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出版 10 余部专著，获省
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30 余个。资源圃
里目前保存有芒果、澳洲坚果、菠萝、香
蕉、荔枝、龙眼、火龙果、西番莲、番荔枝、
番石榴、杨桃、毛叶枣、莲雾、黄皮、人心
果、神秘果、油梨、菠萝蜜、余甘果、蛋黄
果种质资源1000余份，是我国热带果树
种质资源最丰富、数量最多的保存机构
之一。

家在河南、读研在广西、工作在广
东的小马，一个活力四射的小女孩，兴
致勃勃地带着我们满山坡转悠。她介
绍起那一棵棵果树，如数家珍，眼里亮
着光。20 多个品种的石榴树已经挂果
满枝头，剥开果皮，白的瓤、红的瓤香气
袭人。我们几个不但吃饱肚子，还摘了
一大袋满载而归。梦想在这里开花，也
在这里挂果。

实干兴城

湛江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做起了
钢铁梦。1978年，国家冶金部开始在广
东布点规划，把湛江作为钢铁厂选址的
主要对象，这是湛江钢铁梦的肇始。

经过漫长的立项、论证、选址、环评、
拆迁、清表、引水等前期准备，2012 年 5
月 24 日，国家正式核准首期年产 1000
万吨精品钢材的湛江钢铁基地项目。
2013年5月17日，基地一号高炉开工建
设，经过2万多名建设者的艰苦奋斗，于
2015年9月25日完成一号高炉建设。

这3年零4个月的日子，凝聚着多少
汗水，多少艰辛，多少智慧，多少期盼。
对于 800 万湛江人民来说，9 月 25 日是
个值得庆贺和纪念的日子。上午10点，
在高炉风口平台上，从上海宝山的宝钢
股份炼铁厂四号高炉取来的火种点燃火
把，投入湛江钢铁的一号高炉风口内，薪
火相传的火种瞬间把炉膛点燃。高炉点
火取得圆满成功。经过 24 小时的高温
淬炼，26日上午11时20分，高达1500℃
的第一炉铁水从出铁口喷涌而出，像一
条火龙沿着出铁场大沟蜿蜒流动，最终
汇入炉台下 350 吨容量的铁水鱼雷罐
中。此刻，火红的钢水在流，激动的泪水
在飞。

一号高炉点火过了一年多，2016年
7 月 15 日，湛江钢铁基地二号高炉成功
点火并投入试运行。湛钢人用智慧与汗
水快速完成了低碳软钢、微合金钢、汽车
结构钢等九大类品种钢种拓展，实现品
种全面覆盖、产能迅速持续提升。在东
南亚制造业正在兴起，钢材市场需求量
日益增长之际，湛江作为离东南亚航程
最近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钢材
出口与对外经贸的发展前景光明。

当今时代，先进工业项目的最主要
特征是先进、高效与环保。2017 年 11
月，我作为东道主，以湛江市作协主席
的身份陪同北部湾城市作家，前往钢铁

基地参观，这个高高矗立的巨无霸工业
项目，令所有作家赞叹不已。只见厂区
绿草如茵，树木如盖，高高的烟囱只冒
出白色的烟雾。中央控制室一尘不染，
静悄悄的，巨大的屏幕闪烁着各种数
据，工程技术人员在控制台前忙碌。这
里是基地的大脑，指挥着各个车间各种
流程有条不紊地运转。而来到巨大的
热轧车间，一条几百米长的生产线，轧
出不一样的产品，有机器发出轰鸣，却
没有弥漫的烟尘，车间里一样干净利
索。整个生产流程都由电脑自动控制，
工人的身影少之又少，少数几个人只是
巡回监控。湛江钢铁基地就是现代化
企业的一个缩影！

毗邻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另外一个
巨无霸企业——中科炼化项目，凭借东
海岛蔚律一带25米水深的良港优势，在
加紧建设。

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领导喜悦
地说，随着钢铁二号高炉的投产，同时伴
随着中科炼化、晨鸣造纸等总投资超过
1500 亿元的“三大产业航母”的快速推
进，预计到 2020 年，东海岛的工业总产
值将达到3100亿元，开发区将成为湛江
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直接支撑湛江市
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的宏伟目标。

城以港大

湛江别称港城，来自于终年不冻的
深水良港，国家把湛江定为首批沿海开
放城市，除了考量湛江独特的区位优势
外，与湛江拥有大港口不无关系。人们
常说，港以城兴，城以港大，城市与港口
血肉相连，互为依存。湛江港经国务院
批准，于 1955 年 7 月 31 日破土动工，数
以万计的建设者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
凭肩扛手提，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出诸
多世界建港史未曾采用过的工程方法，
创下了中国建港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195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湛江
港第一期工程提前投入使用。

至今，湛江港已发展成为功能齐全、
设备先进的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成了
石油、矿石、煤炭、化肥、粮食、木材、集装
箱等专业化泊位。拥有万吨级泊位 25
个。有 160 公里长深水岸线，能够通航
40万吨级巨轮。拥有全国最大的30万
吨级陆岸油码头，华南地区最大的20万
吨级铁矿石专业码头。与100多个国家
与地区通航。2017年，湛江港集团公司

完成货物吞吐量1.44亿吨，其中集团本
部1.02亿吨，跻身国内十大港口行列。

美丽图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湛江环绕海湾做
文章，构建一座气势宏伟、结构合理、功
能互补的宜居宜业现代化大城市。

海湾大桥如一条巨龙飞架，海东海
西天堑变通途。湖光快线、雷湖快线、广
州湾大道、东海岛入岛铁路公路，既着力
完善市区内部组团路网，又重点解决了
快速出行路系统，打通交通“任督二
脉”。湛江国际机场已经开工，高铁即将
于今年内通车。广湛、深湛、渝湛、汕湛、
云湛等多条高速，像一条条血管，把湛江
与外界紧密相连。赤坎、霞山、麻章、坡
头、开发区、东海岛，在湛江湾众星拱月，
构成了一个大的城市组团，市区规模增
大了5倍不止。湛江早已经从四十年前
的丑小鸭，蜕变为新时代的白天鹅。让
人引以为傲的是，温暖的阳光终年朗照，
天依然像当年一样蓝，水一样碧。许多
北方人像候鸟一样，纷纷飞来湛江这座
美丽的海湾城市旅游避冬，而且，来了就
不再想走了。

自北向南，穿行在湛江这片热土，时
时使人感动。向南而行，走过被雷州半
岛母亲河滋润着的22万亩东西洋田，绿
油油的禾苗与金灿灿的稻谷，从绿色的
梦到金色的梦，依着季节的更迭而轮转，
这里养育着雷州半岛腹地近 100 万子
民。岁月的丰饶，令你感悟到大自然的
馈赠，是多么的无私，多么的慷慨。再向
南，徐闻县 20 万亩菠萝的海，则给你另
一种震撼，绿的菠萝，红的土地，相映成
趣，农民用勤劳的双手，在广阔天地里画
出最美丽的图画。

来到角尾乡，南极村，这里已是大陆
的最南端，解放军当年渡琼作战解放海
南岛的指挥部遗址尚在，依稀听见当年
号角嘹亮。古老的灯塔照亮往昔，一样
会照亮未来。琼州海峡与北部湾的浪涛
在此交汇出一条清晰可辨的会水线，被
人们戏称为接吻浪，足现世界的神奇。

此刻，那首《半岛，绿色的梦》再度响
起。是的，亲爱的湛江。

从前，那个绿色的梦已经挂果
走遍那个天涯无牵挂。

（作者系广东省湛江市作家协会
主席）

我爱家乡的杏花。我伴随着杏花盛衰轮回
而长大。

我的家乡是太行山下一处村落。“太行山前
杏林村，踏青祭祖探耕人。忽遇春风落杏雨，疑
是漫天雪花飞。”一首《杏花山记》将我的思绪牵
引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

每年阳春三月，村头有杏花初绽，屋后的老
杏树早已是满树喷薄灿若云霞了。而西岭之上
的杏枝呢，则携带着串串含苞待放的花蕾，向勤
劳的乡亲们昭示着丰收的希望。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山里的孩子看
满树绽放的杏花云霞杏花雨，似乎看不出什么
味道，倒是那带蕾的杏枝十分惹人喜爱。我们
庭院相邻的几个孩子，一起上山，一起爬树，你
递我接地采集杏枝，最后一人一把带回家插在
装水的酒瓶里。三五日后，那血红的蓓蕾绽开
为粉红的新花，让全家人几天里看着她都无比
欢乐。然而，这只是杏林山村孩子们在仲春品
尝长冬冷漠之后的小小惊喜。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杏儿，要到杏花开放后
一个多月才有。我和小伙伴几乎天天中午趁着
大人们午睡之时，跑到村后那片“百年老杏林”
里去。沿着缓缓的山坡，穿行在迷宫似的小径
上，一棵树一棵树察看，寻找青青杏儿，品尝我
们渴望的浓酸微甜。待自己吃够以后，我们还
会多摘一些，带到学校给其他同学品尝，哪一个
能抗拒这青杏酸甜诱人的力量！

小时候，我以为杏树是家乡特产。要不，我
们村怎么就叫杏林呢！长大后我求学远行，方
才知道，杏树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多为栽培，
而且叫杏林的村庄也不止一处。

杏树木质地坚硬、色泽光洁富贵、纹理顺
直、耐水抗腐，是制作家具和首饰的上好材料。
我们乡村里的男人们，几乎人人都有几个杏木
做的镰刀把手。那刀把拿在手里既俊美又牢
靠，上山能砍柴火，下地可割麦稻。小孩子们喜
欢手持一根长长的杏木棍，舞动起来非说是孙
悟空的金箍棒，还常常用中年杏树枝条做大大
的弯弓，用新抽出来的杏枝长条截成箭，学着英
雄射大雕。现在想起来，这杏条箭怎么也比不
上江南的竹箭。可是当历史演进到今天，我们
温带地区很少能见到竹子啊！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不失为人类顺天依地的生存原则。

杏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常见水果，杏仁是一
味常用中药，杏叶是多种家畜的优等饲料。杏
成熟于仲夏时节，收获杏子后再采集杏叶往往
不老，新鲜的杏叶牛马猪羊都十分喜好。

作为生态科学工作者，我愿意告诉人们的
是，杏树为阳性树种，喜光、耐旱、根系发达、扎
根深入、抗风耐寒，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明显地段
经常见到的植物，其种子发芽率高，容易栽培成
功，可作为改善环境、保持水土和恢复自然生态
系统的先锋树种。而且杏树的顶端优势不突
出、侧枝发展繁盛、树冠硕大茂密、同多数其他
树木和草本植物没有化学拮抗作用。杏树生长
起来后，可以给更多其他植物提供有利小气候
环境条件，进而加速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
建。说到此处，就不能不由衷地赞美杏树和杏
花了！

“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杏花是暖春的
使者，耕人的闹钟。杏和梨树、玉兰一样，先叶
开花，仲春将去寒意尽，绿叶未发花已荣。每当
杏花发于村头野外，北方农村的父老乡亲就要
着力春耕了。

“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
眼看天工。”这是宋朝杨万里《咏杏五绝》中对杏花
细致而比较科学的描述。事实上，杏不但花色渐
变，而且其雌雄花蕊的长短比例也复杂多样。这
就构成了杏树繁殖系统的遗传多样性，是单物种
生物多样性高的重要表现。因此可以预测，杏还
可以作为生态科学和农学界研究栽培和野生植
物种质资源多样性的模式物种。

有人考证，杏原产我国新疆，后来循着前丝
绸之路的古道驼铃，东入关内膏腴华夏，西播海
外造福环球。的确，早在 3000 多年前诞生的
甲骨文中已有“杏”字，而春秋时期《管子》一书
就有“五沃之土，其木宜杏”的论述，《山海经》中
也有“灵山之下，多杏”的记载。杏与我国劳动
人民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历代诗人歌杏咏
杏，可谓诗书不绝！

杏林春暖，杏坛风高。杏可谓我炎黄子孙
历久弥新的植物文化的典型代表。

难忘家乡的杏林，难忘儿时的杏趣，更难忘
新时代大江南北飞驰的列车道旁如雪似锦、生
机盎然、蔚为大观的杏花花丛、花带、花海和花
香风潮……

咚咚咚，有人敲门。“是快递叔叔吗？”两
岁的儿子抢上前去开门。门开了，果然是前
几天从淘宝网上一家店里买的玩具车送
来了。

儿子抱着新买的玩具小汽车，一边玩一
边说：“妈妈我还想玩大公交车。”我拿起手机
在淘宝网上搜索咨询付款下单，过几天儿子
就能玩到他喜欢的玩具公交车了。

最近两年，我家网购越来越频繁了。从
家用电器到鞋垫袜子，从油盐酱醋到图书玩
具，家居生活日常用品的购买基本都通过网
购实现。在我国的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商
品也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可以说只有想不到
没有买不到。

回想小的时候，父母到外地出差经常带
回一些当地特色小吃，我每天只吃一点点，
舍不得一下子吃完。至于原因，一方面家里
经济条件一般，没有闲钱经常给我买零食，
另一方面即使父母愿意买，当地也只有几种
常见的零食卖，像其他地方的特色小吃之
类，只能托父母出差的同事带回来。不仅花
钱还要搭人情，所以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父
母都不会托人。有时候我看到别人家的小

孩拿着新鲜的吃食和玩具，感到特别羡慕，
却也只能远远看一看，因为知道父母买
不来。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新业态和新事物
不断涌现，人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各类生
活服务也越来越细致周到。

周末，我们一家人通常要吃顿大餐。有
孩子之前都是到外面下馆子，现在孩子吵吵
闹闹着实不方便外出吃饭，好在如今有了外
卖这一新事物。拿起手机打开外卖APP，点
菜付款一气呵成，与原来在餐馆里点餐没什
么不同，碰上打折送红包等活动，比在餐馆里
吃还划算。

还有我妈，老人家以前没事总爱逛超市，
看到打折商品就囤一些。现在她帮我看孩
子，没时间也没精力逛超市了，可看到宣传海
报还是心痒痒。超市的送货上门服务满足了
不少我妈这样的老年人的需求。只要在手机
上下载某超市的APP，就能在线购买该超市
的商品，还免去了来回奔波的麻烦，坐在家里
就能“逛”超市。

不仅如此，代办跑腿、24小时送药、新鲜
水果削皮切好送上门、网上购票等生活服务，

也方便了不少居民。这些从前想不到的服务
方式，正在逐渐改善人们的生活。

当前，新创意、新产品层出不穷。与此同
时，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深、
速度越来越快。不止年轻人，就连老年人也
喜欢学习运用新科技新产品。比如我爸就经
常在微信朋友圈发点有意思的文章，一批同
龄朋友经常点赞，我妈也总用手机和老朋友
视频聊天。

虽然一些新技术产品仍然存在漏洞，给
用户造成一些小麻烦，但科技的不断发展是
大势所趋，终将为我们带来全新的生活体
验。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诞生，
人们的生活必将发生更多新变化。比如随着
VR 技术的逐渐成熟，将为人们拉开全新的
消费生活大幕，随着“刷脸”技术的发展推广，
人们将切实体验到出行可以如此便利。对于
未来的生活，我们可以尽情想象，并拭目
以待。

咚咚咚，又有人敲门。“是外卖叔叔吗？”
儿子赶紧问。打开门，是半小时前用手机
APP 点的水饺到了，全家人围坐桌旁，吃起
仍然热乎乎的水饺来……

□
秦
文
竹

有
人
敲
门

湛江之梦
□ 陈 通

杏花新歌

□ 张光明
湛江早已经从四十年前的

丑小鸭，蜕变为新时代的白天

鹅。令湛江人引以为傲的是，

伴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进

程，温暖的阳光终年朗照，天依

然像当年一样蓝，水一样碧

我和海鸥有个约会。 李美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