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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瞧一瞧，这些圆圆的果子
就是掌叶覆盆子！这可是 194 种覆
盆子中唯一入选《中国药典》、可入
药的覆盆子哦……”春节期间，浙
江淳安县临岐镇的千岛湖中医药博
物馆内热闹非凡，游客在导游讲解
下尽情徜徉。

2020 年，临岐镇接待了来自天
南地北的 20多万游客。淳安县是浙
西山区县，临岐镇则是浙皖交界处
的中药材种植特色镇和交易集散
地，拥有中草药材 400 余种，其中
山茱萸、覆盆子、前胡、黄精、重
楼、三叶青等“淳六味”在全国拥
有很高的知名度。

近年来，临岐镇以打造百草临
岐润养小镇为抓手，积极推动中药
材产业农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至
沓来。

“拿掌叶覆盆子来说吧，我们不
仅当做中药材和网红水果销售，而
且还推出了一系列观光采摘游产

品。”临岐镇党委书记钱江说，通过
连续举办六届覆盆子节，当地企业
创新研发了覆盆子果饮酵素、果酱
膏方、冻果蜜饯等精深加工产品，每
年吸引2万余人前来采摘观光，2020
年光网红水果就卖了 40 余万元。

目前，临岐镇的掌叶覆盆子面
积有 1.8 万亩，产量超过了 600 吨。
掌叶覆盆子仅仅是临岐镇所产众多
明星中药材中的一种。近年来，在
淳安县委县政府统筹下，临岐镇和
周边乡镇成立淳北产业发展大党委
和淳北中药材种植联盟，完成 《淳
北区块产业发展五年规划》，推出

“淳北联盟润养身心”旅游路线，开
展支部结对共建，共建中药材溯源
基地 14个。其中，仅临岐镇就发展
中药材林下套种 1500亩、青梅等药
食两用药材 640 亩、中药材联户连
片发展 500亩、中药材园地经济 410
亩，全年中药材交易额稳定在 3 亿
元以上。

依托淳北中药材种植联盟，临
岐 镇 全 力 做 好 中 药 材 三 产 融 合 。
2020 年，该镇成立省级特色药材产
业创新驿站，通过深化党员干部周
二下村、企业“红岐服务队”等服
务机制，极大推动了三产融合：改
造完毕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有 35家药
商入驻，举办的第三届药交会吸引
了 200 余家药商和上万名群众，此
外，还成功创建市级中小学生研学
旅游基地和省级中医药文化养生旅
游示范基地。

“特别是当地的中医药文化街开
街后，引入的药膳主题餐厅、中医
药文化主题酒店、极境本草品鉴
馆、民间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心等新
业态，游客反响很不错。”钱江说，
2020 年游客数比上一年净增加了 5
万人次。据了解，新一年里，临岐
镇将在实施淳北 5000亩山茱萸林下
仿野生套种中药材等项目基础上，
加快中药材保健产品、药食两用产
品开发，加大润养街区业态培育，
把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文化街
区、中药材交易市场等片区打造成
优质旅游景区，让小镇的润养旅游
产业之路越走越宽。

左图：当地主播向网友推荐临
岐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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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记不起哪一年第一次去汕
头了，好像仅仅是为了和广州的朋
友去那里吃一餐饭，吃的什么已经
全然记不得了，唯一的印象就是

“鲜”。那时人在内陆地区吃海鲜得
到海边去，看新鲜是次要，主要是
吃新鲜。

此次是从杭州萧山转机去的揭
阳机场。杭州意外的冷，匆匆去汕
头试图取暖。谁知老天不假其便，
杭州的雨一直下到了汕头，带着的
裙子一件未用上。在汕头三天，穿
的都是鸭绒小袄。

飞机在揭阳降落。说真的，揭
阳也是去汕头的吸引力之一，揭阳
是中国最大的美玉集散地，看过许
多藏者收藏的珠翠都标注有揭阳
工。谁知道去揭阳看玉翠也是一个
妄念，下了飞机就被司机拉着直奔
汕头，其间距离不到30公里。

一

汕头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
而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围绕在“吃”

上，这一餐还不曾吃完，下一餐已
经有了预告。

在汕头，吃是一种学问，也是
一种本领。不过，作为一个资深吃
货，被吃饱喝足后的满足鼓胀着，
惭愧之后突然变得坦然起来，权且
作为一次美食之旅又何妨！

乍看起来，汕头的厨子大约是
不需要技术的，几乎所有的海产品
都可以清水白灼。从海里捞起，活物
蹦跳之间，已经被捧上餐桌，快速进
入饕餮者的口腹。若是像北方人烹
饪猪羊一般，照着几天折腾，又腌
又熏，再放上浓郁的酱料，加大量
的八角茴香焖煮，海鲜还会鲜吗？

如果你仅仅以为汕头人只会烫
海鲜那就大错特错了，内地吃的全
牛小火锅约摸着就是跟汕头人学来
的。汕头人捉将一头牛，三下五除
二就宰杀好，迅速把各个部位分
解。一口碗大的锅，烫一头整牛，
是绝活。牛肉只在小沸的清汤里涮
一涮，直接蘸了调料入口。

潮汕火锅师傅有一句名言：
“清汤寡水”，这是品尝牛肉本初鲜
美滋味的关键。仔细吃过几次，才
能感悟潮汕菜所谓的清淡甘和：

“清”是保持原味和营养，“淡”是
蘸了调料后的淡而有味，“甘”是
食材的甘甜适口，“和”是用辅菜
和酱料调和。

作为原本骄傲的资深吃货，今
天突然恍然若失。如今在南北方，

哪里都能吃到不同类型的小火锅。
但要想有发言权，必须亲临汕头一
次，吃过了这个，那才有底气呢！
难怪蔡澜先生会说：“唯有潮汕牛
肉打边炉，才能代表潮汕。”

二

在汕头看到最激情的广告就
是：“汕头本港海鲜，刚捞上来就
直接送上餐桌！”这广告换成“农
夫山泉”体应该是“汕头不做海
鲜，只做大海的搬运工”。

但汕头就是汕头，它不会那么
矫情。它还会说：

“请注意，你的私人渔船已经
出动，请准备好筷子咯！”

“牛炸了，汕头老牌牛肉火
锅，轻松实现牛肉自由！”

在汕头做客，必须提防主人的
过度热情，每上一道菜主家都会挨
个分到客人的碟子里：“吃吃吃，
这个好吃！”那么好的美味，吃不
净自己碟子里的东西，毕竟是一件
尴尬的事情。但是汕头人没有虚头
巴脑那一套，你说不会喝酒，就没
人劝你酒；你说吃不下了，直接收
筷子了事。

这些年来东奔西走，身上落下
了一堆“毛病”，其中之一就是从
不拿自己当外人。在朋友的地盘
上，吃到什么好吃好喝的，直接就
开口要。比如，到了上海，就再来

一盘大闸蟹；到了长春，再加碟子
鲜松茸。这个“毛病”每每被食友
拿出来作为笑话调侃我。这些个要
求，不是回回都实现了吗？但在汕
头南澳县，我却遇见了半辈子不曾
经历的尴尬事。

连吃几天海鲜，实在吃不下去
了。大家共同看上了一盘南澳金
薯，其实就是北方困难时期养育了
一代人的红薯，有的地方叫地瓜。
夹了一块，三口两口下肚，惊呼
道，这金薯不要太好吃啦！可是盘
子还没转够一圈就见底了。我观察
着大家垂涎欲滴的神情，依然像过
去那样对当地朋友说，要不再来一
盘金薯？估计朋友是觉得我在开他
玩笑，只是看了看我，笑而不答。
到了儿，金薯终是未再吃上。

金薯者，红薯也。若是在我
们河南，我会让他们再上一大筐
来。后来才知道此物在当地所产
甚少，只有尊贵的客人才会上一
盘。想想也是，真弄一筐上来，
且 不 说 让 人 家 为 难 ， 就 以 我 们

“暴殄天物”的本性，餍足之后还
会记得它的好吗？

三

我在汕头记得住的最好吃的食
物，除了金薯，白粥当数第二。哪
怕是中午，面对一碗难以下咽的海
鲜粥，怯怯地问一声，有白粥吗？
服务员立马回答，有！一日三餐，
尽可吃粥。

汕头的白粥是我吃过的最好的
粥，我每天早早地起来，就是为了
两碗白米粥。可若是有朋友请你喝

粥，你千万别以为真的就是喝粥，
那里面的讲究可多啦。汕头人将白
米熬成凝脂般米浆，一碗粥也能煮
出花来，这是精细。

别赞扬汕头人会过日子，白粥
可不仅是一碗粥，这个海岛皇上出
场，后面要跟着三千佳丽。汕头人
讲喝粥，就像我们北方人讲喝汤，
是一种习惯。但北方所谓的喝汤，
过去指吃晚饭，即使吃的馒头咸菜
也说是喝汤，确实没甚排场。而汕
头的喝粥，后面令人眼晕的配菜才
是正题。录一段某粥店的广告如
下：“粥店是汕头的名店。味道很
好。各种生腌海鲜非常入味，口感
鲜甜，肥嫩无比。店内各种海鲜、
卤味应有尽有……”

来汕头一趟，看了半天，只是
说到吃。其实也不必惭愧，这种传
统其来有自。人家苏东坡被贬惠
州，从不怼天怼地，一出口就是说
到吃：“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
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苏轼说荔枝，我们
看到了荔枝背后那种宠辱不惊的淡
然心态；我说汕头的白粥，您真以
为我在喝粥呢？

（邵丽，著有中篇小说《明惠
的圣诞》等作品，曾获第四届鲁迅
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
说奖等奖项。）

上图：汕头南澳龙须菜养殖基
地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景美
如画。 赵 敏摄 （人民图片）

下图：航拍汕头南澳岛青澳
湾。 丁俊豪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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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的 一 天 ，
是从米粉开始的。

从 城 内 某 个 角
落第一家米粉店卷
闸门“哗啦”一声
拉开起，黄狗惊觉
地一连狗吠，这座
已有 2500 多年历史
的湘中小城从睡梦
中翻个身，逐渐苏
醒过来。此刻最繁
忙的是街旁最常见
的米粉店了。

邵 阳 米 粉 店 没
有封闭的厨房，就
当街搭个简单的铁
台，摆两口锅，一
口放着滚水，一口
放红油，旁边再搁
几 个 大 碗 盛 着 牛
肉、豆腐、肥肠等
臊 子 ， 简 单 实 用 。
不 是 为 了 节 约 成
本，而是邵阳人就
是这种坦荡直爽的
性格导致。他们不
喜欢拐着弯说话，总是直来直去，甚至有
点“莽汉”气质。

这点也体现在邵阳方言上，它音节
短，音调高，没有多余的感叹词，没有费
劲的翘舌音，乍来邵阳的外来客坐公交车
或走在街上都有点小心翼翼，因为路上行
人动不动高八度且掷地有声的说话声往往
会让人误解在吵架，这也是邵阳人剽悍名
声在外的原因之一吧。

在食客等候期间，老板可没闲着。他
一扬手，指间就多了一把滑韧嫩白的粉，
放进手编的竹丝笼里，往翻腾着的滚水里
浸，等米粉缓缓舒展开，他再一扬手，把
勾出来的米粉倾盆倒入碗里。一旁的老板
娘早就在碗里备好了作料，待米粉一落
碗，就浇上一大勺热辣辣骨头高汤，再淋
上卤制过的豆腐、木耳、牛肉等等，色相
诱人，油香扑鼻。别忙，还得淋上一层红
得通透、红得发亮的辣油才算是一碗功德
圆满的邵阳米粉。食客早已忍不住食指大
动，只顾埋头，吃得大汗淋漓、满嘴流油
也乐此不疲。

人说“中国吃辣看湖南，湖南吃辣数
邵阳”，邵阳人是无辣不欢的。被辣椒辣大
的邵阳人也辣出了一番勇士气概。在近代
史上，不少邵阳人用自己的热血保家卫
国，这股劲头也延续至今，邵阳人民翻修
古城墙，厚重的砖石还原了古色古香，威
武的城墙重现当年南方重镇的壮势，修建
地下步行街、整顿市容，打造一个干净整
洁的城市。所以，邵阳这座城市也独具辣
椒的气质，朴素中带些热辣，粗糙却直爽
的味道叫人难以割舍。

吃完米粉，邵阳人补充了能量，有了
些力气，公交车晃晃荡荡拉着一车乘客驶
向学校、办公楼，高耸的脚手架也轰隆隆
伸直了手臂。邵阳，这样一座有些土气，
还着了些洋气的，却正在埋头建设的城
市，从一碗热辣辣的粉面苏醒了。

米
粉
中
的
热
辣
邵
阳

刘
草
心

一只黑天鹅骄傲地立起上身、
伸长脖子、张开双翅扇动起一簇水
花，整个凯江冬天残存的冷瞬间消
失殆尽，只剩下一对黑翅，黑得让
人心醉神迷、黑得暖了整个世界。

这两只黑天鹅，在太阳离北回
归线渐行渐远的时候，从西伯利亚
起飞，开始长途跋涉。不知道是它
们倦了、累了，还是被凯江柔美的
风景迷住了，抑或被江里肥美的鱼
虾吸引住了，就那样如一片来自遥
远天际的雪花，义无反顾地扑入凯
江怀抱，惊艳了一个季节。从朋友
圈得知它们入住凯江的消息，我甚
为惊喜，立即驱车寻觅，只为一睹

“芳容”。
我是喝凯江水长大的，见过它

温柔的面容，也见过它咆哮的样
子；见过它通透的暖，也见过它彻
骨的寒。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
日益增强，凯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十里凯江十里画廊，成为动物
栖息的理想家园。春天两岸青山与
金黄的菜花、绿油油的麦苗倒映水
里，半江青翠半江黄；夏日满江流
淌的都是生机勃勃的苍翠；秋日则
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冬日的凯
江冷峻中不失柔美，与任何“苍
凉”“悲壮”的字眼都不沾边。两岸
落光叶子的树上站满留鸟，一如结
满鸟的树，一只带头振翅便漫天满
江都是鸟影。

如此凯江，自然成为留鸟的温
馨家园、候鸟过冬育雏的宝地。近
年来，在凯江两岸过冬的候鸟越来
越多，天空时时有雁阵掠过，与白
云争宠；白鹭张开羽翅，在水面盘
旋，留下一张张倩影；野鸭成群结
队，时而漂浮、时而扑棱着翅膀从
上游飞到下游，如流动的音符……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的景象随时可见。

天鹅是世界上可以长途飞行的
鸟类，每年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往返
于南北之间，在迁徙途中，它们成
双成对，要面临多大的天敌入侵、
饥饿威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
能体会，它们一面跋涉，一面寻觅

适合安家过冬、孵化爱情结晶的风
水宝地，那抉择有多困难也没有人
知道。这次它们选择凯江为落脚
点，当它们的倩影通过眼睛投屏到
大脑，我彻底沦陷。

一轮夕阳红着脸挂在山头，凯
江变得柔和起来。江心的小岛旁，
那对黑天鹅悠闲地漂游着，时而深
情对视、时而相互梳理羽毛、时而
头对头摆出一颗大大的爱心。明净
的天空倒映在水里，它们就游走在
云层里了，那样优雅、美丽、互
爱，长诗短歌般的山水瞬间也多情
起来。它们那黑得发亮的羽翼、饱
含深情的眼眸、红得炫目的喙，以
及凌波高贵的身影，让我的心也变
得柔软，生怕一不小心就惊扰了它

们的清净。
然而，无论我如何按动相机快

门，它们都不惊不惧、优雅从容，
是把所有靠近者都当成了朋友，还
是高傲得早已将一切置之度外，在
它们彼此的眼里，只容得下对方的
身影，外界一切都只是浮云。爱就
轰轰烈烈，恋就心中无它。

如黑天鹅一样心无旁骛地恋一
回，恋一方水土，恋眼中的人、恋
身边的事，真好。

凯江来客，就这样惊艳了时
光、柔媚了水土。我在时间的这头
期待春暖花开，期待天鹅爸妈率领
一群小天鹅游弋水面的温馨画面。

上图：黑天鹅在凯江的水面上
栖息。

凯江来客
唐雅冰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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