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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晨曦，陌上花开。秋菊盛放，姹紫嫣红。
乡村发展，造就了鲜花盛开的村庄。

位于盐城西冈地带的李庄村，是盐都台湾农民
创业园花卉苗木产业核心区。沙质的土地，因地制
宜，走出一条发展新路。以菊为主导，多种花卉、苗
木，生态观光农业齐发展。全村 5290 亩耕地中，鲜
切花、盆栽花等特色农业花卉种植 2000 多亩，葡萄、
黄桃、水蜜桃、草莓、苗木林果种植 1300 多亩，蟹塘
等水产养殖 600 多亩。特色农业的发展，加速了土
地流转，转移了农村劳动生产力，扩大了农民增收，
加快了农民致富的步伐，打造出特色旅游新乡村。

清秋时节，走进李庄村，到处都是鲜花盛开的
海洋。漫步花卉种植园地，这里生长有非洲菊、格
桑花菊等数十个品种，仅观赏切花菊的种植面积就
有 600 多亩。被誉为盐都区十佳双强村支书的商先
生告诉我，村上为农民致富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创
业平台，利用台创园花卉核心区的优势，打造花卉
生产基地;同时，出台政策，提供花卉种植大棚及减
免承租费用等硬件措施，吸引、扶持、鼓励村民回乡

创业和社会精英前来创业。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走进李庄龙头企业

呈祥园艺公司，前来接洽花卉生意的人络绎不绝。
步入公司陈先生办公室，主人沏上一壶茶，自产的
菊花绽放在茶水中，舒展出美姿，呷一口，润在了心
田。茗茶甘甜，山水青绿，花开陌上，浑然一体，新
农村的景色尽美。陈先生说，呈祥园艺落户李庄 10
多年来，迎来近 10 年大发展好时光。如今公司集花
卉研发、栽培、花卉特色旅游为一体，年产雏菊、非
洲菊、向日葵等鲜切花 8000 万枝，另建有 2000 平方
米现代化组培中心，年产各种菊和铁皮石斛等组培
花卉苗 2000 万株。抬头间，墙上挂着的“江苏省高
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等荣誉牌
匾，跃入了眼帘。这家企业还是“南京农业大学（企
业）研究生工作站”和“盐城市花卉组培育苗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去官归隐，
种菊写菊，留下了千载传吟菊花诗。于是，篱笆下

的菊，是入得了诗的经典写法。而我认识的菊，花
开陌上，它远离篱笆，却为田园增色，更为农家人带
来了额外的财富。走进占地 180 多亩、排列有序的
72 座花卉生产日光棚。步入了大棚，遇见一位手捧
鲜切花的大嫂，交谈中她说：“待这批鲜切菊出了大
棚，今年自家种植花卉收入就有10 万元。”生产在田
间，就业在家门口，收入有保证。看得出，说话间的
大嫂心里乐开了花。

宿雨朝烟，氤氲迷离。李庄村的菊，葳蕤蓬勃，
灿若云霞。李庄村的美，美在一年四季百花争艳，
格桑花开春满园。深秋的菊园，早菊已收，中菊正
艳，晚菊孕蕾，整个田陌，秋菊依然花开花艳。步入
菊海，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扑鼻而来。看那碧绿的
叶子上，衬托着长长的黄茸茸的花瓣，就像一条散
发着浓香的无声瀑布，更像是时尚女郎的美发，漫
不经心地披散下来，便美不胜收。

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我的家乡，十年面貌大
变样，新农村、新发展、新气象！陌上花开，处处洋
溢着奋发向上的气息。

陌上花开
□ 邹凤岭

前几日，姨娘打来电话：萝卜干腌好了，快拿
罐回去尝尝鲜啊！姨娘说的“罐”是“坛”的意思，
一坛子的萝卜干可得多少鲜萝卜才能晒成腌好
啊。俗话说，多腌咸菜少腌瓜，萝卜干子不腌它。
什么意思呢？就是萝卜干损耗大（去头去尾），再
经过脱水晒干后，斤两明显少了。姨娘年年都会
帮我们腌上一小坛。电话那头，我笑着应答，咽着
口水。仿佛那“嫩、甜、脆”的“姨娘牌”萝卜干已经
到了我的嘴里。

早年间，姨娘家的邻居曾经开过“酱园”店，那
腌制萝卜干的“秘籍”便耳濡目染地被姨娘学会
了。我也曾讨教过，萝卜干如此好吃的秘诀：萝卜
要选小的且是细尾巴的，切萝卜时要切成滚刀块，
且刀刀带皮，最关键的是，别人家拌盐揉搓挤水，而
姨娘则是：将撒过盐揉过的萝卜干放在“蛇皮”口袋
里，口扎紧，放在桌子上，用棍子和板子在上面压，

将萝卜水一遍又一遍地挤净，然后在太阳下暴晒三
日，待基本晒干后，（若晒得太干萝卜干就“老了”），
再加白醋、白糖、红辣椒拌匀，装罐密封一个月左
右，即可食用。每年吃到此物，总觉得是人间至味。

姨父英年早逝，丢下五个女儿，在那个缺衣少

食、物资匮乏的年代，姨娘在自己家的屋前屋后，一
年四季种上各种蔬菜瓜果，特别是这白萝卜。那
时，萝卜干里的盐放得是极其多的，因为这是一年
的下饭菜。姨娘将五个女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

小小的萝卜干功不可没呢！如今，孩子们都在城市
里工作，姨娘也在城市里生活，但姨娘隔三岔五地
就要回去，伺候她的蔬菜和萝卜，再把这份“爱”带
给孩子们。

小时候，秋风一起，家家户户门前都会晒萝卜
干。我们儿时的小玩伴，玩饿了或馋了，随手拿个
萝卜干便嚼起来，不管它是哪家的，大人们也不
恼。那些年，萝卜干是大多数人家一年四季早晚吃
粥时必备的小菜。

我将“姨娘牌”萝卜干，分成一小瓶一小瓶地送
到亲朋好友手里，“又有啦？”他们如获至宝地惊
呼！甚至有人当即捏出一个萝卜干，嚼出清脆的声
响来。如今生活好了，“姨娘牌”萝卜干腌得是越来
越淡了，甚至当零食来吃了。

小小的萝卜干作为生活的回味和点缀，在平淡
的生活里温暖着你我。

萝卜干
□ 郭玉霞

在我的老家流传着“霜降吃
柿，事事如意”的说法，所以霜降
这天，我们是要吃柿子的。

小时候，爷爷家的庭院里，
种了好几棵不同种类的柿子树。
每到霜降时，所有的柿子树上，便
挂满了大小不等的柿子，把我们
这群孩子馋得不得了。

站在庭院最前边的火晶柿
子树，是爷爷早些年从外边买回
来的。每逢霜降时，柿子树上便
挂满了如红色宝石般耀眼的柿
子。耀眼的水晶柿子色泽艳丽，
袖珍小巧，若你更看重外表，仅
需一眼，你便会与火晶柿子一见
钟情。

成熟的火晶柿子皮薄无核，
如 火 焰 般 艳 丽 ，吸 起 来 更 加 美
味。小时候，我们会截取圆滑笔
直的麦秆作为吸管，直接插进成
熟的火晶柿子里。这时只需大吸
一口，软糯多汁的柿肉，便会直接
占据整个口腔，火红的柿子也会
在手掌中迅速干瘪下去，随之而
来的是满口的清凉与甜蜜。

与高颜值的火晶柿子相比，
本地的土柿子性格沉稳内敛，虽然其个头中等，却朴实
无华，只等霜降时，悄悄地挂满整棵树，来惊艳所有人。
硕果累累的柿子树，更似一位深沉的智者，正垂着头思
考人生的哲学。

饱满的土柿子，果肉为橙黄色。成熟的土柿子，咬
起来松脆多汁，香甜的柿肉裹着淡淡的清香，奔跑在口
腔的每一个角落，让人回味无穷。

当然，土柿子最浪漫的保存方式，便是将其做成软
糯香甜的柿饼。被阳光亲吻过的柿饼，形态如果脯，吃
起来既不失优雅，又携带方便，也是我们这群孩子最喜
欢的零食。

除此之外，庭院中还有一棵黑柿树。远远望去，树
上似镶嵌着无数个心形的巧克力，所以这些黑柿子，也
被我们称为“巧克力柿”。别看柿子外表乌黑，它们却有
着活力四射的内心，橙黄色的果肉不仅美味清甜，营养
价值也极高。

尽管黑柿子并不常见，但奶奶最爱用它来给我们做
煎柿饼。捣成泥的黑柿子，与面粉相遇后，在平底锅里
擦出了爱的火花。我们拿着外酥里嫩的柿饼，重重地咬
上一大口，其美味香甜，在舌尖上不停地旋转着，一直甜
到我们的心底里。

如今，我们早已离乡多年，老家的柿子树，却依然在
庭院里守望着。每当霜降时，它们便会随着快递箱前
来，只为给我们这些远在他乡的游子，带来一份故乡的
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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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因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政府倡导就地过
节。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选
择下乡过节。

回到乡村老家，恰逢母亲
在地里刨山芋，爱人和她闺蜜见
状，甭提多兴奋，一个抢去母亲
的铁锹，一个拾起地上的镰刀，
闺蜜学着母亲的样子挖土刨起
了山芋，爱人割起了山芋藤。看
似简单的农活，对于久居城市的
两位“白领”，可有点费劲。闺
蜜一锹踩下去，用力过猛，锹口
插得太深，撬不起土块，涨红了
脸，土块仍是岿然不动，最终还
是在母亲的帮助下撬起土块，一
只只滚圆的红皮山芋像人来疯
似的破土而出；爱人割山芋藤，
不是藤蔓缠住手臂，就是藤蔓丛
中跳出一只青蛙吓得她惊叫起
来……一两个小时的劳动，爱人
和闺蜜轮番换割藤和刨山芋的
农活儿，两三垄山芋刨得她们早
已大汗淋漓，直不起腰，但看到
两蛇皮口袋刚出土的新鲜山芋，
开心之乐还是胜于体力一时的
劳累……

一家一袋山芋拖回城，爱人和闺蜜一边微信语音
交流着劳作后的腰酸腿疼，一边商量着满袋山芋如何
吃？那几日，炕山芋、烀山芋、蒸山芋、煮山芋茶、煮山
芋粥……天天在厨房里上演，吃得我也反胃了。但不
忍心浪费爱人她们的劳作成果，受南瓜饼的启发，于是
我建议爱人尝试做做山芋饼，改变一下花样，说不定能
引起味蕾的新感觉。

山芋饼？爱人一脸疑惑，嘟囔着，只吃过南瓜饼，
还没听说过山芋饼？要做，你自己做吧，反正我没做过
吃过山芋饼，你能否做得成功，我翘首以待。

一日清晨，我起了个大早，着手做我脑中盘算的山
芋饼。挑了几只大的山芋，削皮洗净，放在水中烀熟，
捞起，用勺捣碎山芋成烂泥状，加入半比例的面粉搅
拌，打入鸡蛋，加糖，别出心裁又加入一些酸奶……山
芋面和好后，热油，调羹挖起一团山芋面放入油锅中，
再把面团用调羹轻轻压成圆形饼状，再在山芋饼上洒
少许芝麻，接下来，山芋面饼在热油的煎炸下，几分钟
后，奇迹般地慢慢呈现出金黄色，翻面继续煎炸，原本
像似提不起精气神的山芋饼，随着油炸定了型，一块块
像还过神来，跟着热油翻滚的节奏，有了热情欢快的舞
韵……此时，厨房里已弥漫起山芋香、麦香、奶油香、蛋
香、芝麻香、甜香的混合浓香。一块山芋饼煎炸而成，
其色不亚于南瓜饼的色泽，不知其味如何？我无暇品
尝，继续煎炸着一块块山芋饼……

爱人被厨房里浓香熏醒了，她揉揉惺忪的睡眼朝
厨房里走来，惊讶道，你真做所谓的山芋饼啦！眼看着
一大盘的山芋饼即将大功告成，我催促道，快去洗漱，
品尝品尝我的创新山芋饼……

一盘金黄灿烂的山芋饼上桌，两碗冒着热气浓稠
的白米粥搭配着些许小菜，食欲顿时大增。

爱人喝一口温热适口的白米粥，夹一块金黄的山
芋饼，一咬，慢嚼，顿时她像大梦初醒，惊叫一声，你做
的山芋饼堪称一绝！好吃，外脆内糯，口感十足，浓浓
的山芋香夹带着丝丝缕缕的奶油香芝麻香，如烟如雾
在口腔里缭绕，真的回味无穷！山芋饼初尝有着南瓜
饼味道的一脉相承，但细品又有区别南瓜饼的独特，山
芋饼虽不如南瓜饼细腻，但山芋饼的略显粗糙的纤维
成就了山芋饼的灵魂所在，让嚼有筋道得以升华……

听着爱人如此高的评价，夹一块细嚼慢品，只觉得
爱人对山芋饼的色、香、形、神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

看似日常不起眼的山芋，只要用心去创新，去尝
试，再平常的食材也会于不经意间乍现华美转身、惊鸿
一瞥的刹那……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山
芋
饼

□
胥
加
山

拾穗者 黄 晨 摄

电视剧《人世间》中，北京诗人冯华成把孝道
分为“养口体”和“养心智”。原来，养口体说的是每
天陪伴在父母身边，照顾着他们的衣食住行，琐碎
而平凡；养心智，即是自己有出息了，虽然远走高飞
不在父母身边，但是成就的事业能让父母脸上有
光，以你为荣，精神上开心、满足。

我对这种解释很感兴趣，这代表了父母们的不
同心态。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
话：“孩子有出息了就不属于你了，属于国家属于事
业，没出息就天天围在你身边，虽然属于你了，但同
时也会有失落感。”人就是这样矛盾，患得患失。

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身边不乏有出息的孩
子，上名牌大学，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甚至定居国
外，令人羡慕不已。家长饱尝思念之苦，也是开心
的，因为父母只盼儿女过得好，有美好的前程。我
的堂哥就是这样的孩子，从小就出类拔萃，一路读
到博士后，学业有成后定居国外，姑姑一提起儿子，
发自内心地高兴，满脸自豪。姑姑几年也见不到儿

子一面，想了，只能打开电脑和儿子视频聊天，有时
候儿子一家都忙，不能坐下来陪她说话，视频就这
样开着，姑姑就盯着电脑，看儿子一家人忙忙碌碌、
走来走去。

能真正做到“养心智”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多数
都是平凡之人，比如我。我就是相对平庸的人，从
来也没离开过父母，大学都是在本地读的，有一份
普通的工作，工资不高不低，过不了奢侈的生活，每
月除去必要的开销，所剩无几，当我用大钱的时候，
甚至还需要父母的资助，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大富大
贵的日子过，人到中年，无比汗颜。但是父母从来

“不嫌弃”我，也从来不拿我和堂哥比，如果比，父母
比的也是我的好。特别是父母进入老年之后，因为
有了我的陪伴和照顾而少有生活烦恼，感触颇多。

我和父母的心态都挺好，不求其他，只求一家
人在一起相互关心，其乐融融，我想这样的天伦之
乐，也一定会有很多人羡慕的。

父母永远都希望儿女有出息、幸福、快乐，我们

也同样希望父母健康、快乐、安详。养心智和养口
体，鱼和熊掌兼得当然好，如果不能，给父母合适的
就好。我的一位同事，和我一样普通又平凡，却远
离父母千里之外，两者都做不到。他能做到的是，
把年假都给了父母，每天一个电话问候，不时地买
些东西快递给他们，以他能想到的各种方式尽孝
心。

养心智也好，养口体也罢，都是孝顺，不必羡慕
别人也不必妄自菲薄。不同情况的父母有不同的
需要，有的父母怕孤单，做儿女的不妨多多陪伴；有
的父母疾病缠身，儿女就访医问药、床前尽孝；有的
父母缺钱，那我们就努力挣钱让他们安心；有的父
母爱唠叨，那就做一个倾听者；有的父母脾气不好，
那就把他们当老小孩来哄着。

孝顺也叫孝道，不论世事如何变化，永远具有
普世价值。而说一千道一万，养心智和养口体各有
利弊，不必纠结，只要找到适合的那条“道”，用心去
做，父母与我们，皆会心安。

养口体和养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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