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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脱贫攻坚是关乎基层百姓幸福指数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宏伟目

标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如何在这个工作中大胆创新，动脑子、寻点子、找路子，带领基层群众继承和

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并使之成为一种优势产业，发挥基层群众的合力，走出一条因地制宜的脱贫之路，是

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本期开始，本报民俗副刊开设《脱贫有道》专栏，把记者深入脱贫一线挖掘出的传统民俗文化

“新花样”展示给大家。 

金台区蟠龙镇索家村 ：

油锅炸出麻花香
文 / 图 王商君

清晨的太阳冉冉升起，
静谧的村庄就被狗儿、猫儿
的叫声吵醒。这些狗呀猫呀
扎堆在金台区蟠龙镇索家
村脆酥香手工麻花工坊的
附近嬉闹。一种油炸食品独
有的鲜香从工坊飘出，弥漫
了半个村庄。大清早，三三
两两的顾客走在村道上，走
进麻花工坊，出来时，他们
的手中都提着刚刚出锅的
新鲜麻花。

索家村是金台区纪委
监 委 包 抓 的 帮 扶 村，在 脱
贫 攻 坚 这 件 事 上，他 们 和
村“ 两 委 会 ”动 了 脑 子、想
了 法 子。他 们 了 解 到 一 组
村民索任民有手工炸麻花
的 手 艺，这 个 手 艺 是 从 爷
爷 辈 传 了 三 代，现 在 由 他
继 承。要 充 分 利 用 这 项 民
间技艺来为村子的脱贫致
富做点事啊，在镇党委、镇
政 府 的 关 怀 和 支 持 下，说
干 就 干。2019 年 8 月，这
个 项 目 就 进 入 了 选 址，采
购灶具、锅灶等程序 ；当年
底，就开始试运营。

这个手工工坊的麻花
选用蟠龙塬肥沃土质自产
的优质小麦，工坊自己磨的
面粉、自己榨的菜籽油，从
用料上保证了麻花绿色纯
天 然 的 特 质。整 个 生 产 采
取纯手工制作，不使用防腐
剂、色素和香精等添加剂，
保证了麻花的食用健康。一
开张，有着酥、脆、香特点的
大麻花吸引了周围镇村的
群众争相上门购买。通过抖
音、快手平台推广，市区和
其他区县的好多人也知道
了索家村大麻花，纷纷开着
汽车上门购买，产品供不应
求。他们除了卖鲜炸麻花之
外，还将糖麻花、脆麻花选
择袋装，方便了顾客购买携
带以及送礼和邮寄。

手工工坊关联了村里

25 户 贫 困 户，工 坊 的 经 营
业绩关联着这 25 户人的生
活。从 2020 年 4 月 份 正 式
生产以来，销售渠道通畅，
消费者青睐有加，索家村大
麻花逐渐成为一个在本地
有了影响力的食品品牌。麻
花经营效益非常好，到今年
9 月，开 业 仅 5 个 月 时 间，
25 户贫困户就拿到了麻花
工坊给予每户 700 元的第
一笔分红，领到分红的贫困
群众纷纷为“两委会”、麻花

工坊竖起大拇指，对他们称
赞不已。

索家村大麻花现在还
是采用工坊直销的方式，麻
花没有进入商店、超市，也
没有在任何地方设点销售。
由于一些原因，网络销售也
停止了。但这竟然丝毫没有
影响麻花的销售。村党支部
书记索小勇说 ：以后还得利
用网销这种比较时尚的销
售手段扩大销量，从而让贫
困户更大程度受益。这个小

工坊不能满足他们的远大
梦想，在索小勇心里，还谋
划着一盘更大的棋局。

现在，来村子里买麻花
的群众以及市区和其他县区
的顾客越来越多。恰逢蟠龙
高新区建设推进，道路越来
越通畅，村子又紧邻市区，是
发展乡村农家乐以及民宿、
观光游的大好时机。村里将
陆续增加投入，紧抓时机，走
更多的发展路子，帮助贫困
群众提高生活品质，让他们
也能充分享受改革带来的红
利。索小勇说，他们还将上马
面粉加工设备，并开展菜籽
油加工业务，这样既满足工
坊需求，也方便了周围群众，
带动更多的绿色纯天然产品
进入市场。

蓝色的火焰熊熊燃起，
滚烫的油锅里翻滚着长长
的麻花，红红的火焰照得索
任民的笑脸泛起红光。这油
锅，炸出了一根根脆酥香的
麻花，更“炸”出了老百姓的
鲜香生活……

萝卜 白菜 愈冷愈妖娆
◎平静

俗话说 ：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对于食物的喜好而言，自然
是根据个人口味和饮食习惯的
不同而各有不同。但选择上则
离不开季节因素，不同的季节
喜好也不尽相同。春天，万物复
苏，菠菜油菜韭菜香椿芽就颇
受欢迎 ；夏秋是植物繁殖旺盛
和收获的季节，物质极大丰富，
可供选择的就多些，黄瓜番茄
芹菜豆角南瓜笋瓜茄子青椒 ；
而到了冬季，则是白菜萝卜、土
豆红薯的天下了！

现 代 科 技 早 已 打 破 了 季
节的束缚，绝大多数的蔬菜都
已成为一年四季的常见菜品，
萝卜白菜也不例外！但自然的
东西永远被人们认可而追随，
唯有自然长成的才是最为适口
的，所谓时令的魅力，符合时令
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白菜萝卜、土豆红薯
自然而然地成为冬季我们北方
大多数人家餐桌上的主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冬天
总是格外地冷。那还是在部队
大 院 的 日 子，一 入 冬，部 队 的
农 场 就 会 拉 来 一 卡 车 一 卡 车
极耐储藏的蔬菜，一麻袋一麻
袋 地 分 给 每 家 每 户。于 是，厨
房里、室外的窗台上摆了一排
排的大白菜，待到食用的时候
把 已 经 干 枯 的 表 皮 叶 子 扒 了
去，水灵灵的大白菜便呈现在
眼前。

至 今，白 菜 都 一 直 是 冬
季 我 的 最 爱，钟 爱 有 加，一 天
三 顿，天 天 如 此，也 是 不 会 厌
烦的！ 

冬日白菜美如笋，大白菜
营养价值极高，富含维生素和
铁、钾等人体所需元素，养胃生
津，清热解毒。白菜的妙处越来
越被人们所认识，已经被列为
保健减肥蔬菜的首选。

白菜怎么做都好吃，有人
喜欢白菜帮儿，有人更好白菜
叶儿，熘、炒、煮、炖、烩、腌、泡，
酸、甜、咸、辣、香。        

凉拌白菜心，糖醋或葱拌，
要么直接洗净了蘸黄豆酱吃更

为清爽。典型的吃法是用高汤
（羊骨牛骨汤）把白菜、豆腐、粉
条、牛羊肉一起来个大烩菜，加
上土豆、木耳、海带之类的就更
好些。如果嫌麻烦，不用高汤，
只 用 菜 籽 油 轻 轻 翻 炒 加 佐 料
兑 入 开 水 炖 出 来 的 味 道 就 极
好。冬 天 吃 火 锅，嫩 嫩 的 白 菜
是一定不能少的。而母亲做的
白菜羊肉馅饺子总是让人垂涎
欲滴。          

萝卜属于养生食品，素有
“冬吃萝卜赛人参，不用医生开
药方”之说，由于萝卜富含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等，不但清淡可
口，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能够
促进消化吸收和新陈代谢，抗
癌、抗氧化，提高人体免疫力。             

北 方 的 冬 季 最 好 吃 的 莫
过于青皮萝卜，最简单的吃法
就是切成片生吃，不怕辣的连
皮一起，脆生生的满口生津，沁
人心脾。或者凉拌、素炒、红烧、
糖醋、清炖，还可以做成萝卜丸
子、萝卜糕、萝卜丝煎饼、萝卜
馅水饺，味道都是美美的。而且
嫩萝卜缨子也是凉拌菜、蒸包
子的美味原料。红萝卜含有多
种对人体健康有好处的营养元
素，食用价值很高，也是平常人
家常吃的。 

最具代表性的吃法凉拌红
萝卜丝，加些葱丝，用花椒油炝
醋，再调入油泼辣子，二十几年
前在单位搭灶的时候，就常常
吃到大师傅的炝拌红萝卜丝夹
馍的可口早餐，让人久久难以
忘怀 ；红萝卜清炖羊肉，实为冬
季滋补佳品 ；还有我们陕西本
地人最爱的臊子面，红萝卜必
定担当主角，与豆腐木耳黄花
一起，不仅色彩搭配漂亮，更是
上等佳肴。             

不过听说白萝卜和红萝卜
不宜一起吃，否则会影响消化，
对人体健康不利。            

又是一年冬来到，落了霜
之后的白菜萝卜才着实是真正
的上品，正是愈冷愈妖娆！就
让白菜萝卜伴着我们走过这个
冬天吧。

冬日的乡村落叶
◎赵林祥

“落叶飘来一地金, 凝眸树
下总牵心。”

初冬的乡村，霜杀过的大
地，北风瑟瑟，落叶飘飘。平凡普
通的落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被农村人冬天当成烧炕取
暖的好材料。在大人们忙着拔萝
卜、砍白菜、窖藏红薯、腌制炝
菜，储存越冬食物时，孩子们也
不闲着，扫树叶、拾柴火、“刷煨
的”，极尽能事地帮衬父母。

每天准时跑出一伙肩负背
篓、手提襻笼、扛着筢子、怀抱扫
帚的小娃娃。农家娃自小就知道
近处的林木，树各有主，断然不
敢越雷池半步，大家就三五成群
爬上村西的山坡，在那片稀疏的
树林里，卸下装柴火的工具 ；然
后轻装上阵，挥舞着双手用筢子
搂、拿扫帚扫，“唰啦，唰啦”的扫
叶声此起彼伏，惊飞了树上的鸟
儿，吓出了草丛里躲藏的野兔、
野鸡，引出孩童一连串的喊叫。
一时间，寂寥的荒坡上，孩子叫、
鸟儿飞、野兔跑，好不热闹。树冠
下厚厚的一层落叶，踩上去软绵
绵，一脚一个坑儿，竹篾子编成
的五齿筢子轻巧又便捷，三搂两
拢就是一大堆，揽进背篓里手压
脚踏，不到一锅烟的工夫，大大
小小的背篓、襻笼里，被落叶塞
得冒尖儿。

做完当天的重头活，伙伴们
就放任天性，以叶为乐，就地取
材“穿叶叶”。有的从扫帚把里抽
一根扫帚棍，有的折一条细长的
荆棘，三两下剔除碍事的枝梢荆
刺，用刀子削尖顶端，底部套一
截玉米芯芯，荆棘则绾成疙瘩，
捡几片树叶刺穿进去。大家争先
恐后，边捡边穿积少成多，不多
时就大获全胜，每人穿起满满一
棍树叶。然后围拢在一起，叽叽
喳喳议论声里比长短、看色泽，
把玩个不够。褐色的桐叶、红色
的柿叶、黄色的银杏叶，以及刚
落地的绿叶，大大小小层层叠
叠、密密实实地簇拥在一起，五

颜六色，赏心悦目，宛如一件工
艺品，鸡毛掸子般轻巧又精致，
令人爱不释手。还有淘气的伙伴
干脆用麻绳把树叶穿起来，系住
两头套上脑门，戴着这货真价实
的伪装帽，躲躲藏藏，追追撵撵，
上演出活脱脱的“捉特务”。爱美
的乡村女孩总忘不了打扮，在男
孩子们疯玩时，女孩们就把穿在
软荆条上的一串树叶套上脖颈，
系上数截红黄绿头绳，佩戴于胸
前，算作廉价又逼真的“植物项
链”。互相观赏挑剔，推推搡搡，
嘻嘻哈哈闹作一团，尽情地享受
一季落叶带给乡村的欢乐。这些
玩耍中随意穿起的树叶，当“帽
子”“项链”带回家里，亦是一份
额外收获，常常得到大人们一连
串的夸赞。

扫完了树下的落叶，时令进
入隆冬，沟沟畔畔的野草慢慢干
枯腐朽。乡里孩童又忙活着“刷
煨的”。用秃芒扫帚将禾草、细碎
的柴茎、踩烂的树叶，甚至风干
了的牛粪、羊屎蛋，连刷带扫归
拢到一起，农家人俗称烧炕的

“煨的”。在乡村电暖设备兴起以
前，“煨的”是庄户人家越冬御寒
少不了的，没有烟雾污染，耐烧
又持久。一笼子“煨的”傍晚填进
炕洞里，次日早晨大炕照样热烘
烘，能十多个小时保持恒温，暖
和了农家的清寒冬日。

在乡村漫长的冬季，扫落
叶、“刷煨的”是孩童每天不落的
功课。飘零的落叶和废弃的枯
草，弥补了农村物质生活的欠
缺，带给农家一季的温暖，赐予
乡童无穷的乐趣，丰润了贫瘠岁
月的艰难生活。在欢快惬意的玩
乐中，感知生存的艰辛，感念父
辈的不易，体味劳动的快乐。最
重要的是，从中领悟到叶落大地
的无私奉献精神！

“一经使命完成后，多少繁
华皆可抛。”

乡村的落叶，一季不朽的荣
枯，生命中永恒的一缕温情。

远去的记忆脱贫有道 之一

乳 名 就 是 我 们 说 的 小 名，
与 学 名 不 同，并 不 正 式。它 往
往意思简单，朗朗上口，叫着亲
切，听起入耳。大部分父母会在
孩子小时候给取一个乳名，大
了再叫学名。

我的乳名叫“逃逃”，后改为
“涛涛”，等我稍大一点，小姨说
“涛涛”这个名字适合男孩，我头
发是自来卷就叫“卷卷”吧，这个
乳名后来改成“娟娟”。

母亲常常叫我乳名，也不分
场合。小时候来学校接我放学，碰
见老师和同学，母亲习惯性地叫
我的乳名，老师和同学一头雾水
都不知道她找的是谁？后来说了
我的学名才找到我，从那次以后
班上的男生故意学母亲叫我的乳

名取笑我，我回家就哭闹着让母
亲以后不准叫我乳名了，母亲笑
着安抚我说，以后在家叫我乳名，
在外叫学名，我这才妥协并停止
了哭闹。

青春期叛逆、臭美、不懂事
的我，对母亲不分场合总是大声
叫我乳名的习惯心生厌恶，自己
就编了好几个自认为很好听的名
字，让母亲按我编的名字叫我，母
亲无奈地答应却没叫顺，我听着
也别扭，结果叫来叫去又叫回原
来的乳名。

参加工作后，听着长辈及同
事们，他们私下互相叫着彼此的
乳名。什么狗蛋、二黑、毛蛋、花
花、瓜瓜等诸多搞笑的名字，其中
有些人甚至忘记了彼此的大名，
当我听到他们叫出彼此乳名的瞬
间竟然感觉是那么亲切与感动。

乳名就像是童年的接头暗
号。只有家人、同龄人或比较亲近
的伙伴才知道并能够互叫乳名，
直到有一天，突然发觉，叫你乳名
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的内心又
是多么惆怅与伤感。偶尔听到一

次儿时朋友叫你乳名，那种感觉
就像在某个街角忽而飘来一丝儿
时的味道，有一种难言的情愫在
心中盘旋良久，想要牢牢捕捉，而
那阵感觉则早被阵风吹散而去，
不可再得也无法言说。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那些
回不去的旧时光，总是让人回味，
我怀念母亲叫我乳名的那些日
子，有人叫你的乳名是一种甜蜜
的幸福，因为等你想听时，那个能
叫你乳名的人或许已经不在了。

一个乳名，一段记忆，温暖
了整个人生。那些点滴在记忆
深处氤氲着旖旎的芳香，无论
岁月如何变换，都会在我们内
心深处生长，并伴随着我们幸
福地老去。

舔   碗
◎马翠侠

小时候 , 常见爷爷奶奶吃完
饭舔碗，也叫我们姐弟跟着学。
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
的提高，很少看到有人舔碗了。

那 时 候，我 们 邻 村 有 一 位
老中医姓赵，在方圆百里赫赫有
名。他 为 人 厚 道，待 人 和 善，不
但能把脉看病，而且能写会画，
人们尊称他赵先生。有一次父亲
病了，我和弟弟陪着去先生家看
病，当时先生正在吃早饭，我们
只好在一旁等着。不一会儿他吃
完了，随手将饭碗递给他夫人。
赵夫人接过碗，对着我们微微一
笑，示意不要见怪，双手端起碗，
伸长舌头，手指不停地转动着
碗，舔了起来。很快，赵夫人转过

碗，只见碗内干净如洗，赵先生
微微笑了一下，表示很满意。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做了玉
米糁子，吃完饭，父亲对我和弟
弟说 ：你俩还记得赵夫人舔碗
么？我俩同时点头，父亲说 ：那
好，今天你俩就把各自的碗舔干
净了。于是，我和弟弟学着赵夫
人的动作，双手端起碗，对准碗
边，伸长舌头舔了起来。我斜瞅
了一眼弟弟，额头、鼻尖、两边脸
蛋全是糁子粒，弟弟则望着我哈

哈大笑，原来我和他一样满脸都
是，我们一家人禁不住都哈哈笑
成一团。没想到，看似简单的一
个动作，做起来还真不容易，原
来舔碗还是一门技术活。

现 在 回 想 起 来，赵 先 生 让
夫人舔碗是有原因的 ：第一，说
明他们夫妻感情甚好，不分彼
此 ；第 二，爱 惜 粮 食 ；第 三，充
分说明赵夫人贤惠、明事理，还
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
赵先生胡子太长，根本无法完

成此项工作。
以前，由于物资匮乏，人们

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舔碗是
不得已而为之。殊不知，从中医
学讲，舔碗则有更大的妙用。我
们都知道唾液可以软化食物，
分解淀粉，帮助消化。年老体弱
者，唾液分泌不足，唾液中淀粉
酶也会减少影响消化，其中，增
加唾液分泌和淀粉酶的办法之
一就是让小舌在口中搅动。所
以，舔碗正好完成了这个动作，
刺激唾液腺，增加唾液分泌，使
唾液中淀粉酶增加，从而起到
帮助消化、养护肠胃的作用。想
必赵老先生是老中医，定是知
晓其中的奥秘吧。 

乳 名
◎王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