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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
接”“千乘为之轼庐，诸侯为之止戈”“念
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金戈铁马，气吞

万里如虎”。戈，作为中国古代常见的兵
器，几乎成为战争的代名词。

本文物就是戈，年龄？籍贯？我自
己也记不清了。好在本戈随身带了一
个“户口本”，是个有铭的铜戈。咱这刻
款铭文共有3行18字：“十九年上郡守
逪造高工師竈丞造工隸臣渠”。

看了这个“户口本”，籍贯就很清晰
了，上郡嘛，郡治在肤施县，在今天的陕
西东部。年龄方面还是一头雾水？不
是观众朋友们学识浅，都怪本戈出生的
那个年代，纪年方式有那么点含糊。别
说一般人难以确认其中的信息，就是专
业的文物专家，彼此之间也存在分歧。

目前，专家学者们一致认定我出生于
秦，不是天下一统的那个秦，而是战国七
雄那个秦，这个没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
于，这个十九年，是哪个秦王的纪年？毕
竟，虽然古代帝王长寿的不多，但是执政
超过十九年的秦王还是有那么几位的。

好在有好多认真的专家们一直在
考证。其中就有专家认为本戈出生于
秦昭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288年。

这一年，在遥远的伯罗奔尼撒，第
123届古奥林匹克赛事隆重举行。此次
盛会还新增了一个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
项目——马驹赛。兴奋地观看小马欢快

步伐的希腊人，大约也要关注一下托勒
密二世的登基仪式，毕竟这位即将在地
中海沿岸留下属于自己的历史印记。

扯远了，回到咱们中国。前一段，
看似“七雄”之间打得不亦乐乎，实际上
却经常把那些夹着尾巴做国的小国打
得消失不见。这一年，形势越发变得明
朗化了，秦昭襄王忙着派兵遣将把韩、
赵、魏、楚这些邻国打了个遍。

你说他膨胀了也好，说他有些飘也
罢，这一年，这位秦昭襄王嬴稷大约是
感觉“王”的称号已经配不上自己的丰
功伟绩了，决定要做个“西帝”。他也不
小气，还派遣使者邀请“好伙伴”齐湣王
田地一起称帝，是为“东帝”。

战事是如此之频繁，本戈也记不
清，到底是哪位战士的哪次奔袭，将咱
这个出生在陕西的兵器，带到了一千公
里以外的安庆地区来了。

我想到那些穿越小说，主角大多不
是王侯便是将相，成为像秦昭襄王那样
傲视群雄的霸主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
易如反掌。然而，真正的历史残酷的，
在人命如草芥的乱世，多数人只会像本
戈的主人一样，不知道于何时葬身何
地。拥有一个强大而和平的祖国，是彼
时平凡人最大的梦想。

祖先创造文字时的深邃思想，总是
会让现代人忍不住啧啧赞叹。中国的

“武”字，拆开便是“止戈”，正所谓武为
止戈，武为和平。2308年过去了，本戈
很高兴地看到，日益强盛的中国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正在对世界的和
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在“止戈精
神”面前，“中国威胁论”不值一驳。

专家说文物：

“1996 年 5 月，桐城市孔城镇岗头
村一村民在盖房时，发现了一座战国墓
葬。桐城市文物管理所专业人员随即
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清理出战国有铭
铜戈等文物数件。”桐城市博物馆馆长
吕昭文介绍说，墓中所出战国铜戈通长
16.5厘米，栏高8厘米，戈援狭窄，中长
胡三穿，有栏。内上下有刃，中有一圆
形穿。“这是一件典型的秦国兵器。据
陈平先生研究，凡秦昭襄王末年以前的
秦戈均有一共同形制特点——中长胡
三穿。此戈的出土对于研究秦国军事、
铸造史有着重大意义。”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李江舟

自带“户口本”的大秦战戈
——战国有铭铜戈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怀宁县查
湾村是天才诗人“海子”故乡，如何更深
入地挖掘利用“海子文化”资源？怀宁
县高河镇查湾村将“海子文化”和乡村
治理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文化引领乡
村治理之路，实现乡村治理与“海子文
化”的同频共振。

乡村治理与文化同频共振

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是天才诗人
海子故乡，是国家级的森林村庄、省级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安徽省森林村
庄。如何更深入地挖掘利用“海子文
化”资源？查湾村将“海子文化”和乡村
治理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文化引领乡
村治理之路，实现乡村治理与“海子文
化”振兴的同频共振。

近年来，查湾村累计整合资金
2500 多万元，全面改善了村里的水、
电、路、讯、气、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
施，建成美丽乡村示范点、海子文化园，
既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又为发展乡村
旅游奠定了基础。初步建成了“村庄
美、生活美、田园美、环境美”的美丽乡
村。海子文化园项目规划用地80.16公
顷，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是“一轴、四
区、一线”。以“一条区域体验延伸轴—
怀宁教育典范轴”扩大园区空间，实现
功能扩展。此外分别突出“海子故村—
诗人与诗篇”、“海子墓园—永存与追
念”、“查湾门襟—走出与归来”、“海子
原乡—时光与生活”四大主题板块。在
整体四大区块上利用“海子人间周游线
—十个海子”构成黄金旅游线，达到区

块融合、农旅融合和生态人文和谐共生
的美好旅游图景。海子文化园规划以
查湾村的中心村为主要核心，东至海子
墓园、西至河流水系、南至主干道路、北
至村庄最北，划分出若干重点旅游区
块；其中近中期主要建筑范围包括海子
故村纪念区、海子墓园追念区、现代诗
歌展示区、古诗传承区、综合服务区等
文化旅游园区。

乡村治理与旅游相辅相成

乡风文明了，环境优美了，查湾村用
好“旅游脱贫攻坚”这个抓手，摸清自家
根底，因地制宜的挖掘海子文化，用乡风
文明、环境美好来促进乡村旅游，用乡村
旅游来提升乡风文明、环境美好，不仅提

升了村民的幸福感，还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用乡村旅游来打好“脱贫攻坚战”。

每到春暖花开时节，镇村组织开展
“春暖花开看查湾”的文化之旅，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赏景，观展，拍摄，体验田园
之美和人文魅力。“美丽乡村除了有物
质的东西以外，我想更需要精神层面的
东西。”来自全国各地诗歌爱好者千里
迢迢赶来，就是因为要向“海子文化”朝
圣。自海子文化园建成之后，全国各地
来参观的人数每天达到几百人，高峰的
时候甚至达到七八百人。

随着乡村旅游的升温，查湾村建起
了农家乐和民宿，从事旅游服务的村民
达30多人。两年前创办的农家乐桃源
居生意格外红火，每到三四月份春暖花
开时，每月接待游客2000多人，营业收

入超10万元。

乡村治理与发展两花齐开

口袋“满”了，脑袋如何不“空”?物
质富了，精神如何富有?查湾村把文化
建设作为村里可持续发展的载体，与乡
村治理、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
建设一并谋划，融合实施，使文化根植
于乡村治理全过程，在乡村治理中使村
民增强文化自信，让乡村治理成为村民
的行为自觉，不仅有效推进了经济转型
升级，而且培育了新时代的新型农民。

在查湾村田间地头，在村庄院落，
感觉不到过多的商业气息，取而代之的
是绮丽的田园风光，是保留完整的田园
生态。通户道路，绿树成荫，置身其中
宛如畅游一幅天然的田园山水图，人在
画中游，特色农业与文旅相结合。在查
湾村，除了海子故居、海子纪念馆等，党
群为民服务中心、农民文化乐园、乡村
大舞台、农民文化广场、健康文化园、法
治文化园一应俱全，农民文化生活丰富
多彩。

这几年，查湾村先后引进了3家农
家乐、宏强乐家家具、龙河生态园林有
限公司、渔夫码头垂钓中心、龙河休闲
垂钓中心、新龙种植有限公司、食用菌
种植协会、礼伟家庭农场、龙虾养殖场
等企业，还建成了光伏发电站，村级集
体经济年收入超过10万元。随着乡村
旅游的升温，查湾村还建起了农家乐和
民宿，从事旅游服务的村民达 100 多
人，农民收入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通讯员 檀志扬

查湾，走进春暖花开

本报讯 潜山市已全面启动
《非遗图典》 编纂工作。目前，
编纂人员已经完成了部分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相
关信息前期调查采访工作。这些
非遗项目的传承区域、历史渊
源、主要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
价值等信息将在《非遗图典》一
一展现。

据了解，潜山市所编纂的
《非遗图典》，是运用现代化手段
记录和传承非遗保护成果的一次
尝试，该图典完成后，将是该市
第一部兼具学术性、知识性、文

献性和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一直以来，潜山市高度重视
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围绕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传承发展”方针，扎实推
进非遗保护和传承，走出一条
非遗发展新路。在近日安庆市
公示的第六批非遗名录中，该
市又有皖国窑古典建材烧制技
艺、源潭刷子制作技艺等3个项
目入选，至此，该市已有市级以
上非遗40多项。

（记者 何飞）

潜山：编纂《非遗图典》进行时

本报讯 在今年突发的疫情
中，有这样一群最美逆行者——
村、社区工作者，他们舍小家为
大家，连续几十天奋战在抗疫一
线，为表达对他们辛勤付出的敬
意，4 月 17 日，大观区海口镇妇
联、团委同这些基层工作者的子
女一起，联合开展“大手拉小
手”赠书寄语活动。

近期，海口镇妇联经过摸底
登记，全镇10个村（居）共有25
名村干的25名子女正在就读一年
级至高三年级。春节以来，严峻

的疫情形势，这群学生不能像往
常一样坐在教室正常上课，然而
他们父母积极投身抗击疫情一线
忙碌的身影，直接鼓励并影响了
这群“宅在家”的学生们，他们
以自学、上网课等勤恳笃学的方
式诠释着新时代青少年的昂扬斗
志。为关心关爱村 （社区） 的基
层最美奋斗者及其家庭，海口镇
妇联、团委村 （居） 工作者向学
生们赠送 50 余本名篇小说图书，
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努力学习。

（通讯员 汪小凤）

大观 赠书寄语“宅家学生”

本报讯 “我认为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可以把村里的锣鼓队参
与到婚丧嫁娶中来，既能丰富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营造一定
的氛围。”

“我认为清明祭祖，可以设立
固定场所，提倡网上祭祀、鲜花
祭祀，用生态环保、文明节俭的
方式表达哀思。”……

日前，一场“移风易俗”说
事会在桐城市黄甲镇汪河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召开，镇村干部、
退休老党员、学校教师、村民代
表就如何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展
开了热烈讨论。

“今年以来，我们村已经有两
桩丧事从简，村民都十分理解，
主动配合，厚养薄葬已经形成了
风气。”汪河村书记毛立新介绍
道，“村民说事会”每月举行一
次，由村党总支书记担任会长，
邀请“五老”成员担任成员，只
要是村民的事都能拿到桌面上来
说，道理越说越明，思路越说越
顺，问题越说越简单，风气越说
越清正。

大事小事都是事，有事就找
“说事会”。汪河村龙虎组村民毛
根苗的母亲在3月份去世后，第一
时间联系了村民组“说事会”服
务队。“我和家人都积极响应村里
号召，摒弃旧俗陋习，丧失从
简，一切事宜都交由服务队来操
持。”毛根苗说道。

好乡风铸就好民风。好人好
事在这个小小的山区村庄不断涌
现，村委会每年都会通过村民说
事会评先推优，颁发荣誉证书，
发挥榜样作用、树立看齐意识。
据悉，汪河村共有 639 户，2389
人，目前志愿者人数有350人，吴
起胜、吴成辉父子俩就是其中的

两名。
“自从有了村民说事会，无论

是村民的精神面貌还是村庄的环
境卫生、基础设施都焕然一新，
互帮互助已经蔚然成风，我们也
更愿意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吴
起胜介绍道，今年因受疫情影
响，他们父子俩迟迟没有出门，
但却没闲着，志愿投入疫情防控
工作，做起了村民们的“采购
员”，为村民们代购米面油盐等
一些生活必需品，同时还积极捐
款 2000 元。“人人都做，能帮就
帮，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
好。”吴起胜说道。无独有偶，杨
楼村民组杨某，不幸患了肠癌，
村民组捐款共计3万余元；杨树村
民组张某出了车祸，村民组捐款
2.5万元……

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
风，还要加强制度保障。“这是
我 们 村 去 年 刚 制 定 的 村 规 民
约，也可以说成是村民说事会
的综合成果。”毛立新拿出一本
手册，平平无奇的小册子中包
含社会治安、生态保护、村风
民俗等九大类、三十六条，内
容详尽、朴实无华。“每一条都
是一次说事会的成果，每年修
改一次，没有华丽的词语、空
大的道理，只有贴近实际、村
民自我的约束，进而形成互相
监督、文明和谐的新风气。”

目前，桐城市203个村已全面
推广“村民说事会”，“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移风易俗、文化传承等
纳入说事会范畴，把村民说事
会打造成为培育乡风文明的德治
主阵地。”桐城市文明办主任陆为
兵说道。

（通讯员 李江舟 沈思）

桐城：“说”出文明新风尚

连日来，宿松县陈汉乡邓山村扶
贫茶道，每天都能看到穿着警服迷彩
服、举着红旗、拿着喇叭、戴着红袖章
的队伍在这里巡逻，他们就是由公安
民警、村干部、民兵等力量组成的茶
道巡逻队。

邓山村地处大山深处。去年，该县
为使该村早日摆脱贫困现状，投资30
多万元，利用混凝土浇筑的预制板，围
绕当地被闲置的荒山荒坡铺设了一条
长达3公里的扶贫茶道，通过解决出行
难问题，以让荒山尽快得到开发和利
用。当年，该村就将茶道沿线的荒山荒
坡改造成了200余亩的茶园。

2个月来巡逻队每天围绕扶贫茶
道开展巡逻，查看在茶园干活的村民
是否聚集扎堆，并随时接受群众求
助，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助力山区
早日脱贫。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扶贫茶道上

最美身影

秦十九年上郡守逪戈 姚达摄

海子文化园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