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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该写点什么。

从甘肃天祝回到西宁，再从西宁到北京的这些日子

里，常常对自己说这句话，不过，依然搁浅至今。

那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大概六月上旬，在一个雨后

放晴的早晨，记者离开天祝两年后重又出现在天祝华藏

寺，重新用自己的心和一双脚，来丈量天祝这片土地。

大美不言炭山岭

记者出发的头一天，县城华藏寺下了一场雨，雨后

的华锐藏乡分外妖娆。8 点半，从华藏出发，不过 10 多

分钟，进入了石门峡。初夏时节，石门沟漫山的碧绿不

仅把人们的脚步留住，更会把人们的心留住。

华锐，据说是 13 座大山组成的英雄部落，这里的每

座山都是依次渐上的风格，错落有致。从石门峡往土城

沟，再上五台岭，依次在几十公里的半山腰，会看到林中

的一团团、一簇簇，像幽暗的森林中燃起了火把般的紫

红花，当地人都叫它“香柴花”，实际上它的学名叫杜鹃

花。初夏的杜鹃花鲜明耀眼，沿着大山逐渐往上开得如

火如荼。林中的杜鹃，长势已经不像灌丛，而是高大如

乔木。如果你走进林中，不需抬头看花，仅是地上落英

缤纷，已营造出迷人的意境了。

杜鹃花喜欢高寒湿冷的环境，对低温有着很强的适

应性，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根系中没有明显

的主根，完全由须根构成，可以平展在土里，因此不需很

深很好的土壤。即便只有薄薄的苔藓和土壤，小叶型的

杜鹃花依然能够密集地生长。

在五台岭上往东看，崇山峻岭，无比迷人。往西

望，白云缭绕，景观简直可以和庐山媲美！四台沟及阿

沿沟满山的植被因海拔和品种的不同，从下往上分层地

呈现不同色彩，山脚是碧绿的乔木和草地，山腰是白杨

林，山顶是高高的雪松林，与千年马牙雪山融为一体。

不但整座山是一幅彩色的立体画卷，连脚旁的灌木丛也

是五彩缤纷。车子行驶约 1 个多小时，在美丽风景伴随

下，不觉间，记者来到了天祝县炭山岭镇。

在炭山岭镇的天安住宅小区建设工地上，记者见

到了炭山岭镇的党委书记杨成文，杨书记精明干练、说

话幽默风趣。说明来意后，杨书记简要介绍，炭山岭镇

地处甘青两省界河大通河北岸，距县城 66 公里，总面

积 356 平方公里。全镇有 9 个行政村，人口 1.8 万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 1.1 万人。近年来，镇上充分发挥资源和

区位优势，提出了以打造全省经济强镇为目标，大力发

展“能源工业、生态旅游、特色种养”三大产业；突出抓

好“ 小城镇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两个重点；全面落实

“服务二产、提升三产、调整一产”三项措施的“一二三”

发 展 战 略 。“ 十 二 五 ”期 间 的 总 体 发 展 目 标 是 全 镇

GDP 总量达到 15 亿元，年上缴税金 3 亿元，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1 万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5530 元，努力把炭山岭镇建成以能源工业为主导产业，

循环经济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示范性中

心集镇。

记者了解到，炭山岭镇这几年在天祝县委、县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放开思路谋求转型跨越发展，城镇化水

平达到了 61.2%。镇辖内各类资源极其丰富，尤其是煤

炭。现有窑街煤电集团公司天祝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朱

岔峡水电站、华详岩页油厂等企业，年产原煤 180 万吨，

洗净煤 150 万吨，岩页油 3 万吨，发电 1.29 亿千瓦时，是

整个武威市能源工业集中区。

资料显示，截至 2011 年年底，炭山岭镇 GDP 总量突

破 12.1 亿元，上缴税金 2.11 亿元，占全县税收的 51.4%，

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 3638 元。

近几年，炭山岭镇在城镇建设方面边干边摸索，在

编制好 3.18 平方公里的《炭山岭镇总体规划》和 0.89 平

方公里的《炭山岭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

镇党委、镇政府根据实际所处的地理条件，提出了“城乡

一体、建管并举、项目带动、招商引资、开发河东、改造河

西、科学规划、分步实施、企地共建、和谐发展”的炭山岭

镇建设发展思路，党委和政府班子上下一心、干群齐力，

走出了一条“争取政策支持、整合项目资金、企地和谐共

建、群众积极参与”的城镇建设新路子。

每次来到天祝，记者都会听到好消息，都会有不一样

的收获。再次看到天祝湛蓝湛蓝的天空、洁白洁白的马

牙雪山、碧绿碧绿的高山达坂、紫红紫红的杜鹃花……记

者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这样一方值得记忆的土

地上，天祝的神奇、神秘和神圣，风光、风景和风情，都让

人深深震撼和感动。

杜鹃花开满山红

人间四月芳菲尽，华锐杜鹃别样红。从四台沟的半

山腰放眼望去，大大小小的山上，以绿为衬托，一簇簇，

一团团，像紫色霞光一样的杜鹃便会燃烧在你眼前。如

果静下心，从山巅看到山腰和山脚，然后联想到华锐的

人文，我们便会发现，华锐杜鹃的红，如这里的一切红得

极是。

炭山岭镇政府所在地是一条南北狭长的地带，东边

是典型可溶性岩在流水的溶蚀作用下形成的地貌，类型

为“丹霞地貌”。因头一天下雨，阿沿沟河水上涨了许

多，同时也把炭山岭镇附近的粉煤灰灰尘全部洗刷干

净，记者的心情也如这雨后的天气，开心而灿烂。

记者看到在原来的武威市汽车运输二队旁边的河

岸，挺起了一座座新型建筑群，看到这些，记者深深被炭

山岭镇党委、政府的一班人所感动。这些从农村一步一

步走出来的基层干部对农村情有独钟，不仅对农村、农

业、农民非常熟悉，而且经过几年在炭山岭镇这个矿区

摸爬滚打，对服务企业、招商引资、区域经济、旅游服务

等工作已经得心应手。

这几年，炭山岭镇在资金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摸着

石头过河，先后完成了其他乡镇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如

炭山岭至赛什斯三级公路建设、菜籽湾至金沙旅游公路

建设、天乐住宅小区建设等项目；还组织实施了炭山岭

镇河东市场改造，天乐广场、天乐广场综合楼等一些标

志性新建工程；协调相关单位修建了地税分局、法庭、公

安派出所、卫生院等办公楼；协调天祝煤业实现了河东

机关区集中供暖。同时，多渠道、多方位争取实施了炭

山岭村易地扶贫搬迁、塔窝村易地扶贫搬迁、阿沿沟游

牧民定居、小城镇道路及供排水、河东公路、采空区治

理、炭山岭村整村推进、退市还路、危房改造、货运中心

等城镇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和支农惠农项目。

3 年来，镇上的全体干部几乎没好好休过一次假，县

上也给炭山岭镇配备了一个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带领大

家往前走的好班子，也遇上了一群默默无语、埋头干活

的乡镇好干部，千秋功德，谁人评说，不求说好，但求不

落骂名就心满意足了。

3 年来，城镇建设项目除由企业实施和尚未动工建

设的以外，仅由镇上实施的在建和续建项目总投资达到

了 1.13 亿元，其中申请国家投资 3080 万元，整合其他专

项资金 810 万元，县级配套 285 万元，招商引资 3180 万

元，群众自筹 3945 万元，共计占地 33 公顷，房屋建筑面

积达 6 万平方米，建成旅游服务宾馆、餐厅各 1 处，建成

沿街商铺 266 套，实现了商贸区东移，集镇中心扩大了

近一倍。

记者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因采访或省

亲多次来往炭山岭镇，那时的炭山岭矿区可谓是脏、乱、

差。人未进矿，老远就能闻到各种混合气味，人走在街

上不到几分钟，身上就沾满黑灰色的粉煤尘，人的嗓子

眼里面吸进去的也是黑乎乎的粉煤灰。下雨天道路泥

泞，阿沿沟河两岸臭气熏天……

看看如今的炭山岭镇，记者从河东具有丹霞地貌的

小山上揉揉眼睛俯瞰全镇一切，一片清朗美丽的小城镇

山景瞬间充实了整个视野，白云绕着远处的山头，偶尔

被风吹散，又盘踞到了另一处的山头上去了。大雨刚

停，看到的只是雾气和云层，还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栈

道。近处的悬崖上零星有松柏树顽强地生长着，记者的

思绪也随之飘忽，想想人是多么渺小，恐怕只是大自然

这巨大盆景中的一个小小摆设，但看看炭山岭镇的一

切，扪心自问，那实实在在足踏在地上埋头苦干的人又

是多么的伟大，于是那些整日盘踞于心头之上的不快也

逐渐被风儿吹散了……

杜鹃红 华锐美

记者这次来天祝时节巧合，是杜鹃花开满山红的时

候，所以就有了非常的激情、非常的纯真、非常的和谐，

真正是花人两相映。

炭山岭几乎是无处不杜鹃，无处不花开。进去阿沿

沟，在阴坡杜鹃开在山腰，就像一丛丛连心的紫蝶，那少

女一样随风舞蹈的姿影，足以缴械掉文人墨客的骄横与

霸道！杜鹃花获得了很多诗文赞美，比较有名的是唐朝

诗人白居易，他赞美杜鹃花“花中此物是西施”，人间美

女是西施，花中美花是杜鹃。其实，如果用西施来比拟

杜鹃之美，那么阿沿沟的杜鹃更可以说是一位不拘繁文

缛节的女子，热烈而不矫作，美艳而不妩媚，敦厚而不软

弱，贤淑而不张扬。阿沿沟的杜鹃一到春天和初夏，便

会次第开放，开得从容不迫，毫无忸怩之态、故作之姿。

它不像深山幽兰，只适宜生长在高峡幽谷之间；也不似

那隔夜昙花，匆匆一现，便花事湮没，给人带来无尽的遗

憾。阿沿沟杜鹃花的根、叶、花入药，有和血调经、消肿

止血的功效，花、叶外用治疥疤、痈疽等症，根治内伤、风

湿等症。其鲜花或花蕾，用沸水煮熟，再用冷水浸泡漂

洗，即可炒食，别有风味。而且杜鹃枝条密集，根系发

达，对水土保持大有好处。纵观阿沿沟杜鹃，其形态是

那样的热情大方，体现出了知性、温婉、善良、美丽的气

质，其功德是那样的大爱无声，犹如阿沿沟女性大孝至

爱，爱人如己,与人为善，用爱演绎真情，用善温暖心灵，

与阿沿沟著名大山马牙雪山的形象也不谋而合。

马牙雪山，终年积雪，直刺云霄，奇特壮美，形似马

牙，故称马牙雪山，藏语称阿尼嗄卓。马牙雪山主峰白

石尕达，藏语称伦布什则，意为最高的须弥山。海拔

4447 米，东西长约 45 公里，南北宽约 10 公里，山势连绵，

集雄、奇、险于一身。雪山上有多个“天池”。位于主峰

白石尕达附近的古古拉海子最为著名。山脚下有绵延

10 公里的草场，珍稀畜种天祝白耗牛就生长在这里。

如果把生长在马牙雪山等所有华锐大山阳面的松

柏树比作华锐的伟男子，那么生长在大山阴面的杜鹃就

是貌若天仙、心地善良的美女子。华锐的子民们如这

大山阴阳面的松柏树和杜鹃花一样，世代繁衍，寄托

后人无限美好的希望，是华锐形象的化身。同样，华

锐 杜 鹃 虽 不 能 言，却 也 像 伟 男 美 女 一 样，惠泽着华锐

父老乡亲。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炭山岭镇实施项目最多的一

年，仅重点城镇建设项目就有 10 个，总投资达 3.8 亿元，

其中包括移民搬迁北街新村建设、天安小区公租房建

设、廉租住房建设、游牧民定居、城镇道路及供排水工

程、天乐小区二期工程、镇办公用房、矿区河道防渗治

理、农贸市场、商业南街、商业北街、防洪河堤建设等。

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不仅对镇域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

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全县经济发展任务的

完成和转型跨越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镇党委、政府

一班人将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发展意识、项目意识、责

任意识，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采取强有力的措

施抓好落实。

同时将重点服务好天祝煤业等驻地能源工业企业，

确保天祝煤业年产 120 万吨原煤生产线、年产 150 万吨

洗精煤厂、年产 3 万吨页岩油厂正式投产。使镇域内能

源工业产值达到 14 亿元，实现税收 2.8 亿元。积极争取

落实招商引资和旅游服务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启动

运行炭山岭镇农贸市场、货运中心和旅游服务宾馆、餐

厅，从而带动全镇第三产业大发展。

记者从如火如荼的施工现场亲身感受到了炭山岭

镇今年即将实施的项目和远景规划，犹如杜鹃开在马牙

雪山山脚一样，就像一双双长者随和仁慈的眼睛，那家

一样的温馨，足以宽慰仁人志士的魂魄。华锐的杜鹃

花是一种大众花，它天生有一种宽容的胸怀，无论是迁

客骚人，还是达官贵族、村野民夫，从不拒人于千里之

外。如果说玫瑰花的主旋律是爱情，康乃馨的主旋律

是友爱，梅花的主旋律是品格的高洁，那么华锐杜鹃的

主旋律则是父母之爱，是包容和希望！使杜鹃的生命

释放出了一种坦然、宽容和豁达，从而造就了杜鹃的气

质和气度。这一点和华锐人极为相似。华锐从古至

今，就具有一种包容和谐、豁达大度的传统。例如在清

朝年间华锐给国家贡献过好几位学德高超的大活佛，

如三世章嘉若必多杰、三世土观曲吉尼玛等大活佛，他

们不但在朝廷和中央任要职，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在

参与解决国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曾发挥过不小的历

史作用，而且博学多才，著述颇丰。他们的不少名著如

《如意室树史》、《青海历史·梵曲新音》还被译为英、俄、

法、德等外国文字，流传于世。因此，圣地华锐，也随之

名声大震。

华锐地区培育出那么多藏学造诣极高的大学者，他

们继而为藏学的发展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这些足以说

明，宽容而博大的华锐如华锐杜鹃一样，对我国宗教文

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啊!

杜鹃红，华锐美。一路走来，如果将炭山岭镇的发

展作为天祝发展的缩影，那么天祝的发展，尤如这华锐

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一样，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之核。

那么我们再看杜鹃，就不是原来那种单纯的杜鹃花了，

而是有了更深的意韵和精神品质的杜鹃，你就自然而然

地想起华锐的杜鹃，犹如华锐人一样，不畏严寒拼搏奋

进，也就不会任时间的流逝被自然凋谢了去，就不会任

社会潮流的涌动被冲刷了去！华锐杜鹃红，装进了华锐

人们的心里，装进了华锐人们的生活，使锐意进取的华

锐人，拥有一个永恒的春天。

华 锐 杜 鹃 别 样 红
——甘肃省天祝县炭山岭镇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王琰 陈彩霞

炭山岭全景炭山岭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