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满芮萱

热线电话：3083220

电子邮箱：szxbfk@126.com
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东湖文苑12

本报地址：市中区融媒体中心院内 邮政编码：277101 摄影部邮箱：szxbsyb@126.com 印刷：枣庄日报印务中心

拥

抱

绿

色

生

活

共

享

美

好

未

来

公益广告

□刘圣明

露凝霜，风舞叶。

雁过寒天，云影匆匆瞥。衰草连天秋色切。

瘦水残荷，寂寞清波澈。

忆流年，斟韵阕。

岁月匆匆，心事凭谁说。独倚高楼情未绝。

霜冷长河，望断天涯月。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苏幕遮·霜降》

——观“2024冠世榴园·枣庄马拉松”

□穀越

天蓝云白山水清，

祥和榴园突欢腾。

一场赛事万人赴，

猎猎彩旗舞苍穹。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活力之城

《秋枝雀语》 汤青 摄

□刘连金

“ 南 山 —— 香 山 、 香 山 —— 南
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
山、永安的南山、枣庄新老城区的南
山。深秋的南山，已是五彩缤纷、色彩
斑斓、层林尽染。南山堪比北京的香山！

永安，虽是“半城半乡”，但还有南
山旖旎的风光：山漫城、城依山，景色
斑斓无限。这里一年四季美景接连碰
撞，永安的“南山”，处处皆是人间天
堂。来吧！美丽的永安、醉人的“香
山”，已伸出臂腕，欢迎游人把秋的美景
游览... ...！

每年秋天 ，永安的南山便成了摄影
家的天堂，地球村最唯美的地方。青山
向晚盈轩翠，碧水含春傍槛流。村村是
画，步步皆景，山水间飘渺着朦胧雾，
山村的景时隐时现。古意盎然的民居、
石径、金黄；青山绿水环绕其间，全然
剔透着一派水墨丹青的韵味，秋天应该
去一趟南山，逃脱喧嚣， 皈依田园。来
一场心境的跋涉，觅一处宁静的港湾。
让身心沐浴在秋色晨曦和泥草清香交融
的乡野里，每年此时，恰好可以遇见南
山最妖娆的样子，傲霜的红枫与青石的
古村掩映一体。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农舍、炊烟、群山、白云形成意境
深远的山水画卷，杨树一点一点变的金
黄，然后向周围渐渐弥漫秋的颜色，秋
意越浓，南山的颜色就披金，若问一天
里南山何时最动人，那一定是秋色晨
曦 、暮色向晚、夜色撩人。清晨的缕缕
清香，从幽静深远的小巷飘然而出，独
特的芳醇气息令人心旷神怡，晚霞在暮
色中尚有余温，看着灿烂绚丽的晚霞陪
着夕阳落下，触动着内心深处的一份安
宁。“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

悠”，如果说秋天是风景如画的诗篇，可
那么永安南山的秋，便是诗中最生动的
一页篇章。

永安，曾上榜于省级美丽小镇和全
国文明村镇，这里的美食还曾露脸乡村
美食大会欣赏，这里有马场古村，是影
视剧拍摄的基地，更是众多资深摄影家
长期驻扎的摄影胜地。这里藏在大山深
处，清凉舒爽，消暑解寒。这里的美丽
没有早晚，只有优美的村落。

每一个清晨，你都会在鸟儿的鸣叫
中醒来，这里的田园风光，早晨的日
出、夜晚的银河任你选，素有枣庄“小
坝上”的美誉，群山下的苍翠，炊烟袅
袅，光影变幻，就像一处藏于闹市身旁
的桃源仙境。南山的美是丰富而低调
的，它的山山水水就像“坝上”一样，
如同水墨画一般。她的村庄虽不像“坝
上”的建筑热闹非凡，却安静的不会寂
寞，闹市身旁的桃源仙境，美的意外。
春天，从白色的世界中，绿色悄然无声
的到来，到那串串槐花飘香十里，山谷
里花团锦簇。夏天，这里的温度远远低
于市区。站在山谷里，清绿田野，草木
葱茏。秋天，连绵的山峦层林尽染，五
彩斑斓，峰回路转之处，不时有一树火
红的柿子立在崖上，令人欣喜。冬天，
大雪过后，南山的早晨，缕缕炊烟，在
晨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绚丽夺目，恰
似步入仙境一般。

总之，南山的美是不分季节的，无
论选择什么季节到这里来，都会有不同
的惊喜和发现。一缕缕的晨光越过高
山，顺着山坡倾泻而下，袅袅炊烟透过
绿色的阵仗悠然升起！村舍、道路、远
山在光影交错处若隐若现，一切如水墨
画般，这画卷便是南山。

这里分布着牛郎山、岳飞放马场、
百步狼牙山、于山状元府、邹郎洞、天

生桥等历史遗迹，傲然挺立的山峰，碧
波荡漾的水库，恰似盛开的莲花，与山
谷里的村庄遥相呼应。尤其10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此时山中易现满山五彩斑
斓，薄雾缭绕山间的景象，独特的小气
候配合着日出光影便形成无与伦比的美
丽画面。只要你有足够好的运气，在

“坝上”能够见到一切美丽的风景，你都
可以在这里找到她最美复制版。

村庄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因特殊
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气侯。
每天清晨，只见那袅袅炊烟在绿树红瓦
之间随微风自由弥漫，稀疏的村舍和树
林若隐若现，犹如梦幻般的感觉，诗画
一般！

这里是摄影师热爱的地方，就被摄
影人命名为“枣庄的坝上”，成了摄影人
追光逐影的地方，与草原的旖旎不同，
这里的风光更像枣庄的汉子，没有名花
贵树，也没有急流飞瀑，村还是普通的
村，红瓦石墙，美丽乡村的实施更让山
村变得靓丽起来，处处透着平凡与质
朴。但她的美在于四季轮回的生息中。

在青翠的山谷中，山峦层层叠叠错
落有致，山路盘旋似“玉带”，从这边的
牛郎山绕到那边的霸王山，便绕到了绿
树掩映的小山村。这里是摄影师和“近
郊游”人们最青睐的好地方。

这里的美丽也没有早和晚，每一个
清晨你都会在鸟儿的鸣叫中醒来，晨曦
中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有一种无法言说
的清爽。夜幕降临时，找一户当地人
家，或者找一处露营之地，看满天繁
星，看夜光村庄，看远处隐约的山峰。
在南山，这些美景值得你去看，在马场
古村，岳飞跨马持枪，气贯山河值得敬
仰；在薄板泉，红色苏围子和刘少奇纪
念园等更是远近名扬；在聂庄的高山，
可看到枣庄新老城区的高楼大厦、交通

枢纽等尽收眼底；在车峪水库大坝上的
地方，这里是枣庄周边不可多得的观察
星空的最好去处，这里是枣庄南部山区
中一处难得的世外桃源。

这里是摄影发烧友的出片好地方，
看完“小坝上”的美景，可以到乡村游
玩一圈，当然更要尝尝这里的辣子鸡、
地锅羊肉汤等美食，不虚此行。找一处
最高点，等待从东方出现绚丽朝霞到一
轮旭日磅礴而出，每一个瞬间都是那样
绚烂多彩。

南山的秋，空气清新怡人，深秋也
不会太冷，是恰到好处的秋感，秋色如
油画，因而薄板泉牛郎山、高山、九鼎
莲花山，被摄影人赞誉为枣庄“小香
山”；南山的秋，是有着比北京香山更难
得的悠闲；南山的秋，是有着比北京香
山热情的绚烂；南山的秋，是有着比北
京香山更浓厚的古韵；南山的秋，藏着
好多好多你不得不来的理由。乡村游不
在乎的是那个近郊的终点，而是在乎那
个乡村游中的浪漫，那些在过程中遇见
的美好的风景。

在往后的时光中，回首过往，想起
那个小乡村、那座层林尽染的山，都是
人生过程中最美的轮回。南山的红叶，
不是漫山遍野红得一塌糊涂，而是很有
节制地恰到好处。因为它们不只是一味
的红，还有黄、紫、橙、绿各种色彩错
杂其中。一年四季不变的绿色是所有色
彩的背景底色，它们由松树、黄栌、红
枫、乌桕等观赏树种组成。最想做的事
就是，看遍绿道沿途的风景，风雨天晴
都伴你同行。一起手牵手，用最真的
心，伴着爱，去看遍南山所有的风景。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秋韵“南山”

□李群

齐村镇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北郊，这
里不仅是千年古镇、鲁南名镇，泉水花
香，风景宜人，而且还是人文大镇，文
化大镇，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滋养着这
一方水土，也为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提
供了丰厚的地方文化资源。

夹谷山会盟文化诠释“和为贵”思
想。齐村镇西北部境内的夹谷山，是公
元前2500年齐鲁会盟之地。被称为“万
世师表”的孔子陪同鲁国国君在这里通
过智慧和外交手段战胜了强大的齐国，
在教学中注重让学生学习孔子“礼治天
下”施政理念，启迪当今世界各国处理
关系主张外交手段和谈对话，进而对孔
子这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有了更深层
次的了解。

翰林文化营造读书学习氛围。建于

清朝晚期的翰林院，其旧址位于齐村镇
西圩子村，近百年来，该镇尊师重教，
人才辈出，先后有清光绪进士崔广沅，
授翰林院庶吉士。清朝御医董大用，著
有《医案集锦》等传于后世。清末知名
书画家董志顗，“真草隶篆无不备善”。
革命战争年代，有抗战时期第五战区五
十支队副司令崔遽庵、枣庄工人运动领
袖张福林、“英雄母亲”吴洪起、鲁南军
区第一军分区代理司令员董鸣春等，都
曾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作过重大贡
献。近现代教育专家、艺术名流、政商
要人不计其数。可通过这些丰富的人文
资源，时刻鼓舞学生奋发有为，积极进
取，为家乡争光添彩。

非遗文化不断传承接续。齐村镇文
化底蕴深厚，文化多姿多彩，境内钓鱼
台传说、齐村炻陶等10个传统文化项目
先后获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侯

宅子民间游戏、齐村庙宇庙会、莲花落
等8个民间传统文化项目先后获得市中区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是“中国民
间艺术之乡”、“中国武术之乡”。在教育
教学活动中可开展“非遗文化进课堂”、

“太极进校园”、“武术进校园”等活动，
让学生不仅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使之弘扬广大，而且不断增强文化
自信，充满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

红色文化提升爱国情感。齐村镇辖
区红色资源丰富，这里曾记载着当年铁
道游击队活动的踪迹，流传着抗战时期
我抗日武装攻打钓鱼台鬼子哨所、夜袭
卓山敌人炮楼的英雄壮举，更有解放战
争人民解放军解放齐村的辉煌胜利。新
的时期，北部屏山顶上建有红色记忆教
育基地，青檀路上乡村红色博物馆更是
参观者络绎不绝，在教学中可把这些红
色资源通过讲故事、看展览、实地参观

等形式来了解掌握，使学生不仅增强了
爱国主义情感，也提高对家乡这片红色
故土的崇敬爱戴之情。

新时代文化引领新的精神风貌。齐
村镇基层文化开展丰富多彩，如火如
荼，通过“大地欢歌”、“花开市中”、

“文化下乡”“文化专场”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着党的富民政策、向上向
善的故事、新时期的精神面貌等，可有
组织的带领学生观看参演这些活动，使
学生聆听感悟着新时代的脉搏，感受着
乡村振兴的变化，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倡导向上向善、以诚待人
的良好风尚。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提高
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实效性

教学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