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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姐每年回来，提前好些日子就
发信息，间接通知我提前请假。 我们用
一天时间把小城逛个遍，再用小半日在
家给她做一顿家常菜。她逛得吃得跑不
动了，心满意足地叹息回家真好！ 有一
回，时间实在腾挪不开，就带她去三嫂
私房菜，路上她一个劲儿抱怨，说没吃
着我做的菜有点亏。尝过几口就有些无
状了，筷子雨点一样落下，嘴里还嘟囔
不该没早点带她来。 当时点了什么菜，
不太记得了，只一个秘制带鱼和酸辣牛
头皮记忆深刻，因为此后她回来，只要
去三嫂私房菜，必点这两样。 董小姐是
我卫校同学， 同乡同班同桌同宿舍，同
一天生日，还常分食一份饭菜，挤一个
被窝取暖，相互间比亲姊妹还随意。 因
她爱臭美，同学们都叫她董小姐，董是
姓，小姐是做派。

三嫂私房菜门脸儿不起眼，不知道
的人一晃就过去了，在平利小城人却是
个吃家常口味的熟馆子。人们偶尔懒怠
做饭，又不想亏了嘴，就去三嫂私房菜
叫上两个家常菜。 家里来了知己客人，
不用讲那虚头巴脑排场的，也多会带去
尝一尝三嫂私房菜。 娃上中学的几年
里，我是三嫂私房菜的常客，工作忙或
头痛脑热怕动弹了， 打电话叫上两个
菜，接娃时一并打包带回。几年下来，两
相就混得很熟了。

小饭馆位于县城老街东关十字路
口拐角处，老板姓王，排行老三，为人和
气， 街坊们都管他们夫妇叫三哥三嫂。
三哥就是老街东关村人，家里原在东关
外有几分菜地， 早年学了驾驶技术，家
里有辆小货车，忙时跑车，闲时在家帮
三嫂侍弄菜园子。 三嫂是个心里有谱、
眼里有活的人儿，人长得周正，做事也

利麻，言语不多却极为能干，尤其一手
好茶饭为人称道。

起意开饭馆是不得已而为之。 20 世
纪 90 年代，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县城
框架不断拉大，东关村原在县城顶东头，
慢慢就成了城区中心地段， 村上的土地
被征用，盖成了学校、居民小区、机关单
位和农贸市场，三嫂被动失了业。他们家
临着老街， 门前整条街道摆满了大大小
小的摊点，人流往来不息。三嫂也就在家
门口摆起了小菜摊子，进些大棚蔬菜，偶
尔也盘些农村时令菜， 带娃卖菜两头兼
顾。 生意时好时坏，零打细算，一年下来
将将保本，主靠三哥跑车养活一家大小，
日子慢慢就有些捉襟见肘。

三嫂是个有心人，她发现小城人都
特别青睐时令菜，不喜反季菜。 老街上
有几家小饭馆，说是家常菜，但又学那
大餐馆，弄得不伦不类，生意都不咋地。
思谋着自己的一手茶饭在娘、婆二家都
是拿得出手的， 家里的房子本就临街，
稍加改造， 开个家常风味儿小饭馆，或
许是条出路。 和家人一商量，都觉着是
个不错的营生。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
临街的大门拓宽， 在门厅设一简易吧
台，一小酒柜，两桌散坐，左右各一间小
包房，后门外的小院连通着厨房，日常
洗涮都在小院。 几下一倒饬，一个九十
多平方米的小饭馆就有模有样了。因手
头紧，也因定位“家常”，门脸装饰极寻
常，招牌更直接，就叫个“三嫂私房菜”。

最早一帮食客是左邻右舍和亲朋
好友， 这得益于三嫂两口子的好人缘。
大家怀着帮一把的心思光顾， 吃过几
回，发现这家常菜还真是“家常”！ 正经
的家常菜蔬，家常做法，家常口味，啥季
节啥菜，炒菜只用葱、姜、蒜、辣子、花椒

佐料， 用大骨汤提味儿， 不用鸡精、味
精、酱料这些调味品。 素菜类，白菜，洋
芋，豆腐，豆芽打长线；其他如竹笋，菜
薹，萝卜，莴笋，香菇，芹菜，豆角等应季
上；偶尔还有些野菜，鱼买小河鱼，鸡用
土鸡，猪肉买农村家养的，牛头皮，猪头
肉，猪肝，大肠和肚子都买了新鲜的自
己拾掇自己卤；蒸碗儿一次只备上三五
日用量，确保新鲜不差味儿。 平利人多
好一口酸辣，像牛头皮、猪头肉和肝肠
肚子都少不得佐以酸辣。三嫂就买了陶
土坛子自己腌菜，辣子白露过后一次挑
足一年的用量， 清一色的乌红辣椒，腌
好后黄亮泛红，配菜好吃又好看。 用这
老酸辣子水泡菜，香辣酸脆，味道又正
又足。菜色家常，价格也是个平民价，寻
常人也都吃得起。

酒香不怕巷子深。 慢慢口碑出来
了，客带客，不甚起眼的小馆子，生意还
就旺得不行！ 起先是三嫂一人经营，后
来，三哥处理了小货车，一心一意当起
了二把手。

生意火爆了，有人就猜测，这家伙
怕不得装修涨价， 弄些洋式菜上台面，
整些噱头唬人。 也有知己亲友建议，改
了门脸儿，扩大店面，招些人手，做个甩
手掌柜，岂不轻松风光！ 三哥三嫂意见
出奇地一致， 说不装修也不换牌儿，这
辈子就安心守着这个店，做实实在在的
平利人，做地地道道的平利菜。 还很与
时俱进地弄出个“光盘提醒”，凡是去店
里吃饭的，按客人食量上菜，杜绝浪费。

三哥三嫂分工明确。灶间的事儿三
嫂一应包揽，端茶倒水，上菜添饭，算账
结账这些跑堂的活儿都是三哥的。三哥
笑呵呵地前后支应，看客人吃得差不多
了，估摸着够了，告知一声，再要加菜，

坚决不上。 生客一般会略犹疑，了然后
欣然致谢，有的还好一番感慨！ 熟客一
般都呵呵笑，连连说好。 偶遇客人坚持
加菜的，三哥就娓娓地讲一讲“光盘行
动”，说到动情处，还会说到小时候饿肚
子的苦楚， 听得人心里暖暖的酸酸的，
也就欣然说好。 小酒柜里也备有些酒
水，几样啤酒和几样小瓶装白酒，价格
与超市一般。 客人点了酒水，喝得气氛
浓烈了，说话高声大气起来，三哥就断
不供酒了，任客人如何缠磨，油盐不进
也不恼，从头到尾一个笑模样儿，只说
这玩意儿不多不少是好物，多了伤肝儿
伤肾，弄不好还伤人伤情分，尽兴了就
好！

如此三番两次， 熟客都习惯了，无
特殊忌口一般也不看菜单，只说几人吃
饭，几荤几素，偏酸偏辣或偏清淡即可。
菜单密密麻麻两大张，冷热蒸煮看起来
近百种，划拉掉不应季的，日常有的不
过二三十种。 没有的点了也白点，要多
了三哥还会给来一堂“光盘行动”课，谁
闲得没事儿找课上？熟客中有些好扎势
子的年轻人，酒上了头，就咋咋呼呼地
喊叫加菜。 三哥佯装看不明白，菜不加
但笑呵呵地把面子给足。

我几次遇见，待人走了，忍不住问。
他笑说：“年轻人嘛，哪个不张势？ 能张
狂是好事儿，说明还年轻呐。”我就赞他
好心态，活得通透。他呵呵笑，说不都从
小年轻过来的嘛！ 二十来岁的人，如果
都和咱一样心气沉，一辈子按一个模子
活人，那活得啥滋味儿哩！再说，客大客
小都是衣食父母，都得好生待承哩！ 我
听着也呵呵笑， 说你这个饭馆是家常！
菜家常，人家常，人情也家常。他也嘿嘿
笑，说你也是个通透人儿嘛！

时常想起那些清脆的笛声，伴我度过快乐的童年。
老屋门前是吕河，后面是平定河。 一大一小的两条

河流，在院子东头的卧牛山下交汇，水清得可以照见人
影。 每到开春时节，河岸的杨柳最先生发，那些嫩芽像
张开小嘴的雀舌，依偎在一条条颜色泛青的柳条上，倒
映在河水里随波逐流，绿莹莹的爱人。

这时院子里的孩子们坐不住了， 他们纷纷拿起小
刀，来到河边，爬上柳树，将那手指粗的嫩柳条切割下
来，捋掉上面的柳芽，截取中间笔直的一段，大约中指
长短，放在手里揉搓，有时也用鹅卵石轻轻拍，其目的
是让皮骨分离，然后慢慢地将内心取出来，留下一节空
心的皮管。 接着将管子的一端用手捏扁，再用小刀刮掉
上面的绿皮，留下嫩白的内皮，用嘴砸一砸，一支短笛
就做好了。 我们拿着各自精心制作的短笛，可以吹出各
种清脆的声音，大家那个高兴劲呀，都渗透在此起彼伏
的笛音之中。

我们比赛吹笛的时候，身旁的小猫上蹿下跳，身后
的小狗摇头摆尾，汪汪直叫，还有竹园和树上的那些鸟
儿也引吭高歌，合奏出一曲初春交响乐。

乡村的孩子经受大自然的陶冶，无拘无束，率性活
泼，四五月间，油桐花开了，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尤其
是平定河岸秧田湾旁的那一面缓坡， 生长着密密麻麻
的油桐树林，花开繁茂，白得像雪，被当地人称为“五月
雪”。 这时，院子里的孩子们更是闲不住了，带着小刀纷
纷来到油桶树下，截取树上绿皮的嫩枝，就像制作柳笛
那样开始制作桐笛。 由于桐笛皮厚，柔韧，吹出的笛音
尽管没有柳笛清脆，但比柳笛浑厚悠长。

我们坐在油桐树下，脚踩青青的绿草，头顶白色的花环，油桐树叶的绿影斑
驳，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我们感觉心情舒畅。在我们比赛吹笛的时候，除了身边的
小猫小狗和树上的小虫小鸟之外，又增加了蝴蝶、蜜蜂、蜻蜓等许多新成员，它们
都在我们身前身后，迎风起舞，一展歌喉，还有那弥漫田野的阵阵花香，都是那样
富有诗情画意，令人心醉神迷。

在柳条和桐枝老了，做不成笛子时，也难不倒家乡的孩子们。他们带着小刀，
悄悄来到竹园，截取竹枝中间一节竹管制作竹笛。 孩子们在制作竹笛时，难度比
制作柳笛和桐笛大了些。他们要将竹管打磨光滑，还要用小刀将竹管一端削成斜
面，再用小刀将斜面划开一条缝隙，取一片竹叶插入缝隙里，削掉留在竹管外面
的叶片，一支简易的竹笛就做成了。 这种竹笛吹起来要比柳笛和桐笛用力些，但
笛音比柳笛和桐笛更响亮，中间还带有一点点颤音，吹劲大了，有点像小喇叭，或
者像小螺号，老远就能听见。 竹笛做好后，孩子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就在竹园
里开始比赛了，看谁吹得声音大，看谁吹得时间长，惹得竹枝上的那些鸟儿也在
那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好像也要和孩子们比赛似的那样兴奋。

由于竹笛难做，有次我在制作时，不小心划破手指，血流出来了吓得大哭。母
亲正在菜园浇菜，听见哭声，急忙放下手中的水瓢，跑下竹园，将我抱回屋里，在
锅底刮下点点锅煤烟，按在伤口处止血，再用纱布和白线进行包扎。哥哥放学后，
母亲又让哥哥为我制作了一个竹笛，比孩子们做的那些竹笛更漂亮，吹起来也更
好听。哥哥还在竹笛的一端系上绳子，挽成圆圈，挂在我的脖子上，俨然为我佩戴
了一条竹项链。

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喜欢天籁，我总爱听鸟叫和虫鸣，还有那潺潺的流水
声，所以我经常独自一人，或步入田野，或走向河边，或踏进竹园，去漫步，去眺
望，去倾听，心情总是那样的愉悦和平静。不经意间，我会在麦田里掐下一片长长
的叶子，放在两个大拇指中间，双手合掌，用嘴去吹那夹紧的叶片，也能发出悦耳
的声音，这不就是一种麦笛吗？我还会在竹园里，取一片竹叶，就像吹小麦的叶子
那样，夹在两个大拇指中间用嘴去吹，同
样能发出优美的笛音， 这应该是又一种
竹笛吧。

乡村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多幸福
的童年啊。

石泉县城很小，小到步行半小时即
可穿城而过, 但清晨的烟火气却很浓，
浓到满眼都是生机勃发的市井风情。

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大街上还很
安静，只有几家农贸市场开始热闹起来，
菜商们忙着批发蔬菜， 做着开市前的准
备。 讨价还价声，呼朋唤友声，装卸货物
声，车辆出入声，汇成了一首别具一格的
晨曲。这曲子虽然少有章法，但却能抚慰
人心，这是唤醒小城苏醒的前奏，也是与
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美妙乐章。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朝霞就映红了
小城， 为早起的小城人镀上了一身暖
色。此时，菜市场里已是人流涌动，大多
是赶早来购买新鲜蔬菜的市民。带刺带
花的黄瓜，紫中透亮的茄子，绿如翡翠
的辣椒，苗条修长的豆角，仿佛还带着
晶莹的露珠，惹得人即使不买也想多看
两眼。 大清早人们都比较忙，见了好菜
也就顾不上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了。生意
做成了，服务到位了，买卖双方脸上都
挂着笑。

在几条小巷两侧，是相关部门指定
的临时摆摊的地方，热闹程度丝毫不亚
于农贸市场。这里摆的大多是附近农民
自产的新鲜蔬菜，头天傍晚或是大清早
刚刚摘下， 骑上电动车便摆上了摊位。
小城有买菜经验的人一般都喜欢光顾
这里，一是顺路，二是菜鲜，三是可以买
到当地农民自产的无公害蔬菜。一篮子
白菜，半袋子土豆，几条大小不一的黄

瓜， 一只绑着双腿的土鸡……要买鲜
的、土的，来这里准没错。

最能代表一个城市烟火气的地方，
便是热气腾腾、 香气四溢的早点铺子。
因为是旅游城市，餐饮更具兼容性和包
容性，早点自然品类多样，味道多元，既
有大雅之堂的“阳春白雪”，也有街边流
动的“下里巴人”。 早上，大多数人都比
较匆忙，为了方便食客购买，一些店家
干脆把炉灶摆到了铺子门口，让四溢的
香味和飘散的热气为店子做着无声的
广告。 店铺门口挂个二维码，买早点的
人站在门外就能方便买到心仪的早点，
然后提着早点袋子，或边走边吃，或匆
匆赶路。

赶时间的人，大多会选择自己喜欢
吃的早点，比如油饼、锅盔、包子、蒸饺、
麻花、油条或卤鸡蛋，再加上一杯稀饭
或豆浆之类，既方便携带，又能边走边
吃。清晨，小城多少有些寒意，来上一碗
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面条最是过瘾。吃
着吃着，额头上冒出了汗珠，清晨的寒
气也被驱赶得无影无踪。羊肉泡馍是小
城经久不衰的传统美食，外出或是下乡
时， 小城人最爱来上一大碗羊肉泡馍，
肉烂汤鲜，营养丰富，饱腹感强，即使耽
误到下午两点才吃午餐，也完全没有问
题。包子是小城的一大特色，菜包子、肉
包子、蒸包子、煎包子品种多得数不过
来，因为它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携带方
便，是小城最具大众化的早餐之一。

还有一种早餐，我把它叫作流动早
餐。 卖者推个车子或是提个篮子，有的
固守在路口，有的沿着街边游走。 卖浆
粑馍的、卖卤鸡蛋的、卖饼子馍的、卖烤
红薯的、卖煮包谷的……总会与你不期
而遇。 小城的煮包谷最有特色，卖者一
般都是在家里的大铁锅中加工好后，再
及时拿到城里来卖。此时的包谷还在冒
着热气，鲜嫩甜美的香味四处飘散。 行
色匆匆的路人为了赶时间，常常会买上
几个。一边走，一边撕开外皮，晶莹似玉
的颗粒完美地诠释了玉米这个优雅的
名字。 鲜嫩的玉米粒不太好剥，大多数
人都会直接用嘴啃，顾不上吃相，忘掉
了优雅， 完全沉浸在了鲜美的味道之
中。当然，袋子里还得留上两个，那是为
单位来不及吃早餐的同事预备的。

当然，也有一些时间充裕、生活讲
究的人，早餐就不会草草了事了。 小城
很小，哪家早点最地道，哪家早点有特
色，哪家环境最优雅，哪家口味最纯正，
小城人都了然于心。他们会根据所想所
需，路远的开车去，路近的信步走。挑一
家中意的馆子，临窗而坐，要上心仪的
美食，一边看景，一边聊天，一边品味美
食，一边享受生活。

小城虽小， 但有一条有名的老街。
如果新街代表快节奏， 老街就正好相
反，没有车水马龙，没有人流如潮，节奏
明显慢了几拍。 清早，最能代表老街烟
火气的非那些早点铺子莫属。曙光斜照

着东城门楼， 留下一道长长的影子，仿
佛也在欣赏着老街上的人间烟火。老城
的早餐仍然以各种面食为主，最有名的
当数一种表皮金黄、 外鼓中空的饼，因
为它呈半球状，像鼓足了气一样，当地
人称之为鼓气馍。 从炉子中烤好就吃，
香酥可口，满嘴留香。 也可以在侧面划
开一条口子， 塞入一些喜欢吃的炒菜，
就是可口的菜夹馍。

老街禁止机动车辆入内，自然安静
了许多，只有三三两两拉着架子车或是
提着竹篮子的卖菜女从老街上缓缓而
过。 他们大多是近郊的农民，带来的一
般都是自产的蔬菜，没有商标，没有包
装，大小不一，但他们对自己的菜却很
自信。老街上的店家和住户自然喜欢买
他们的菜，一是方便，二是地道，三是便
宜。喜欢逛老街或是来老街吃早点的小
城人， 也会买一把小葱或两棵白菜，然
后提着袋子，走大街，穿小巷，一回到家
便开始夸耀自己：今天运气不错，在老
街买到了地道的本地菜。

晨练是小城人必修的早课。天还未
亮，健身模式便正式开启，晨练的人早
早出发，直奔他们固定的健身场所。 几
处广场上，跳广场舞的，练太极拳的，排
练节目的最引人注目。 少则十余人，多
则上百人，服装统一，节奏一致，载歌载
舞，甚是热闹，常常引来路人驻足围观。
大多数人则喜欢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
束的状态。喜欢爬山的，三三两两，结伴
而行，一边快步走，一边聊闲话。爱好健
步走的，要么夫妻同行，要么好友结伴，
沿着河堤、公园、郊外快步前行。 打球
的、跳绳的、骑行的、倒立的、爬行的、退
着走路的、 转忽啦圈的……千奇百怪，
见所未见的健身方式令人大开眼界。

八点过后，小城慢慢地归于平静。

这山村的黄昏，实在是太过平常
和旅人经过的村子没有什么两样
落日照样阔大，且略显苍凉
草木朴素，流水说着方言
赶路之人回首，来路苍茫
会是一缕风，也可能是一道目光
当然，还可能是一声鸟鸣
突然击中你，让你沉默，伫立
再次真正的接近自己，也接近故园
把一种赞美，缓缓落在记忆里
然后和暮色融为一体
成为后来人的远方

菜地

难得有菜蔬能成片连在一起
它们总是被不同的庄稼或野草分割
油菜结籽和樱桃初孕是刚几天的事
蚕豆豌豆，已绕着坎沿有了范围
时间收走了所有的光芒和故事
菜蔬们赤脚站着，交出泥土的厚重
蜂蝶与鸟影，放任山河辽阔
露珠微微倾斜，老妇人在收拾莴苣
清晨的光亮照在她脸上
像极了梦中眼泪未干的亲人模样

三 嫂 私 房 菜
平利 王仁菊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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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蝶轻舞
于元波 作

小 城 烟 火
石泉 黄平安

六月的一天，我与妻子从西安市北二环未央立交桥凤城明珠住处出发，沿北
二环一路走走停停，约三十多分钟，行至与永宏路西北角交接处的汉城湖公园。
游园时发现，沿湖的土坎和湖边，生长着一条好几公里长、完全由构树形成的防
水土流失林带，近三层楼高，枝繁叶阔、高大茂密，给游人带来了阵阵舒爽。

“这要养多少猪呀？ ”身边的妻子一句话，把我的思绪带回了五十多年前，想
起老屋门前那些构叶树。

祖辈口口相传:“白河有三宝，构皮、桐子、龙须草。 ”构皮排第一，可见构叶树
在白河人心中的地位有多重要。我于 1963 年出生在三院（储、钟、周三家院子）的
周家院子，第二年，我父母从我出生地山脚下搬离到约一公里外的半山腰，与“钟
家院”仅隔一道小山梁，与钟家院子的人同吃一井水。

名叫“牛头凸”下的一面坡，仅住我一家，当时我弟不足一岁，我不足两岁，一
面山仅住我家四口人。在大院子出生的我，独家村儿住不习惯，据我母亲讲，不足
两岁的我，曾三次独自一人，乘大人忙农活儿没注意，回到山脚下爷奶、太奶奶所
居住的周家院。父母想了很多办法，我就是不跟父母回到新家。无奈，父母干脆将
我放在当时有六口人的爷奶家，白天在爷爷家吃饭，晚上给太奶奶做伴。 这样日
子一直持续到奶奶去世、姑姑出嫁、叔叔成家、太奶奶仙逝。在我八岁上小学二年
级那年，父母终于连哄带骗将我领回到他们身边，老屋门前的歪脖子构叶树，也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我心里刻下深深的烙印。

老屋门前五棵构树，是我父亲 1964 年栽下的，因为老屋建在坡地上，门前平
场最宽处只有两米多，最窄处不足一米。 平场下面就是大陡坡，为了不让挖屋基
挖出来的浮土流失，父亲便在门前平场边沿，一字排开栽了五棵构叶树。 因为满
土和屋沿水的灌溉，到我回到父母身边时，这五棵构叶树已长成了三把头（白河
方言）了，也就是一尺五寸的外围粗细，扭扭歪歪，三米来高的树身长满了树瘤，
满身疙瘩，甚是丑陋。

它虽然长得有点儿丑陋，但我从未嫌弃过，因为每次太阳大天气热不愿意出
去寻猪草时，父母便让我在歪脖子构树上弄些叶子剁碎拌上麸皮喂猪，下雨的时
候也不用戴着草帽披着塑料布在雨地里寻猪草了。 这些构树上的叶子一茬又一
茬被我弄下来，再加上漫山遍野寻猪草，一年能出栏一头猪，全家能够吃上猪肉、
炒菜用上猪油。 将构叶剁碎拌麸皮喂鸡，将鸡蛋卖到大双河供销社，这是我家在
那个年月买盐买煤油的经济来源，从我记事时起，我家就没买过一斤猪饲料、鸡
饲料，都是构叶树的功劳。

构树叶不仅能喂猪，果实和嫩叶人也能吃，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构叶果成
了我们孩提时代的美味，每逄夏季构果成熟时，红彤彤的小圆果挂满枝头，这个
时候，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在构树上任意翻爬摘构果充饥了，
任凭手脸糊满红果汁。

在每年构树发芽的时候， 母亲就在歪脖子构树上摘下构叶花或小孩儿手指
大小的“构叶娃儿”，放点盐，撒点儿玉米粉，煮成粥或蒸成团。

构树叶还有药用的功效，记得三弟六岁那年，爬树摘红柿子吃，被胡蜂蜇到
了脖子，眼睛肿得只剩一条膖，脸几乎与鼻子一般高。脖子红肿成上下一般粗，一
按一个窝，说话都困难，直喘粗气。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母亲也不知从什么地
方得知，将嫩构叶揉成糨糊状，贴敷在蜂蜇处，就把三弟从死神手上拉了回来，那
个凶险，至今想起来就后怕。

小时候被夜蚊子咬了起疙瘩，瘙痒难忍时，母亲总是让我们用嫩构叶揉成汁
敷在皮肤上，一会儿就止痒。 每逢春秋两季，我们皮肤过敏，身上起疹子的时候，
母亲就在歪脖子构树上采取一些白色汁液， 用手指抹在红疹处， 连续几次就好
转。发现构叶树的作用后，我与二弟就在房前屋后栽构树，几年后，我家就被大大
小小的构树包围了。 每年开春树木发芽的时候，父亲都要爬到树上将枝条砍下，
只留下五个构树桩，之后将枝条上构皮一一剥下，晒干打捆，背到大双河供销社
出售，给我和弟妹五人交学费。

构树全身都是宝，剥了构皮的枝条可给南瓜、葫芦、黄瓜、豆角搭架，也可当
柴火煮饭取暖等，每年春天树木抽条的时候，就在内心祈祷构树生长茂盛些，多
长点儿枝条，给我省点儿捡柴、寻猪草的时间，让我背背语文、做做算术题。

构树的花蕾可以制作成味道鲜美的菜肴，构树花可以提取花蜜，其果实可制
作成果汁、饮料和水果罐头等，其皮可用于造纸。 在生态方面，构树适应性强，适
合用于矿区及荒山坡地绿化，也可选作庭荫树及防护林用。

在冷水镇沙滩村驻村帮扶时，我曾在群众院落会上提出利用荒山荒坡荒地，
大力种植构树，既能保护水土流失，又能形成集畜牧养殖、饲料和果汁加工、造纸
等下游产业链，如果能把白河三宝中的一宝找回，也许可以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探
出一条新路径。

构叶树
白河 周汉荣

黄昏（外一首）

汉滨 白怀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