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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三顾

徐

达

一日和朋友聊天，谈起笔者

家乡南阳。朋友说：“常听人讲，

‘ 南 阳 ，一 个 值 得 三 顾 的 地

方’，除了打‘诸葛亮牌’，

南阳还有些什么？”

“於显乐都，

既丽且康！陪 京

之南，居汉之阳。”约

1900 年前，东汉科学家、

文学家张衡以一篇《南都

赋》赞颂其家乡南阳独特的

山川风貌、历史地位。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

1200 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 5 次到

访南阳，写下《南都行》等 10 余首诗

篇，感慨“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

1948 年 11 月 4 日 ，南 阳 全 境 解 放 ，

毛泽东同志挥毫撰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

阳》这一名篇。

八百里伏牛绵延东西，千万年淯水缓缓流

淌，华夏文明在此扎根，楚汉文化于此发源⋯⋯

今年盛夏，笔者重回故土，切实感受到这座悠久

古城的新鲜脉动。

农事忙

绿油油的玉米如纱帐般笼罩田地，青翠的芝

麻茎随着素雅花朵的绽放拔节生长，广袤田野的

尽头青山如黛，碧水长流⋯⋯故乡记忆离不开这

片被誉为“中州粮仓”的土地，还有辛勤耕耘的

农民。

南阳古称“宛”，北倚伏牛，南临汉水，西依秦

岭，东连江淮，是三面环山的盆地；地处我国南北

地理分界线，东西接合部，长江、黄河、淮河三大

流域的分水岭，四季分明，雨量适中，光热充足，

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

正因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距今五六十万年前

的更新世中期，中原人类的鼻祖“南召猿人”就在

这块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

南阳人常念叨“召父杜母”的故事。《汉书》

《后汉书》记载，西汉时期的南阳太守召信臣和东

汉时期的南阳太守杜诗，在任期间都注重农业发

展，开凿水利沟渠、开垦荒地陂池，并发明水排助

力农具铸造，被百姓称颂为“前有召父，后有杜

母”。足见南阳重农之风由来已久。

“南阳盆地是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气候温

和、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农民守着一亩三分地，

稍微种点庄稼就饿不着，这也造成农民守成思想

严重，缺乏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在南阳市农业

农村系统工作多年的吴梽立说，“但如今大不一

样了！南阳农民群体靠着开拓创新改变了传统

农业的‘打法’，还创办了不少优秀的农业企业。”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992 年，一位南阳农村小伙大学毕业后被

分配到国营肉联厂工作，为实现年少时“科学养

猪”的梦想，他辞去“铁饭碗”，回到农村老家，借

钱养了 22 头生猪。

村里人大都不看好他的决定，“放着‘铁饭

碗’不要，非得回来养猪”。

从 这 22 头 生 猪 起 家 ，小 伙 和 妻 子 用 30 年

时间培育出了全球出栏量最大的生猪养殖企

业——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去年出栏生猪

6120 万头，居全球第一位。当年的小伙秦英林

也实现了最初的创业梦想：把中国典型的散户养

猪模式升级为现代化养殖产业；通过技术革新，

攻克生物育种攻克生物育种、、养猪环保养猪环保、、疫病防控等多项难题疫病防控等多项难题，，

近年近年来还布局建设了“楼房养猪综合体”。

在传统的粮食加工领域，探索也不曾止步。

1998 年，另一位南阳小伙承包了他所在的濒

临倒闭的面条厂，彼时厂里仅有两间办公室，员

工不到 10 人。他研发出“千禧面”“福禄寿喜面”

等创意产品，在挂面市场脱颖而出。2008 年，想

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探索出“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实施全产业链战略，带动传统面

业转型升级。如今，“想念”已成为河南规模最大

的粮食加工企业，并通过“想念农场”建设和新型

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10万农

户致富。“想念”，真正成了家乡农民的想念。

探索不停，创新不止。“中州粮仓”真

正的前途，取决于谁来种地。

南阳市内乡县吴祖坤等 5 名“90

后”大学生采用数字化种养循环模

式种粮 6200 亩，比当地农户亩均

增产 20%——智慧种田蹚出了

丰粮新路，农业生产从体力活

变成了技术活，也打开了青

年大有可为的新天地。

曾经，告别“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生活，是

不少农村大学生的

梦想；而今，“怎么种地、谁来种地”的时代课题，

在南阳大地有了新的注解。

良方扬

“来半斤羊肉饺子，半斤韭菜鸡蛋饺子，一碟

醋，再来碗饺子汤！”南阳人爱吃饺子，热腾腾的

水饺更是冬至必不可少的节日餐，吃了能防止冻

掉耳朵。这种饮食习俗，相传源于东汉医学家张

仲景为救治冻伤百姓而制作的“祛寒娇耳汤”。

南 阳 温 凉 河 畔 的 医 圣 祠 ，是 张 仲 景 长 眠

之地。

医圣祠内，一株历经 460 余年风霜的凌霄花

在骄阳下盛放；祠堂外围，医圣文化园建设正酣，

仿汉建筑风格的红墙甫一建起，便成为市民游客

的网红打卡地，被称为“南阳红墙”。

一代良医千秋月，照彻华夏万户春。

《后汉书》记载，东汉后期不到 100 年时间

里，暴发过多次大疫，尤以伤寒为甚。张仲景潜

心研究伤寒病的起因和诊治方法，历经数十年写

成《伤寒杂病论》，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

的基本法则，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巨著，也

是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

张仲景不仅精研医术，更心怀苍生。相传他

任长沙太守期间，每月初一和十五都会在大堂之

上为前来看病的百姓诊治。千百年来，他受到文

人士大夫景仰和百姓缅怀，被称为“医圣”。

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筛选出的“三药三

方”，就是在《伤寒杂病论》等古典医籍的经方基

础上化裁而来。

南阳作为医圣故里，不仅中医药文化积淀厚

重，境内八百里伏牛山还素有“天然药库”美誉，

拥有道地中药材 2436 种，辛夷、山茱萸、桐桔梗、

裕丹参、唐栀子、宛艾、金银花、夏枯草“八大宛

药”久负盛名，发展中医药产业潜力巨大。

1978 年，伏牛山腹地，仲景宛西制药的 67 名

开拓者靠 35 万元起家，走遍 9 省 23 市，把宛药从

西峡山区带到了全国。近年来，南阳市通过实施

中医药强市战略打造“全国中医药名都”，发挥本

地中药材资源优势，全面构建一二三产业联动产

业体系，中医药产业年产值已突破 400 亿元。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约 2500 年

前，《诗经·采葛》记录下春秋时期劳动人民“采艾”

的情景，对艾叶的种植运用也伴随生生不息的中

华文明流传至今。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优质

艾草，“南阳艾”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南阳人知艾喜艾，但一度，散、乱、杂、弱的艾

草产业并未很好发展。通过实施宛药振兴计划、

艾产业高质量发展倍增计划等，南阳艾产业链日

趋完备，如今，艾草产业年产值达 150 亿元。

历尽天华成此景，百年宛药诚可期。

南阳盆地出产艾草，还盛产月季。

这里月季栽培始于唐代，兴于明清，盛于当

代，有我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地，张衡故里

卧龙区石桥镇有“中国月季之乡”的美誉。

“惟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

春。”漫步南阳大地，碧空如洗，满城芬

芳。15.5 万余亩月季正成为现代化特色

产业，出口量占全国的 70%。去年 5 月

建成并开放的南阳艾草文化

博 览 馆 与 紧 邻 的 世 界 月 季

大观园，形成了南阳“一花一

草”双名片。

一 株 草 的 传

承 ，一 朵 花 的 惊

艳，还有一碗汤的

温暖。

南阳人对汤

的执念不亚于饺

子，晨起一碗汤

更 是 必 不 可

少。相比 1900

年前医圣古方

“ 祛 寒 娇 耳

汤 ”，当 代 南

阳人属意的

美味莫过于

早 餐 铺 子

那 碗 热 腾

腾的胡辣汤。无论风霜雨雪、心情

好坏，来上一碗麻辣过瘾、鲜香浓郁

的胡辣汤，就着油条下肚，整个人立马

精神抖擞；细品，牛羊肉的清香和胡椒

的微辣慢慢袭来，齿颊留香，暖意阵阵。

胡辣汤，从南阳人的生活良方，发展成颇具

规模的特色产业，涌现出不少连锁品牌。

文脉长

北纬 32°58′，东经 112°30′，有一道高

岗，因其势似虬龙，得名卧龙岗。

这是一道文脉之岗。《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

记载，西晋初，蜀国故将黄权及其族人为祭祀诸

葛亮，在卧龙岗上修建了武侯祠。南宋绍兴八

年，岳飞北上抗金，夜宿南阳武侯祠时“挥涕走

笔”书写前后《出师表》的手迹，也保存在祠内碑

廊的石刻中。

今日的南阳武侯祠、卧龙岗文化园内碧水荡

漾、修竹舞风，古建筑群雕梁耀目、危檐欲飞。随

着“盛夏游园会”启动，原创情景剧《三顾茅庐》、

舞蹈《楚风汉韵》、器乐表演《空灵鼓》等轮番上

演，游客可沉浸式体验诸葛亮从躬耕陇亩到“草

庐对”后踏入汉末江湖，为匡扶汉室鞠躬尽瘁的

一生。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

辨襄阳南阳。”高悬在南阳武侯祠庙堂之上的这

副名联，是清道光到同治年间先后五任南阳知府

的顾嘉蘅，为平息南阳、襄阳的诸葛亮躬耕地之

争所撰。

如今，千年论争有了新的应答。

今年8月初，湖北襄阳党政代表团一行到南阳

考察调研，深化南襄盆地一体化，共同打造襄南双

城经济圈，期间还考察了卧龙岗文化园。8 月 23

日，南阳市党政考察团赴襄阳市，一场南阳·襄阳工

作座谈会正推动两地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

沧海桑田，新时代的南阳与襄阳，不再是三

国之争的焦点。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两地交通便捷、产业相融，正同心协力唱好“南襄

双城记”。

除诸葛亮外，南阳还有不少“名片”。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这里是楚汉文

化的重要发祥地。汉光武帝刘秀于此起兵创立

东汉王朝，故有“南都”“帝乡”之称。两汉古迹触

手可及，楚风汉韵沁人肺腑。被誉为“一部绣像

的汉代史”的南阳汉画像石，呈现着 2000 年前的

风土故事；“南阳四圣”范蠡、张衡、张仲景和诸葛

亮的故事与遗迹，演绎着风云激荡的楚汉传奇。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这里自然景观

兼容南秀北雄。城北

的独山山体浑圆、满

目苍翠，是早在新

石器时代就被开

采的独玉的唯一

原产地。母亲河

白河穿越中心城

区，形成了中原城

市少有的万亩碧水

扬 波 的 壮

观景象。

这里更有

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 核 心 水 源 地 。

湛蓝天空下，丹江

口水库烟波浩渺，渠

首大坝巍然矗立。从

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工

建设起，南阳淅川县 36.8

万移民群众舍小家、为国

家，确保千里长渠穿山渡河，

一渠清水永续北送。

脚 踏 这 片 土 地 ，仰 望 星

空，为纪念张衡及其诞生地命

名 的 小 行 星 1802 号“ 张 衡 星 ”、

9092 号“南阳星”闪耀天穹；放眼

大地，青山巍巍，丹水浩渺⋯⋯曾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化与生态瑰

宝，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中。

今年上半年，南阳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292.11 亿元，旅游人数达 5162.45 万人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42.9%、30.2%。

推动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发展，“南阳，一

个值得三顾的地方”城市形象品牌正

在打响。

古往南都帝乡，曾令多少文

人墨客抚今追昔；今朝三顾之

城，又能否让人流连忘返？

不南不北，亦南亦

北 ，南 阳 无 法 被 定

义 ；千 年 风 华 ，历

久 弥 醇 ，南 阳

三 顾 还 有 新

传奇⋯⋯

幸 福 康 家
刘雨歌

共享菜园位于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的

康家村，也是城区周边少有的一块平地。

除了交通方便和离城区近，康家村几乎

没啥吸引人的地方。距十堰城区 8 公里，全

村 3 个村民小组共 257 户 676 人。本来嘛，山

路弯弯，溪水漫漫，依山傍水的村庄零零散

散，在湖北十堰很常见，见怪不怪。

前两年，山区的白墙黛瓦流行起墙绘，康

家村也得到了些许实惠，朝外的墙体遇上艺

术家，一时间变得有神有色。村庄里，一堵面

朝河边的墙，“群众幸福图”上描绘了上百名

康家百姓的幸福笑脸和秋季丰收的画面。普

通彩绘与平凡山水，十堰不缺。乡村缺的，是

有能量的产业与有思想的灵魂；支撑乡村发

展的，是好项目与齐心协力的人们。

2021 年夏，省直单位派来康家村挂职的

干部找到建设公司做了设计，沿着茅塔河规

划了康家湾小公园、康家小庭院与共享菜园

等。召开全村党员大会，广泛征求村民意见，

广泛发动村民参与，村民出资出力，投工投

劳。本来嘛，村民就是乡村建设的“主角儿”。

环境改造完成，接下来便是全村的产业

发 展 ，唯 有 发 展 产 业 ，农 民 腰 包 才 能 鼓 起

来。康家村挂职第一书记吴杰鹏与康家村

党支部书记王峰，找到了王启迪。

7 年前，王启迪从上海回到十堰，在茅箭

区经营起“桃源人家”民宿，短短数年里，又

复制了“蛙声十里”“云上微宿”“小豆町”等

多家民宿，是当地有名的乡村振兴带头人。

吴杰鹏希望她能把经营理念复制到康家村

的共享菜园上。于是，王启迪开始打理康家

村 20 余亩共享菜园。

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忙着种地，而是挨

家挨户走访，了解村民的收入，对全村劳动

力进行整合。王启迪对村民说，各行各业都

不容易，今后找活干的人都可以来菜园，时

间不论长短，长期工每月发工资，短期工按

阶段发工资。

接着，就是筹备开园。她把 20 余亩田

地划分成豆腐块一样的四方小块，每块 10

平方米左右，插上牌子标上号供大家认领，

自己的地自己种，自己的菜自己摘。如果

“地主”顾不上，就在群里打个招呼，由庄主

安排村民帮忙打理⋯⋯

过去，坐在民宿里等生意；如今，站在地

头想点子——王启迪感慨地说，在田园里举

办生日 Party，在小河边开展亲子游戏，父母

带着孩子在菜园采摘⋯⋯更多市民体验上

乡村生活，记住乡愁！康家村还和中国邮政

合作，四季豆、螺丝椒、南瓜、黄瓜、茄子、西

红柿等绿色蔬菜每隔 3 天统一配送一次，让

城里所有认领共享菜园的业主每周都能吃

到自己菜园的新鲜蔬菜。

康家村的王玉看到村里环境越来越好，

来玩的人越来越多，率先开办起农家乐，其

他村民有样学样，多家乡村餐饮店应运而

生。今年 37 岁的村民王锋大学毕业后一直

在外打拼，这次回来，他成立了乡村合作社，

踏实留了下来。这幅“群众幸福图”，如今越

来越好看！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 静 美 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fukan@jjrb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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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医圣文化园南阳医圣文化园((一期一期))园外的红墙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园外的红墙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曹曹 健健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上图上图 河南南阳世界月季河南南阳世界月季

大观园内的明月桥大观园内的明月桥。。

高高 嵩嵩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下图下图 南阳南阳城东温凉河畔城东温凉河畔

的医圣祠的医圣祠，，是东汉医学家张仲是东汉医学家张仲

景的祠墓所在地景的祠墓所在地。。

吴吴 双双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