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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新发现

修缮一新的古建筑矗立眼前，宽阔平坦的村道延展

无垠，碧波荡漾的河道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日前，踏入

定南县岭北镇龙头村，一幅整洁雅致、风光旖旎的画卷徐

徐展开。离村不远处，一块写着“红色龙头”的村牌格外

醒目，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拍照。一个地处三县边际的

小乡村，为何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访参观？

“这就不得不提起我们龙头村的历史了。”据龙头村

村干部郭晨楠介绍，龙头村地处岭北镇东北部，位于定

南、信丰、安远三县交界。1932年6月，为巩固苏区政权，

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军东路军抵达定南，当晚就分别住在

龙头圩及附近村庄的民房内。如今，龙头圩毛泽东旧居

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

定南按照“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求，立足红色资源优势，精心布

局红色名村建设，围绕“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

有事可说”原则，积极保护修缮村内红色革命遗址。2024
年6月，随着党纪教育馆、游客步道以及河边观光等设施

的建成，龙头村也因此“活”起来了。据统计，自2024年5
月14日以来，龙头村已接待了近万名参观者。

近年来，定南深入挖掘当地特色历史文化古村落资源，

不断促进人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和村民就业增收，推动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旅游、文化等特色资源开发有机融合。

红色龙头展新颜
□郭水华 曾龙飞

本报讯（周艳凤）近日，江西省研学旅行

研究会 2024年全体会员大会暨全省研学产业

链发展交流会在会昌县成功举办。130余名来

自全省各地的会员单位、高校、研学企业代表

参会，共谋研学旅行发展新机遇。

在会上，汉仙岩研学基地报送的研学课程

《探索丹霞奇观，传承文化精粹》获“2024年度江

西省十佳研学旅行课程”，会昌县风景独好园研学

基地获“2024年度江西省研学旅行示范基地”。

来自外地的专家学者分享了如何成为一名合格

的研学人以及研学课程设计经验等内容，为江西

省研学旅行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其间，嘉宾参观了会昌和君小镇、戏剧小

镇、风景独好园等研学旅行基地。政府与企业

双向链接推介会上，会昌县等地文旅代表登台

推介。

此次大会为江西研学旅游发展搭建了高

效交流平台。参会会员表示，将以会议为新起

点，加强交流合作，谋划2025年研学旅行工作，

为打造“研学江西、风景独好”品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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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钟才旺）近日，为预热宣传即将到来的春节

旅游市场，由崇义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赣州市旅

游协会、江西明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协办的“巳巳如意，

悦游崇义过大年”——2025崇义文旅推介会在赣州市君

尚购物中心成功举行。

推介会现场，主持人热情洋溢，通过有奖竞答方式串

联全场，为现场来宾送上精美礼品。活动围绕崇义特色

旅游资源和旅游线路开展，推介会上播放了崇义文旅宣

传片，崇义深厚的文化底蕴、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旅

游资源，让现场嘉宾沉醉其中。崇义文旅推介官介绍了

“巳巳如意，悦游崇义过大年”2025崇义春节文旅活动、优

惠政策以及旅游线路产品，向现场嘉宾和市民游客发出

诚挚的邀请，欢迎春节假期来崇义，感受浓厚年味。

通过本次推介会，大家对崇义文旅品牌形象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推介会不仅为2025年春节旅游市场开了个好头，

更是推动“引客入崇”全面开展，吸引更多游客赴崇旅游观

光，带动崇义文旅市场繁荣，进一步擦亮“养生天堂”名片。

2025崇义文旅推介会成功举行

六石洞，是崇义县乐洞乡陈洞村的一

个小村庄，地处湘粤赣交界处，鸡鸣三省，

偏僻且原生态，在地图上很难找到。

有几位文友，想来崇义县采风，笔者

推荐了六石洞，打算走两三个小时的山

路，去体验一把深山的风景。说了几次，

终于在近日成行。

一大早就出发。崇义不愧是全国十

大竹子之乡，山山岭岭翠浪涌。从崇义县

城到乐洞乡原本要走三四个小时的路，现

在有了高速公路，一个小时不到，我们就

到了湘赣交界处进入湖南热水镇黄石村，

前来带路的向导老周说，现在去六石洞，

不走山路去更好，跟着他的车走就行。

这是一条全新的路线，在热水镇走了

半个多小时，走进一条山谷，来到了飞水

寨景区的大门口。“是不是带错了路？”“没

错！”老周忙解释说，这个景区大门是我们

从湖南去六石洞的必经之路。

原来如此。

飞水寨的大门，建在高山峪口，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抬头望见高山峰峦，横

亘云端，两边是古树参天，天然阔叶林如

浪汹涌，树叶在阳光下泛起七彩斑斓，深

林幽谷，更显山的崔嵬。老周告诉我们最

高的山峰海拔 1559米，有三个名称，湖南

这边叫汜水山，广东称作万时山，江西喊

范水山。不管山叫什么名称，山还是这座

山，因此在山顶立了一块湖南、广东、江西

三省共有的界碑，每一个棱锥面都写上一

个省名，真不愧是三省交界。

六石洞和飞水寨在同一条山谷，车进

飞水寨，盘山公路沿着山谷向上延伸，几

分钟车程，见山谷溪涧横着一座桥，桥头

一块醒目的牌子写着“万时山由此去”，大

概是登山客步行的进山口；而桥另一端的

牌子上写着“畲族手工纸坊”，纸坊的门是

关着的，静静地立在那里。

再经过几个急转弯，爬上几个陡坡，

一个大瀑布跃入眼帘，谷底的巨石上写着

“飞水寨”三个大字，原来飞水寨是由此飞

瀑而得名。过了飞水寨，沿盘山公路继续

往上，突然眼前豁然开朗，屋舍田园，中间

一条溪流，两岸有好几户人家。我们以为

到了，老周说，这里还是湖南的村子，属江

西的村子还要上去。

又转了几个弯，跨过一座桥，水泥路

变窄，变得只有二三米宽，在林子间穿行，

“柳暗花明又一村”，六石洞别有一番洞

天。听老周喊到“到了！到了！”

我们跳下车，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绝美

的山水画卷，山林、田野、屋舍，错落有致，

一条溪涧在右山脚静静地流淌，溪水清澈

见底，还有山上冲下的野果搁在清水里，一

些巨大的乱石，随意躺在溪水、田园、阡陌

上，几棵零星的古树点缀着这幅画，虬髯的

苍松，伞形华盖的棕树，浓密叶子说不出名

的古树，最让人震撼的是翠竹，一浪一浪从

山上铺下来，压到了屋檐，这里是竹的海

洋，是一个竹林深处的世外桃源。

仰望范水山，枯黄的茅草山岗上，硕

大的风电车轮在半空中缓缓转动，让这个

偏远的山村感受到一点现代气息，也增添

了无限风光。

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就听得见犬吠

声，冬日的田野上有几只鸡，悠闲地觅

食。几位文友欣喜地称赞这个村子的美

丽。走过一座小桥，附近的人家建的是崭

新钢筋混凝土的砖房，而新房旁边还有一

些砖瓦土房，它们在青山脚下显得那么和

谐恬静。

从湖南的村子往上走的这段路，以前并

没有路，车子进不了六石洞，山里人进出只能

靠肩挑背驮，人工搬运的效率非常低，成本却

非常高。直到2019年，省里脱贫攻坚的检查

组要到六石洞去检查工作，但是车子去不了，

对此，检查组提出了整改意见。后经多方筹

资140多万元，修筑了这一段水泥路。路通

财通，至此，六石洞的毛竹、山货都能更顺利

地卖出去了，六石洞的新房也逐渐多起来。

山民们非常感激脱贫攻坚这个好政策。

欣赏了一阵子美景，我们试着去探访

几户人家，虽然看得见晾晒的衣物，却大

多房屋大门紧闭。老周告诉我们，这里的

村民非常勤劳，现在冬季正是挖冬笋的季

节，当下冬笋行情好，他们老老少少都去

挖笋去了。正当大家发愁找不到人的时

候，突然有人发现村子最高处的一户人

家，一位老人在房顶上收拾东西，大家便

决定去寻访这位老人。

顺着大路，找到山坡上最高的这户人

家，一位白发老婆婆走出来，身材不高，精

神头十足。老婆婆姓曾，十六岁就嫁到了

六石洞，原以为她一个人在家，碰巧从旁

边的新房子走出一位中年男人，一问才知

晓是曾阿婆的小儿子。与曾阿婆聊天得

知，这几户人家都姓林。阿婆是湖南人，

娘家就在附近高滩村，她年轻时经常来这

一带挖笋、捡香菇、挖山蕨，一来二去熟

了，便和六石洞的林姓青年结了婚。

曾阿婆说，以前，六石洞一带居住的大

多为畲族人。阿婆的老家高滩也是一个畲

族少数民族村，六石洞人的风俗习惯和高

滩几乎相同，山里人以前都是种苎麻、织夏

布，他们有自己的特色服饰，上山唱山歌，

善吹竹叶，现在还有一些妇女能歌善吹。

六石洞人住山靠山吃山都有不一样

的法子。六石洞是江西省非遗传承项目

崇义畲族东庄纸的故乡。早些年，竹子运

出去难，山民物尽其用，住竹楼、居竹棚、

挖竹笋、做土纸，经济来源主要靠挖竹笋

和做土纸。中国“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发

明人蔡伦的出生地就在东汉桂阳郡（湖南

桂阳）即现在的湖南耒阳市，六石洞相距

耒阳市不过一二百公里，古老的造纸术曾

在六石洞盛行，昔日这里生产的东庄纸漂

洋过海，远销南洋。

做纸的开山出山都有很多规矩。每

年立夏前后，从进山砍下的第一棵笋，叫

开山。山里人十分看重开山仪式，要择吉

日吉时进山，领班人砍下第一棵竹笋来预

测吉凶，说吉利话，祝福开工顺利，纸张卖

出好价钱。山里人就用这种纯朴和虔诚，

来向大山表示敬畏和膜拜。

现在的六石洞，住山靠山吃山有了新

法子。公路修通后，改变了“竹在山上烂，

人在家里穷”的状况，毛竹出山更方便了，

人工成本减下来了，运费也降了下来，毛

竹卖出了好价钱。

林权制度改革后，六石洞每家每户都

有一二百亩毛竹林，山定权，竹定根，人定

心，六石洞人主要就是靠管护竹林、经营

竹林走上富裕路。抚育采伐，生态补偿，

俏销的毛竹一根根、一车车走出大山，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用上电，开通了电话，

看上了电视，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小康楼，

孩子们都到乐洞乡或崇义县城去读书，村

民生活方式和山外几乎相同了。

离开六石洞，美丽的风光，别样的思

绪，让我久久回味。

六
石
洞
纪
行

□

高
华
龙

文
/
图

六石洞就隐藏在这片风光秀丽的深山竹海之中。

←湘粤

赣三省界碑。

↑六石

洞村民在纸

棚内生产东

庄纸。

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