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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暖的阳光穿透树枝的缝隙，携着朵朵杏花轻柔地“叩响”

大地的门扉，瀚海的春天便悄然归来。4月中下旬，通榆县包拉温都

的万亩野生杏林，在料峭春寒中轻盈舞动；洮南市的百万亩杏花也

不甘示弱，相继绽放。在古建红墙下，园林田野间，白城各地的市民

们纷纷与花期赛跑，用相机定格下一张张、一帧帧美好的瞬间。

在众多美照之中，若是能捧着一本书走进花丛，留下一张“书香

花影红颜醉”的照片，定会别具韵味，吸引众人的目光。

提到书，杏花绽放之际，第30个世界读书日的东风，也在白城悄

然吹起，让淡雅的花香，与书籍的芬芳来了一次邂逅。

在“鹤鸣书山·全民共翩”2025年“书香白城”阅读季启动仪式暨

名家分享会上，著名作家王怀宇、任林举受邀出席。活动现场，他们

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作经历，分享读书感悟与写作的心路历程，将阅

读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书香逐渐渗透进城市的每一处肌

理。

全民阅读的春风，不仅吹进了城市，更温润着乡村与田野。在

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乡村阅读“故事会”上，有这样一段颁奖词：“扎

根草原，播撒书香。图书化作知识的甘霖，润泽了牧民的心田。他

以赤忱浇灌热土，让阅读之花在草原绽放。”这段颁奖词的主人公，

是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迷子荒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张树森。

今年77岁的张树森，退休后一心想着满足当地群众的阅读需

求。2004年，他毅然收回自家年出租的180平方米临街店面房，自

掏腰包数万元购置图书、订阅报刊，创办了“报吧”书屋，并免费向当

地群众开放。从那时起，缕缕书香便开始在草原深处悠悠飘散。

2009年，“报吧”与迷子荒村农家书屋整合，2018年正式挂牌“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如今，农家书屋成了全乡“全民阅读”的主要阵

地。

多年来，张树森和老伴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农家书屋的运

营中。书屋全年365天全天开放，为了能随时满足群众的阅读需求，

他们吃住都在书屋。“我和老伴儿要通过书屋为村民服务一辈子！

等我们走不动了，还要把书屋传承给子女，让这份事业一直延续下

去！”张树森坚定地表示。

日前，作为吉林乡村阅读推广人的张树森入选“中国好人榜”。

当荣誉与花期一同降临，当地蒙古族村民满心欢喜地跳起欢快的舞

蹈，悠扬的马头琴声在包拉温都野生杏林上空久久回荡。

全民阅读工程是雕琢城市品格、铸就发展脊梁的时代刻刀。“让

我们共同努力，把白城建设成既有向海鹤鸣之清越、又有书页翻动

之铿锵的现代文化名城。”“让白城大地读书氛围更加浓厚，文化自

信更加坚定，精神力量更加磅礴……”白城发出的声音坚定而有力。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其实也是一种“阅读”，是人

们认识世界的别样方式。

这个五一假期，恰逢花期，大安嫩江湾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处处

洋溢着诗意与古韵。华夷同风院垂柳依依，繁花盛开，踏入拱门，仿

若置身江南水乡。藕香亭中，身着粉白汉服的文艺工作者翩翩起

舞，一曲琵琶舞将嫩江湾的灵秀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得游客纷

纷驻足观赏、拍照。

辽皇观鱼台处，祈福鼓声阵阵，在江畔久久回响，传递着美好的

寓意。实景话剧《包拯使辽》在此上演，演员们借助鼓舞、鱼灯舞等

艺术形式，带游客穿越千年，领略辽金时期的风云变幻。老坎子码

头同样热闹非凡，辽金宫廷鼓舞、胡旋舞轮番上演，重现契丹春捺钵

盛景，与游客共赏水岸风华。

从码头乘船前往捺钵岛，萨满祈福舞融合原始信仰，极具仪式

感的表演给游客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里不仅活动丰富多彩，如

诗如画的美景也让人陶醉其中。”游客代伟说。

中国·大安机车博览园在这个五一首次对外开放，园内彩色小

风车随风转动，为园区增添了一抹绚丽色彩。这里犹如一座承载

工业历史的宝库，游客可以与近百辆不同年代的蒸汽机车和内燃

机车亲密接触，拍摄复古大片。看着抗美援朝、抗洪抢险等机车的

历史简介，仿佛能听见往昔的汽笛声，将人们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

凤翎渔村旅游度假区也是亮点满满。民俗博物馆内，“乌拉靴、

药匣子、吊式悠车子”等老物件琳琅满目，游客可以在这里领略东

北独特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在度假区，游客可以盘腿上炕，体

验大车店的独特风情；钻进蒙古包，品尝鲜美的江鱼、香浓的羊汤，

围炉煮茶，谈天说地。亲子乐园是孩子们尽情玩耍的欢乐天地，徽

派小筑和临湖酒肆则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出片胜地。

夜晚，篝火晚会、秧歌舞、二人转等表演轮番上演，丰富的夜生

活让游客尽享欢乐。大赉乡党委副书记高博学热情邀请：“欢迎大

家来凤翎渔村，感受‘一村藏万象’的惊喜。”

五一旅游热的背后，也从侧面反映出白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

显著成效。4月以来，白城各地积极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党员、干部

和群众踊跃参与，共赴这场与春天的“绿色约定”，用实际行动为全

市生态画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立夏已至，万物并秀。5月是丁香绽放的时节，白城师范学院丁

香文化节如约而至，漫步在花香馥郁的校园，伴着琅琅书声，置身青

春的海洋，让朝气唤醒梦想，这场与花期赛跑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白城，还有春日里的更多美好，等着你去探寻、去发现。

在通榆包拉温都

邂逅一场“杏花雨”
李桂华 本报记者 张磊

通榆县包拉温都的杏花，向来是守时的。每年的4月中下旬，包拉温都的

万亩野生杏树林“赶趟”似的相继开放。漫山遍野，香气四溢，仿佛一幅巨大

的春意盎然的画卷正在这片黑土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迎着日出，踏入杏林，赏花之人如织。一丛丛、一树树、一片片杏花迎着

微风肆意绽放，姹紫嫣红，仿若天边云霞，又似缥缈薄纱，绚烂夺目。微风吹

过，婆娑的杏树轻轻摇曳，细碎的花瓣不时飘落，轻轻掠过脸颊，滑至鼻尖，带

来一种如痴如醉的美妙感觉。

包拉温都杏树林位于通榆县城西南90公里，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的包

拉温都蒙古族乡境内，早在1986年，包拉温都杏树林就被吉林省政府列为

全省27个旅游景点之一。2002年，这里又被吉林省政府确定为省级自然保

护区。在东西连绵起伏的沙丘上生长着一百多万株占地24435亩天然山杏

树。仲春时节，杏花竞放；初夏时节，青杏满枝；秋霜浸染，杏叶似火；冬季树

干裸露出晶莹闪亮的紫色身躯，这里便成了“紫色的山岗”，即蒙语译为“包

拉温都”。

山杏树满身都是宝，它的根是根雕材料中的上品，山杏核可以加工杏仁

罐头、杏仁油、杏脯、美容霜等。相传很多年前，一队人马路过此地。一阵狂

风吹落了他们行囊里的杏核。第二年春天，漫山遍野冒出许多嫩芽，后来竟

长成了这片杏林。老辈人说，这是老天赐给鹤乡人的厚礼。如今，每到杏林

盛花期，仍有牧民骑着心爱的骏马在杏林里肆意驰骋，颇有当年将士征战沙

场的风度与气概。

每年的四月，漫山遍野的杏花便竞相绽放，花香四溢，令人陶醉。在这片

花的海洋中，少不了当地好客的蒙古族村民。热情的民族舞蹈、悠扬的马头

琴、动人的草原歌曲以及传统的蒙古族长调交织成一曲曲美妙的乐章。游客

们也身着盛装，与当地人一同欢歌起舞，尽情享受着这欢乐的花海之旅。

站在观赏台向下望，你会发现：这花海并非一色。先开的白中透粉，像是

少女的脸颊；后开的粉里带红，宛如晚霞的碎片。偶有几株老树虬枝，虽未盛

开，倒显得格外精神。杏花花瓣很小，五片凑成一朵，白色的花，黄色的蕊，羡

煞旁人。

杏花的生命极为短暂，有“杏花七日”之说。通常，一朵杏花从开放到凋

谢大约只需7天，整株杏树从开花到凋谢也不过10天左右，这便造就了杏花

花开花落的独特景观。杏花的凋谢有些凄美，它并非慢慢枯萎凋零，往往是

在几日热烈抱团盛放之后，便随一阵微风化作落英缤纷的“杏花雨”，宛如仙

女散花一般翩然而去。

日头偏西，草坪上已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粉红花瓣，山坡上仿佛盖上了一

床粉红色的柔软地毯。

阳春四月，春风含笑。4月下旬，洮南市百万亩

杏花在城市里、山野间、田地里、湖水边如诗如画、竞

相绽放，绘就了一幅春日里最动人的画卷。

城市里的杏花以它独有的方式绽放。它们或点

缀于街头巷尾，或簇拥于锦湖湿地公园、森林公园，

白花似雪、粉花如霞，宛如点点繁星，扮靓了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杏花不仅美化了城市风景，更拉近了

人与自然的距离，让人们在忙碌之余感受到了一份

来自大自然的温柔与宁静。行人们在杏花前纷纷驻

足，有的抬头仰望沉醉于杏花的娇媚。有的举起手

机定格这春日的美好。孩童们在杏花树下嬉戏，欢

声笑语与花瓣飘落交织成一首欢快的春日乐章。

山野间杏花如海。敖牛山、昂岱山、老道沟等地

大片的杏花林如同粉白色的海洋，在微风中波澜起

伏、美不胜收。杏花簇拥枝头，精致细密，仿佛是大

自然精心布置的展览，每一朵都散发着淡淡的清

香。春风轻拂，花瓣随风起舞，宛如粉色的雪花，轻

轻飘落，铺满了山野小径，游客们放松心情、漫步其

间，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沉浸在这份宁静与美好

之中。

田地里的杏花，以顽强的生命力为辛勤耕作的

农民送去了春天的祝福。野马乡、永茂乡、瓦房镇

等地的田埂旁、沟渠边，一朵朵娇艳的杏花如同春

天的使者，向人们诉说着春天的美好，农民们在杏

花环绕间劳作，闻着花香哼起小曲儿，似乎忘却了

耕种的劳累。

湖水边的杏花美出了另一番风味。四海湖、群

昌水库的杏花依水而生，倒映在清澈的湖水中，与蓝

天白云、青山绿树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山水画。

微风吹过，涟漪粼粼、杏影婆娑，野鸭子、鸬鹚、各类

鸥鸟在水面上、杏花旁嬉戏玩耍，它们或低头梳理羽

毛，或欢快地相互追逐，发出阵阵清脆的鸣叫声，仿

佛在向湖水诉说着心中的喜悦。

杏花以其优美的姿态和独特的韵味，成了春天

的象征。它不仅代表着生机与希望，更寓意着洮南

的美好未来。近年来，洮南市深挖乡村自然资源优

势，将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相结合，不断壮大乡村特

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助力洮南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均为张磊摄

寻找城市印记

在 白 城 春 华 园 相 遇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4月下旬，白城春华园内草木萌发、生机盎然，铭刻在几代白城人

记忆中的“四大雕塑”——仙鹤（老鹤塔）、大象、铜马、熊猫，被杏花环

绕、傲然挺立，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留念。

20世纪80年代的白城，在城区交通枢纽分别安置了这“四大雕

塑”，寄吉祥之寓意，增人文之底蕴。“四大雕塑”也被白城广大市民称

为“四大神兽”，作为曾经的城市地标建筑，它们伴随着白城人民成长，

又随着城市更好地发展而退出了历史。

“真的好怀念这‘四大神兽’！它们曾经分布在白城市区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起到了路标的作用。当有人问路时，会告诉他往哪个‘神

兽’方向走。”有网友留言说。“去铜马路口。”“到大象附近下车。”即便

当下，市民在乘坐出租车时和司机这么说，司机也心领神会。“四大神

兽”及其原址已然属于这座城市的记忆。

退役后的“四大神兽”曾被安置在洮北区住建局院内。“建议把‘四

大神兽’重新修整，安置在公园里！就像小时候家长带着我们去参观

那样，我也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观！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时代的

交接。”“这个建议好，支持！”在互联网上，许多网友曾对“四大神兽”的

安置问题各抒己见。

2024年，白城市在打造公园城市中，为留住城市记忆、铭刻发展变

迁，将“四大神兽”迁入春华园内。如今，这些退役的地标在“新家”里

绿树相绕、清溪环抱，隐如烟过往于静雅。

“我还有小时候与爸爸妈妈在老鹤塔下的合影呢。”“在儿时的记

忆里，大熊猫最初是用草做的造型。”关于“四大神兽”的记忆，像一壶

老酒，让人回味无穷。

“早年参军来到白城，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看到眼前这‘四大

神兽’，真是记忆犹新啊。”如今，许多曾在白城工作生活过的人们慕名

而来，在这里追寻青春的记忆。而许多家长也在这些雕塑前，给年幼

的孩子们讲述着白城的发展和变迁，“四大神兽”已沉淀为这座城市的

一种文化、一段追忆和一脉传承。

“看孩子们玩得多开心，长大后这片沙滩也会成为他们的美好回

忆。”在春华园亲水沙滩，一位家长说。近年来，春华园、秋实园、辽吉

历史文化街区、鹤鸣湖公园等，属于白城人的新地标在持续增多。白

城人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城市的发展还在持续，还会有更多动人的

故事被镌刻下来，成为这座城市的美好记忆、绵延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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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就在这里工作，这里的一切早已经融

入我的血液中了。”看着眼前一辆辆整修一新的机

车，游客刘女士述说着自己作为一名铁路职工的自

豪：“我父亲和儿子都是火车司机，我也在铁路工作

了一辈子，对这里太有感情了。今后,我还要带孙

女来参观，她还没近距离接触过蒸汽机车呢。”

5月1日，中国·大安机车博览园正式开园。连

日来，这座彰显着中国铁路历史文化价值的博览

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走进园内，五颜六色的小风车随风转动，为静

止的“钢铁战士”增添了灵动的氛围。园内共展示

已退役的各式铁路机车99辆，其中蒸汽机车78辆、

内燃机车21辆。

有30辆机车的车头进行了艺术装饰，它们是荣

誉机车和功勋机车，是国家和铁路企业对当年机车

组的褒奖，也是对机车的褒奖。因为在铁路人心

中，火车头绝不仅仅是一具冰冷的钢铁机器，而是

一条活力四射的生命，它和机车组全员一道，共同

为共和国的建设倾尽全力。

这些荣誉机车和功勋机车的历史轨迹涵盖抗

美援朝、大兴安岭救火、抗洪抢险，地震救灾、支援

边疆及石油大会战等。

“黄继光号”1820机车，在抗美援朝时期完成军

事物资运输任务32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铁牛”

运动和“500公里”运动中，曾创造日行车1113.4公

里的全国最高纪录。

“眼前这辆‘青年号’前进1307机车，原配属沈

阳铁路局原大安北机务段。在1998年的通让线抗

洪抢险救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游客们正在认真

地听着讲解员的讲解，一位小朋友举起了右手。

“你好！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姐姐，洪水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也没有啊！”

1998年发生在长江、松花江等流域的

特大洪水，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

显然是一段距离比较远的

历史。

“告诉姐姐

你是从哪儿来的？”孩子的妈妈说。

“我是从大庆来的。”

巧合的是，这条铁路正是通往孩子的家乡。

通让线是连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与黑龙江省

大庆市的一条铁路线路，主要服务于大庆油田运输。

1998年的特大洪水将部分路段冲毁，导致石油

运输受阻。当时的前进1307机车组全员，在抗洪抢

险最前线连续奋战了24个昼夜，他们不辞辛苦，不

怕牺牲，在通让线劳动屯至革志区间，向水中推卸

石块28车，在通让线全线抢通的战役中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听了解说员的介绍，也许孩子现在还无法全部

理解，但这样与机车零距离的接触体验，会在他的

内心深处埋下一颗种子，长大后去更加深入地了解

这段历史，感受中国人民在抗击特大洪水中展现出

的顽强不屈精神。

“通过深入挖掘，把园区打造成集铁路文化科

普研学、爱国主义教育培训、主题休闲娱乐等功能

于一体的沉浸式铁路文化体验旅游景区，彰显中国

铁路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

向。”大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宇坤

说。他坚信随着园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服务质

量的不断提升、旅游产品的不断丰富，一定能够吸

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铁路文化所蕴含的魅力。

据了解，中国·大安机车博览园总体规划为三

场两馆一平台，即动力机车广场、蒸汽机车广场和

内燃机车广场、记忆馆和体验馆、观光平台，有数十

个值得驻足拍照的“打卡点”。

““杏杏””韵洮南韵洮南 春色满城春色满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花
香
书
韵
里
的
诗
意
﹃
漫
﹄
游

本
报
记
者

张
磊

尹
雪

实
习
生

刘
一
潼

身着蒙古族服饰的游人在通榆包拉温都野生杏花林游玩打卡。邱馨锐 摄

▲▶白城春华园内草木萌发、生机盎然，铭刻在几代白城
人记忆中的“四大雕塑”被杏花环绕，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留念。

俯瞰大安嫩江湾国家5A级旅游景区捺钵岛，如诗如画的美景让人陶醉其中。

夜幕下的凤翎渔村旅游度假区，灯光璀璨，一幅江湾美景图。

▼5 月 1 日，中国·大安机车博览园正式开
园。连日来，这座彰显着中国铁路历史文化价
值的博览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丁香缀满枝头，诗意萦绕校园。张健军 摄

学生在白城师范学院丁香树下写生，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张健军 摄

白城师范学院树龄近百年的“丁香王”，虬枝苍劲，紫花绽放。

大安嫩江湾国家5A级旅游景区辽皇观鱼台处，祈福鼓声阵阵，在江畔久久回响，传递着美好的寓意。

洮南百万亩杏林竞相绽放。高靖宇 摄

捧一本书走进花丛，
别有一番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