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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偏居一隅，交通不便，
且农民思想观念陈旧落后，
等、靠、要思想严重，少数党员
干部精神不振、 工作热情不
高，虹桥一度发展相对滞后。

近两年来， 虹桥镇党委政
府顺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
动， 狠抓干部作风队伍建设，
把“忧民、急民、富民”作为一
切工作出发点，干部工作积极
性提高了， 一个个项目上马，
一桩桩实事落实，令虹桥形象

焕然一新，老百姓更是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福利”。

“近两年来，由于我们狠抓
队伍建设、生态建设、城镇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虹桥镇确
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镇长
陈志军谈到一些实事项目，如
数家珍：

投资2千万完成长庆、洞口
等10个村的土地平整项目；

投资1500万元对虹桥河
进行综合治理；

陆续投入3千万对辖区内
平江十中、胡筠学校、平安小
学进行改造；

投入100万元改造虹桥老
桥；

投资8千万建设金桥街和
2万平方米的商业区；

改造棚户区100套；
总投资1300万元在向阳

村、毛源、仁义三地建设生态
移民安置区；

在2014年工作动员大会

上，镇党委书记黎秋桂这样勉
励全镇党员干部：我们的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
们同样要看到差距，不以总体
代替局部，不以指标数值代替
群众感受，努力建成一个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老百
姓认可的真正的小康生活。同
心同德，艰苦奋斗，励精图治，
锐意进取，乘改革之风，启小
康大道，努力描绘虹桥发展新
篇章。

解码虹桥镇

在湖南平江， 几乎所有地名
都蕴含着神奇的传说或者文人情

愫，而要讲到浪漫和诗意之地，非

地处平江县东北、 号称“鸡鸣三
省”的“虹桥镇”莫属。“虹桥”之名

的来历已无可考， 但其名字总是
让人联想到“多彩与希望”。

10月8日，我们带着强烈的探

秘心理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汽车在弯曲的山村公路上行驶，

满目青翠欲滴， 绿酽酽的山峦似
乎触手可及，公路下或一抹清泉、

或溪流潺潺，显得清爽而静谧。而

这，仅仅是虹桥的魅力所在吗？显
然不是。

刚进入虹桥镇境内， 便来到了桃霞
村， 此地便是平江老八景之一， 被誉为
“桃洞朝霞”。 据称， 在合适的气候条件
下， 晨雾流涌沿江而上， 绕于青山绿水
间，颇为美丽壮观。

在桃霞村尽头， 有一处声名显赫的
景观，叫“仙人桥”，建于峭壁之上，既无
桥基，亦无石缝，毫不逊色于“赵洲桥”。
相传很久以前当地有一妇女， 欲用几十
年开茶坊的积蓄建一座桥通往山外，但
苦于当时无能工巧匠胜任， 为此日夜忧
虑，竟然感动神仙，一夜之间建成。现在
由于公路改道，“仙人桥”已不再使用，桥
面也是杂草丛生， 但屹立于此的仙人桥
仍然昭示着虹桥人的智慧、勇敢、善良。

在虹桥， 依托传说而存在的文人景
观还有“天井山”。据称，有“江南独秀”之
称的天井山， 古有吕洞宾云游天井山的
传说， 至今仍有吕洞宾升天时踏石留下
的脚印。

而另一处文化遗址，“普济庵”，相传
始建于汉代， 当年有高僧见幕阜山气脉
浑厚，气势恢弘，以黄龙为首（黄龙山），
凤凰为足（凤凰山），其中峰回路转，视为
南禅福地，和同在仁义村的“青阳宫”遥
相呼应，同时成为道教文化圣地。

与上述神奇传说不同的是， 地处平
安村的清代民居“冠军大屋”却是一道鲜
活的民间建筑传奇标本。据介绍，这座占
地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古屋，建于乾隆
三十六年，系国学生李冠军所建，房子上
下四栋四横厅两学堂三私厅， 共有房间
90几间，天井二十几只。

整个古屋坐北朝南， 采用磨光青砖
砌筑，青瓦盖顶，青石铺底，包括主房、书
房、厨房、戏楼、仓库等各式用房，厅与厅
之间由木雕帏栏隔开， 至今仍能感受到
昔日雕刻的古朴精致。屋内“晴不暴晒、
雨不湿鞋”的巧妙设计更是令人惊叹。

无论是神迹赫然的仙人桥、天井山，
还是道法自然地“普济庵”、“青阳宫”，还
有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冠军大屋”，都
彰显了虹桥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
人景观。在传统文化回归的今天，它必将
成为人们追诉道德力量和文人情怀的梦
之地。

到了虹桥镇，不能不去“天
岳关”， 天岳关名由清咸丰年
间平江才子李元度亲笔提写。
现仍嵌于石拱门之上，素有一
脚踏三省之称。此关因地势险
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杨幺
和南宋朝廷的军队、朱元璋和
陈有谅、太平军和满清、北伐
军和军阀均在此激战过。

在这黄龙显圣、 凤凰折翅

之地，历史再次演绎了不屈的
民族精神。1939年，92师某部
将士为阻击日寇进攻长沙，在
此殊死搏斗两昼夜后，全部阵
亡。 为纪念抗战阵亡的将士，
该师师长梁汉明于1939年5
月，用补发的8个月军饷，征集
工匠百余人，历时8个半月，在
天岳关建墓勒石， 以旌忠烈。
至今仍保存着蒋介石、 薛岳、

李仙洲亲笔书写的“气壮山
河”、“人类之光”、“浩气长存”
的题词。血写的历史，警醒着
后人，石雕的记忆，永远不会
风化。

驻足于此， 我们无暇领略
它的原始生态、 天然地貌、奇
峰异石。只想追思这斑驳的历
史岁月中，它无处不在的民族
精气神。

天岳巍巍，汨水绵绵，虹桥
人无不兼具山的刚毅和水的
柔情。而其勇敢和血性的特质
莫不是从这些历史的浸淫中
沐浴而来。造就了无数虹桥人
走出大山，成为社会精英和经
济建设的弄潮儿。

思古之幽情

血色的记忆

在与虹桥镇主要负责人的
交谈中，“生态”是提得最多的
词汇之一。

该镇党委书记黎秋桂介
绍，虹桥镇属高山气候，自然
环境优势明显， 民俗民风厚
重， 人文和自然景观众多，且
是平江目前少有的未被工业
污染的净土之一。目前全镇上
下统一思想， 改变政绩观，绝
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
因此红色生态旅游和原生态
农业产业开发现在正作为虹
桥镇经济发展突破的两大主
打产业。

由此可见， 虹桥镇的产业
规划非常清晰。构建一条由文
人景点和名山组成的旅游链
条，成为已经是平江旅游热点
的“石牛寨”的重要旅游交汇
带。无疑，由天岳关、普济庵、青
阳宫、冠军大屋、仙人桥等组
成的旅游珍珠链，将会是虹桥
镇旅游开发的梦幻组合，成为

人们探秘、修身的最佳旅游线
路。而原生态的休闲度假却是
人们日益热衷的“无景点旅
游”的有益补充。

在污染困扰的年代， 生态
就是时尚。 镇长陈志军说，优

美的生态环境正成为奢侈品，
我们期待有识之士能把虹桥
的旅游资源开发出来，使它们
散发出应有的光辉，成为幕阜
山麓的又一处旅游胜地。

虹桥， 正在用自己独有的

方式建设着不可复制的魅力，
生态牌已经被镇党委政府提
升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高
度，这种与环境友好的手法必
将让虹桥这块美丽的土地散
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生态即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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