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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畲寨，万家灯火照亮夜空。夜色下，
灯火闪耀，斑斓的烟火美不胜收。鹰仔山峰，
灯光璀璨；风情表演，魅力无穷；篝火晚会，激
情四射……古畲寨的故事，在灯火阑珊处不
断展开…… （来源：山哈坪水）

“牛年来了，我们特意推出牛系列玉雕
产品，因为有着‘牛’转乾坤、牛气冲天等美
好寓意，颇深市场欢迎。”近日，在华安城关
的奇石一条街上，经营九龙璧（华安玉）玉雕
产品的店主胡女士介绍说。

传统农历牛年的到来，近段时间，玉石
经营户们纷纷推出牛生肖系列九龙璧玉雕

产品。原本单一的玉石经由工匠的巧枸思
精打造后，一件件牛造型玉雕活灵活现，

跃然石上，看它们，有的昂着头，牛气
冲天；有的两只一对，正在斗牛的模
样，充满力量。产品琳琅满目，斗
牛、水牛、华尔街牛等各式形态的
玉雕工艺品，牛生肖印章，牛雕刻
茶壶底座等家居用品，最新奇的还

属“牛”转乾坤玉雕转盘，“我们特意
推出这款玉雕转盘，寓意着 2021 年

许多事将充满转机，好运连连”商家解
释说。这些玉雕产品，外观精美，集美好

祝福及创意一体，深受消费者喜爱。
据悉，完成一件牛造型形玉雕产品需要

三至数日工时，工匠经过设计，选材，初坯，
细雕，抛光，上蜡等多道工序后完成，产品价
值在几百元至数千元间不等。

据了解，九龙璧（华安玉）作为中国十大
国石候选石、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历史悠久，

“石不能言最可人”，九龙璧质地细腻、色彩
斑斓、纹理清晰、光洁度高，具有较高的收藏
和观赏价值，颇受石头玩家的追捧。

（李小星 黄建和）

华安这条街上好多“牛”宝贝

“我们村是闽南农耕文化的重要传播地，更是游客的心灵栖息地，很多外地
自驾游客喜欢在牛雕塑前拍照呢。”2月 3日，湖林乡石井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和
说。

石井梯田面积近 1000亩，依山而成，蜿蜒层叠，从高空俯瞰犹似“上帝的指
纹”，2019年入选“韵动中国——最美梯田”。往日农民拉着水牛在田里耕地，而
今水牛为现代小型农机具所取代，偶尔请老农犁田，一头牛一天的租金要300多
元。

去年，村里投入100多万元进行农耕文化景观提升，并在国庆前举办福建华
安 2020石井梯田文化节，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其中稻田边的牧童吹笛、老农
犁田这两座牛雕塑十分抢眼。 （黄阿彬）

石井村
耕牛“下岗”铁牛“上位”

这个春节假期，在华安大地土楼景区，古朴的世遗土
楼，好像一下子成了配角。但是，如果土楼会说话，她就一
定会说，她愿意。

因为，当地群众纷纷走出家门，来到土楼前盛开的油
菜花地赏花，拍照留打卡土楼新景点，留下新春美好，收藏
独有的一份记忆。

因为，亲水平台上，“阿哥阿妹，跳起来……”音乐声响
起，大家也追随着节拍，围拢在一起，观赏高山族舞蹈队姑
娘们精彩的表演。姑娘们精彩的表演，总会收获不少的掌
声。

因为，传统秋千，摩天轮秋千，月亮秋千，多人秋千
……这里成了秋千的国度，也是小孩的乐园、勇闯者的天
地。在招坑村，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秋千谷”的游乐天地，
满足你对所有秋千的想象。解锁快乐的方式，此处还不止
在秋千，组成两队在网红荡桥上来场比赛，看谁先把对方

甩到桥下，收获响彻云霄的笑声。
土楼笑了，而且笑起来就更美了。

(黄建和 陈淑琴)

相约华安看土楼、荡秋千

春节，万象更新，我县官畲景区也迎来了新的一年。
青山复苏，樱花盛开，畲族的阿哥阿妹们以自己的方式带
给各方游客不一样的新年体验。

2月14日上午，笔者在新圩镇官畲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看到，景区内游人如织，游客或身着畲族民族服饰拍照留
念或在村道漫步赏景。与路上偶遇的畲族乡亲互送新春
祝福，畲族奶奶们的笑脸，又或是姑娘们的浅笑低语，都如
温暖心窝的阳光。

春节期间，华安官畲风景区内热闹非凡，游客从四面
八方赶来，尽情领略畲寨的人文风情和魅力风光。摔碗
酒、竹竿舞、对山歌、拦寨酒，这些畲乡传统民俗充盈在各
条小道上，热闹，有趣，让人们陶醉在整个畲乡中国年中。

据了解，官畲村是漳州市十大最美旅游乡村之一，其
凭借其深厚的民族底蕴、淳朴的民风、优美的风景，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临山而居，飞鸟流云从窗前而过，
畲乡美景，世外桃源，推窗可见。在这“回首过往，祈盼来

年”之际，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官畲沉淀心灵、感受纯粹传
统年俗特色，为自己的新年增添一份愉悦。

（杨毅君 欧阳梦莹 林丽碧）

在诗画官畲，体验别样民族风情

正月初六，早晨八点，第一批游客已经来到了华安高石
——这个位于华丰镇的美丽乡村。随着华安将美丽乡村建
设与全域旅游相结合，曾经普普通通的小村庄摇身一变，已

成了一个旅游打卡地。柴火灶、竹筒饭、碰碰车、骑马等体
验项目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村民们的日子也越变越好。

以前的高石村因为海拔高、交通不方便，村里房屋破
旧，布局杂乱，许多村民纷纷外出经商、务工。如今，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不仅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赏四时风
景，外出工作的乡亲们也经常趁着假期回乡小住。在外工
作高石村村民邹溪林告诉笔者，高石这几年变化很大，变
的很漂亮，整个村庄、道路都很干净。现在回来住，住的很
开心，很舒服，很想多住一段时间。

现在的高石村，村民搞起了客栈，开起了饭店，村民
“靠山吃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增收致富有了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山变绿了，水变清了，家乡越来越美丽了”这是高石村村
民这两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的践行，换来了青山碧水和朴实民风的相得益彰，也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独具魅力的山水风情。

“国家级生态保护旅游区”、“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省级三星级乡村旅游村”……这就是高
石村。高石村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互促共
进、良性循环的新路子，老百姓的日子在好风景里越过越
富裕。 (陈国霆 李小星)

今年春节，我在华安过得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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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年 话 牛 趣

对九龙璧奇石这种出产自九龙江北溪的天然奇石，大
多华安人都有着特有的痴迷与情愫，从小在九龙江北溪畔
长大的林瑞坤，就是这样的人。

近日，在位于华安城关的华安玉奇石城的林瑞坤店里，
他正在为自己收藏的牛象形奇石做日常的保养。

今年 60岁的林瑞坤是一个业余的华安玉奇石收藏爱
好者。玩石十余载来收藏着大大小小的奇石上百枚，“我们
家祖孙三代的属相都是牛，所以我一直特别喜爱这三枚牛
象形奇石，今年又刚好是农历牛年，正是有着这样的不解之
缘，曾经有人出价想买下，我还是不舍得卖掉。”谈起这三枚

牛象形奇石，林瑞坤乐呵呵地说。
据林瑞坤介绍，他收藏的第一枚牛象

形奇石是形似牛头的奇石，是他从同样在
华安奇石城开店的店家手里购得的。这枚
石头此前一直被店家随意堆放在店门口，
他偶然路过发现其神似牛头，便果断买下，
为其装饰上木质的牛角后，一枚形似“牛
王”的牛头造型奇石更是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

生活并非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这句话用在林瑞坤身上，刚好可以
诠释他机缘巧合之下，获得大黄牛象形奇
石的故事。这枚奇石是他从附近石农手中
偶然淘到的，一开始因其尾部有一缺口形
似鱼嘴张开的模样，众人都将其认作鱼象
形奇石，而他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觉其更像
一只耕作过后趴着休息的大黄牛。通身天

然黄颜色的牛奇石，添上同色系牛角装饰后，林瑞坤更是花
了两千元自己设计了底座，并从饰品店里找来金色链条点
缀。千百年滔滔北溪江水冲刷，“磨砺使得玉成”，看，眼前
的这头“老黄牛”，肌肉线条自然流畅，色彩搭配恰到好处，
形似更有神似，其头部自然垂地，好一只“拓荒牛”的形象，
令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一块平平无奇的石
头，造化得如此生动。

“牛年到了，希望即将退休的我，在市区上班的儿子，还
有读小学的孙子，能够发挥三牛精神，在各自的领域继续奋
斗，发光发热！”林瑞坤如是说道。 （李小星 黄建和）

祖孙三代皆属牛
收藏三枚奇石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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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建镇大坑村
慈济宫门口草地上，
一 尊 高 约 1 米 重 约
150 公斤、名为“牧童
骑黄牛”的石像憨态
可掬。该牛石像踱着
方步，背上坐着一吹
笛 的 牧 童 ，神 态 悠
闲。据悉，该石像是
当地村民捐赠给村老
人活动中心的一个吉
祥物。

（陈秀妹 蔡明进）

欢 乐 祥 和 过 新 年

坪水畲寨夜色更迷人

林瑞坤收藏的林瑞坤收藏的““大黄牛大黄牛””象形奇石象形奇石

林瑞坤收藏的牛象形奇石林瑞坤收藏的牛象形奇石 林瑞坤收藏的林瑞坤收藏的““牛头牛头””象形奇石象形奇石

牧童骑黄牛牧童骑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