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风中夹着扑鼻花香，

远远望去，岛上郁郁葱葱，一

团绿、一团红、一团黄、一团

紫，端的是繁花似锦。阳春三

月时，桃花盛开，更为艳丽。

一水环山，遍山桃花，竹楼桃

阵。”这是小说中对桃花岛的

描述。而一身青袍，腰别洞

箫，亦正亦邪，武艺高强的黄

药师，正是桃花岛的主人。

陈建义是阜阳市临泉县

牛庄乡的一名村民，多年来，

能成为像黄药师一般洒脱的

“桃花岛主”，一直是他的一个

梦想。挖土、植树、住地洞、点

柴油灯……为了实现自己的

梦，陈建义扛着一把锄头来到

临泉县杨桥镇的一处荒岛，在

岛上足足当了 10 多年的“野

人”。最终，荒岛也在他的手

下，变成了现实版“桃花岛”。

巩彬 记者 宁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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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建义家门口，记者见

到了这位传说中的“陈岛主”，

然而，外表看上去，陈建义胡

子邋遢，衣着拖沓。更像一个

蛮荒时期的“野人”，与传说中

“桃花岛主”的身份相距甚

远。据了解，这也是因为，陈

建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扑在

了开荒、种树上。

随着人们对桃花岛的不

断关注，今年1月份，陈建义再

次筹资50万元注册了临泉县

桃花岛观光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陈建义说，临泉的抬阁肘

歌、杨桥麻油、谭棚毛笔都成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也在琢磨

着，能把这片桃花岛打造成一个

休闲、疗养、娱乐观光的好去

处。“有山有水有树，还能成为旅

游婚纱摄影基地……那该有多

好。”一边说着，陈建义一边眯起

了眼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陈建义说，当这一梦想实

现后，他会剃掉自己的大胡子

和满头乱发。闲暇时，着一身

青袍，携一管玉箫，舒适地坐

在河边的青石上，奏一段《碧

海潮生曲》，看天上云卷云

舒。“学一学金庸笔下的桃花

岛主黄老邪，好好享受一下人

生美景。”

20年孤独坚守终成现实版“桃花岛主”

洒桃花一身，不如赏桃花一生
杨桥镇位于临泉县城东 15 公

里处，是一个历史悠久、商贸繁荣

的千年古镇。

上世纪80年代，为减少洪水带

来的自然灾害，政府在杨桥镇东北

端建成了占地300多亩的分洪岛，

形成了泉河、涎河、阜临河三河相

汇源水岛的壮观情景。

199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时

任临泉县牛庄乡某村会计的陈建

义来到了分洪岛，在荒草丛生的小

岛上，他忽然萌发了一个别人想也

不敢想的梦：要把分洪岛改造成鸟

语花香、花果成林的桃花岛，建成

一座让杨桥和周边群众休闲、旅

游、观光的世外桃源。

陈建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

人后，却得到了一家人的极力反

对。陈建义在当地是一位有名的

农艺师，当时，他带头建成的骨架

大棚是全县发展大棚经济的典范，

同时自己还拥有一家农技推行服

务站，平均每年的收入达一万多

元。

放着宽松富足的日子不过，偏

偏要去开发荒岛，家人认为陈建义

“疯了”。

然而，家人的反对并没有打消陈

建义开荒的念头，随即，陈建义提出

申请，以每亩每年270元的价格，在

分洪岛上承包了50亩土地。

最早来的时候，荒岛上几乎什么都

没有，为了开荒，陈建义过起了“野人”般

的生活。每天天不亮，陈建义就起床，扛

着锄头下地，中午架起铁锅，就地“野

炊”，晚上，则干脆露宿荒草之中。

没有水，陈建义用铁锹在河滩

上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坑，半天时

间可积满泉水；没有地方避雨，陈

建义将岛上一处陡峭的土坡改造

成了“窑洞”用以居住，直到“窑洞”

坍塌，才又建起了三间小瓦房；没

有电，从1993年到2007年，陈建义

在岛上一直点柴油灯生活。直到

2007 年 11 月 27 日，在儿子的资助

下，陈建义筹资一万多元，才拉设

了一条供电线路。从此，荒岛上才

有了电灯的光芒和电视机的声音。

开荒的十几年里，无数的困难

接踵而至，但被陈建义咬紧牙关，

一一克服了。

1994年春节前，岛上50亩荒地

基本开发完毕，果树、西瓜的育苗

工作相继展开。看着父亲长而乱

的胡须、黑黑的脸庞，家人坐不住

了，“让孩子去帮帮你吧！”

就这样，三儿子陈峰来到岛上

与父亲一起劳作。除夕夜，陈建义

对孩子说：“你在这里看着炕房里

的西瓜苗，我回家看看。”

临走时，陈建义将炕房的一个

通风口扒开，以防儿子睡着时煤气

中毒。不料，当天气温骤降，陈峰

又将通风口堵上了。

“去看看你三哥吃饭没有。”大

年初一一大早，陈建义喊醒四儿子

陈俊，让他到岛上走一趟。当陈俊

打开炕房门时，里面烟气弥漫，哥

哥陈峰已昏迷不醒。陈建义闻讯

后，立即将儿子送往医院抢救。所

幸发现及时，儿子最终醒了过来。

“我对不起孩子，为了自己的梦

想，差点赔上他的命。”陈建义说，为了

纪念，更为了提醒，陈建义专门将住所

旁生长的一棵柳树保留了下来。

困难有时会用更加残酷的方

式向人袭来，1993 年，在荒岛种植

苹果时，陈建义曾向亲朋好友举债

20多万元。但由于气候、病虫害等原

因，所种植的苹果七八年未见效益，

损失惨重，他没有能力偿还债务。

为了讨债，债主先后6次到法院起

诉，“外出躲过债，也因此被拘留过。”陈

建义说，他并不恨这些人，反而觉得对

不起他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为了节省开支，岛上的所有开

发工作，全部由人力完成。一个人

干不了，陈建义就把四个儿子全部

调到岛上来。刨地、挖坑、运土

……四个儿子累得直不起腰来。

一天晚上，三儿子陈峰对父亲

说：“爹，我累得不行了，你让我打工

去吧，我挣了钱雇人帮你干！”陈峰的

建议没能被父亲采纳，最终他报名参

军，踏上了军旅之路。

几年后，陈峰退伍，和几个兄弟

到外地打工挣钱，终于为父亲还清

了所有债务。无债一身轻的陈建义

随后将分洪岛命名为“桃花岛”。

从 2010 年开始，陈建义

开发桃花岛的事情引起当地

政府的注意。在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支持下，岛上配套了道

路、环保厕所等设施，并将每

年的4月8日，定为了桃花节。

如今，桃花岛吸引着众多

慕名而来的客人。春光明媚

的天气里，粉红的桃花、雪白

的梨花、黄灿灿的油菜花竞相

开放，渔民的小船穿行在周围

的水面上，远远望去，码头上

一派繁忙。

4月4日，记者来到了“桃

花岛”，站在入口处遥望小岛，

岛上杨树参天，花朵千娇百

媚、眼前仿若春姑娘打开了一

副闹春的图景，煞是好看。

刚一入岛，一株奇特的桃

花吸引了不少游客好奇的目

光。它开出的花和桃花无

异。但仔细一看却是别有一

番境界，据了解，这株桃花正

是岛上的“镇岛之宝”。是陈

建义凭借自己出色的园艺技

术，用 35 个果树品种嫁接而

成的。

沿着青砖铺就的小路向

着小岛的深处走去，感觉颇

有些丘陵山区的意味。走到

碧水环绕，地势起伏之处，眼

前一片金黄的油菜花遮掩了

小路的尽头，一片粉红“云

朵”随风飘到眼前，走近一看

这是一片桃花林，在桃花丛

的尽头，一处山坡处，一路观

赏桃花的方老汉遥指东北方

的土坡，并告诉记者：“桃花

丛后面的土坡上就是陈岛主

的家。”

梦想：圆梦后就剃须做逍遥岛主

探访：现如今，荒岛变“桃源”

坚守梦想，曾被债主起诉

儿子差点命丧荒岛

为了开荒，他当了十几年的“野人”

要把荒岛变桃源，家人认为他“疯了”

修剪着满树的春色，陈建义的脸上写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