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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清

乔云飞

初冬

北原处处野茫茫，
塞外飘零落叶黄。
白雪纷飞枝裹絮，
乌鸦悯叹穴披霜。
寒天翠柏何忧冷，
腊月红梅格外香。
待到和风吹日丽，
满园桃李散芬芳。

大雪

旷野天冷隆温频，
残叶风飘刮土尘。
大雪纷飞河面冻，

枝条垂挂细丝银。
寒冬数九谁堪胜，
傲骨红梅已视春。
日月星辰宇宙转，
来年气象更宜人。

新年

风云日月变时迁，
宇宙轮回又一年。
衣食颇丰逢盛世，
民生已胜艳阳天。
香风度岁红梅醉，
欢乐开怀雪瑞鲜。
中外古今无此际，
华夏美梦好事连。

达拉特啊
生我的地方
延绵起伏的沙丘上
曾留有我儿时的足印
茫茫沙蒿林里
曾荡漾着
我年幼迷茫的欢畅
与迷路的忧伤

我的祖上
在那里把子女抚养
我的父辈
在那里牧羊垦荒
几代人艰辛拼搏
常不能填饱饥肠
迫于生活凄凉
父母背起小小的我
远走他乡

斗转星移
岁月流淌
时光进入改革开放
祖国大地
喜迎发展曙光
万里江山
笑换娇妍盛妆

欣闻故乡与祖国同步
今非昔比
大变模样
母亲啊———
儿定居他乡
定要把您瞻望
您今天的富饶
曾历经艰辛的不屈不挠
您今天的秀丽堂皇
儿寸心顿觉舒畅
惟盼有缘再回故乡
亲睹那片神奇地方
故乡啊故乡
衷心祈福您
永葆美丽模

遥远

那时候，正一个人
沿着铁路漫无目的地行走
阳光新鲜出炉
风很干净

迎面驶来的列车
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好像我身后的车站
是一个不起眼的摆饰

那时候，不去想诗和远方
只是茫然觉得
一个人的寂寞
打包了一群人的寂寞
一头的遥远
牵动了另外一头

我喜欢春天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
让我这粒干渴的种子
有了一次发芽的机会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
仿佛一夜之间，仿佛仅仅一个早晨
那么多美好事物，正朝我们走来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适合读诗
———读一条河流
读一颗草
读一只小鸟的心跳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也适合放牧
———我可以在我的文字里放逐自己

我喜欢春天
因为春天
有太多太多让人喜欢的理由

“豆腐筋来粉条条白，黄灿烂的油
糕端上来”，这是关于“汤糕”的民间
谚语。“汤糕”是出现在黄河两岸或婚
丧嫁娶，或生辰满月宴席上的一道开
场菜。

“汤”是卤肉的汤加了以“豆腐”、
“粉条”为主，以“香菜”、“蒜黄”等为
辅料的一道饭菜。卤肉的“汤”从何
来，就是整个宴席要吃的比如“猪蹄”
等需进行卤制的肉而剩的汤。人们运
用了“精华全在汤里”的营养美味原
则，把“汤”二次利用，成就了不一样
的味道。当地人吃罢宴席上的“汤”，
回去尝试着做，却怎么也做不出其味
来，而缺少的就是这种“汤”。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就
是豆腐为什么筋道的原因。豆腐的材
料是黄土高原一带农产物“黄豆”经
筛选、淘洗、浸泡、磨制等负责的工序
制作而成。而卤水点的豆腐要比石膏
点的豆腐更有营养价值，聚集了细、

绵、精、嫩等多种口感。
“黄豆是豆腐的根本，水是豆腐的灵
魂”，清水河豆腐集齐于一身，所以，清
水河豆腐是在方圆百里享有盛名的。

“粉条”也是来自于黄土高原产物
“马铃薯”，又称“土豆”，土豆经清洗、
打磨、晾晒等程序制成“粉面”。粉面
又经过手法娴熟的人们和面、勾芡、用
饸烙压制这一系列工序，才能出一锅
又细又白又筋的粉条。和粉面是个技
术活，“和的软了不成形，和的硬了压
不动”，这是有经验的女人们对“和粉
面”的一种说法。可见，当你吃上一口
不软不硬的粉条，这背后凝聚了多少
农家生活的经验。

炆豆腐冷水入锅， 火慢炖一个小
时左右，粉条下锅，待锅中的水开了，
放些蔬菜即可出锅。
有“汤”有“糕”，才叫“汤糕”。糕是清
水河人逢年过节，迎人待客的一道美
食，其有着“步步高升”的美意。“羊肉

汤汤蘸素糕”，是当地人最喜爱的一道
美食，其“糕”是不用经过油炸的工序。
而宴席上的“糕”是需要炸制的，所以
俗称“油糕”。糕是黍子经去皮磨制成
糕面。糕面加水拌成块状，半小时后
用双手心对着快速搓成均匀湿润的细
末，随后盖锅蒸。待到蒸熟了用蘸了
冷水的手拍打，直到筋道为止。然后
分成均匀的块状，包入红豆陷捏成圆
状，最后入油锅，炸制金黄捞出，即可
装盘食用。

还有和“汤糕”一起上桌的一道
凉菜，那就是豆芽。豆芽以黄豆经泡
水发芽，食用前用沸水煮一下，之后加
入调味品即可。豆芽是当地宴席上一
道重要的凉菜。对了，桌子上还有一
盘白糖，是人们用来蘸糕食用的。

喝一碗粉汤，吃一个油糕，蘸上一
点白糖，再夹上一筷子豆芽，那真是一
种惬意的享受。汤糕，闪烁着地域文
化的光芒，释放着乡亲乡土的气息。

冯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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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亲戚打电话来说，他要带
车到呼市，顺便到我家看看。他问我
需要什么？或农村鸡蛋、或家乡白面.
.....
???我说，来了就好，城里什么都有，
千万别费那些周折。他悻悻地说:“让
我再想想，空手去实在不好意思。”
于是压了电话。

妻子在厨房做饭，隔着玻璃喊:没
葱了。去买几根儿葱去！别买山东
的，没味儿。

我忽然想起春天途经他家时，到
地里挖苦菜、沙芥，见种着大片大片
的红葱，惊奇之余还顺手拍了几张
照片。想来那些红葱是长大了的，但
不知卖完没有？

我把电话打过去问: 有红葱没？
他说:有。给你稍点去？

我说:贵不贵呀？不贵的话，稍点
儿过来就好了。他说:块数八毛吧。给
你稍些去！

鄂尔多斯的山羊肉是很出名的，
炖起来远远地就能闻到它的香味
儿。可是，一过黄河，似乎那特殊的
味道就被阻隔了，怎么也做不出来。

有一回，呼市的同学请我吃鄂尔多
斯山羊肉，问我炖得怎么样。我说:还
行，就是没有咱们在东胜念书时那
么香。是时间的关系？是地域的关
系？还是手法的关系呢？大家热烈地
讨论开了。有的说，那时饿，吃什么
都香。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都不
香；有的说，地域有关，淮南的橘子
到淮北就变成枳子了；有的说，还是
手法的问题，家乡炖肉都是放到带
冰凌渣子的水里，用温火慢慢地炖。
结果大家又怨起火来，说家乡烧的
是大炭，咱们用的是煤气......同学恍
然大悟了一般，拍着脑门说:忘了！我
妈还拿来一把子红葱，让我炖肉时
用，我却给放了些白的。于是，大家
手忙脚乱，回锅重炖，结果自是好了
许多。看来，红葱是鄂尔多斯山羊肉
的绝配，缺了就变味儿。

呼市的稍麦同样是有名的，犹
以旧城的好。女士出外旅游，首先要
打听当地有什么风味小吃。别看她
们都纤纤瘦瘦、窈窈窕窕的，吃，自
是重要的目标。有一年，从北京来了
一帮同学，她们问我:呼市有什么小

吃？我不加思索:烧麦、杂碎。众人说，
就吃烧麦。

于是，次日清晨，大家直奔旧城
的鸿雁楼。饕餮之余，她们问:这烧麦
是怎么做的，这么香啊！我说:西苏旗
的羊肉、毕克齐的葱。她们都愕然，
原来是不知道那西苏旗、毕克齐都
是蒙古语地名。

但是，西苏旗的羊肉是绵羊的，
毕克齐的葱是白的。鄂尔多斯的山
羊肉、红葱，我想是不能做烧麦的，
否则不会让你乘车坐船，约会也得
把对方熏跑了。因为吃了呼市的烧
麦，即使你重新刷过牙、嚼着口香
糖，人们也会问:吃烧麦了吧？！况且
是鄂尔多斯的山羊肉、红葱呢！

恩格贝是个旅游的好地方，那
里有连绵不绝的沙丘，如黄龙一般
地舞动着，仿佛从西方来，要到东海
去；有沙漠流水汇聚的湖泊，阳光照
耀下，如姑娘眼睛般明眸善睐、清澈
见底；有抗日英雄尸体垒成的塔，给
人以不忘过去，砥砺前行的催促感；
有国际友人远山正英栽出的“绿色
海洋”，昭示着什么叫日雕月琢、锲

而不舍......夕阳西下，余晖染上落雁
崖，氤氲笼罩几字湾。眼福饱了，心
灵颤了，还有星罗棋布的瓦房里飘
出的香味引诱着......

那年夏天，从山东来了几位同学
到恩格贝玩儿，赏过美景后，又说要
在这里的农舍吃、住，美其名曰:看看
老乔当年是怎样生活的。我自是不
好驳他们面子的，只能既来之则安
之。眼饧耳热时，其中的一位招呼服
务员:来盘儿大葱蘸酱。服务员嗫嚅:
没有葱。我赶忙道:有！有！拽着服务
员出去了......
???那位同学拿起盘里的葱，端详了
老半天:这是葱吗？我说:是葱。只是
这里是沙地，种出的葱细、小了些，
不像山东的。那位同学蘸酱咀嚼，辣
得呲牙咧嘴:老乔，你害我，这是葱
吗？满屋人哄堂大笑。我说:你不是想
看看我当年怎么生活的吗？我就是
吃着它长大的。这叫红葱，家乡的特
产。

独在异乡为异客。久居外地的
人，最想的是家乡的味道，真得是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

心头”。有那么些年里，为了能经常
吃着红葱，也在自家的小院里栽种
过，结果不是水多沤死了，就是水少
旱死了，抑或不知什么原因就朽萎
了。问村里的亲戚们，他们说出一大
堆理由来:必须是沙地；必须是农家
肥，还得是羊粪；不能在玉米茬子的
地里种等等。我开玩笑说:红葱这东
西好像只能在鄂尔多斯种，还得是鄂
尔多斯人。

玩笑归玩笑，不过，我还真没见
过呼市、包头这些地方有种的，乌兰
察布就更没有了。当然，这些地方是
偶有卖的，但来买的都是操着“巴鄂”
(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口音的人，这
家三捆、那家两捆，疯抢着......卖主还
在一边儿喊:必须整捆！不能抖土！真
得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呐。

始信泥土有芬芳。鄂尔多斯的
泥土上不仅有阿尔巴斯山羊、煤
炭、高岭土、天然气......还飘着红
葱的香味。那味道，只有味蕾知道！
????红葱，用我们鄂尔多斯的话讲，
叫:提味儿，提高着美食文化的味
儿！

老七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村里。
得知他回来的消息后，王五、张六
来到他家。王五问：“咋样了老七？
上访的事儿有结果了吗？”老七坐
在炕棱边上，翻看着手中的上访
材料说：“再叫虎子抄一份，明天
我上市里上访去。”王五问：“咋
了？县里不管了？”老七说：“没说
不管，只是说得取证，让我等他们
调查核实。”张六说：“查查查！乡
里查了大半年，县里也拖了快一
年了，怎么就没人能治治这欺上
瞒下的村官呢？”王五说：“官官相
护，难呐！”

老七看着坐在桌前认真抄写
材料的虎子，愁云密布的脸上写
满了疲惫。已经快两年了。这两年
来，他与村长对抗、到乡里上访，
又到县里上访，风里来雨里去，只
想为他自己、为村民们讨个公道。
他们的村长是年轻的村官，根本
不把农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把国
家发给农民的补贴款随意克扣不
说，还把村里的集体土地私自承
包出去，承包得来的钱全部装进
自己的口袋。村民们看着自己的
利益受损，但都不敢出来反抗，他
们忌惮着村长手中的权利，他们

害怕惹恼了村长拿不到补贴款，
还怕受到其他的损失。
可是老七跟其他村民不一样，他
没有忍气吞声，他站出来跟村长
讲理，让村长归还他们该得的补
贴款，把集体土地获益的钱分给
村民。可是在村里闹了几个月，老
七发现都是他一个人在干吼，没
有村民跟他站在一起向村长发
难，村长显然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该吃吃该喝喝，丝毫没有要向他
妥协的意思。一气之下，老七来到
乡政府上访。乡政府领导接待了
老七，也问清了情况。然后就让老
七回家等消息，等他们调查清楚
了会给他一个交代。

回家等交代的老七一等就是
大半年，这期间他不停地往乡里
跑，乡里永远都是让他再耐心等
等。后来，老七跟几个村民一合
计，决定再到县里上访。到了县
里，跟乡里的程序一样，答复也一
样。老七一等又是大半年，这大半
年他依然隔三差五的往县里跑，
依然没等到他想要的结果。

这事儿不能就这样完了，老
七不甘心，他决定继续上访，这次
他要到市里上访。

正在老七出神的时候，妻子
来到老七身边，看了看虎子抄写
材料的背影，轻轻地说：“老七，要
不……算了吧。”老七盯着虎子的
背影，没说话。妻子继续说：“别再
上访了吧。这两年你光忙着讨说
法，家里的地都荒了……两年没
收成，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你就消停消停吧。”老七沉沉地
说：“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我
就是饿死也要讨个说法。”妻子抹
抹泪说：“你不活了孩子还得活
呀。今年的学费还没交……你看
咋办……”

第二天下午，老七把四千块
钱递到妻子手中，说：“拿着，给孩
子交学费，剩下的够今年的生活
费了。”妻子疑惑地看着老七问：

“你哪来这么多钱？”老七说：“我
把牛拉到县上卖了。”妻子握着
钱，一屁股坐到地上，半晌讷讷地
说：“我的牛，你怎么给卖了？我还
指着它耕地呢……我还指着它耕
地呢……”

老七回屋拿着上访材料扭头
走出了家门……

一个月后，市里成立了专项
审计组，从县里到乡里再到村里

逐级审计。审计中还真发现了大
问题，不只老七他们村有克扣补
贴款、私自承包集体土地的情况，
还有几个村子也同样存在类似问
题。

审计结束后，村长被穿制服
的带走了。听说还有几个村的
村长也被带走了。乡长、县长也
因管 理干部 不严受到 了处罚。
村民 们拿回 了属于自 己的钱，
一 个 个 乐 呵 呵 地 直 夸 世 道 公
正。

老七拿着追回来的几千块钱
的“公道”，坐在炕上发呆。又是一
年的秋天了，村民们都在忙着收
庄稼，可老七的地里一颗庄稼也
没有。上访告状跑了一年，今年又
没有收成了，老七成了村里的贫
困户。

新上来的村长了解情况后，
要把老七评成贫困户，可是让
大家意外的是老七对着新村长
说：“我有手有脚有力气，我才
不当贫困户，丢人。只要你们心
思正、讲公道，不要让我东跑西
颠去上访去告状，明年我好好
干一年肯定能脱贫，我们绝不
给村子拖后腿！”

我才不当贫困户(小小说）

杨
芳

穿沙

达拉特啊，我的故乡 何琳诗二首

韩成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