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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柳叶芹（伞形科柳叶芹属）
别名：小叶独活
形态特征：二年生草本。茎单一，直立，不分枝或顶部稍分枝，具纵细棱，黄绿
色，仅花序下具长短不等的硬毛。基生叶于开花时早枯萎。茎生叶 3～5；茎下
部具长柄与叶鞘，鞘三角状卵形，边缘膜质，抱茎；叶片二回羽状全裂，卵状三
角形；一回羽片2～3 对；二回(最终)羽片披针形至矩圆状披针形，先端渐尖，边
缘锯齿，齿尖常具小凸尖。中、上部叶渐小且简化。果宽椭圆形；背棱与中棱
狭翅状。花期 7—8 月，果期9 月。
生境：生于森林带和森林草原带的河边沼泽草甸、山地灌丛、林下、林缘草甸。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中生草本。达乌里—满洲分布种。
经济价值：可作春季山菜，嫩茎叶可作饲料，叶片含挥发油 0.3%。

3.石防风（伞形科前胡属）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根状茎较主根细，包被棕黑色纤维状叶柄残基。茎直立，

上部分枝，表面具细纵棱。基生叶与茎下部叶具长柄，柄基部具叶鞘；叶片二至三

回羽状全裂，卵状三角形，一回羽片 2～3 对，卵状披针形；二回羽片卵形至披针形，

羽状中裂至深裂；最终裂片卵状披针形或披针形，边缘具缺刻状牙齿，齿尖具斜的

小凸尖。茎生叶较小且简化。复伞形花序；伞辐 10～20；小总苞片 7～9；花瓣白

色。果椭圆形或矩圆状椭圆形，果棱黄色。花果期 8—9 月。

生境：生于森林带和森林草原带的山地林缘、山坡草地。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中生草本。西伯利亚—满洲分布种。

经济价值：根入药，能止咳祛痰，主治感冒咳嗽、支气管炎。

1.短毛独活（伞形科独活属）
别名：短毛白芷、东北牛防风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茎直立，有棱槽，上部开展分枝。叶片广卵形，薄膜质，三
出式分裂，裂片广卵形至圆形或心形，不规则的 3～5 裂；裂片边缘具粗大的锯齿，
尖锐至长尖；茎上部叶有显著宽展的叶鞘。复伞形花序顶生和侧生；总苞片条状披
针形；伞辐12～30；小总苞片 5～10；花瓣白色，二型。分生果圆状倒卵形，顶端凹
陷；背棱和中棱线状凸起。花期 7 月，果期 8—10 月。
生境：生于森林带和森林草原带的林下、林缘、溪边。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中生草本。东亚分布种。
经济价值：基生嫩叶可食用，是色、香、味俱佳的山野菜，含有多种丰富的营养成分，
可药用，具有显著的降压作用，有祛风除湿、止痛的功能。

4.绿花山芹（伞形科 山芹属）
别名：绿花独活
形态特征：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木。茎直立，上部或中部有分枝，中空，具纵行的
粗锐棱。基生叶与茎下部叶具长柄，叶柄基部具长叶鞘；上部叶具短柄或无柄
而具长叶鞘；二回三出羽状复叶，小叶卵形或披针状卵形，先端渐尖，边缘有锯
齿。复伞形花序顶生或侧生；伞辐 11～18，不等长，具纵棱；总苞片 2～3 或无；
小伞形花序具花 10～20 朵；小总苞片 5～9，条状披针形，边缘具细微齿；双悬
果矩圆形。分生果背棱隆起，尖锐。花期 7—8 月，果期 8—9 月。
生境：生于森林带和草原带的河边湿草甸、沼泽草甸。
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湿中生草本。满洲分布种。
经济价值：幼苗为春季野菜，叶鲜美，可食用；果实可提制芳香油。

习近平论牢固树立改革
没有局外人旁观者的观念

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牢固树立改革没有局外人旁观者的观

念，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工作职责，把

改革任务落细落小落实。

——习近平2024年7月18日在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林区居住的人们，自己家大小会用桦

木的枯枝围一个菜园，种一些菜，但即使

种了自家的菜，还是愿意采食野菜。现吃

现采，第二天，野菜又会长起来。

上天对克旗人可能有些娇宠，克什克

腾旗人总是有野菜吃的，想吃黄花菜吃黄

花菜，想吃沙葱就吃沙葱，想吃哈拉海就

吃哈拉海，想吃蕨菜吃蕨菜。不用去很远

的山，甚至客人来了，现上山采都来得及，

不耽误开锅水。

有一年夏秋之际，我登上了曼陀山

庄，山坡上全是野韭菜，有花也有籽，采下

来就吃味道非常好，正是做韭花的好材

料，但是大片大片的野韭菜荒着，没有人

去采。

封山育林，让克旗的森林、草原的植

被得到恢复，蕨菜、木耳、白蘑、黄花、梭模

是上乘的美味佳肴，特别是蕨菜，克旗的

产量与质量居全内蒙古之首，并以茎高肉

嫩闻名世界，远销到日本等国家。

林中也出产山杏、山梨、山荆子、沙果

等。大黄芩、小黄芪，白勺、柴胡、防风、百

合、甘草等上百种中草药也遍布克旗的林

区和草原。

人们以这些野菜为原料，作出哈拉海

炖紫皮土豆、蕨菜炖鸡，黄花炒肉，韭花炒

鸡蛋，白蘑炖柴鸡。用新鲜的羊肉和刚采

回来的白蘑，做成包子或者饺子，据说煮

熟了，咬一口，那白蘑还在馅里动弹，还在

生长。实在是太鲜美了。

结合农区的原料，做出的杏核炖豆

角、豆子干饭、豆面贴饼子、粘糕饼子、莜

面蒸饺、发面饼、油知了馅酸菜饺子也很

好吃。

克什克腾旗是世界地质公园，而对于

美食家来说，也是一个现采现吃的天然大

菜园，特别是近些年来人们发现，野菜对

于一些慢性疾病有食疗作用，于是就有人

专门租当地的农家院住下来，吃野菜，爬

山，泡温泉，呼吸森林中新鲜的空气。园

里的菜有机质是有限的，野菜长在山野

中，其有机质还带着天然的蛮劲儿，它在

风雨中长大，自然有更多的生命力。

这些人，用自己的胃读懂了克什克

腾，弱弱地从城里来，壮壮地回城里去。

散文

现吃现采的天然 大 菜园
■■■■■■■■■■■■■■■■■■■■■■■■■■■■■■■张汉明

老家白岔川把庄稼脱粒的地方称为

场院、脱粒的过程称为打场，这一称谓在

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广

为流行，为了顺口，人们还把场的三声调

变成了二声调。

场院构图简单，寻一敞亮通风好的地

方，随坡就势，用围墙围成不规则的长方

形或正方形，场院的框架就搭起来了。场

院中间平整成一个圆形，运来粘性较强的

黄土，铺上干草用碌碡反复碾压，名曰杠

场，杠好了便可脱粒了。圆形外的四个角

落用来跺庄稼跺。圆仓和场院屋是场院

的标配，圆仓用来储存粮食，场院屋大多

与碾坊一体，平时磨面，庄稼进场后兼顾

看守庄稼的职能，每年的新麦面就是在这

里诞生的。

碌碡是场院的主人，一年四季都守在

那。

立秋刚过，人们便开始收拾闲置许久

的场院，为庄稼进场做准备。收拾场院

时，主要劳动力忙着秋收，任务就落在了

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和十岁左右的半大孩

子身上。老人们收拾打场用具、铺草杠

场，孩子们则清除墙里墙外的杂草。

几场秋雨过后，去年脱粒遗落的粮食

和草籽正是生长的旺盛期，漫甸的莜麦、

山坡的荞麦、平川的小麦，前山后梁的羊

缄草、艾蒿、车前草、打碗花，二阴地的牛

舌头棵、扁株牙、拉拉呱、走马芹等在犄角

旮旯恣意生长，较比粮食作物，野草野蒿

在干硬、缺少养分的场院里更具生长优

势。这时的场院是植物的王国，也是孩子

们玩耍的乐园。

孩子们拔着草，边干边玩。淡蓝色的

野菊花、粉红色的打碗花成了女孩子们的

发间新宠，几个人拥作一团就变成了一片

花海。男孩子们用镰刀把粗壮的走马芹

在结节处割开，扎上均匀的小孔儿，再把

木棍的前头缠上布条做活塞柄，到河里吸

上水，就变成了互喷的水枪。牛舌头棵则

成了孩子们的胯下“走马”，纵横过后，黑

灰色的地面上丢下斑驳新绿……

秋天的美食不可辜负。当大人们把

羊草和豌豆一同点燃，在火堆里挑吃烧熟

的豌豆的时候，场院里的孩子们正在蒿丛

中剥去豌豆荚薄如蝉翼的筋膜，填入口

中，嫩嫩的、甜甜的味蕾便流连在唇齿间。

一切的一切只是孩子们玩耍的序曲，

随着庄稼陆续进场，场院的娱乐版本也在

一天天升级。

干啥像啥的二姥爷是孩子们心中的

偶像，总是屁颠屁颠跟在左右，因为二姥

爷能满足孩子们对场院、对农事的所有好

奇。搂秸秆的木耙，扬场的木跣，抖搂瓤

子的木叉，打掠的笤帚，框碌碡的木架等

打场用具，经历三个季节的闲置，大多已

散了架，需要二姥爷维修或重新制造。二

姥爷有一双蒲扇般的手，据说割地时一只

手攥住的庄稼能捆一个大大的庄稼个子，

可这双粗糙的大手侍弄起栽笤帚、木工等

精细活儿，依然手法灵敏、娴熟有余，令孩

子们艳羡不已。

庄稼进场后不会马上脱粒，封冻前场

院门还要关上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完

成修路、植树、翻地等大宗农活。因此，跺

庄稼跺的关键技术必须防止庄稼遇雨雪

后产生霉变。二姥爷的应对之策是，打跺

底时庄稼个子穗头朝上呈直立状，跺身到

封顶，穗头朝里秸秆朝外。总之，用秸秆

把粮食包裹的严严实实。农家的草笘房

就是借鉴了这一方法。

孩子们是跺跺的搬运工，随着庄稼跺

的升高，二姥爷会在木棍上凿铆安上木

齿，制成一个单齿钉耙，如此，增加了手臂

的长度，提高了传送庄稼个子的速度。孩

子们把这拽与送当成了游戏，一两天的功

夫，高高的庄稼跺就拉近了天地的距离。

分享收获的喜悦，孩子们不会缺席。

终于盼到打场了。全村的劳动力都集中

在场院里。拆跺的、砍腰子的、摊庄稼的，

经过短期的晾晒，闲置了许久的碌碡重磅

登场。

碌碡压一遍，翻一次场，直到秸秆上

没有粮食粒，才把秸秆用搂场耙搂出，如

此反复，粮食、秕糠就从秸秆上分离下

来。这过程与碾坊的磨面流程如出一

辙。磨面把原粮摊在碾盘上，用石碾碾

压，边上挤出的原粮，再放回碾盘中间，反

反复复，直到把原粮碾成齑粉，再用粗箩、

细箩筛出面粉。

接下来是扬场。扬场是为了清除粮

食中的杂物，但要看风婆婆的脸色。大

风，粮食粒站不住脚；和风，掂不出粮食的

轻重；只有劲风才能厘清粮食与秕糠。劲

风中，木铣扬到空中的粮食与秕糠迅速分

离，划出一个扇面的彩虹。

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是钻彩虹，感受粮

食、秕糠瓢泼而下的清爽，却给扬场的大

人们带来烦恼。扬场时，孩子挨训的哭声

此起彼伏。尽管如此，孩子们仍然乐此不

疲。

瓤子窝是孩子们的温暖乐园。趁着

刚脱完粒秸秆的余温，钻在瓤子窝里，藏

猫猫、捉迷藏，感受瓤子的体温，体验丰收

的快乐。村集体时，瓤子要当天分发到

户，一女孩高烧睡到瓤子窝里，当众人百

寻不到时，运瓤子的叔叔说，她已安全到

家。原来，她钻到了自家的瓤子窝里，迷

迷糊糊被装上车带回了家。

场院的喧嚣很短、很短，还未等孩子

们从瓤子窝里爬出来，粮食已然归仓。

当寂静的场院被一层又一层的白雪

覆盖，少了孩子们的欢闹声，却多了麻雀、

喜鹊们的叽喳声。鸟儿们刨开一片又一

片的空地，捡拾遗落的粮食、草籽果腹。

童年的场院，期待来年的秋天。

散文

童年的场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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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影 张汉明张汉明

天高云淡

秋风瑟瑟

南飞的雁阵

斡旋在正北方的天空

眷恋着大地的余温

和季节最后的妖娆

河流消瘦成小溪

小草凋零近暮年

风中摇曳的枯叶

载着流年的往事

潜匿在山涧溪谷

将撕扯的伤痛隐藏

我忙碌的身子

穿梭在秋天

色彩斑斓的童话里

将饱满的麦穗收割

将成熟的果实采摘

汗水混杂着白露的寒霜

凝结在深秋的旷野

点缀在沧桑的鬓角

收获和忧伤

同时烙印在心间

一切的辛苦劳作

只是为了

收获这个金秋的丰腴

储存更多的风花雪月

闲暇时光

铺开素笺

倾诉光阴的故事

寄给远方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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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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