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洛郎，河洛郎，
一别故土三千里，
漂泊四海去远方。
到八闽，下南洋，
敢拼会赢誉他乡。
海上丝绸织彩锦，
客居他乡撒芬芳。

梦萦大谷关，
热泪长又长。
回望桑梓祖源地，
乡音乡情暖心房。
归来吧，归来啦，
彩云归来河洛郎。

河洛郎，河洛郎，
丝绸之路最前沿，
云水之间搏风浪。
上接河洛与吴楚，
下续闽台与海洋。
漫漫征程显身手，
重义求利勇担当。

多少洛阳桥，
他乡连故乡。
回馈故园思不断，
情在花城东陌上。
归来吧，归来啦，
游遍芳丛河洛郎。

河 洛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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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福 柳江虹

根在河洛

老家有一句谚语：“七月十五打核
桃，八月十五打灵枣。”秋天来了，老家岭
上人也忙活起秋收来了。

玉米、花生、大豆、芝麻、红薯、棉花
等农作物相继成熟，秋梨、山楂、核桃、大
枣、柿子、板栗等秋果也挂满枝头，五味
子、八月炸、猕猴桃、野酸枣等野果也露
出了诱人的色泽。

于是，农家小院里晒满了五颜六色
的秋粮、秋果，房子周围野菊花开出一
片片金黄，山上山下的枫叶、黄栌、黄楝
等叶子树像一团团火燃红山头，点亮谷
底、沟边。

岭上秋色看着美、闻着香、品着甜！
山与山相连为“岭”，山与山之间的

山谷为“峪”。我的老家在蛮峪岭，是蛮
峪后边的山岭，最高海拔 750 米，方圆
50多公里，是嵩县县城西南海拔较高的
一片丘陵山地，横亘在伊河和熊耳山脉
之间，位于德亭镇和何村乡的交界处。
德亭、何村的十几个村分布在岭上的各

个角落。
岭上村庄的名字很有特色，姜岭、安

岭、杨岭、吕岭、胡岭、陈家岭，南岭、北
岭、前岭、后屯、东洼、箭洼、坡跟、大尖，
关爷庙岭、黄龙庙岭、祖师庙岭等无不与
山岭有关。

参加工作后，我接触了很多有关历
史史料才明白，嵩县地处河洛地区，是
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各民族融合
的地区，很早就是各民族聚居区。这里
不仅有南方来的少数民族，还有西北胡
人陆浑戎。南方人带来了采矿技术，胡
人带来胡萝卜、胡麻等农作物，蛮峪、蛮
子营就是南方人居住过的地方。原来，
这看是荒山野岭的地方，也闪耀着民族
融合的光芒。

这里也是历朝历代的古战场，从“问
鼎中原”的故事到“王莽撵刘秀”的传说，
从蟠龙古寨到蛮峪岭剿匪，无不显示着
这道岭的战略地位。

这里也是从南到北的交通要道。

宛洛古道越岭而过，走在古道留存的
石台阶上，坐在关爷庙前茶庵遗址边，
仿佛能听到客商的脚步声和骡马的铃
铛声。

蛮峪岭上，最有名的当数姜岭村。
传说，姜子牙小时候居住在这里，后姜子
牙把所有姓姜的人家全部搬迁，但姜岭
村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姜岭村位于何村乡南部，全村森林
覆盖率98%，辖9个自然村7个村民组，
共145户570余人。近年来，姜岭村立足
于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景色宜人等村域
特色，发展中药材连翘种植、中华蜂养殖
等特色产业，打造生态旅游新业态，一幅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美丽
画卷正在“甜蜜姜岭”徐徐展开。

在中药连翘种植和中华蜂养殖规
模不断扩大的当下，姜岭村又发展牛
羊产业、林下种植养殖产业，还配套修
建森林娱乐项目、林间民宿、森林氧吧
露营基地等，“甜蜜姜岭”正在嵩县、洛

阳甚至河南声名鹊起。
秋冬天的姜岭，经常出现薄云轻

雾、平流雾、云海等自然奇观，加上古老
的村庄民舍，满山各色树叶，景色美不胜
收。姜岭村也是观赏日出日落的最佳
地：日出陆浑湖，呈湖天一色；日落天池
群山，呈漫山彩霞奇观，吸引了众多摄
影爱好者。

姜岭村还将开发大石窑、关爷庙等
景点，并贯通蛮峪岭、东洼、后屯、箭洼
等 5 个行政村，全力打造农文旅休闲观
光带、康养露营基地，致力于农文旅三
产融合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
乡村振兴。

岭上秋色渐浓，景色渐美，色香味俱
全。山山有美景，时时景不同；村村有故
事，家家有本致富经。

回到老家，我最喜欢岭上的秋色。
听着古老的传说故事，看着不断变美的
家园，我仿佛躺进亲人的怀抱，亲切、温
暖而踏实！

岭 上 秋 色
□罗孝民

夏秋之交，小区里20年的女贞树绿
荫匝地，同龄的冬青树也绿得肆意、绿得
耀眼。几栋多层楼房在绿色的环绕中显
得越发静谧。

楼间树下，坐着几位乘凉的老人，其
中一对高龄夫妻特别引人注目。坐在小
板凳上的老先生93岁，坐在轮椅上的老
太太88岁。

他们摇着扇子，满脸堆笑地闲聊
着。路过的邻居，有的挥手打个招呼，有
的站在跟前说几句话，有的干脆凑在一
起聊天。我和爱人出门回来，总要来到
他们跟前问个好。

刚住进小区时，他们留给我最深的
印象是，一个 60 多岁的老太太，蹬一辆
三轮车上街，老先生在后面跟着，遇到小

坡了推一把。他们买菜、办事大多是出
双入对。碰面多了，我们就认识了。

近年来，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坐上了
轮椅，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在后面推着，成
了小区里的又一景。他们慢悠悠地转
着，累了，紧挨着坐下来休息。她坐轮
椅，他坐凳子。有时老先生弯着腰，低着
头，自己转……老太太说，我现在是离不
开老头子了。老先生笑了笑说，推轮椅
也是锻炼身体啊！

老 太 太 精 神 好 ，爱 说 爱 笑 ，慈 眉
善目。老先生记性好，不急不躁，面容
祥和。

老先生说，他是个老革命，1948 年
参军，参加过平津战役，渡黄河，过长江，
解放全中国；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

军，参加过上甘岭战役，被炸伤仍坚持战
斗，后被记三等功一次。

至今，他的头上还留着弹片，时不时
头疼发作，痛苦难耐。但他常说自己是
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功劳，比起那些牺
牲的战友幸运多了，赶上了新时代，过上
了幸福生活，他们却享受不到了。每说
到这些，老先生总是一脸痛惜。

1954 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留
在了洛阳。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期，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洛
阳大建设。他一直履行职责，兢兢业业
干工作，直至退休。

他家客厅里还挂着他手捧鲜花，胸
前戴着闪闪发光的纪念章、奖章，身披

“光荣在党 50 年初心不变”的大红绶带

和“致敬抗美援朝英雄”的大红绶带的
多幅照片。那份喜悦，那份幸福，那
份 激动，从心底溢满脸庞，让人万分
敬佩！

老太太是洛阳纱厂的老职工。她
告诉我，跟老头子结婚很光荣。他们
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孩子们都很孝
顺。他们现在的生活基本自理，“做饭
了，我坐着洗菜、切菜、配料，老头子负
责煎炒，炒出来的菜，还很好吃；包饺
子了，他擀皮，我管包；吃饭了，我俩面
对面坐着，他看看我，我看看他，吃得
香甜可口”。

他们的老年生活，有滋有味，处处
有爱。卧室里，面对面放两张小床，方
便说话和相互帮助。谁有什么需求言
语一声，对方就心领神会。老太太行动
不便，老先生听不清，她就用拐棍敲敲床
帮，问问情况……出去转，他推着她。

他们的珍惜和陪伴，正是那“少年夫
妻老来伴，执手相看两不厌”的现实版。

幸福相伴老两口

我乡我土

生活空间

□微澜

近 日 ，歌
曲《河洛郎》在
网络音乐平台
上 线 不 久 ，便
引起不少网友
关 注 ，一 些 海
外华侨华人为
其点赞。本文
为《河洛郎》歌
词 ，词 作 者 均
来自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