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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好时光。又到了吃蟹的季节。

有海的地方一般就会有蟹，然而蟹

跟蟹不一样。在山东青岛，有一种梭子

蟹用味美肉鲜来形容，一点儿不为过，

那就是会场蟹。

一抹初升的霞光映在脸上，迎着徐

徐吹来的海风，我们驱车从市里向 20
里外的崂山区王哥庄街道会场社区驶

去。那里，有绵延平阔的海滩，海产品

丰富，其中梭子蟹名气最大。

我们到达的时候，码头上已聚集

了不少人。有的人聚在一起谈论着今

年的收成和价格，还有的人不时地在

沙滩上走来走去，似乎想平静焦急的

心情。海风沿着水面吹来，淡淡的咸

味弥漫在空气中，岸边的海水不时地

拍 打 着 沙 滩 ，泛 起 一 层 层 白 色 水 沫 。

人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远处，几

艘渔船影影绰绰，上下起伏。听当地

的朋友说，昨晚刮了一夜大风，凌晨风

一停，渔民们就出发了，也不知今天收

获如何。

正说着，两艘渔船从海面上缓缓驶

来，越来越近，终于靠在了岸边。人们

一下子围了上去。渔民们穿着防水服，

一边喊着“小心别让蟹子夹着”，一边把

大 筐 吃 力 地 搬 到 船 边 。“ 这 些 我 全 要

了！”“多少钱一斤，能给 20 斤吗？”嘈杂

的喊声顿时响起。

渔民们倒是沉着淡定，他们四下张

望着，看到熟悉的面孔马上打招呼，然

后把蟹递过去。接过蟹的人一脸笑容，

话也不多说，将蟹搬上车就走……很快

渔船就见了底。一些人的脸上挂着失

望的表情，好在又有几艘渔船陆续靠

岸，人们又蜂拥而上。

当地的朋友领我们找到前面靠岸

的渔船，渔民见到朋友马上说：“给你

们单独留出来了。今天收获一般，大

风刮得蟹子都没太上网。”说着，从渔

网底下拖出一个大桶，里面是鲜活的

蟹。原来，朋友已提前与渔民联系敲

定好，否则看今天的架势，我们很难有

这样的口福。

说起来，会场的梭子蟹之所以味美

肉鲜，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会场这

片地方一面靠山，三面环海，海水盐度

高而且变化不大，海水的温度比起南方

来要低得多，加上海底是砂质，因此成

了梭子蟹得天独厚的繁殖栖息地。平

时，这里的蟹游弋在两米以下的海域

里，自然生长。成熟后的蟹比一般梭子

蟹的个头大一些，一只一斤多重也不足

为奇；蟹的蟹钳、蟹足也很特别，又壮又

长，一只一斤左右的蟹两侧的蟹足展开

后，宽度竟能达到近半米。至于蟹的肉

质，用当地渔民的话说，很“紧凑”“实

落”，既鲜又嫩。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会场的蟹还

没太大名气，那时候出海捕捞几乎很

少空手而归。后来，随着蟹的名气不

断提升，过度捕捞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段时间，蟹大幅度减产。靠海不能

“吃海”，损失最大的是渔民。好在政

府相关部门及时出手，划定了“繁殖保

护区”，制定了“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方

案”，还扩大了海洋牧场建设规模。从

2005 年起，青岛市和崂山区专门购买

优质水产苗种，投放到会场湾和崂山

湾，以丰富周围海域的海产品。 2012
年 ，区 里 在 王 哥 庄 200 顷 水 域 内 开 始

建设人工鱼礁区。陈旧不能使用的渔

船，被拆解沉入海底充当“礁石”；一些

混凝土块被坠入特定海域，变成人工

“鱼礁”。渔业专家还在周围海域移植

了大量海藻，给苗种提供了充足的食

物链。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对恢复渔

业 资 源 、扩 大 渔 业 产 量 、增 加 渔 民 收

入，起到了显著作用。这些年，会场每

年都有近百吨蟹供应市场，更多人享

受到了来自海洋的美味。

每年从 9 月初到 10 月中旬，前后大

约 40 天，只要海况允许，会场的渔民们

可以天天出海。多的时候每次能捕捞

到 200 斤左右蟹，少的也有几十斤。这

些 年 ，会 场 的 蟹 一 斤 可 以 卖 到 100 多

元，赶上行情好的时候，一斤 200 多元

也供不应求。人们都说，会场的渔民赚

得盆满钵满，话虽有些夸张，但蟹给渔

民们确实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一个收

获季，勤劳能干的渔民入账 20 万元不

在话下。

捕蟹是个辛苦活儿，也是个技术活

儿。每天天不亮，渔民们就要带上工

具，驾着渔船向大海深处驶去。吹来的

秋风冷飕飕的，有时直令人打颤。风平

浪静还好，若是涌浪湍急，人在船上会

很难受。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渔民们

出海的决心。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渔

民们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丰收的希望

就在眼前。

会 场 的 蟹 捕 捞 办 法 不 同 于 一 般

蟹。捕捞时，渔民不用“拖网”，用的是

“定置网”。定置网高 1 米左右，张开

就像一个排球网，嵌在海底。网上面

是“小蟹子”的活动区域，而底层是“大

蟹子”的世界。蟹顺着潮水而行，不留

心 就 会 撞 到 网 上 。 定 置 网 因 为 不 流

动，对蟹不会形成伤害，这就最大程度

保证了蟹的品相完整。从网上往下摘

蟹也大有学问。要抓住后腿部位，免

得手被蟹钳夹住，然后把网扣从蟹身

上绕下来。有些蟹被网缠得太紧，要

用剪刀把网线剪断，然后取下。网虽

被剪破，也不可惜，一只蟹足够买几张

网片。

“红岛的蛤蜊，会场的蟹，吃了蛤蜊

更想蟹，吃了蟹子没白来。”这句流传于

青岛人当中的顺口溜，现在吸引着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来青岛品尝海味。

秋日与朋友来到会场码头，满眼沸

腾与热闹。仔细听，那声声叫嚷中，还

回荡着渔民们欢快、喜悦的笑声。

味
美
肉
鲜
的
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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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来村部集合，咱们收秋啦！”

村部老槐树上的大喇叭里，响起了

村支书山爹的声音。

福爷是支部委员，听到大喇叭响，

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东方

的晨曦，夹杂着柳树林里的鸟叫声一起

扑面而来。福爷仰起头看天。朝霞打

过来，落在门前的小河里，河中便有了

金红色的波纹。

简 单 收 拾 一 番 ，福 爷 戴 上 草 帽 出

了门。

东西两丘夹南北平川，是家乡的地

貌 。 一 条 由 北 向 南 的 小 河 ，从 村 前 而

过。小河岸边是垂柳，初秋下的柳树，

变了颜色，绿中透黄。河西，沿堤排列

的是新村的别墅群。别墅群后，一望无

际的平田是甘蔗林。河东的沙土地，是

蔬菜水果基地。甘蔗酿酒厂和蔬菜烘

干厂就在河东平田中间。

山 爹 领 着 村 民 们 在 河 西 剥 甘 蔗

叶儿。

河西的甘蔗林，长得一丈多高，粗

壮的甘蔗被叶子包裹，秋风拂过，泛着

绿波。甘蔗是不忙着收的，趁着刚刚来

的秋天，是要晒的。剥开紧裹的叶儿，

露出秆儿，让秆儿晒晒秋阳，吹吹秋风，

落落秋霜，秆儿就更甜，汁水就更饱满，

出糖率就更高。

噗噗噗，一根根甘蔗叶儿被拽下。

沙沙沙，拽下的甘蔗叶儿铺在地上，铺

成绿油油的草原，铺成写给家乡的绿色

诗篇。剥叶儿是力气活儿，粗中有细，

需从根部剥向顶部，顶部留上五六片叶

儿，得轻轻剥，慢慢撕。秆儿高的，还须

踮起脚剥。秋阳高照，地如蒸笼，晶莹

的汗水落入地上铺平的甘蔗叶儿里。

小憩时，山爹挑几根粗壮的甘蔗扳

倒，让大伙儿品秋。一截截秆儿，一咬，

满唇白，再嚼，满口甜，乐得大伙儿的脸

皱成一朵朵秋菊花，连声说：“好甜！”甘

蔗是从南方引进的优良品种，乡亲们在

家乡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着。

甘蔗叶儿剥好，田野空荡了。地面

是一片平静的绿浪，林立的甘蔗仿佛在

秋风里哗哗啦啦地笑。

那边，福爷领着村民们在河东的蔬

菜水果基地里收秋。

一个个大棚被揭开，秋阳下的蔬菜

水果基地，就是家乡的一幅浪漫的油彩

画。一串串的圣女果，绿的、黄的、红

的，坠在枝叶间，大自然把秋天的色彩

都涂抹给了它们。一簇一簇的火龙果

叶子，仿佛绿色的瀑布，点缀着白的、黄

的花儿，一个个咧开红嘴唇憨笑的火龙

果藏在其间。

辣椒园也不甘示弱，“朝天红”“线

椒”“水果椒”挂在枝头。尖朝天、头向

地的“朝天红”辣椒，一爪一爪地在枝

头，闪烁着红晕，在秋风里起舞。“线椒”

躲在枝叶中间，风吹来，摇来晃去。稀

稀 落 落 的 几 片 叶 子 上 ，吊 满 一 枚 枚 黄

的、绿的、红的胖嘟嘟的“水果椒”。

乡亲们头戴草帽，轻轻地摘“朝天

红”，放进篮子里。掐“线椒”的，满把满

把地揪，满把满把的汁儿，把手指都染

绿了。摘“水果椒”的，一次只能攥住一

棵，一揪，整个秧儿都摇晃。摘下的辣

椒，趁着秋阳是要晾晒的，巧手的村姑

村嫂，把各色辣椒摊在地上，拼成一个

大大的“丰”字，献给秋日的蓝天。

母亲最爱吃“朝天红”辣椒，总爱在

自家的菜园里种上“朝天红”，炒菜、做

汤都要放。母亲说，生活中不能没有辣

味，日子里有了辣味，生活就齐全了。

我们最爱吃母亲做的“朝天红”捣蒜泥，

放入豆瓣酱和五香粉，用热油一泼，香

味就被激发出来，蘸馍吃，辣到心底，也

香到心底。

秋风在吹，秋阳在照。蔬菜水果基

地边是一片荷塘。莲蓬饱满了，一个个

莲蓬垂着头，微风里密密匝匝，仿佛在

向秋天致意。还没开败的几朵莲花，躲

在 田 田 的 荷 叶 下 ，听 水 鸟 在 荷 叶 下 唱

歌，唱着秋天丰收的歌儿。

收 秋
张朝林

一

初秋的合肥，早晚已经有了凉意。

67 岁的吴德茂，这天起了个大早，他约

了一帮老邻居去看骆岗公园。

从前住在一个社区里的老邻居们，

现在分散居住在三个回迁小区。而吴

德 茂 自 己 ，因 为 新 房 子 要 等 到 年 底 分

配，目前暂住在离骆岗 3 公里的滨湖。

前几天，他又在电视里看到了关于骆岗

公园的新闻。第十四届中国（合肥）国

际园林博览会将于 9 月 26 日在骆岗公

园举办，眼下各项事宜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之中。他想起一年前，社区组织老

党 员 、老 社 区 干 部 去 看 在 建 的 骆 岗 公

园。那时，12.7 平方公里的公园已基本

成型。原来偌大的骆岗机场彻底变了

个样，除了跑道、航站楼等还没改造外，

其他建筑都被改造成了园博小镇，将来

供游客们休闲观光之用。负责建设的

指挥部同志告诉他们，一年后，你们再

来看，这里可就是个园林胜地了。

一年过去了，吴德茂迫不及待地约

上老邻居们去看一看，大家约好在正扩

建的机场南门见。

机 场 南 门 ，这 个 词 对 他 们 来 说 特

别 亲 切 。 几 十 年 的 时 间 里 ，他 们 的 生

活 与 骆 岗 机 场 连 在 一 起 ，早 习 惯 了 以

机 场 东 门 、南 门 为 方 位 标 识 。 特 别 是

吴德茂，刚 20 岁时即投入了骆岗机场

第 一 次 扩 建 。 后 来 的 岁 月 里 ，他 目 睹

着 机 场 一 天 比 一 天 繁 忙 ，也 切 实 地 感

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脉动。担任社

区干部的 20 多年里，他更是不断地同

机 场 打 交 道 。 他 所 生 活 的 高 王 社 区 ，

处在机场的南边和西边，社区的农田、

房子就贴着机场围墙。

8 点 20 分，机场南门，吴德茂和老

邻居们会合。南门已经大变样了。一

条环形景观道路像伸开的双手，欢迎着

他们。一进园，绿色便扑入眼帘，空气

也似乎清新了许多。吴德茂深吸了一

口气。大家慢慢走进了正在后期扫尾

的骆岗公园。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的草

坪，将他们的目光牵向远方。

“ 这 得 多 大 啊 ，几 百 亩 了 吧 ？”吴

德 茂 笑 着 说 ，“ 这 原 来 不 就 是 机 场 的

跑道吗？”

3000 米长、107 米宽的机场跑道，去

年还是水泥地，现在都种上了绿草，占

地 481 亩。如今人们称之为梦想大草

坪。在大草坪两边，还有 300 米宽开阔

的草地，那里建起了百姓大舞台和多功

能球场。不远处，原来机场高达 60 米的

全向信标台，改造升级后，成为别具一

格的景观塔。机场还未关闭时，吴德茂

他们早晨一出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

信标台。外地来人问他们社区在哪儿

时，他们总会说：“机场外，那大圆塔边

上就是。”

站在机场跑道的大草坪前，老邻居

们感慨不已。他们仿佛又听见了飞机

的轰鸣声，看见了飞机从跑道跃上蓝天

的身影。

“真没想到，这里真的就成了大公

园。”吴德茂感叹。

确实，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从前繁

忙的骆岗机场，会成为这样一个大型城

市 公 园 。 这 公 园 里 ，不 仅 有 满 目 的 绿

色 ，还 充 盈 着 浓 浓 的 记 忆 。 除 园 博 园

外，还有锦绣湖碧波荡漾，湖中浮莲翠

绿，岸边菖蒲葳蕤。锦绣湖边，正在建

设的世界制造业大会永久会场正一天

天长高。再远一点，公园南边，以科技

创新为特色的现代板块充满活力……

随着吴德茂和老邻居们的脚步，园

博园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17 个植物

园、38 个城市园，大部分已完工。走在

园博园的小径上，秋果园里的果实飘出

香气。不远处，由机场航站楼改造的城

市建设馆，正在紧张布展。

大家边走边看，边看边叹。吴德茂

一直眯眼笑着，他问老邻居们：“你们有

谁想到过，老了，还能依着这么美的一

个大公园？”

二

曾经的骆岗机场，占地 12.7 平方公

里，年旅客吞吐量达 500 万人次。2013
年 5 月 29 日，骆岗机场关闭并整体搬迁

至新桥国际机场。

几 十 年 了 ，住 在 机 场 边 上 的 老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巫 业 佐 ，每 天 晚 上 习 惯

了听着飞机的轰鸣声入睡。那天晚上

从 10 点以后，再也没有传来飞机的声

音 。 他 在 床 上 辗 转 反 侧 ，想 到 了 机 场

与高王社区、与这里的老百姓、与他这

个 老 社 区 干 部 的 一 件 件 往 事 ，内 心 久

久不能平静。

上世纪 60 年代，骆岗这片土地还是

一大片农田。先是来了省航校，盖了几

排简易房，修了一条 1200 米的简易跑

道，接着便来了小飞机。机场周边的老

百姓一辈子没见过飞机，一开始都巴着

眼睛抬着头看飞机。现年 84 岁的巫业

佐当时刚刚从部队退伍回来，很快就参

加了航校的建设。

上世纪 70 年代初，全国民航机场

布 局 调 整 ，骆 岗 正 式 进 入 全 国 民 航 机

场 规 划 。 本 来 只 有 四 五 十 亩 地 的 航

校，开始扩征土地，面积一下子增加到

了七八平方公里。巫业佐回忆起当年

机 场 扩 建 的 场 景 ，仍 十 分 激 动 。 那 时

没 有 什 么 机 械 ，土 方 开 挖 及 回 填 都 是

靠人力。他和吴德茂成为突击队的主

力。到 1976 年底，骆岗机场扩建工程

完工，跑道达到了 3000 米，年旅客吞吐

量达到 150 万人次。

“新机场建成，大家都盼着看大飞

机 。 第 一 架 大 飞 机 终 于 在 骆 岗 起 飞 。

那个场面啊！”回忆往事，巫业佐仿佛还

沉浸在那时的欢腾中。后来，机场又经

过了两次扩建，面积最终达到 12.7 平方

公里，年旅客吞吐量达 500 万人次。

然而，令巫业佐他们没想到的是，

才 40 年不到，随着城市的发展，骆岗机

场已承载不了更大的旅客流量，需要启

用新机场。机场关闭的第二天，生活在

机场周边、曾为之付出艰辛劳动的老百

姓们自发地来到这里。机场空寂了，他

们是那么依依不舍……

不舍之后，很快就有人想到了关闭

后的骆岗机场的未来。这里地处合肥

老城区与滨湖新区中间的黄金地带，上

承老城区的烟火气息，下启滨湖新区的

现代风情。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

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它将以怎样的新

形象，展现在合肥人面前？

围绕这件事情，巫业佐和吴德茂他

们讨论过多次。关闭后的骆岗机场成

了市民们关注的目光所在。不少人提

出各种建议，当然，更多的人希望建设

大型公园，在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培

植永恒的绿色……

三

就在此时，园林部门采纳了部分专

家和老百姓的建议，提出了建设骆岗公

园的方案——倘若能建成一个 12.7 平

方 公 里 的 公 园 ，那 将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公

园。何况这公园地处合肥城市发展的

承接处。它一端连着老城区，一端连着

滨湖新区，且东接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

的巢湖。这公园如果建成，那将是一块

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合肥大地上，

成为绿色之心。

12.7 平 方 公 里 不 是 一 小 块 土 地 。

省市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决策层安

排了若干个调研组，问计于市民，问计

于专家，问计于科学。

吴德茂向调研组敞开心扉：“我打

心眼里同意建个大公园。留大片绿，比

什么都好！”

作为机场最早的建设者，又一辈子

与机场相依的巫业佐，深知周边老百姓

为骆岗机场曾做出过无私奉献，他的建

议更简单：“怎么样让周边的老百姓感

到幸福，就怎么办。”

相关部门慎之又慎，至少开了 30 次

以上论证会，从规划开始，就要求科学

化、精细化、现代化。终于，2017 年，骆

岗机场规划全面通过。一个悬着的巨

大问号落地——以骆岗机场整体 12.7
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一座真正属于老

百姓的骆岗公园。

然后，便是骆岗机场的绿色转身——

一年后，5 家具有丰富大型城市公

园设计经验的单位参与了骆岗公园设

计及景观方案竞标，包括数位院士在内

的专家组也来到合肥，就骆岗公园的功

能布局、交通体系、湖体水系、景观格

局、城市客厅空间等，为骆岗公园的未

来献计献策。

规划将公园建设与科技创新及城

市 发 展 、科 普 教 育 、城 市 展 览 融 为 一

体。公园内将呈现四大板块：结合正在

申报的国际园林博览会打造园博园、以

水系建设为主的锦绣湖、科创 CBD 及

生态涵养区。3/4 为绿植，另外 1/4 则是

城市展馆、科普基地、健身草坪、休闲广

场、儿童乐园。骆岗机场原有的重要标

志性建筑全部保留，为的是留下机场所

承载的城市记忆……

吴 德 茂 和 老 邻 居 们 走 在 公 园 里 。

他们记不得看过了多少种绿树，也记不

得闻到了多少种花香，更数不清这里有

多少亭子、山石与流水，但有一点他们

印象很深刻：走在这公园里，到处都是

美，到处都是绿，养眼，养心。他们心情

舒畅，脚步轻捷，欢声笑语不断。

“听说，建这公园也用了不少高科

技呢！”

“是啊。之前看新闻里说，南门入

口 那 里 ，庐 州 大 道 和 花 园 大 道 一 东 一

南，进入公园后，都钻到了地下，两条路

在地下 20 多米的地方形成立交。了不

得啊！”

“公园里据说也有不少高科技，电

视上介绍过，叫智慧园区系统，通过‘园

区大脑’把整个公园的管理、运营等各

个方面统筹起来。”

“骆岗机场的这一转身，好啊！”老

邻居们赞叹。吴德茂期待着等到园博

会 开 幕 ，还 要 约 上 这 些 老 邻 居 们 来 公

园，再做赏绿人。

制图：张芳曼

骆岗公园的绿色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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