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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友

到克旗土城子的十里铺采风，起
初，让我很失望。这里，没有草原，没
有骏马，没有奇秀的山峰，欢乐的广
场，激情的表演……只有普通的乡村
路，普通村庄，普通的村部，普通的
人。

我该写什么呢？有些犯愁！
走一走，转一转，听一听，我渐渐

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生活不缺少
美，只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的
确，在这片沉寂的土地上，始终囤积着
一种特殊的力量，那是一种渴望，一种
压抑不住的冲动，一种沉寂中掩藏不
住的力量！那就是这里的百姓对土地
深深的挚爱。

靠土地吃饭，靠土地赚钱，靠土地
致富、淘金，十里铺人心里对脚下这片
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

“十里铺，三件宝，黑土、农机、甜
葡萄”——百姓们这句话，说得就是这
个理。

十里铺村耕地面积 1.05 万亩，主
要以种植业为主。采访时，我被这里
黑色的土壤所吸引。在我的印象里，
克旗的土地贫瘠，沙漠化严重，但是这
里却隐藏着许多黑色的沃土，抓一把
这黝黑的土壤，蓬松酥软，里面富含腐
殖质。

如此肥沃的土地，缘何而来？
原来这里很多地段地势低洼，过

去曾经沼泽遍野，植物繁茂。这一点，
从民谣中可以推断出来。“十里铺，八
里庄，过了小梁小苇塘。”——挨着有
苇塘的地方水脉一定很浅。据说这里
还有“三趟坤兑一趟河”之说，三趟“坤
兑”，指的是怀都坤兑，坤兑左支，敦敦
坤兑（墩）这三条河，“一趟河”指的就
是苇塘河了。可见这里过去水系发
达。

除了河，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关于
土龙的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一
条土龙，不停生长，山的头部马上就要
阻塞河道，直接威胁村庄安全。情急
之下，乡里的人请来高人指点，他们用
牛粪火烧了很久，这里的土龙才不长，
河道才顺畅了。这个传说，充分展示
了过去这里的人民辛劳治水的过程。

“治土龙”，实际上是疏通河道，“用牛
粪火烧”反应的是乡亲们不畏寒冷，日
夜奋战的场景。

目前，昔日的河流大都干涸，曾经
的沼泽和湿地渐渐褪去，变成了肥沃
的黑土地。近年来，水资源虽然逐渐
减少，但是由于人们使用了薄膜和膜
下滴管的先进的农业技术，这里仍然
是富饶米粮仓。所以，这里很多农民
愿意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向土地要产
量，要效率。经过岁月洗礼，村里诞生
了一批种田能手。他们种玉米、谷子、
药材……每亩地收入几千元已经不是

什么稀奇的事。许多种粮大户，日子
因此一天天红火起来。一般的村子，
农民外出打工的很多，但是这里的农
民走出去不是打工，而是去做承包土
地的老板，辽宁、河北等地区，就有很
多来自十里铺的种田高手在打拼。“王
海涛、王海波、史海成……”副主任掐
着手指头，能数出十几位来。

“脸朝黄土背朝天”历来是以土地
为生的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在
十里铺，你却很少看到农民们在田地
里忙碌的身影。田野里，活跃着的是
一台台大中小型的农用机械。

“我们一个村，就有十几台大型农
用机械，深翻机、灭茬机、旋耕机、播种
机、覆膜机、收割机……，应有尽有，这
些农机以合作社形式运转，让这里的
农业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村副主任指
着那些大型农机，滔滔不绝表达着一
个现代化农民的喜悦。

就在村部，就停放着几台农机，崭
新的外壳，威武的身躯，显得非常神
气。

十里铺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是近几
年的事情。因为每户平均 20 多亩耕
地，地多，干活的人少，所以效率很
低。史磊、史瑞军几个头脑灵活的人，
就打起了农用机械的主意，钱不够，他
们就办农机合作社搞社会化服务，在
他们的带动下，有好几家农民入股，总
投资达到四百多万元，大大提高了农
业生产效益。

“这些农机除了服务本村，更多时
候是走出去，为外村服务，这一项，也
没少增收。”听了村副主任的介绍，看
到农机在田野里正大展身手的身影，
我深受感染。

此外，现代化农机具，还在沙漠治
理上，大显身手。

原来，十里铺是革命老区，曾经流
传着潘书声带领区小队打土匪的故
事。因为是老区，上级拨款让该村治
理了1000亩荒漠。如今，经过机械化
治理，开垦的土地已经承包给种植大
户，村里得到了 20 多万承包款，除了
村保留一小部分，其它的全部发给农
民，用于扩大再生产。

如画的田野里，新种下的地膜如
打开的扇面，远处的绿荫里，农机奔
驰，这景象，蕴含着蓬勃的力量。

“老崔，你这诗人，此时是不是应
该有一首诗才好？”同行的老陶打趣。

“现代化的犁铧犁开了田野的梦
想，现代化的播种机播种出新一代农
民崭新的期望。”我脱口而出的这几
句，引起在场的人一阵热烈的鼓掌。

十里铺也不都是肥沃的黑土地，
很多地势较高的地段，或者远离河滩
地带，一片片黄土地，贫瘠而干旱。

“几回兀坐穹庐下，赖有葡萄酒熟

初。”没想到，十里铺的黄土地，因为葡
萄，也能成了致富的宝地。

2015 年，王志刚从松山大地来到
了西拉沐沦河畔的十里铺村，在这里
租地种下了第一片葡萄，2018年8月，
金沐伦葡萄酒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
司种植葡萄、酿酒、销售一条龙。经过
几年的发展，如今公司已经实现北冰
红、龙紫宝、北国红、公主白等多个葡
萄品种的种植，同时实现了本地特色
杂交葡萄品种“沐伦一号”的培育，年
产各类葡萄酒产品约300 吨，金沐伦
吸引了周边农民来此务工，每名务工
人员可增加收入一万多元。在金沐伦
葡萄酒有限公司的示范带动下，十里
铺村周边村民打开了致富新思路，积
极投身到葡萄种植中。

葡萄，成就了农民的梦想；黄土
地，依然种出了精彩的生活。

这是一粒葡萄的回报。在刚发芽
的葡萄架下，我拍下了几颗正发芽的
葡萄，刚刚从芽苞里拱出来的嫩芽，饱
满，旺盛，充满活力。

这一次，是我自己按捺不住，吟出
诗来。

一粒葡萄，收集了远古的信息
贫穷、跋涉、困顿、平凡、慵懒
也收集了风萧萧，云翻卷，易水寒
一粒葡萄，采摘了日晒风吹
采摘了早出晚归，沙尘、汗水、泪

水
采摘了流水与青春，花期和期待

一粒葡萄，被反复揉搓、清洗、过
滤

在一个密闭的发酵罐里
一个山庄的雄心、不甘、热血
被一个化学分子式叫出来，反复

的叮嘱
被父母的糖分，谆谆教养
又在橡木桶的哲学里沉思默想
世界本和谐，天地为本，情谊为长
我把诗歌发给了很多朋友，是想

告诉大家：美丽的克旗的乡村里，住着
一群热爱土地的人，他们在田野里寻
找梦想，用智慧和勤劳，点燃了乡村振
兴的火炬，让家乡这片热土，变得更有
品位，更美！

十里铺村简介 ：十里铺村位于土城子
镇政府西北部，距土城子镇人民政府所在
地14公里。全村总面积5.5万亩，其中耕
地面积1.05万亩，全村辖3个村民组，户籍
人口486户1137人，常住人口257户665
人。2021年村民人均纯收入2.3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6万元。

散文

田 野 寻 梦

“永远不要低估一腔热血和孤

勇带来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当你目

标坚定，便能高歌猛进，披荆斩

棘。”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不缺机

会，所以势必会让每个人面临很多

的选择，那么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还是随波逐流，是直面挑战，还是

落荒而逃，是选择喧嚣一时的功

利，还是恒久平静的善良；无论如

何，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出一个

在日后回想时不让自己后悔的选

择。

时间，可以让一个幼稳的人，

变得成熟；让一个开朗的人，变得

沉默；也可以让一个贫穷的村落，

变的富庶。可这改变，是一代又一

代人一天又一天的努力与汗水换

来的，自 2009 年以来，兴盛义村一

个又一个项目成功落地。2009—

2010年实施退耕还林后续项目，建

设暖棚 437 处；2013 年实施“一事

一议”项目：杨家沟门组至河南营

子组防洪改河2200米，新建广发号

组自来水一处；2014年实施新建水

泥路—村部至坝筒子沟7千米，实

施三岔口组至河南组防洪改河

1700米；2015年实施“三到”扶贫项

目；2016 年村路硬化到组，贫困村

摘帽，土房改造 604 户，院墙 64 公

里 ；2017 年实施于营子组，小沟组

防洪改河 2200 米；2018 年实施兴

盛义组至小大营子组防洪改河

2600米；2019 年实施西大营子组防

洪改河 1200米，建设 4G 通信基站

一处；2020 年实施小大营子组至于

营子组砂石路建设 18 千米；完成

西大营子组4G通信基站1处；2021

年实施广发号组砂石路2千米，防

洪改河1700米，建设优质肉羊养殖

场 1 处，新建兴盛义组、河南营子

组、杨家沟门组、西大营子组、广发

号组水罐各一处。

听兴盛义村党支部书记耿凤

昌说，2009 年他去的时候，村委会

只有几间瓦房，一处小院，他带人

装修村委会，打地面、种树、规划、

装修了61天，村委会才成为后来我

去时候所见到的模样。我忽然想

到以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也是这

样，村里的书记带着村民热火朝天

的搞建设，周围的一切都能看出贫

穷的模样，可似乎人们身上的精气

神却又无比富足。

说真的我体会不到那种一砖

一瓦都能有自身参与的满足感，我

只能在眼前的人的神情里看到那

种情绪似乎是骄傲的，好像是愉悦

的，又带着一点点怀念，我不知道

他怀念的是从前奋斗的时光，或者

是看着眼前的地方一点点变成自

己想要的模样的过程，我只是感叹

于从前生活的不易，也敬佩于耿凤

昌这些把全副身心投入到建设村

子上的人的坚定信念。

我能想象曾经兴盛义村的模

样，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住在农村的

老房子，老房子很破旧，后屋的贮

藏间房顶裂开一道很大的缝隙，每

当下雨天就要用一个大盆放在漏

雨的地方，防止水滴下来把地泡

了。兴盛义村的从前应该也有很

多人家是那个样子吧，我现在所看

到的整齐院墙，一砖一瓦都是很多

人很多年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

那些人有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盼

着来年有个好收成；有的跟着建筑

队去打工，扛着一包一包的水泥，

盖起一栋又一栋高楼，却只想赚到

钱回家盖个瓦房，供家里的孩子读

到大学；有的放着羊赶着牛，每天

担惊受怕牛羊会死一只，盼着能喂

得再肥一点多卖点钱，让家里的老

人也能够颐养天年，不再辛劳。

耿凤昌带我去了村里专门养

猪的一个人家。高伟的猪舍位于

村子的西北角，占地面积不算大，

只有一个小小的山坡和几间猪舍，

大概有几十头大猪和几十头猪崽，

整个猪舍只有他一个人打理，他告

诉我以前他在城里是做修理工的，

每个月赚个几千块钱，没结婚之前

还好，结婚有了宝宝之后钱就不够

用了，后来听说村里政策好一咬牙

就回村开了这个猪舍，自己一个人

就能顾过来这些猪，一年下来也能

赚个十多万，家里也够用了。按理

来说，我应该觉得羡慕，毕竟人家

赚的比我多，可是我心里总有一点

点小小的感慨，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为了赚钱回乡创业，和老婆孩子分

开，隔一段时间才能见一面，我不

敢猜测他是否快乐，可是生活让他

不得不做出选择。人人追求美好，

因为世界还不是人们想象的模

样。每个人都在为更好的生活付

出更多，时间、精力、团圆和自我，

这是一种精神。

生活从来不是理想的模样，但

是还好，时代在发展，国家在进步，

一代比一代的日子好，交通便利

了，科技发达了，被克服的困难越

来越多，年轻一代的路越走越宽

阔。希望未来社会里，我们每个人

都能一身正气，坦坦荡荡，清风明

月，成为更好的自己，建设更美的

田园。

兴盛义村简介：兴盛义村位于万

合永镇西南部，西拉沐沦河南岸，平顶

山西侧.全村总面积213.33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1.7万亩，主要以养殖业为主

导产业。辖 16 个村民组，户籍人口

1067户3021人，常住人口568户1280

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8680元，村集

体经济收入累计10万元。

散文

放歌田园

■李冬绮

“伊和诺日”是蒙古语，译成汉语
是“大水泡子”的意思。它最初的汉语
名字叫大水淖，也叫大水诺尔，是原来
好鲁库种羊场一个水资源最丰沛的生
产队。

《克什克腾旗志》中记载，大泡子
古名叫做“蒿赉库勒泊”。好鲁库种羊
场建场命名，就是根据历史记载，在

“蒿赉库”谐音的字面上演化而来。如
今，以演化成嘎查名。

初到大水淖的时候我才 10 岁，在
60里地以外的好鲁库学校读小学。暑
假回家的时候，我求着父亲，顺便跟着
他给生产队乳粉厂收牛奶的马车，到

“大道沟门泡子沿儿”看“大泡子”。
我跟父亲去看大泡子那天，走的

比较早，到了离敖德更牛场不远的一
个土山下，父亲把马绊在原地吃草，我
们就登上了方便看大泡子的山顶。

那是一天中的清晨时刻，蔚蓝的
天空一丝云也没有，闪耀的霞光映照
在岸边的芦苇与河柳上，给碧绿的湖
缘披上了一抹嫩黄色的轻纱。

放眼望去，正前方展现的是一片
蓝莹莹的湖水，很多叫不出名儿的水
鸟，在湖边、在水面悠闲自在的嬉戏，
它们或觅食，或飞舞，或打斗，时而还
伴着“哇，哇！”的笑闹。

水近边处，一片片茂密的芦苇，犹
如整齐站在舞台上的靓装合唱团，挤
在时或有涟漪涌过的滩涂上，和着哗
啦作响的水拍，轻摇低唱，仪态悠闲。
那时候心里还没有平方公里的概念，
不知道这个大泡子的面积究竟有多
大，只是觉得这是不是应该叫做湖或
是海啊？叫大泡子实在是有点委屈了
它！

往左看，蓝绸布似的湖水，推着一
层层薄薄的涟漪，涌上由米粒细沙铺
就的滩头，抖落出哗、哗、哗的奏鸣曲，
一直展布到10多里外的东南山根儿；
往右看，离湖岸两华里左右，就是一条
高低错落蜿蜒西去的土岭，山岭下茂
密的越桔柳，足有五、六米高，一丛丛、
一片片，连成屏障，像是怕这清凉而又
温婉的湖水外溢，特地给她们编织了
一道围护的树墙。

在敖德更家装上牛奶，我们沿大
泡子边的草滩一路向南再向西，依次
到戈什格，贡斯格，普力吉，道格涛，傅
振国，敖力布家，装上已经挤好并过滤
的牛奶往回走。围着大泡子转了大半
圈儿，差不多有30里地远。

拉着满满的7桶牛奶，坐在回大水

淖的马车上，天已经小晌午了，我肚子
饿的咕咕叫。父亲告诉我，到了冬天，
泡子边上没有了食物，留在本地过冬
的喜鹊、猎隼、老鹰，只好聚到我们家
门口暖泉子那里，专吃从泉眼里冒出
来的泥鳅，那里就是它们冬天的集体
食堂。到这个大食堂就餐的，还有很
多狐狸、貉子和狼，但最多的还是喜
鹊。一到“饭点”，喜鹊们就大惊小怪
的招呼同伴：“开饭了，开饭了！”成群
结队的喜鹊们蜂拥而至，你来我往的
从水中捞取可口的泥鳅，之后叼着飞
到附近的塔头墩子上，用爪子摁着，撕
扯着吃，因为大的泥鳅它们一口吞不
下去。

极冷的冬夜，大泡子的冰面往往
被冻爆，睡在十里以外大水淖的土屋
里，人们被大泡子的爆裂声惊醒，说是
泡子里的泥鳅精被憋的难受，把五尺
多厚的冰面拱开了！第二天人们相约
到大泡子，查看了冰面上宽宽的裂痕
得出的结论。

……
“爸爸，收牛奶这个活儿可挺好，

有解渴解饿的东西啊！”
“嘿嘿，牛奶是队里做奶粉的，咱

不能动，渴了饿了忍一会吧，快到家
了。”

父亲摇了摇手里的鞭子，加快了
赶车的速度！

1967年，好鲁库种羊场建场10年
后，碌碡湾分场机耕队在大水淖湖湾
塔拉里开垦湿地种植莜麦，这里土地
肥沃，有机质厚，抓一把黑土像是能攥
出油来，初战告捷，三千亩莜麦亩产达
到了420斤！

1975年，昭乌达盟畜牧局批准，在
大水淖塔拉里建立了好鲁库种羊场的
益和诺尔分场，利用大泡子的水源搞
水浇地，建设稳产高产田，供应全场五
千余人的口粮和三万只种羊的料粮。

搞水浇地修蓄水塘坝，截住了两
处向大泡子输水的源头，加上降雨量
减少，大泡子开始以肉眼看得见的速
度收缩。

1994 年，种羊场在管理体制改革
过程中，撤销了到好鲁库入户的门槛，
旗内居民每人只要交500元入户费，就
可以到好鲁库入户，即时享有与原场
职工同样的草牧场使用权。大量在农
村没有草牧场的养畜户，纷纷赶着牛
群涌入好鲁库种羊场，益和诺尔分场
沦为草牧场超载区，牛羊觅食践踏破
坏了湿地结构，大泡子遭遇了灭顶之
灾。

六十年后的 2021 年秋天，我又重
回小时候和父亲一起上山看大泡子的
大道沟门儿。当年光秃秃的土山上，
长满了两三米高的黄柳和柠条锦鸡
儿，这是十几年前嘎查为了防风固沙
栽下的，现在已成了丘陵的盛装。

站在黄柳丛下向西南放眼望去，
密密鸦鸦一片羊草捆，几乎覆盖了5平
方公里的“旱泡子”迹地。视觉中由浅
蓝变淡黄的环境演变，虚实更迭着在
眼前幻化：虚幻迷离的是蓝宝石般碧
波荡漾的湖水，而混杂着馥郁的水草
与蘑菇香气的开阔草场，则是“蒿赉库

勒泊”在“伊和诺日”的“沧海变桑田”
实地现场。

从大道沟门儿山上下来，再去造
访村南四里地外的小河头。

小河头自然景观的美妙，比六十
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黄金黄的沙棘果，一串串拥挤
在三四米长的枝条上，让人看一眼就
酸的直流口水；五六米高的越桔柳，一
墩墩拱卫在塘坝周围，形成整片的厚
重树墙，除忠诚守护坝体外，还拦截大
小动物们到塘坝外的湿地里去祸害蒲
棒和后起的嫩柳；一排排挺拔粗壮的
北京白杨，已经长到一棵树蛮能做两
根房木檩子，它们就像气宇轩昂的戎
装卫士，无论狂风暴雨还是酷暑骄阳，
日日夜夜守护在塘坝的水边，与密密
丛丛的沙棘和越桔柳铸成了一道高低
互补的绿色屏障，给湖水中悠然嬉戏
的赤麻鸭、绿头鸭和在岸边独步的蓑
羽鹤遮风挡雨。

蓝宝石般晶莹剔透的湖面上，绿
头鸭潜泳形成的一套圆圆的水圈儿逐
渐扩大，当你一愣神儿的功夫，圆圈儿
的制造者却从圈儿外钻了出来。

当你挽起裤腿下水打算去徒手摸
鱼的时候，三两步内就会踩到一只硕
大的河蚌。这里的河蚌与草鱼和鲫
鱼，都是承包者人工放养的。

湖中心一个百多平方米的小岛
上，鹤立鸡群般站着几棵沙地云杉，与
塘坝上列队矗立的北京白杨遥相呼
应，骄傲地向人们昭示着，它们虽然是
十几年前的外来户，但现在已经是这
里的主人了。承包保护湿地的牵头人
庄振平告诉我说：“一开始承包的时
候，找水喝的牛群都能到这个岛子上
来吃草，再晚封育一两年，这片湿地就
彻底完弦子了！”

虽然大泡子已经消失在时光的隧
道里，但是小河头依旧是生机盎然！
小河头的保护与建设者给了我们一种
如醍醐灌顶般的启示：保护环境的最
佳模式就是“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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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眼前这种米粒，长得像高梁米，
又比高梁米小一点。仔细从脑海中搜寻，
农村长大的我竟然没找到一丁点痕迹。
高地村的白凤杰告诉我，这就是藜麦。

我熟知小麦、莜麦、谷子、高梁等粮食
作物，却是头一回听到藜麦这个名字，它
究竟又是一种什么麦呢？白凤杰是藜麦
通。

藜麦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哥
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中高海拔山
区。具有一定的耐旱、耐寒、耐盐性，营养
价值极高，有维生素、多酚、类黄酮类、皂
苷和植物甾醇类等物质，藜麦还具有高蛋
白，所含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占83%，据
说如果用它当主食，还能减肥，让美女们
瘦成一道闪电。

藜麦被誉为“植物黄金”，是宇航员专
供食品，用另一种方式飞向了宇宙。

了解后得知，藜麦是一位远方的客
人，如今在新开地乡的高地村扎根落了
户，与眼前这位敢闯敢干的青年农民白凤
杰息息相关。

大学毕业的白凤杰眼瞅着父亲的农
机合作社和药材基地一天比一天红火,可
家里缺人手，他毅然决然留在家里做父亲
的帮手，他相信，家乡的这片土地一定是
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高地村的土地由
于海拔高，种植粮食作物产量低，效益低
一直是种植业发展的瓶颈，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接触到了藜麦，就一头扎进庄稼地里
搞起来藜麦的种植试验。

最初藜麦水土不服，经过反复试验成
功后，村民对这外来品种又不认可，找不
到种植基地……过了一道关，还有一道
坎。逼的他曾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心中
的憧憬让他一次次平静下来。

走在连绵不断的梯田上，空气中弥漫

着泥土的馨香，白凤杰想像着，如果这漫
天遍野都长出来藜麦，秋高气爽，瓦蓝蓝
的天空下，红色，黄色，粉色的藜麦穗随风
摇摆着，就像一座色彩斑斓的大花园，那
得多带劲啊。想到这样的景色，白凤杰就
觉得全身上下的血都在沸腾，于是，倔牛
一样的性格迫使他坚持下来。

2021年高地村的3200亩藜麦获得丰
收，白凤杰这位斯文的大学生也被太阳晒
成了庄稼汉。他握着手中满满一把藜麦，
脸上有笑，眼中有光，终于把梦想实现在
了这个小山村，谁还管他黑不黑呢？

藜麦每亩种植成本630元，每亩可产
藜麦250公斤以上，以现在毛粮市场价8.4
元/公斤计算，亩产值2100元。根据当前
的市场行情，与种植小麦、荞麦等作物亩
产值高出1000多元。

白凤杰引进的藜麦为致富增收开辟
了新路，打破了村民的传统观念。以前都
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如今村子有了产
业，在家门口挣钱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
也是众多村民的梦想。

这片干旱的土地,生产出营养、健康、
绿色的“超级谷物”，是白凤杰的创举，它
昭示着新时代的年轻人，根在哪里，成长
的优势就在哪里。

高地村有两大主导产业，一个是藜
麦，再一个就是土豆种植加工。

“你们吃的粉条子，差不多都是我们家
的。”魏显斌身材魁梧，皮肤黝黑，话不多，
这是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

寒冬腊月走进他家的院子，眼前白茫
茫一片一眼望不到头，似雪非雪，给人视
觉以强大的冲击力。原来是魏显斌晾晒
的粉条。我发誓，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
多的粉条。

冬日的暖阳、干冷的气候最适合粉条
的晾晒。漫步在粉条间,它们一排一排紧
密排列着,挂在院子中间，感觉像倒挂的
冰瀑，微微透着寒光。再过些天它们就会
走进大锅小锅，变成了一道道精美的菜
肴。一缕微风吹过，那种唰唰响的干脆、
软绵绵的劲道，已然香在口中，醉在心里。

魏显斌是这家粉条厂的创始人，说起
粉条，不善言谈的他一反常态像竹筒倒豆
子。最初是小打小闹，后来是边制作边改
进，厂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在忙碌。春季阳
气上升是种土豆的最好时机，那时候自家
种的土豆量少，相对做的粉条数量也不
大。每年吃不了的粉条老早就被邻村抢
着买光，魏显斌看出这是一个有销路的商
品，他就想多种些土豆。为优化品种，他
特意去翁旗、河北等地购买了黄皮土豆，
租种了 1000 多亩土地。春季，当工人们
用小刀按着芽点把土豆切成块，然后一块
块埋进地里的时候，魏显斌的眼里已出现
了一挂一挂的粉条。

手工漏粉是体现高手艺的作工，是一
片热烈繁忙的红火景象。魏显斌与漏粉
师傅经过多次实验，反复的琢磨，吸取了
一次次失败的教训，逐渐掌握了发酵、提
纯，勾芡、打糊糊等每个过程的细节……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显斌买进搅合
机、粉条模子等机器，悉心研究机器代替
人工的每一个流程，并在一些重要环节设
计辅助机器，减轻工人的的劳动强度。

随着生产规模的逐年扩大，魏显斌注
册了新开地粉条厂，一年加工土豆160万
斤，仅生产粉条就达 30 万斤。四通八达
的粉条销路，给魏显斌带来了六十多万元
的利润，也给村里来厂里干活的 40 多名
工人每人带来一万多元的收入。机器做
出来的粉条，晶莹剔透，爽滑筋道。具有
耐煮泡、不糊汤、不断条、不粘连、口感细
腻等特点。无论凉拌、炖炒都深受消费者
的喜爱。

值得提及的是与我同来粉条厂的村
党支部副书记徐丽云，当年为高地村修
路、引水……她可是费了一番心血。提起
徐丽云，村民们都竖大拇指，说她不仅是
产业的领头雁还是山沟里的女强人。说
到高地村近些年的变化，徐丽云满脸洋溢
着欣喜与自豪。

高地村的位置是两面漫甸地势突高、
中间被一条深沟隔开，漫甸面积大，因此
叫高地。这里和许多农村一样，曾一度贫
穷落后。早些年，由于山路崎岖，每逢雨
雪天，车辆无法通行，每到土豆收购季节，
车辆进不来，村民只好用马车拉出去卖，
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经济收入。如今，人逢
盛世、物畅其流，各家各户的日子过的是
红红火火、芝麻开花节节高。

“吃饭喽”随着一声呼唤，我意犹未尽
地放下手里的笔记本，回身见魏家做饭的
大师傅已将饭菜端上了桌。

“你这粉条炖的真是恰到火候，就是
人多太辛苦了吧！”

“粉条厂一年四季都有人吃饭。家门
口就能打工赚钱，累点不算啥。”她坦然一
笑又说，“老魏家这俩口子实在，干活从不
担心工钱。”

夕阳西下，行走在宽敞整洁的水泥路
上，看着村子粉刷一致的墙体、干净整洁
的公厕……耳闻目睹了乡村种植业一路
的艰辛，切身感受到了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带来的变化。

土豆种植加工、藜麦种植把高地村变
成了名副其实的产业高地。

高地村简介：高地村属于高寒漫甸地区，
地处乡政府东南部，有耕地2.3万亩，草牧场
1.3万亩，林地1.7万亩。辖9个村民组，户籍
人口818户1916人，常住人口385户654人，
2021年人均纯收入1.05万元。村集体经济收
入累计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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