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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沙河的故事

邓志刚

在三江汇流的著名酒都宜宾市，其

辖区内的长江北岸孕育着一条古老的小

河 — — 黄沙河。

她虽名不见经传，但却独具妩媚、

清纯与丰厚文化底蕴所透视出来的神

韵。在这条神奇的河边，传扬着三代

财政所长动人的传奇故事。

70年代末，人们在经历了精神与

物质的双重疲惫之后，开始做起致富

梦。财政所长岳开渠便是一个寻梦

人。老岳当年四十七八，伴随他多年

的老算盘敲出的数据总是令人沮丧，

看着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每次只能分到压

背篓儿底的粮食，他心里的算盘珠子

随时都在梦想、在跳跃。一天清晨，

收音机播出了一条消息：成都市附近

一个生产队开始进行土地承包的试验。

他听后欣喜若狂，当他迫不及待地将

“喜讯”告诉公社领导时， 领教到的

却是“政治教育”的无情。差 点
儿丢掉“乌纱帽”的他并未气馁，
“土地承包”这一电波佳音牢牢地支

撑着他的梦想。当消息得到确证后，

他开天辟地地第一次向单位请了10天
“病假”，并告诉家里人要去

“出
差”。10天后，家人见他没有回来，
开始心慌；20天后，还不见人影，公
社和家里急成一团，于是，问 亲戚、

找朋友、贴启事、登报寻人，皆无

回音。3 0 天后，一个蓬头垢面、衣

衫褴褛的 “乞丐”出现在同事和家人

面前 — — 他正是远远超出“请假”期

限的岳开渠所长 。回来后，他交了

两份材料 —— 一份长长的《关于土地承

包的调查报告》 和一份实实在在的

《检讨书》。原来他独自一人跑到成

都，去了试验地，进行细致的走访，

结果令他精神大振。但天有不测风

云，在火车站，他身上的钱和证件被

小偷掏得一干二净。在求人无助之

后，他硬是沿路步行、乞讨回到了

家。皇天不负苦心人，在有关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土地承包首先在黄沙河

边铺开……。解决了温饱的乡亲们，

总忘不了给孩子们讲“岳爷爷”的故

事。
黄沙河边有一条繁忙的川云公路，

南来北往的车辆却觅不到一爿象样的小

食店。那是80年代初期，劳动致富尚

带着“姓资”的嫌疑羞羞答答地出现

在较为开明的地方。新任财政所长黄

泽云，上任前是所里一位常年跟农民
打交道的“财粮员”。他多次给公社
领导提交“致富”方案，农民“有
饭吃没钱用”一直是他思考的 “课

题”。何不给见多识广的川云路司机

创设一片小憩之地，开发黄沙鱼饮食

资源？记不清有多少次劝说、多少次借

贷、多少次修房立店协调邻里、多少

回带人学厨探索黄沙鱼烹制的奥秘，

终于 “黄沙鱼”不仅红火了路边的餐

馆，而且成为川南名菜并继而成为风

靡全国的席上珍品。如今，不仅宜宾

市及南溪黄沙河边有上百家 “黄沙鱼

馆”， 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也有 “黄

沙鱼”安家落户，甚至鸭绿江边也可

觅见其踪影。“黄所长” 和 “黄沙

鱼”，被当地百姓戏称为黄沙河的

“两 件 宝贝 ”。

90年代中期，黄沙河边除去碧绿

的田畴和葱翠的树林外，纵横交错的

是崭新的公路 —— 昔日的机耕道早已飞

驰着红红绿绿的各种大小车辆，一切

都在变化！没变的是那碧蓝的黄沙河水

和赤黄而泛着光泽的水底黄沙。旅游

开发，这一昔日人们想都没有想过的

话题，被从西南农大毕业才两年的张

小河副所长大胆地提了出来。西部开

发、退耕还林、环保与发展，成为

他立 “旅游” 之论的依据，方案迅

速地提交到镇领导班子的案桌上。张

所长找回母校设计方案，与镇上领导

四处寻找投资商，上上下下办手

续……。由于黄沙河所蕴含的开发价

值，150 余万元的第一期投资迅速上

马。防洪堤、通行大桥、游艇、养

殖及水上餐饮、娱乐设施渐渐成为黄

沙河上 道亮丽的风景。每到周末或

节假日，黄沙河畔车辆如潮、游人如

织，缓缓流淌有河水荡漾着欢乐的笑

声。黄沙河镇子富了，张小河也被县

上评分 “十大杰出青年”。
日出照清流，日落映余辉。灵秀的

西部小河孕育了一片神奇的土地，美
丽的土地上养育了一代代勤劳、智慧
的人们。随着母亲河

——
长江的整给与

西部的大开发，亮丽的西部小河
——

黄
沙河的落日与朝阳将更加绯红灿烂

、

她滋润的土地所谱写的时代华章也必将

更加扣人心弦、更加璀璨耀眼！
(作者单位：四川省南溪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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