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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家湾
□ 王意林

洪湖岸边是家乡
□ 崔巍

爱上新堤
□ 杨 磊

童年趣事
□ 谢作明

小时候见过的老房子，一间挨着一间，
偶有断开的，但整体相连，青一色的茅草屋，
再后来又青一色的青砖红瓦屋。

门前一条小河，水浅能看见水底的石
头、砖块，只有汛期时河床才会变宽，河水很
清，能听见水流动的哗哗声，常有不安分的
鱼儿跃出水面，溅起的水花转瞬即逝，一切
又恢复平静。

我放的牛很温顺，它一边啃草一边将
庞大的身子往前慢慢移动，我叉开腿骑在
牛背上，手里拿着语文课本，心不在焉地读
着，一会儿看眼前河水流动的样子，尤其是
那些旋转着的大大小小的漩涡，一会又将
目光投向河边的垂柳上，树杈上有醒目的
鸟巢，枝条上歇满知了，它们一个劲的叫
唤，惹得几只黄雀不要命似的俯冲，弄得柳
枝儿乱颤。

有时实在觉得无聊了，便将牛赶下河，
让牛驮着游到对岸去吃草。河对岸的坡上
有一片菜地，正是瓜果多的季节，小香瓜、马
黄瓜遍地都是，随手一摘，也不洗，在身上胡
乱擦几下，张口就咬，好吃极了，小时候的瓜
真甜。

逢年过节，哪家屋子里飘出卤香味，大
家都一清二楚。平时我们这群孩子到处乱
蹿，对每一家的房屋地型，门前屋后几棵树，
家里几口人，几代同堂，谁家有儿子没有女

儿，谁家有女儿没有儿子，谁家儿女双全，甚
至谁家养了牛和猫狗之类的，对于这些我都
了如指掌。

记忆中父亲是不轻易进厨房的，每天
早晚开饭时父亲就坐在靠近神龛的上方，
杯筷早已摆好只等上菜，不苟言笑的父亲
倒上小作坊酿的散酒端端正正的坐着，俨
然一副家长的做派，无容置疑父亲那是绝
对的权威，他的饭都由我们去厨房添，酒尽
兴时父亲便会吟几句唐诗宋词，都是劝学
之类的名言名句。

厨房里的一切都是母亲在打理，不光
是烧火做饭，就连砌灶台这样的活似乎与
父亲无关，好像天经地义都是母亲的职责
范围，邻居家的灶台需要重砌也来请母亲
去帮忙，母亲砌的灶台好用，烟囱排烟的效
果很好，我亲眼看到过母亲砌灶台时的场
景，有时还帮母亲搭把手，一口土灶砌好需
要小半天时间，母亲将土灶上部边沿抹上
厚厚的稀泥，然后端起一口大铁锅放在上
面，土灶侧面和最里面有两个圆溜溜的洞
口，母亲顺手拿两个陶罐盖上，灶口前端顶
上置一口烧开水的小铝锅，这样恰到好处
的设计，虽算不上什么大手笔，但也足显超
常的智慧。

灶膛里火势熊熊，母亲用锅铲在铁锅内
翻炒，诱人的香味飘满整个厨房，水蒸气从

铁锅旁的陶罐和铝锅内直往外冒，在屋顶凝
结成密密小水珠开始往下滴。拿两块糍粑
靠在灶膛前壁的青砖上，一刻功夫糍粑就鼓
起来了，两面变成焦黄色，一口咬下去糯香
满口。

正月十五每家每户做糯米团子，不是每
个人做的糯米团子都好吃。团子好吃不好
吃，主要看包在里面的馅，我们老家把馅称
作“包饭”，包饭的主要成分是米粉，将适量
米粉倒进铁锅翻炒，炒至七成熟后加腊肉
丁、卤海带、卤干子等，这样馅的团子一定好
吃。小时候我尤其喜欢吃烧团子，将团子埋
在火堆里，不一会团子就烧好了，用火钳夹
出来，看上去焦黄焦黄的，拍拍表面的草灰，
吃进嘴里脆香脆香的，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垂
涎欲滴。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饲养许多鸡鸭，鸡多
鸭少，清早母亲打开鸡笼，关了一夜的鸡鸭
瞬间飞出鸡笼，鸭子们一刻也不停留地奔向
门前的池塘，它们天生有自然生存的能力，
不需要人工喂食，在大自然中享受水的滋
润，还有鱼虾、田螺的美味。

养鸡就没那么简单了，屋前屋后的草丛
中虫子有限，要想让母鸡多生蛋，得拿些乱
谷子乱芝麻的喂一喂。公鸡吃饱喝足后没
事干，就去招惹母鸡，公鸡与公鸡之间永远
都不会和平相处，它们一直处于亢奋的敌对

状态，我喜欢看公鸡打架斗殴，无论是黄毛
公鸡还是黑毛公鸡，它们互殴时谁也不示
弱，都想将对方置于死地，一旦某只公鸡败
下阵来，很快会夹着尾巴灰溜溜的逃走，而
另一只打了胜仗的公鸡则会扇动翅膀，昂首
挺胸地高声长鸣。

除喜欢看公鸡打架外，我还喜欢看小牛
犊啮草的样子，它不像它的父母那样循规蹈
矩，而是蹦蹦跳跳到处乱踩，专拣鲜嫩的草
吃。成年的水牛吃草都是很认真的，而且是
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每走一步都很慎重，
且小心翼翼，生怕漏掉了一株好草似的，凡
是成年牛啃过的地方都光秃秃一片。

其实半岁左右的小牛是我们儿童最好
的玩伴，趁小牛啮草的时候，我一个箭步飞
身跨上小牛的脊背，小牛受到惊吓撒腿狂
奔，不一会便将我甩出去老远，幸好都是草
地，摔下来也不怎么感觉疼痛，拍一拍揉一
揉，又继续去追赶小牛。

如果有几个小伙伴一起就更好玩了，抱
的抱小牛的颈子，扯的扯小牛的尾巴，有的
甚至跪在地上抱着小牛的一条腿，小牛一脸
的无奈，眼睛里流露出惊恐万状的神色，它
使尽全身的力气想摆脱我们，最终也未能成
功，直到我们精疲力尽才松开小牛，望着渐
渐跑远的小牛，我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在地上打滚翻起跟斗来……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县城新堤的情景。
那年是1982年，我还在黄家口区的大岭中学读初中，在区文

教组张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另一所初中学校的同学去县城新堤，
代表黄家口区参加全县初中生作文竞赛。从未出过区乡的我满
怀激动和兴奋，随着张老师登上了去县城的班车。出了县城车
站，顿时感觉世界竟可以这么大，柏油马路街道两旁门店林立，每
家店面歌声悠扬，播放着当时的流行歌曲，以此来吸引顾客。到
党校招待所住下，吃罢晚饭，张老师对我们说，带你们出去转转，
一路往南，走到了江堤边，张老师指着堤边的大江说，这就是长
江！啊，这就是很多次在诗词和课本里出现过的神圣的母亲河？
这就是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长江？年少的
我，被眼前的壮美深深地震撼。

再次来新堤，那是我高中毕业来县一中复读。洪湖人都习惯
把她称为“洪一中”。

复读的日子苦不堪言，压力山大。每天的娱乐就是吃过晚饭
后，上晚自习之前的时间出校门右转，到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门
口转一圈，偶尔也上工人俱乐部楼上看看，那里有人在下棋练书
法，有人围着在看电视，我也站在人群后面看一会，然后依依不舍
地离开。学校也曾组织在洪湖电影院集体观看法制教育片《少年
犯》，电影的主题歌在学校流行了很久。

出校门往左走上堤，有一条石板老街，解放前叫西正街，解放
后叫建设街，有时候感到考试的压力特大的时候，下了晚自习，就
踩着那些青石板，穿过岁月斑斑的老街上江堤，躺在江畔的砂石
堆上，看一轮皎洁月光下波光粼粼的长江水，任晚风吹散我头发，
祈祷大江和明月能带给我好运。

当校园的树叶再次郁郁葱葱的时候，就迎来了第二年的高
考，又一个“黑色七月”，虽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好运，但总算帮
我把那落榜的6分补上了，进入了高考录取“红榜”的最后方阵，
就此短暂作别了新堤。

人生之路，总是在兜兜转转。一九八九年的三月，一个春
暖花开的日子，我开始入职新堤。入驻新堤，我常常惶惑，为什
么一个堂堂的县城居然以堤为名？追问多位长者，方知这其中
的历史。

新堤古城历史悠久。新堤倚靠长江，自古以来，内荆河在茅
埠与长江相通，成为物质集散积聚地，明成化、嘉靖年间，在茅埠
上游前依江后通湖的地方，建筑起一条沿江的堤街，故老百姓习
惯称之为——新堤。新堤兴起后，一时水运畅通，商贾云集，盛极
一时，多次成为沔阳、文泉等州县的治所所在地，新堤市曾经四次
被湖北省直辖，据说，中山先生在他规划的南北京广铁路，就是从
新堤穿江而过，如果中山先生的规划能够得以实施的话，那就不
关武汉的什么事情了。

为纪念洪湖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将沔阳、监
利、嘉鱼、汉阳各划出一块，建立洪湖县，县治所在新堤，1987年
洪湖县改市，和新堤相比，洪湖是一个新县（市），而县城新堤却有
了五百多年的历史。

我常常坐在内荆河入口长江的老闸背上眺望新堤城。这里
是俯瞰新堤的最佳位置，内荆河穿城而过，将县城一分为二，左边
是新堤，右边是茅江，四座桥梁将东西两岸连接成片，脚下是县城
的客厅——荷花广场，广场上到处是轻歌曼舞、健身娱乐的中老
年，他们在这里尽情享受着退休之后的休闲时光。广场是在内荆
河河面上建成，我还依稀记得起广场兴建前的模样，内荆河的两
岸都是临河而建的吊脚楼，吊脚楼下横七竖八地系着一些小木
船，宛如金陵城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又恰似沈从文先生笔下凤
凰古城的沱江吊脚楼，可惜的是，这样的情景，连同依堤而兴盛极
一时的堤街、解放街，只能留在了上一代人的记忆里。

老闸内侧的两岸，曾经是新堤的中心。东段为中正街，西段
为解放街，统称为堤街，长江南来北往的客商，内荆河湖区各地的
渔民，都在这里聚合交易，而今还存留一些历史的遗迹，如西轿
巷、大轿巷、小轿巷、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党部、日军侵略时强占的
据点，还有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故居。

每天只要有时间，我都喜欢下楼散步。散步的首选，是大小
的街巷，在我看来，民间市井那里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条老
街老巷都有它悠远的历史故事，徜徉在古街古巷，仿佛穿越了时
空，通过品街巷名，判断其年代久远，明清时期的堤街、西轿巷、大
小轿巷、跑马路，民国时期的复兴路、中正路（1949年以后改为解
放街），新中国建立后就有了赤卫路、解放街、建设街，新堤镇大大
小小的街巷近百条，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在小巷流连，迟暮
老人三三两两坐在大门口，晒太阳聊天，你也可以坐下来，和他们
说说话，聊一聊小巷的前世今生。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走在小巷
深处，看万家灯火，远处的高楼大厦，近处的寻常民居，一扇扇透
着灯光的窗口，就是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背后，不知蕴含着多
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一个地方住久了，
总喜欢跳出圈子，从外部来审视自己的家乡，我曾经专门自驾去
过很多县城，到别人的县城住上两晚，也到过北上广深，比新堤繁
华的城市太多了，可在我看来，那都是“别人的城市”，只有在洪
湖，我才能找到“心安之处是吾乡”的感觉。

一日，参加一个朋友聚会，高朋满座，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席
间，一个朋友伸出手来，自我介绍，大都市的成功人士，临了忽然
来了一句：“还在新堤小县城？”朋友的问话，也许并无恶意，但居
高临下的一个“小”字，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抑感，尴尬地握着
对方的手，不知该如何作答……

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突然灵光一闪，后悔自己席间何不改
编刘禹锡的《陋室铭》一首，回赠予他——

“可以率性行，通四方。无奔波之辛苦，无谋生之劳形。堪比
北上广，胜似武长深。小县城？何小之有！”

白鹤滩水电站礼赞
□ 陆剑

千百年来，钱塘潮涌以形之奇、气之盛、
势之猛闻名天下。癸卯之年的秋分时刻，第
十九届亚运之光照亮西子湖畔。

伴随着“10、9、8、7、6……”的倒计时，
19座“水玉琮”击出铿锵的鼓声，潮水渐次
漾开。以水为礼，击鼓迎宾，玉鸟飞旋，时
空流转，神徽浮映，古城再现，好一幅“蟾宫
折桂”的美好祝愿画图绽放出新时代中国
风采。

据中国三峡集团资料显示，白鹤滩水电
站向杭州亚运会场馆提供100%的绿电，创
历届亚运会供电之最。这绿电，让亚运会别
样精彩，让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白鹤滩水电站
的清洁能源之光。

是啊，祖国西南，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把
山劈成两半，一边姓川，一边姓滇。川滇两
省交界处，一个“引领世界水电的超级工程”
拔地而起，宛若冉冉升起的璀璨明珠，吸引
无数人的眼球，被称之为新时代大国重器。
它就是世界为之惊叹、国人为之骄傲的白鹤
滩水电站。

2022年12月，白鹤滩水电站全部机组
投产发电，标志我国长江之上建成世界最大
清洁能源走廊，对保障长江流域防洪、发电、
航运、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水生态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水电支撑。

金沙江的脉动，从亘古绵延至今。早在
87年前，伟人毛泽东在金沙江边写下了“金
沙水拍云崖暖”的诗句，抒发了排除万难的
万丈豪情。如今，深耕在金沙江之畔的水电
建设工匠们开山破土，精雕细琢，攻坚克难，
让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横跨两岸，以截断云雨
的傲然身姿，蓄澎湃之势巍峨耸立。

白鹤滩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600万千
瓦，左右两岸分别安装8台100万千瓦水电
机组。白鹤滩水电站之大，大在其工程规
模、技术难度、行业地位均居世界前列；白鹤
滩是美丽的，美在其汇聚了顶尖技术和人
才，凝聚了民族智慧和力量。如此精密的设
计、如此完美的运行，唯有“震撼”二字可以
形容。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为混凝土双曲拱坝，
最大坝高289米，相当于100层楼高，从空
中俯视犹如一个弯曲的、薄薄的蛋壳镶嵌在
金沙江河峡谷之中，十分雄伟壮观。

如果说大坝是水电站的躯干，发电机组
就是心脏。16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就
是白鹤滩水电站拥有的一颗“大心脏”。泄
洪洞群则为“地下迷宫”，左岸三条无压泄洪
洞，单洞最大泄洪流4083立方米/秒，水流
可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通过，其流速之
快，似风驰电掣。

随着白鹤滩水电站16台机组全部投产
发电，长江干流上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
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等6座水电站连珠
成串，共同构成了一条跨越1800公里的世
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白鹤滩水电站每年平均发电量624.43
亿千瓦时，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输送到江
苏、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等量换算的
话，其一年的发电量可满足6500万人全年
生活用电需求。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
云南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河段
上。在坐拥得天独厚水能资源的同时，金
沙江下游河谷狭窄、岸坡陡峻等复杂的自
然条件，也让白鹤滩工程在地质、气候复
杂恶劣程度和工程难度方面居世界前
列。工程建设者先后攻克多个世界级技
术难题，勇闯世界水电“无人区”，创下了
单机容量100万千瓦、地下洞室群规模、
300米级高坝抗震参数、圆筒式尾水调压
井规模、无压泄洪洞规模等6项关键技术
指标达到世界第一。

站在大坝的观景台上，放眼望去，青黛
的山林，株株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与碧波粼
粼的高峡平湖交相辉映，尽展绿色魅力。

滚滚金沙，碧波吟唱着一曲曲白鹤滩之
歌，歌声在阳光下久久回荡：云南接四川，金
江巧家墙。坝高数百米，储水千亿方。蜿蜒
碧山间，龟睡翠微藏。浪涛千万丈，长江筑
屏障。发电防洪首，拦沙航运双。效益惠民
众，大国重器扬。

安全才能回家 平安才能过年
——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

寂静的瞿家湾
能听见内荆河的心跳

导游
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

一处处雕塑还原往事
一张张照片定格英名

老街
留下先辈的足迹

老屋
见证烈士的伟业

走进瞿家湾
我们接受灵魂的再洗礼

走进瞿家湾
我们接受革命传统再教育

内荆河
带着我们的怀念
默默地流向远方

市民朋友们：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2024年春

节将至，洪湖市应急管理局谨向全市人民
致以诚挚的节日问侯和美好的新年祝福！
值此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美好时节，温馨
提醒您，过年不忘安全，安全才能回家，平
安才能过年。

安全生产大于天。春节期间，仍然有
很多劳动者奋战在生产一线。务必牢记，
恶劣天气不施工，不赶工期、不急躁，记得

戴好安全帽，登高作业最危险，千万系好安
全带。

消防安全无小事。不堵塞、封闭疏散
楼梯、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不在屋内和楼
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生活用火要小心，可燃
物品不靠近，易燃物品严格管；燃气安全要
谨记，不用记得关总阀；严格遵守“禁鞭”要
求，不燃放烟花爆竹。

交通安全放第一。不超速、不酒驾、不
超员、不疲劳驾驶、不争道抢行。骑车步行

靠边行，不闯红灯，注意观察。驾乘汽车要
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要戴好头盔。时
刻关注天气变化，注意低温雨雪大雾大风
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用电安全要牢记。居民用电要散热，
出门记得关电源；不私接、不乱搭、不超负
荷用电；正确使用暖手宝、电热毯、取暖器
等取暖电器设备。

预防中毒不放松。冬季使用煤炉
取暖、做饭、围炉煮茶，管道煤气泄露，

在长时间发动的车内睡眠等，都可能
引起一氧化碳中毒。煤气天然气要常
检查；不用桶、盆或没有烟囱的煤炉在
室内直接取暖；使用热水器时要注意
通风。

个人防护需谨慎。人多不去凑热闹，
人员密集场所谨防踩踏事故；冰冻天气外
出谨防摔倒。

洪湖市应急管理局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洪
湖是一座在江湖间孕育、在波浪里荡漾、在
歌声中传唱、在新时代闪耀的城市。

洪湖是什么？
洪湖是一面湖。这面湖从哪来？从长

江与汉江的冲击中走来，从云梦泽与洞庭湖
的相望中走来，从沧浪之水与红色之湖的相
遇中走来。这面湖，千湖之省，洪湖为最。
极目楚天舒，最美是洪湖。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岸边是家乡。知音湖北，在这里遇见洪
湖，遇见每个中国人的梦里水乡。

洪湖是一首歌。这首歌从哪来？从楚
地先民的歌声中走来，从浪打浪的涛声中
走来，从赤卫队的号角声中走来，从“看天
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铮铮誓言中走来。
这首歌，起于劳作，盛于诗文，兴于革命，美
于生态。一曲洪湖水，四海美名扬。洪湖
水，长又长，人心向着共产党。知音湖北，
在这里遇见洪湖，遇见每个中国人的红色
故乡。

洪湖是一朵花。这朵花，是“出淤泥而
不染”的荷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芦
花，是“稻花乡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
稻花。这朵花，荷韵悠长，芦花摇曳，稻谷飘
香，心花绽放。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
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
乡。知音湖北，遇见洪湖，遇见每个中国人
的鱼米之乡。

洪湖是一座城。这座城，是红色之城，
拥有两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全
省红色旅游重要地。这座城，是绿色之城，
拥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
市。这座城，也是工业新城，已初步形成三
大园区和三大产业，交通便利通达开放，跨
江越省左右逢源，城市面貌气象一新，正在
全力建设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区、打造融入武
汉都市圈样板市。革命常思洪湖水，而今迈
步从头越。知音湖北，在这里遇见洪湖，遇
见正在努力奔跑的今日新洪湖。

洪湖是一面湖、一首歌、一朵花、一座
城，亲爱的朋友们，趁现在来洪湖吧！来洪
湖，感受湖的浪漫、歌的激情、花的美丽、城
的活力。来洪湖，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可以
如此美好，原来幸福可以如此简单。

来洪湖干什么？
来洪湖，砥砺初心使命。
洪湖，是湘鄂西苏区首府、红二方面军

摇篮、洪湖赤卫队故乡。
在洪湖，您可以沿着贺龙、周逸群、段德

昌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追寻湘鄂西英雄
的英勇故事，感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来之
不易。

在洪湖，您可以到长江畔的红色湘鄂
西旅游区，以及洪湖岸边的瞿家湾红军
街，走一走，看一看，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砥砺“生我是娘，教我是党”的
家国情怀。

在洪湖，您可以来到路易艾黎旧居，与
“中国十大国际友人”一起，回忆他五次来到
洪湖的历程，以“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勇往
直前，战胜每一个困难”的洪湖精神，激励
自己不断前行。

在洪湖，您还可以来到《洪湖赤卫队》的

真实场景，在芦苇荡、荷花丛中穿越百年，感
悟“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的幸福生
活，激发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澎湃动力。

来洪湖，品味生态福地。
洪湖，135公里长江滚滚东去，102个湖

泊烟波浩渺，113条河渠奔流不息，江河交
织在平原大地，绘就出独特的水乡风情。

在洪湖，您可以尽情领略洪湖生态旅
游区的绝美风光，乘一叶扁舟，泛舟湖上，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感受渔家风情，体验
渔家乐趣。

在洪湖，您可以来悦兮半岛国际温泉度
假村，在全球最大的温泉“水立方”，享受浪
漫的度假之旅，感受水的温柔与抚慰，在愉
悦中度过美好时光，留下难忘回忆。

在洪湖，您可以漫步金湾度假区，尽享
洪湖岸边湖光美景，晚风拂来，心旷神怡，夜
晚时分，与家人朋友携手，欣赏璀璨星空，感
受宁静美好。

来洪湖，梦寻田园牧歌。
洪湖，江湖汇聚，水草丰美，游鱼欢畅，

万物蓬勃，90多种水生植物、100多种鸟类，
十万亩野莲随波起伏，十万只候鸟越冬栖
息，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在洪湖，您可以暂停忙碌的脚步，享受
静谧时光的轻松与惬意。您可以沿着洪湖
城区一河两岸，在龙街流连忘返。您可以
探寻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瞿家湾的明清古
街，可以感受旅游名镇乌林古镇的厚重深
远，可以领略省级旅游名村老湾乡珂理湾
的宁静幽远。

在洪湖，你可以大快朵颐，品尝大自然
的恩赐。品尝大自然无尽的恩赐，一年四季

都有最好的食材：三月的蒿，四月的茭白，五
月的藕带，六月的虾，七月的莲子，八月的
鱼，九月的菱？，十月的再生稻，冬月的大闸
蟹，腊月的鸭，正月的洪湖藕汤，二月东荆河
的土憨巴。

洪湖莲藕、清水蟹、野鸭、莲子、藕带等
美味，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
号，更是一碗碗让人回味无穷的家乡味道。
洪湖被誉为“全国水产之都”，全市水产养殖
规模和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淡水养殖县
（市）之首，这里的水产不仅口感鲜美，而且
营养丰富，是美食家的天堂。此外，洪湖也
是全国重要优质粮油生产基地、中国名蟹第
一城、中国小龙虾第一名城。这里有30万
亩再生稻和30万亩水生蔬菜，让洪湖成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袁隆平院士称赞洪
湖为“中国再生稻之市”。

在洪湖，你可以体验民俗风情，感受水
乡魅力。来到洪湖，看一看洪湖渔鼓，划一
划洪湖凤舟，听一听皮影戏、花鼓戏，看一看
洪湖贝雕，和许许多多的洪湖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一起，感受水乡风情，深入了解洪
湖历史文化，体验传统洪湖生活。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来洪湖吧！来洪
湖，体验诗与远方、田园牧歌、烟火人间。来
洪湖，你会发现，原来生活真的如此美好，原
来幸福真的如此简单。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洪
湖，不仅是洪湖人的洪湖，更是全中国人民
的红色故乡、梦里水乡、鱼米之乡。我们在
洪湖等您，并向您发出诚挚邀请，来到洪湖，
您将遇见精彩，享受浪漫，留下美好，收获幸
福，洪湖，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