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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日本人的文明与环保
▋周柳莺

婚姻没有国界，妹妹是在上海交大
读书时认识这个日本妹夫的。

妹妹家的生活很富裕，孩子是由保
姆照顾的，每天除了打扫房间、上网玩游
戏，就是做饭，一个星期有两天去学日
语。妹夫在家族式企业工作，每年会给
我爸妈寄一笔生活费，从开始的一万元
人民币，到现在的两三万元，爸妈在国内
过得很悠闲。

妹妹在日语学习班里，结交了许多
家庭主妇朋友，有不少是从国内嫁过来
的女孩，她们相互打电话串门，彼此聊些
国内的事情。她们的勤俭节约让我吃惊
异常，比如说冰箱是用一块长长的大布
罩住，打开冰箱门时可以防止冷气外流，
达到节电的目的。从冰箱里拿取食品的
速度要快，为了更多地省电，节能减排的
意识较浓。还有，就是使用过的小肥皂
块要积攒起来，用保鲜纸包好，加上一点
儿水，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2 分钟，制作成
带香味的小肥皂继续使用等。这要是在
国内可能会让人难以理解，但她们却觉
得很自然。

在日本，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去看棒
球比赛，据说札幌的体育场是2001年才
修建好的，里面能容纳四万多名观众。
如果不是和强队比赛，球场一般都不满
员。看球赛的人，都带着球衣、帽子、毛
巾、拍打助威的塑料棒棒。为了安全起
见，是不能带瓶罐饮料或者瓶装茶水进
球场的，里面有快食店，还有杂七杂八的
体育项目的特卖店，供人选购。

在球赛开始前，选手和观众都要起
立，脱帽唱日本国歌，然后才进入正式比
赛。在对阵双方的助威团和拉拉队的歌
声、鼓声和小号的带领下，大家有节奏地
拍打塑料棒棒，或者整齐划一地拍手。
双方打球的时候，观众是很安静的，只有
拉拉队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呐喊声此起
彼伏。

日本人有一个环保习惯值得推崇，
那就是自己把制造的垃圾自觉地扔进垃
圾桶，还有就是“热情”，不管选手们输还
是赢，粉丝和观众都不会去骂选手，只会
说，辛苦了！在赢球以后，会选出一位选
手来讲一下赛后体会，观众差不多都会
听完演讲才会礼貌地离开，输球方的观
众也只是无精打采地离开，不会去埋怨
选手的不是。

肥西圩堡群 淮军的辉煌起点

刘老圩
刘老圩是台湾首任巡抚、淮军将领刘铭传的故居。

刘老圩建于清同治七年，是刘铭传在剿捻后，第二次回
故乡时择地兴建的。刘铭传将这座庄园题名为“大潜山
房”，它位于肥西县的紫蓬山区最高峰大潜山北麓 2 公
里处，是方圆百里最大的淮军将领庄园之一。

刘老圩的修建是刘铭传亲自督修的。圩子面对大
潜山，圩基包括水面占地近百亩。建圩时四面挖濠沟取
土垫圩地基，西面挖土烧砖瓦形成蓄水大堰，就近小团
山上取石料兴建而成。壕沟内的水是从大潜山引来的
金河水。四周的围墙用石头砌成，大潜山汇流的金河水
穿流而过，围墙的间隔处建有五座碉堡、炮台。故居的
外壕东南、东北角各建有一座大吊桥 (现已改建为石

桥)。各桥分别有两层门楼七间，以前，这里都驻有兵勇
保护圩子。

现仍有当年刘铭传亲手栽植的广玉兰，虽经百年沧
桑，至今仍高大挺拔。据说，广玉兰是慈禧太后赐给淮
军的，后来被刘铭传带回合肥栽种。

张老圩
张老圩子的主人，是淮军的召集人和实际组建者、

淮军的二号人物张树声。
张老圩地处肥西县聚星乡周公山下，三面环山，河水

环绕。相传有九路水脉直来圩子。张老圩规模宏大，景
色秀美，均超过其他圩子，位置亦处于这些圩堡群的核
心。圩子坐北朝南，像三个盘子拼在一起，大门两旁高耸
入云，现今圩内尚存有两棵两人合抱不过来枝叶覆盖一
亩多地的法国梧桐树和一棵高大的广玉兰树。那梧桐树
形如巨伞，已有百年历史，成为张老圩的象征。

圩子有宽阔的内外壕沟，内壕架有两座石拱桥。吊
桥向西开，大门原是一座牌楼，过牌楼是五进正厅，每进
十五间，分东、中、西三个大门，内分正大门、客厅、书房。

张氏兄弟众多，原圩狭窄，又在东濠沟外翻扩一
倍，濠上架座石拱桥。东边扩建时，原设计为九进大厅，
因张树声光绪十一年病逝于广州而停建。解放后圩内
建筑迭经改造，原貌已不多见。

张氏兄弟于光绪年间与刘铭传、周盛传、丁寿昌等
共同捐资创办“肥西书院”，位于张老圩西二华里马跑
寺，供几个家族子弟入学。李鸿章亲题“聚星堂”匾额。
后其旁兴起集市，即名“聚星集”。解放后“肥西中学”原
设肥西书院，后迁到张老圩内，现名“聚星中学”。

蟠龙墩圩子
蟠龙墩圩子，是“铭军”后期统领刘盛休圩子，在大

潜山北面两华里的冲地里建造的，依山傍水，优雅别
致。圩内依地形分东西两个圩子，有木架砖瓦结构房屋
二百余间。西边高地为大圩子，是刘盛休胞兄刘盛儒之
住所，前后五进，每进十间，加之厢房、仓库、雇工勤杂住
房及一些附属房建筑计百余间。东边低处的圩子，为刘
盛休卸职回乡后建造的，称小圩子，圩建筑亦是五进，每
进 10 间，加上厢屋及其他建筑，也有近百间，故蟠龙墩
圩子素有大小圩或东西圩之称。解放后为部队接管，圩
内房屋重新改建，现为鸽子笼小学和乡敬老院所用，目
前圩子仅保存其外貌和大圩内一株近百年的丹桂树，其
他的原有建筑已全然无存。

鸽子笼圩子
鸽子笼是个土旱圩子，为刘盛儒之三子刘朝璞(清江

苏候补知县)所建，紧靠大潜山脚下，坐岗面冲，砖瓦木结
构房屋百余间，四周有高围墙和三层建筑的大炮楼一
座。在炮楼上可俯瞰全庄园及周围十数里的动静，由于
是依山而建，在军事上攻可进退可守，是布防之极好要
塞。抗战时为国民党合肥县政府所在地。刘朝璞之子文
茂、孙学广均为当时当地知名人士。解放后为粮站仓库。

□异域

100多年前，淮军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辉煌的起点。因为遵循“叶落归根”的传统，淮军将领发
迹后，往往回到家乡来求田问舍。这才让我们今天在大潜山、紫蓬山和周公山一带，仍能看见大
约有70多座大大小小的圩子星罗棋布，方圆百里，形成了一个十分壮观的圩堡群。

从今天看来，无论是从历史、人文景观角度，还是从古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角度，都具有较高
的观赏审美价值，在国内更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变迁，那些曾经清幽怡
静的庄园却损毁严重，至今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遗迹了，除刘老圩是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外，像张老圩、周老圩、唐老圩的原址目前都建有中学。 ▋张亚琴

近年来，安庆市怀宁县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将蓝莓
产业作为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培育，全力打造国内蓝莓产
业发展优势区。日前，省级美好乡村示范点——安庆市怀
宁县江镇镇日新村传来喜讯。当天，先期投入500万元，占
地200多亩的特色蓝莓生态园——安徽春之林生态园如期
举行开园仪式。这不仅为怀宁县培育壮大蓝莓产业再添新
力，也为当地农民生产增收及改善当地环境增加了新举措。

据介绍，怀宁县江镇镇地处大别山南麓前沿，属丘陵
山地，土壤偏酸性，特别适合蓝莓种植的地域优势，此次
开园的生态园将通过“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
展模式，引入农业龙头企业进行土地流转建设现代化蓝莓
种植基地。而此次开园的江镇镇日新村蓝莓特色生态园，
也是其打造特色“蓝莓小镇”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投资约2
亿，总面积1500亩，项目包括蓝莓种植、生态养殖及休闲娱

乐多个方面。整个生态园建设分多期进行，先期投入500
万，占地200亩。

活动当天，江镇镇日新村支部书记张汪应表示，该生
态园的开园，不仅能解决该村50多人就业问题，为农民增
产增收，也让荒废的土地得到合理利用，让原本就山清水
秀的日新村更加美丽。

据了解，近几年，怀宁县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推
进蓝莓品牌区域化、推进蓝莓种植规模化及推进蓝莓生
产标准化等方面，做大做强蓝莓等特色产业，全力打造国
内蓝莓产业发展优势区。力争至2020年，全县蓝莓种植
基地面积突破 5 万亩，投产面积 3 万亩的同时，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一批城郊型蓝莓观光采摘园
和蓝莓休闲农庄，把怀宁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蓝莓产业
发展优势区和以蓝莓元素为主的重要休闲旅游区。

安徽怀宁江镇镇:发挥山场优势 打造千亩蓝莓基地

刘铭传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