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2025年1月21日 星期二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综合新闻

值班主任：李熙妍 编辑：邹弘毅 组版：许 勇

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土角村位于六盘水市钟山区西南
部，地处钟山区南开苗族彝族乡政府西
部，距离市中心城区42公里，距离乡政
府所在地12公里。东与花场村接壤，南
与花场村相邻，西与木果镇连山村毗
邻，北与自乐村相连。土角村境内为高
山峡谷地区，最高江开梁子处海拔1800
米，最低红岩脚处海拔1614.5米，平均海
拔 1707.25 米，全年平均气温 20℃。全
村总面积9.2平方公里。全村现有耕地
2100亩，林地11460亩，水域面积240亩，
森林覆盖率83%。2024年，全村辖11个
村民小组，26个自然村，户籍人口为954
户3521人，常住人口为791户3344人。

土角村土地资源丰富，气候温和湿
润，非常适宜种茶叶、白萝卜、辣椒、烤
烟、中药材等农作物。随着六盘水市大
力发展“旅游扶贫”工程和农村“三变”
改革（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试点工作的
开展，全村掀起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
高潮。村民利用退耕还林政策机遇和
自然资源优势种植辣椒、烤烟、中药材
等经济作物。在政府及相关人员的推
动下，全村村民种植布朗李、花椒、刺梨
等经济作物，实现“村民+合作社+村支
两委”共同发力的模式，推动了集体经
济发展。

土角原为半坡村、后坝田村。
明属水西宣慰司辖地。
清属水城厅常平里管辖。
1913年，改厅为县，改里为区，土角

属水城县南开区。
1949年前，属水城县南开区。
1953 年，建土角乡，属南开区土角

乡土角村。
1958年，成立土角大队、半坡大队，

隶属南开公社。
1983 年 4 月 16 日后，土角大队、半

坡大队更名为土角村、半坡村，隶属土
角乡。

1992年5月，土角村、半坡村合并，
组建为后坝田村，属南开乡。

2004 年，后坝田村和土角村并村，
为兼顾后坝田村发展，并村时，再次将
村名定为后坝田村。

2017年4月16日，村支两委组织召
开村民代表大会为将后坝田村更名为
土角村进行票决，一致同意将后坝田村
更名为土角村。

2018年，后坝田村正式更名为土角
村，属南开乡。

2020年7月1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
经国务院批准，水城县南开苗族彝族乡
划归六盘水市钟山区管辖，土角村属钟
山区南开苗族彝族乡管辖。

2021年11月，土角村获六盘水市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的“六盘水
市市级文明村”称号。

一、地名由来
“土角”二字已经在当地流传数百

年，这个名字已经深深烙在人民心中，
有了深厚的感情。

北宋乾兴年间，有一族彝人称基戛
家又名土木家（彝族，约40-50户，200人
左右），搬迁至今土角黑沙附近居住，为
了召集人群，增加家族势力，抵抗外来侵
略，土木家人用泥土自行研制一种形状
为弯曲角型，能吹出声音的乐器。因一
场瘟疫致使土木家灭绝，后人为怀念土
木家把这种形状为弯曲角型、用泥土烧
制能够吹出声音的乐器，取名为“土角”，
土角由此而得名。清咸丰年间建村，村
中四姓人迁至此居住，原属彝族安氏家
族领地，属大定府常平里五甲。因此地
形结构，彝族人又称之为半坡村，后因当
地人习俗，为避讳，更改为后坝田村。

随着清朝改土归流的推进，安氏家
族逐渐衰落。李氏、戴氏、王氏家族由
此逐步兴起，直至解放后，李氏、戴氏、
王氏同属土角望族。

据1994年12月《水城县（特区）志》
第136页《建制篇·第五节南开区》记载：
土角苗族乡东与坞铅、南开乡接壤，南
与保华乡毗邻，西连连山乡，北抵义忠
乡，总面积43平方公里，耕地11052亩，
林地3720亩，辖土角、自乐、偏坡、新寨、
大岩、毛屯、沙拉、半坡、倮梭、小河10个
行政村，共120个村民组，37个自然村，
2397 户 11006 人。乡政府驻大麻窝，境
内为高山峡谷地区，最高呜鲁大山，海
拔 2083 米，最低阿勒河出口处，海拔
1560 米，年均气温 13℃，最高 33℃，最
低-11.6℃，年降雨量1078毫米，无霜期
245天，土地较瘦薄，产玉米、马铃薯、大
豆、杂豆、烤烟等。土角旧称“土坡”，彝
语意为“放雀子”，为彝族居住地区，1953
年建土角乡。

土角村有土角（一组）、和平（二
组）、新益（三组）、新发（四组）、大坪（五
组）、大麻窝（六组）、双山（七组）、窝窝
寨（八组）、杉树林（九组）、半坡田（十

组）、乌噜戛（十一组）等小地名。
二、发展大事
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伫立的土角

村，正缓缓揭开它神秘而迷人的蜕变面
纱，邀我们一同见证它从平凡走向非凡
的壮阔历程，共同见证土角村的蜕变之
路，共谱发展新篇。

（一）经济发展
农业产业：2017 年，在政府部门及

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推动下，全村村民
齐心协力种植布朗李、花椒、刺梨等经
济作物。目前，已成功构建起“村民+合
作社+村支两委”共同发力的发展模式，
有力地推动了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如今，土角村的村级集体经济积累资金
已达约10万元。此外，村里拥有1300亩
烤烟种植地。2016 年—2020 年脱贫攻
坚期间，大力发展种植业，发动群众种
植马铃薯1000余亩，亩产1600斤以上；
实施退耕还林 6567.7 亩，按每亩 240 元
补助到户，覆盖贫困群众162户；在原有
烤烟种植面积基础上，做大做强做优烤
烟产业，种植烤烟 1100 余亩，覆盖群众
420 户，户均增收 2000 元；种植三七 70
亩，覆盖群众65户274人；大力发展养殖
业，积极引导群众通过养殖增加收入，
扶贫资金扶持贫困户养猪 64 户和养鸡
71户。

劳务输出：2016—2020 年，强化就
业培训，坚持把就业脱贫作为主攻方
向，组织种植养殖技能培训 123 人。
2023 年 2 月，土角村有 150 名农村劳动
力跨省外出务工，村支两委贴心地为他
们发放“健康小药包”，药包中不仅有各
类药品，还包含温馨提示、“阳康”小贴
士以及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一次性交
通补贴政策宣传海报等内容，充分体现
了对务工人员的深切关爱。

（二）基础设施
交通：2020 年，在村党支部书记李

姿银同志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带领群众
自发完成了长达13.2公里的组组通公路
毛路开挖及硬化工作，有效解决了村民
出行不便的难题。

水利：2019年，积极协调各方力量，
成功铺通管道，为土角村五组、七组共
计106户村民妥善解决了饮水问题。南
开乡土角村 2019 年饮水安全工程扶贫
项目历经波折，该项目最初进行竞争性
谈判时，因确认投标供应商不足三家而
废标。之后，项目进行二次采购，最终
由贵州鑫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
标，主要中标内容为新建5立方米蓄水
池4座，3立方米取水池1座，10立方米
集水池 1 座，9 平方米提水泵房一座，
100立方米蓄水池1座，DN32无缝钢管
4985米，DN38无缝钢管5720米，提水管
道0.865千米，入户管网6.27吨（dn22无
缝钢管6.27吨），水表178套及相关配套
设施等。饮水安全工程对于土角村来
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村民的日常
生活和健康。通过实施饮水安全工程
扶贫项目，土角村的饮水条件得到了极
大改善，为村民提供了安全、稳定的饮
用水源。

直至 2023 年，又经过多方大力帮
助 ，妥 善 解 决 了 一 、二 、三 、四 、六 、
八、九、十组全部村民的集中安全饮
水问题。

电力与通信网络：2022 年，实现电
网改造全覆盖，户户通网络电视也全面
覆盖，为村民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三）社会事业
教育：2018 年，教育政策实现贫困

户全覆盖。2024年1月29日，土角村举
办助学奖励金发放仪式，六盘水市民生
集团为 2023年新考取的12名大学生分
别送上1500 元、1000 元不等的奖励金，
以此激励学生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
钟山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与
贵州省水利院市政设计院党支部在土
角学校开展党建联建帮扶“主题党日”
活动，给学校送来帮扶慰问物资餐桌42
套，为学生送来书包文具30套，紧扣学
校现实需求，决心着力解决乡村教育发
展问题，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助力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医疗：土角村距离乡卫生院 11 公
里，步行要走2个多小时山路。2024年
8 月，土角村在钟山区医疗保障局的支
持下，村卫生室开通了城镇职工普通门
诊医保统筹“一站式”服务，让山区参保
群众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报销少跑
路”，切实享受到国家医保改革带来的

“红利”。
卫生：2016 年至 2022 年，全村大力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改善村寨环
境，完成拆危除杂150栋，安装太阳能路
灯 500 盏，改善了村容村貌和人民群众
生活环境。同时，针对环境卫生实际，
明确了以村委会、帮扶力量、村民组为

核心的村寨环境卫生三级管
理制度，以责动员、以责指导、
以责督促全村群众改变生活
习惯，改善居住环境。并配置
保洁员33名、垃圾车驾驶员2
名、垃圾清运车2台、垃圾斗35
个，切实做到了户户有桶、日

产日清。通过全面治理，全村人居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群众满意度得到明显提
升。

文化：2018 年，在村民章本能同志
等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土角村八组
建成小广场，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文化
生活。此外，村里还定期组织开展各种
宣讲活动，全力推进党的好声音、好政
策宣讲工作全覆盖。同时，充分发挥村
规民约的作用，积极协调解决婚恋纠
纷、土地流转、矛盾冲突等问题，并大力
推荐和选树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好媳
妇、好婆婆，有力助推村风文明建设。

（四）基层组织建设
党组织建设：2024 年，在驻村工作

队的协助下，村支两委班子强化组织建
设，发展预备党员 1 名，培养党员发展
对象 2 名，积极分子 3 名，后备干部 5
名。通过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等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
作用。

制度建设：2024年，建立值班值守、
任务清单、说事议事等制度，有效杜绝

“一言堂”“优亲厚友”等不良现象的发
生。通过严格执行村民公约，逐步改变
村里破坏产业、“等靠要”等不良思想。

三、自然景观
土角村阿勒河上游夹岩奇景，是土

角村的自然宝藏。夹岩水域长3公里、
河宽25米，流经土角于保华镇阿勒河社
区出水洞汇入三岔河，散发着迷人的魅
力。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历史
遗迹，成为大自然馈赠给土角村的绝美
画卷。

（一）河流风光：灵动的生命之脉
夹岩的水流平缓，宛如一条轻柔的

丝带，自西北向东南蜿蜒流淌，河水清
澈见底。沿着河岸漫步，耳边传来潺潺
的流水声，那声音清脆悦耳，宛如大自
然演奏的一曲悠扬乐章，让人不禁沉醉
其中，忘却尘世的纷扰。

（二）桥梁与水文站：岁月的见证者
土角桥因土角村而得名，横跨于夹

岩入口处，桥面可供两车并行，它不仅
仅是连接两岸的交通要道，更是土角村
历史与现代的纽带。而不远处的双桥
水库土角水文站，则像是一位沉默的守
护者，静静地记录着夹岩的水位变化和
水流信息。它那坚实的建筑结构和精
密的仪器设备，无不彰显着人类对自然
的探索与敬畏。水文站与土角桥相互
映衬，构成了一幅和谐而又充满故事的
画面，让人不禁遐想这片土地上曾经发
生的点点滴滴。

（三）溶洞奇观：神秘的陡壁世界
夹岩一带分布着众多溶洞石穴，堪

称溶洞群奇观。其中，双龙井在入口往
西100余米处，泉水从山中流淌而出，水
分两色，故名双龙吐水，以其独特的地
貌和神秘的氛围吸引着众多探险者的
目光。

沿着夹岩往里走，河道蜿蜒曲折，
宽窄不一，两岸山势耸立，壁上布满了
形态各异的钟乳石洞穴，如梦如幻。黑
鱼洞，不仅洞内景色迷人，洞外的水域
还栖息着大量的鱼类，是钓鱼爱好者的
天堂。

打鼓岩更是独具特色，传说只要扔
石头击中悬于空中的钟乳石柱，就会发
出如擂鼓一般的咚咚鼓声。这奇特的
现象仿佛是大自然与人类开的一个奇
妙玩笑，吸引着人们纷纷前来一试身
手。当石头与石柱碰撞发出的声音在
空旷的山谷中回荡，那种震撼人心的感
觉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王家岩洞、安家岩洞、谢家岩洞、硝
洞、黑洞等溶洞，也都各自隐藏着不为
人知的秘密。据村里的老人谢礼丰
（1955年生，土角村八组）、戴天云（1947
年生，土角村七组）、王锦能（1936年生，
土角村三组）等述说，这些洞中还残留
有石磨、碓窝和养马、熬硝的遗迹，是当
年王家、安家、谢家等几大家族逃避祸
乱举家藏身之处。想象着当年人们在
洞中艰难求生的场景，抚摸着洞壁上那
些古老的痕迹，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感
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在这些溶洞
中穿梭，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神秘的探险
之旅，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惊喜，每
一个发现都让人对这片土地的过去有
了更深的认识和敬畏。

土角村阿勒河上游夹岩，这片融合
了河流、桥梁、溶洞等多种自然景观的
神奇土地，不仅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瑰
宝，更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以其
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前来探寻、欣
赏，让人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
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回响。

四、百年古树
土角村有两棵百年古树，是当地的

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是阿勒河上
游的绿色化石。据《六盘水市钟山区古
大树名录》2017 年 5 月 26 日调查记载：
樱桃树，栽植于1899年（至今125年），位
于土角村一组，俗名毛樱桃，蔷薇科樱
属，胸围（地围）36米，冠幅平均30米，生
长海拔1700米；水青冈，树龄125年，位
于土角村一组，壳斗科水青冈属，胸围

（地围）22.9 米，冠幅平均 18 米，生长海
拔1690米。

两株古树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美丽
的外观，吸引着游客和村民前来观赏和
拍照留念。

五、教育深耕绽芳华
土角学校始建于1954年，是一所九

年一贯制公办寄宿制学校并附设校中
园。学校坐落于钟山区南开乡土角村
六组，占地面积 9600 平方米，其中绿化
面积2800平方米，体育活动场地3000平
方米。现有教职工38人，12个教学班，
618名学生，住校生168人，校舍建筑面
积8290平方米，拥有完善的教学功能室
配置。

自 1954 年建校以来，周虎恒等众
多负责人及校长接力管理学校。2020
年 5 月至今，曹仕海任土角学校党支
部书记、校长，学校确立了独特的文化
理念，以“土壤”为文化载体，校训为

“深根静植，破土绽放”，校风是“沃土
育植”，教风乃“厚土爱植”，学风则是

“带土移植”。
土角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成果

丰硕。
体育赛事：
2020 年初中女子足球队获六盘水

市校园足球三级联赛初中选拔赛（女子
乙组）季军与体育道德风尚奖。

教师指导获奖：
牛长友老师指导学生于第十六届

贵青杯系列活动、贵州省 2023年师生信
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学生活动）数字
创作获省级一等奖。

陈县老师 2022 年获六盘水市地理
录像优质课市级二等奖，2024年获六盘
水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陶丽娟老师多次指导学生在科学
影像节获奖，如2017年指导学生获第八
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三等奖，2018
年获第十一届“贵青杯”青少年科学影
像节（科学微电影）省级一等奖。

彭玉琴老师多次指导学生在不同
年份科学影像节获奖，包括全国二等
奖、省级二等奖等，还在 2021 年获第十
四届贵青杯微视频评选活动小学组三
等奖，2024年指导学生获六盘水市科学
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市级二等奖及钟山
区第三届小学生实验操作大赛区级一
等奖，2021年获六盘水市初中生物学录
像优质课市级一等奖。

蒋晓明老师 2023 年指导学生获六
盘水市第七届青少年科技节绿野春天
初中组市级二等奖。

付静老师 2023 年在六盘水市第七
届青少年科技节涂装木屋小学组指导
学生获市级二等奖，2024年获中小学生
美术教师专项技能手工组市级一等奖。

赵凤老师2017年、2019年获六盘水
市初中数学录像优质课二等奖，2022年
获六盘水市地理录像优质课评选活动
二等奖（跨学科教学）。

周运萍、游家鑫老师在2019年指导
学生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
国家级三等奖，同年获第十二届“贵青
杯”青少年科学影像节微电影中学组省
级一等奖（两组学生）。

胡丹、黄丹老师在2023六盘水市科
技节大赛木结构承重赛指导学生获市
级二等奖。

这些荣誉充分展现了土角村教育
在教学与竞赛方面的卓越成就，体现对
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视以及在教育
发展历程中的不断进步。

六、双拥风采
在土角村这片土地上，拥军情怀深

植人心。从退役军人数据来看，全村共
有43位退役军人，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投身军旅，退伍后又回归乡土，继续
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其中，七组的代
顺松表现尤为突出，他于2004年12月应
征入伍，在部队中凭借出色表现，2005
年被授予上等兵军衔，2006年12月更是
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77635部
队授予的三等功证书荣誉，他的事迹成
为土角村的骄傲。同时，土角村还有 2
位现役军人，分别来自一组和七组，他
们延续着土角村的军旅荣光。

2024年11月，土角村退役军人统计
如下：一组8人，二组7人，三组1人，四
组3人，六组7人，七组6人，八组4人，九
组 2 人，十组 4 人，十一组 1 人，总共 43
人。立功授奖1人（七组代顺松）。现役
军人2人。一组1人，七组1人。

七、村落人物
土 角 村 ，一 方 孕 育 多 彩 故 事 之

地。这里，教育者坚守初心，以学识播
撒希望；退役军人荣归桑梓，军魂仍在
闪耀；众村民各展其长，平凡亦显伟
大。他们的经历相互交织，绘就土角
村鲜活人文长卷，彰显质朴与活力。
且随我们踏入这片土地，探寻其独特
魅力与动人风姿。

（一）李高隆，男，1954年11月出生，
贵州水城人，中专学历，小学高级教
师。1998 年至 2006 年 7 月任水城县南
开乡土角学校校长。主要贡献：任教以
来，所任学科学期统考多次获全区第一
名。1977 年获水城特区先进教育工作
者称号，获六盘水地区先进工作者称
号，1985 年获水城特区优秀教师称号，
1988 年获六盘水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称号，1989年获六盘水市教书育人先进
个人称号。1998 年任校长后，大胆改
革，勇于创新，制定出一整套切实可行
的规章制度，学生从 343 人增加到 786
人，教学质量明显提高。2001年获贵州
省统战部、省教育厅基金奖，2002 年获
六盘水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优秀工
作者称号，2003年学校被评为县级文明
单位。3次受到市电视台采访报道。其
事迹收录于2002年10月当代中国出版
社出版的《贵州省优秀教师名典》及
2003年11月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专家人名辞典》

（二）李方龙，男，水族，1958年7月
出生，贵州水城人，中专文化，小学一级
教师。曾任水城县土角学校教师，现为
土角学校教务主任，兼学校图书管理
员。任教以来，取得了好的教学成绩。
1987年任六年级班主任时，全班共有48
名学生，有 41 名学生升入初中；同年，

《六盘水日报》对此事作了专题报道。
2000 年获乡优秀教师称号。2001 年获
水城县人民政府表彰。其事迹收录于
2002年10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贵
州省优秀教师名典》。

（三）曹仕海，男，中共党员，1988年
5月10日生。2012年特岗考入南开乡兴
发小学任教，后任校长与南开第三支部
副书记，2020年5月起任南开乡土角学
校校长兼支部书记。他在体育指导上
成绩卓越，2016年率兴发小学女足先后
获水城县及六盘水市校园足球联赛冠
军，培养出多位优秀球员。在校园建设
方面，他积极作为，2020 年与2024 年联
系中职学校开展免费国防教育与开笔
礼；2024 年 9 月联系爱心单位获赠 700
套校服、音乐机等，乡党委书记也助力
争取到 650 件毛衣。同时，他争取到钟
山区法院、水投公司及民生集团资金，
用于铺设篮球场、购置桌椅、改造厕所
等，全力推动学校发展，彰显教育担当
与卓越领导才能。

（四）李姿银，男，1970 年 8 月 15 日
出生，中共党员，住土角村一组，是六
盘水市钟山区南开乡土角村支书兼乡
人 大 代 表 。 他 积 极 推 动 产 业 转 型 ：
2022 年，南开乡实施烤烟种植向蔬菜
种植方向转型，李姿银以村支书的身
份，带领其他人大代表，在土角村积极
组织村民开展除草、铲砂、覆土等工
作，充分利用闲置河沙地，建设了 60
亩豇豆种植基地，并安装喷灌设施，助
力当地蔬菜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作为村支书，李姿银充分发挥带头
作用，团结村支两委班子，积极参与到
南开乡的乡村振兴工作中，在春耕生
产等工作中表现突出，展现了较强的
组织能力和责任心，为南开乡乡村振
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五）代清鱼，男，彝族，1995年4月
生，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南开乡土角
村人。2024 年 2 月 5 日，六盘水市水城
区人民政府授予代清鱼2023年度“六盘
水市水城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

并给予5000元奖励。
（六）戴天云，男，1947 年 10 月 16

日出生，土角村七组村民。1968 年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3 军 39 师独立
工兵营。

（七）章本能、王永康、王永能、王庆
品、罗贵文、谢传龙等83名土角村八组
村民：2017至2018年，土角村八组83名
村民心怀热忱，自发为修建观景亭筹
资。大家踊跃捐款，金额不论多寡，共
筹得 25540 元。修建时，男女老少齐上
阵。数月后，观景亭落成，成为村庄亮
丽一景。

八、诗词歌赋
以下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六盘水

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钟山区诗词
楹联学会副会长陈永革描写土角村的
诗、词、歌、赋：

《南开乡土角村行》
幽村溶洞鼓音绵，似诉千秋岁月迁。
阿勒溪桥连古韵，岸边老树记红篇。
支书引领康庄筑，众志同耕绮梦镌。
胜境情牵心底处，诗成未敢负山川。

《赞土角村》

南开乡畔土角村，山清水秀韵依存。
民族风情添异彩，田园风光醉客魂。
八方村民心聚力，共建亭台情谊温。
乡村振兴宏图展，幸福生活乐满门。

《西江月・土角村景》

村落风光独好，土角景色如画。青
山绿水绕人家，民族风情无价。

亭台凝聚众志，齐心共筑繁华。振
兴路上绽新花，喜看明朝佳话。

《土角村之恋》

（主歌）
在那钟山区的西南方，有个美丽的

土角村庄
山水之间的家园，民族儿女情意长
土角学校书声琅，孕育希望的地方
村卫生室暖人心，健康保障伴身旁
（副歌）
啊，土角村，我心中的故乡
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向往
勤劳善良的村民，团结一心向远方
共建美好家园，让幸福万年长

土角赋
黔中胜地，凉都明珠，位处钟山区

之西南，阿勒河上游佳境，有土角村
焉。村依山水，风光旖旎，秀色可餐，仿
若世外桃源，隐匿尘嚣之间。

其地也，山峦叠嶂，翠影摇曳，河水
潺潺，清流见底。夹岩溶洞群，神秘莫
测，鬼斧神工，造化钟灵毓秀。春临则
繁花似锦，姹紫嫣红，漫山遍野皆披锦
绣；夏至则佳木葱茏，绿荫蔽日，清凉之
气沁人心脾；秋至则金风送爽，硕果累
累，盈满平畴；冬来则和风温润，冬暖夏
凉，天地一色宛如画卷。

土角之民，习俗独特，源远流长。
服饰精美，青蓝相间，绣工细腻，图案
古朴，蕴含千年文化底蕴。岁时节日，
盛事纷纭，祭五显坛，打磨磨楸，舞步
古朴而神秘，唱腔悠扬而深沉，驱邪祈
福，传承古老信仰。婚丧嫁娶，礼仪周
全，长幼有序，邻里相帮，尽显家族敦
睦之情。

至于教育，土角学校，庠序之教，德
润人心。师者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学
子孜孜不倦，力学笃行。琅琅书声，萦
绕梁栋，志在青云，育李培桃成栋梁。
且有各方贤达，援手助力，修缮庑舍，增
添典籍，庠序焕新颜，希望之光昭然。

观夫今日之土角，乡村振兴之潮
涌，风帆高举，破浪前行。产业多元，
蒸蒸日上，农林牧副，各展其长；基础
设施，日趋完备，道路通畅，水电无忧；
文明新风，蔚然兴起，尊老爱幼，和睦
相处。村之众庶，齐心戮力，共绘蓝
图，志在打造富美之乡村，同奔康庄之
大道。

土角村也，宛如沧海遗珠，熠熠生
辉于斯。前程似锦绣，来日更方长，必
将于时代之洪流中，砥砺奋进，再谱华
章，成乡村振兴之楷模，垂范于四方。

钟山区南开乡土角村村史村事

□陈永革

钟山区南开乡土角村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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