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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

生在山东省莒县，是有口福之人。因为，自古以
来就有“天上人间之美味，尽在莒县羊汤”之说。美食
家赞誉：此乃汤中一品，杏林灵芝。闻之心旷神怡，
饮之七窍通达。游子与本地人在互联网上关于莒
县羊汤的美文评论区打趣：出门时间久了，家乡似
乎就是一碗羊汤。本地人跟帖：未远游，无乡愁，亦
爱羊汤。

所谓的全羊汤，就是一口特大的铁锅，滚烫的汤
里煮着一只或几只全羊肉和羊下水。客人进店用餐，
服务员从锅里捞出煮熟的羊肉，切成块，放入大碗中，
配上煮好的羊下水、羊血，添满羊汤，客人根据自己的
口味，辅之以调料，就可以开喝了。

在莒县任何一家全羊汤馆里喝汤，口味和价格差
不多，二三十元一碗，汤随便添，小咸菜随便取，大饼
管够吃，都不要钱，但不可以拿走。

全羊汤是莒县人最爱的美食，一年四季都在喝，
百吃不厌。当地人在孩子断奶开始吃辅食之际，都要
用羊汤跑大饼渣给婴儿吃一点，俗称：“膻肠子”，意味
着孩子从此开荤，要吃五谷杂粮了。如果你向当地人
问起喝羊汤的好处，任谁都能给你背上一段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的论述：“羊肉能暖中补虚，补中益气，
开胃健身，益肾气，养胆明目，治虚劳寒冷，五劳七
伤。”让你瞬间明白什么是莒县文化底蕴。

许多人探究莒县羊汤为什么这么好喝？一是真
材实料，二是精心熬制。全羊必须选用本地生长的优
质白山羊，羊龄大小适中，屠宰后骨肉分离，肉用清水
泡去血腥味后用甜水（含碱性小硬度低的）大火催锅，
火慢熬，直至肉烂汤鲜，汤汁乳白。

从前的羊汤锅都逢集设在集市中，人们只有在赶
集时才能喝到羊汤。如今全羊汤馆遍布大街小巷，人
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到全羊汤。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莒县有191家全羊馆，年平均
消费15万只白山羊，最有名的两家被批准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一家叫世起全羊馆，一家叫任记全羊馆，规
模非常大，有总店，还设有分店，可容纳千人同时用
餐，当地人都知道。五莲羊肉汤、三庄羊肉汤、巨峰羊
肉汤也都远近闻名，深受喜爱。

人世间的许多事物都是这样，真心实意方为美。
莒县全羊馆实料为真，用心为美、只有真心才美，才能
长长久久，代代相传。

莒县全羊汤
□ 刘勇

东丰县大兴镇有一个小
村庄，地处国道 303 线道路
旁，四平至梅河口的铁路从
境内通过，交通四通八达。

小村庄依山傍水，土地
肥沃，清澈见底的水渠，缓缓
地在田野间流淌。山坡上种
植的高产玉米，是一望无际
的青纱帐。平整的水田中，
金色的稻浪在阳光下随风荡
漾翻滚，描绘出“大美东丰”
的图案。一座座整洁的农家
院，错落有致地排列在村路
旁。高高的观赏平台，让人
们一览农田的美景，流连忘
返，九曲十八弯木栈道更是
令人陶醉。

这就是省内远近闻名的
东丰县福利村。改革开放的
大潮，给福利村带来了勃勃
生机。

六禾农业有限公司是吉

林建工集团投资兴建的产
业，在村里建起了蔬菜生产
基地。基地面积 30多公顷，
建有蔬菜大棚99个。大棚种
植绿色环保的有机蔬菜，供
应给城乡居民，从而带动村
民致富。村民既可以得到土
地的租金，又可以在公司有
劳作收入。村民自愿到公司
工作 ，每天可收入一百多
元。每天上班的人数少则四
五十人，多则上百人。

近几年，随着党的富民

政策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
逐步落实，民宅外墙保暖、改
水、改电、改旱厕等惠民政
策得到有效落 实 ，这 个 小
小 山 村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变化——村里的环境美
化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大幅
度提高 ，农村集体经济和
人均收入大步提升 ，村民
基本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
活。

太阳落山后，明亮的太
阳能路灯在夜色中亮起。绿

树红花掩映的村庄里，民宅
成为给游客提供服务的民
宿，白墙灰瓦，引人注目。村
里新建的休闲娱乐广场里，
有供游客和居民休息纳凉的
长廊，配备各种健身器材。
工作了一天的村民茶余饭后

集中到这里纳凉，有的下棋
打扑克 ，有的人聊天侃大
山。贪玩好动的儿童，蹦蹦
跳跳地在这里玩耍嬉戏，一
片欢声笑语。

小村庄里有商店，经营
烟、酒、糖、茶等日用品，种类
齐全。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
买到日常生活用品。村里还
有果园和小型水库，果子成
熟时可动手采摘，还可以垂
钓，品尝农家乐特色餐饮，为
喜欢游玩的人们提供优质服
务。

秀丽的小山村
□ 李绵玉

芒种节气还没到，就有亲戚从故乡带来
了大棚里刚开园的“十里香瓜”，不禁让我怀
念起故乡的瓜窝棚。故乡的瓜窝棚，那是物
质贫乏时童年的快乐和满足，那是清苦日子
里甜蜜的事业，那是悠悠乡愁里生长的有趣
故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有条件的生
产队每年都会种香瓜，以此改善社员生活。
当生产队的瓜苗开枝散叶茂盛地生长，绿油
油的瓜秧开始爬出藤蔓，蔓子上开出小黄花
坐瓜纽的时候，我们就时常放飞甜蜜的梦
想。生产队提前推举莳弄瓜地的“老瓜头”，
就开始构思如何搭瓜窝棚了。

瓜窝棚需要很结实，不仅能避雨遮风，
且视野良好。瓜窝棚一般选址在地头，或地
中间的树带旁。形状非常像军用帐篷，底座
是长方形的，棚顶是三角形，木杆支起架子
后，就用秫秆围严，用谷草栅好，留有开阔的
对外观察窗口，里面再搭上小炕，瓜窝棚搭
建工作就完成了。

老瓜头的选择，是要精挑细选费周折
的。人太聪明的，会偷懒耍滑不靠谱，甚至
拿集体的香瓜送自己的人情；太过老实的又
镇不住那些偷瓜的。要找认真负责不怕得
罪人，性格“拙、抠、轴”还能吃苦，懂得瓜的
习性和莳弄瓜的窍门技巧。

香瓜通常选择沙土或岗地种植，施羊粪
等农家肥。种上之后，只需要铲一两遍，就

“瓜儿牵着藤，藤儿牵着瓜”地放开手脚生长
了。过去，生产队种的瓜比较单调，一个生
产队也就种一两个品种。最多见的白糖罐
大小适中，白色或浅黄，有绿色花纹，脆而
甜；我们邻村小坨子喜欢种青水蜜，绿皮粉
瓤，肉质软，有一种清香。考虑到不同年龄
的口味，还要搭配种少量“烧瓜”“面瓜兜”。
烧瓜个长味酸；面瓜兜熟透的时候，起沙面
软，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为了节省土
地，瓜地头一般都种黄豆，应了那句“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

每年小暑前后是甜瓜开园飘香的季节，
由于瓜的香气浓郁，瓜园诱人的香味悠远绵
长，能传出十里八村。

谁家的瓜开园早，那是老瓜头的荣耀。
香瓜是开园时的品质最好，旱天的瓜最甜。
开园的时候，分瓜，那是故乡夏日里的节
日。开园都会选择连续几日响晴天的午后，
瓜在晴天经过强烈的光照，甘甜味更浓；摘
瓜时不至于因泥泞破坏了瓜地踩坏瓜秧。
午后，被选出的几个强壮劳动力摘瓜好手，
每人提着筐，按照老瓜头的要求，顺着垄沟
开始采摘已经熟透的瓜。瓜熟透了，从颜色
上看由绿转黄，用二拇指弹听到空声空气的
响声。摘好一筐，就送到地头的瓜窝棚外面
存放。瓜快摘完了，老瓜头和生产队会计按
摘下来的筐数、凭分瓜的经验，概算每口人
能分几斤瓜，按照户籍顺序开始分瓜。这
时，等在瓜窝棚前的大姑娘小媳妇和懂事的
孩子，就用随身带来的柳条筐，争先恐后地
按照会计的吆呼，开始领属于自家的那份香
瓜。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三四百号人口，分
到最后时，往往就到了日落西山、炊烟袅袅
的时候。拎着开园瓜的人们往往舍不得先
品尝一口，都等着到家以后，一家人共同分
享。

那时生产队种的瓜是不卖的，村民都坚
守“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古训。但村
里有一个风俗，外村人路过瓜地要尝尝鲜，
说口渴了，走到瓜窝棚找到老瓜头，是要摘
几个给人家解渴的，并且分文不取。

老瓜头在瓜窝棚准备一个桶，用来倒瓜
籽，作为第二年种瓜的种子，因为社员不能

“好吃不留籽儿”。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记忆里都有甜瓜的

飘香。分瓜以后，别的村子没种瓜或者瓜
没开园，就要给亲友送去品尝。暂时不吃
的瓜，放在柜子里或箱子里，那种清香长
时间不散。

香瓜罢园的时候，生产队先把成熟的瓜
摘下来，分给每家，之后，大家一起来捡生瓜
蛋子，回去洗净晾干，放到酱缸里腌咸菜，为
冬天和春天的饭桌增加滋味。偶尔捡到好
瓜、熟瓜，也会有收获的喜悦。

如今，故乡的瓜窝棚已经远去了，但它
在我心中仍透着浓浓的甜香……

故乡的瓜窝棚
□ 王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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