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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锅茴香油饼
朱荣军

富硒山野菜
向连才

张黎明：

“老蚕农”玩转“新技术”
通讯员 蔡骊君

再走牛蹄岭
汪海玉

油饼是一味美食，早点摊、农家乐都能
吃上，然而要论味道，柴火灶铁锅做出来的
油饼子绝对是味觉上的“绝绝子”，吃一口、
香半天、想半天。

油饼是“舶来品”。 据资料记载，大唐盛
世就已出现油饼， 最初从西亚传入长安，

《一切经音义》云：“此油饼本是胡食，
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
此名。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寄胡饼与
杨万州》中赞誉“胡麻饼样学京都，面
脆油香新出炉。 ”说的就是“油饼”。

五六月份是农村榨新菜籽油的
季节，飘香的菜籽油，总能轻易勾起
我的味蕾———想吃上一块土灶铁锅
油饼。

每年在新榨菜籽油出来时节，都
喜欢烙上一锅油饼，先尝个新。 烙油
饼最好用干枯的枝叶杂草作为柴火，
起火快不说，火劲要大可大要小遂小
便于掌握。 俗话说人要实心、火要空
心，要想火好，需空心透气。农妇会先
放点干枝在锅底灶中央处，然后塞一
大把败叶杂草 ，点燃火苗 ，随即 “呼

呼”地燃起，铁锅完全烧热烧烫，倒入新榨
的菜籽油，不一会儿就油烟大冒，这时减少
燃料改为中火，将揉好的面饼“滋溜”一声
放进锅，锅铲翻动间，外酥里香的油饼三分
钟就出锅了。 这种油饼带着独有的柴火香，

是城里的电饼铛或者天然气灶无法相比
的。

土灶铁锅烙出的油饼老少皆爱， 好吃
自有好吃的道理， 秘诀就藏在制作的每一
个细节中： 面粉最好用农家石磨推出来的
小麦粉， 油是自家地里当年生长的菜籽压
榨，土灶铁锅是关键，秘制辅料不可少，火
候也是一手基本功。 因此要想吃上一口正
宗的土灶铁锅油饼， 大抵是在乡下农村才
能找到。

好吃的油饼从和面开始。 用温水加少
许食盐，将面粉揉成面团，醒面约半小时。
趁醒面的功夫， 把种在门前的大茴小茴香
各掐上一把，切碎撒上花椒面、芝麻面、食
盐各适量， 用香油搅拌均匀， 当作馅料备
用。 等面团醒好放在案板上，擀开至筷子薄
厚，均匀铺一层馅料，再卷起面饼捏成包子
状，然后再擀开，油饼的雏形就做好了。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烙油饼每
一步都急不来， 下锅第一分钟猛火催出油
香，第二分钟慢火炸出麦香，第三分钟小火
攻出馅香，金黄的油饼就出锅了。

要吃出绝味， 最好还得在地里摘几个
青辣椒，与茴香大蒜一并放进石窝塌烂，滴
上几滴芝麻油，做成大蒜茴香塌辣子，给油
饼抹上一层，卷起来吃更过瘾。 在咬开的瞬
间， 麦香混着辣椒花椒茴香大蒜的五味在
舌尖迸发，酥脆的外壳簌簌掉渣，茴香蒜香
麦香青椒香夹杂一起， 便是一场回味无穷
的味蕾享受。

土灶铁锅油饼是家乡的传统美食，馅
料、火候都很讲究，年轻人一般耐不住性子
做，城里又缺少土锅大灶，因此想要解馋，
就得回乡下老家，只要保留有土灶铁锅，做
铁锅米饭和烙油饼，都是老味道，但凡上了
点年纪的妇女，家里来客人了，烙油饼也算
“独臂老人扯二胡———露一手（首）”了。

安康小吃种类繁多， 正宗的土灶铁锅
油饼令人回味无穷， 其制作过程蕴含着浓
厚的乡土气息和传统技艺。 经过土灶铁锅
的烹制，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柔软多汁，咬
上一口，满嘴留香，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充
满烟火气的土地之上， 感受到淳朴的民风
与地道的风味。

连续几天大晴天， 下午的太阳从橘黄
色到血红色， 落进了这个五线小城市楼房
之间， 太阳圆得像是给一天画上一个圆满
的大红句号。 对于安康这样的五线城市，一
天再忙忙碌碌， 还是比不了北上广深的疲
惫，要不说安康适合宜居养老嘞！ 周五下班
时间段，人稍微多了点，我喜欢清静，来来
往往的车辆，急匆匆的行人，看得我有股莫
名的恐慌。 算了，懒得在街上拥挤，回办公
室坐上一阵子，等路灯亮了再走不迟。 忽而
转念一想，进山吧。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山，
一半是我的伙伴，一半是人生导师。 夕阳都
落了，进山能去哪儿？ 远的不现实，车子是
新能源电车， 跑不了多远， 时间上也不允
许。 就近点儿，去牛蹄岭吧。

先前是多次去过牛蹄岭的， 那都是带
着工作去的。 真正地沉下心去牛蹄岭上自
由自在地走一走，那还真是没有。 落日时分
进山，顺程东村的彩虹路一直走，道路两旁
是直挺挺的松木。 傍晚的风吹着松木，哗啦
啦作响。 一段路没有了人家，都是松木包围
着，一眼望过去还是山，一山更比一山高，
我对着空山高喊一声：山，我来了。 空山不
见人，只有我的回声。 到达牛蹄岭，落日的
余晖给牛蹄岭的土地镀满了金色的光芒。
牛蹄岭战役遗址公园，空旷寂静。 就喜欢这
样人少的牛蹄岭，反而宁静壮美。 我没有直
接走进牛蹄岭战役遗址公园， 而是沿周边
的山路走着，也不带任何的工作采访，权当
消磨城里的一身疲惫。

在一段山路拐弯迎面遇上个 80 来岁
的老大爷扛着锄头， 像是下地干完活往家
走。我招呼大爷：“老人家，您高寿啊。 ”他笑
盈盈地回答：“86 了。”我夸赞他身子骨硬朗
嘞，淳朴的老大爷请我到家里喝茶，山腰就
是大爷家，两间平房，拾掇得干干净净，正
心想大爷是个勤快人时，大爷端来茶水，和
我聊起来， 我是农村的， 聊农桑还是懂一

些，但也只是略懂皮毛而已。 大爷说牛蹄岭
现在好了，路面宽了，战役遗址公园修缮壮
观了， 比前些年好多了……顺着话， 我追
问：“你晓得牛蹄岭战役？ ”大爷同我讲了很
多他知道的牛蹄岭战役历史故事。 “打仗的
那年我还小，就 10 来岁左右，记得不太清
楚。 只是爹娘听说要打仗了，就跟着跑，东
躲西藏。 后来才晓得有过了黄洋河跑到山
里的，也有跑到平利老县的，十来天都不敢
回来……一直到后来建成了牛蹄岭战役公
园遗址， 看了介绍才晓得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 19 军 55 师、57 师的将士们为了解放
安康、汉中，进军大西南才在牛蹄岭上打了
一仗，激战三天三夜，有 1259 名解放军，永
远地留在了这片山岭之上。 我知道纪念碑
高 19 米，寓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9 军，
第一层碑座长为 5.5 米， 两层碑座总高是
5.7 米 ， 寓意参加牛蹄岭战役的 19 军 55
师、57 师，这只是数字意义。 这纪念碑建在
牛蹄岭上， 能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这
里，能记得这里。 ”这不仅是一座纪念碑，更
是一处精神家园， 让人们懂得珍惜现在的
幸福生活，明白和平来之不易。

暮色西坠， 寂静的牛蹄岭没有游人的
脚步声，没有导游的讲解声，只有山雀偶尔
掠过空荡的战壕， 翅膀扑棱的声响惊醒几
片陈年落叶。 我站在当年的战壕，恍惚间听
见多年前的呐喊在山谷间回荡， 又在瞬间
消散于寂静之中。 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是
何等的惨烈与悲壮。 我站在纪念碑前，深深
地三鞠躬。 离开纪念碑， 沿着山间小道骑
行，有一些村落。 这些村落的房屋，多是白
墙黑瓦，每家每户墙壁上都画有红五星，古
朴而宁静。 村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过着平
淡而幸福的生活。

返回的时候踏入兴贤塔的阴影时，檐
角铜铃正被风撞出清响。 青石板缝里渗出
的凉意漫过鞋底，仿佛踩着凝固的岁月。 远

处，兴贤塔的塔尖刺破薄雾，七层八角的轮
廓在暮色里若隐若现， 像一支饱蘸墨汁的
巨笔，悬在汉江之畔，欲书未书。 安康的山
水总带着几分灵秀， 而兴贤塔恰似点睛之
笔。 兴贤塔静立在青山环抱， 面朝碧水之
处，与奔流不息的汉江遥遥相望。 塔身由石
条砌成，历经多年风雨，外表粗糙的砖面早
已被时光打磨得温润如玉， 每一道裂痕都
像是岁月镌刻的纹路，藏着说不尽的故事。
拾级而上，塔身斑驳的苔痕里，依稀可见前
人题刻的诗句，字迹虽已模糊，却仍能感受
到那份对文化的虔诚与敬畏。 兴贤塔，建于
何时，不得而知，顾名思义，乃是为“兴贤育
德”而建。 承载着安康百姓对文化的尊崇与
对贤才的敬畏。 兴贤塔共有 7 层，高六丈九
尺，底座宽一丈三尺，塔顶宽约 1.5 米，塔顶
为四方小亭式样。 塔的一、二层四面横式镶
嵌 《牛蹄岭兴贤塔记》《牛蹄岭形胜赋》等
碑，三层面向安康城区的北面立式镶嵌“兴

贤塔”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碑。 塔顶用四个
四方青石条砌成精美的四方小亭， 亭四角
的飞檐上挂铜铃，风动时，声音清脆悦耳，
有“铜铃声响故人归”之意。 在岁月的磨砺
中，愈发显得庄重而沉稳。 凭栏远眺，方圆
数十里的景色尽收眼底。 脚下是蜿蜒如带
的溪流， 波光粼粼； 近处是阡陌纵横的田
野，绿意盎然；远处，群山连绵起伏，云雾缭
绕。 兴贤塔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
的丰碑，成为安康市的重要人文坐标，向人
们诉说它们的风雨历程， 与周围的松林相
映成趣，构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巧妙地装点
着安康的山川云色。

夕阳余晖里，我看见塔影渐渐拉长，与
周围的山峦、田野融为一体。 归巢的鸟儿从
塔顶掠过， 发出清脆的鸣叫。 此时的兴贤
塔， 格外宁静， 远方的安康城露出一角轮
廓，我独自在牛蹄岭，追寻初心，净化心灵。

山野菜， 是山里自然繁衍的可食用草
本、木本、菌类等野菜的总称。 在紫阳特色
美食的宴席上，最显眼的莫过于山野菜，山
野菜颜值丰润，色香俱佳，五味杂陈，令人
垂涎。

紫阳是富硒区。 硒是人和其它动物不
可或缺的生命元素， 具有抗癌作用和保健
功能， 在微量元素系列中享有 “生命的火
花”之美誉。 紫阳的岩石、土壤等硒的含量
高， 因而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山野菜被贴
上了“紫阳富硒山野菜”的标签。

近年来， 富硒大地生态观光园初具规
模，独领风骚，“茶歌紫阳”“汉江画廊”相得
益彰，融合发展，以“三转弯”宴席和“紫阳
蒸盆子” 为特色的传统美食紫阳味道吸引
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富硒山野菜挤进消费
圈留住了客人的脚步， 形成了少荤多素的
新型消费时尚。 面对众多的回头客，圈子里
的人便热议紫阳， 说 “紫阳这好地方来不
得，来了就不想走！ ”。紫阳富硒山野菜走出
大山， 走进西安、 上海等大都市，“由土变
洋”，价廉物美，逐步进入饮食文化圈，与山

珍海味一起荣登大雅之堂， 成为舌尖上的
美味佳肴和老少皆宜的下饭菜。

山野菜野性迸发，凸显原汁原味，弘扬
生态之美。 追根溯源，山野菜的种子是野生
的，长年生长在野地里，自生自灭，无人问
津，然而它的生命力异常强大，其营养成分
超乎人们的想象。 紫阳富硒，山野菜资源丰
富，品种较多，遍及乡野，绿色、环保、天然、
无污染，这些特点使其食用价值、医药作用
和经济效益大大提升，开发前景广阔。

县境内最常见的山野菜主要有野油

菜、椿芽、蒲公英、鱼腥草、石花菜、蕨菜、灰
蔊菜、黄丝菌、地耳等十几种，宴席上出现
较多的有：撩酸菜，它是野油菜撩熟泡制加
工而成，将撩酸菜洗净切碎，用清油爆炒，
加入食盐、 辣椒和葱花后起锅， 适宜做米
饭、面食的下饭菜，也可制作出酸菜拌汤、
酸菜面片等食物， 还可以用撩酸菜炒回锅
肉、炒腊肉或垫蒸肉底子，这道菜酸辣味俱
佳，回味悠长。 椿芽，也叫椿芽子，餐桌上常
见吃法有凉拌椿芽、椿芽炒鸡蛋、椿芽炒腊
肉等，口感鲜嫩，内藏清香；蒲公英，味苦性
寒，俗称“苦麻菜”，凉拌热炒均可，晾干后
还可冲泡饮用，清热解毒，利湿消肿；鱼腥
草、灰蔊菜，多用于拌凉菜；蕨菜可凉拌，也
可热炒清炖， 其蕨根粉制作的粉条或蕨粉
丸子，绵软劲道；还有黄丝菌煲鸡汤、野山
芋炖猪蹄，味道鲜而美……

山野菜蕴藏着“济世”和“感恩”的文化
内涵，折射出山民们憨厚善良、勤劳简朴的
精神价值。 在那充满饥荒的岁月里，山野菜
是山里人的“救命粮”，现在是绿色食品生
产基地，山野菜野而重情，它以宽容的胸怀
感恩生长它的这方土地， 默默地回报芸芸
众生；酸辣苦涩的本味散失在野地里，在大
山的脊梁上刻下了永恒的印记。

改革大潮唤醒了沉睡的山野之地，喜
看茶乡新面貌， 如今的富硒山野菜焕发出
蓬勃生机，它的味道没变，品位犹存，野性
潜伏在根系经脉的细胞里， 逐渐化为乡村
产业优势，顺势而为，蓄势待发。

细品紫阳富硒山野菜， 那种特殊的滋
味真让人荡气回肠，不由自主地赞叹：世上
竟然有这样的山野菜。 贫困时为你充饥，富
裕时为你塑身。

“我镇首批小蚕已通过共育智慧化管理系统培育完成，
并顺利发放至蚕农手中，共计 880 张蚕。 ”清晨，石泉县池河
镇明星村智能化小蚕共育点外，58 岁的明星村驻村工作队
副队长张黎明一边核对分发台账， 一边叮嘱前来领取小蚕
的各村蚕农：“三眠蚕最怕温差，蚕室温度要重点关注。 ”他
的工作日志本上， 密密麻麻记着全镇 9 个小蚕共育点的进
度。 作为池河镇数智蚕桑产业指导组核心成员， 张黎明用
“老骥伏枥”这句成语激励自己，坚决扛起推动池河镇数智
蚕桑从“试点推行”迈向“全域覆盖”的重任。

推明星样板为池河模式，试点成效惠及全镇蚕农。池河
镇 1.92 万农业人口中，61%的农户从事蚕桑产业，但传统养
蚕方式养殖周期长、蚕茧质量不高、价格波动大，蚕桑产业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2024 年，在当地政府的帮扶和支持下，
张黎明协调引入四川主干信息智慧蚕桑体系， 在明星村动
员 26 户开展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试点。 一年来，
试点成效显著，蚕茧质量、收购价格与传统养蚕相比均有明
显提升。为了推广和用好明星村试点经验，张黎明带着蚕桑
专班利用农民丰收节、 主题党日活动、 院坝会开展广泛宣
传，挨家挨户动员农户参加新模式养蚕，多次向镇政府汇报
争取资金支持，免费为 130 户农户提供桑苗，解决栽桑建园
资金匮乏问题，打消农户顾虑。他和县蚕桑服务中心的专家
一起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桑树栽培、日常养护以及病虫
害防治等技术， 指导各村充分挖掘可建园地、 可改良桑园
地、可栽坎边桑土地潜力，为智慧赋能蚕桑产业推广工作筑
牢根基。 2025 年，池河镇数智赋能蚕桑产业转型升级新养
蚕模式，从明星村的“一枝独秀”到全镇的“满园春色”，正在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池河模式”，为池河传统蚕桑产业新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变课堂理论为蚕室实训，助力实用技术扎根普通蚕农。
张黎明深知， 数智赋能蚕桑产业转型升级落地的关键是发
挥好包户干部桥梁纽带作用， 让养蚕实用技术提升蚕农养
蚕能力。为此，他遍访辖区养蚕大户，收集梳理“登高喂蚕不
安全”“拆卸蚕架把腰闪了”“农户因为不识字用错消毒水”
等操作痛点问题，多次与省力化蚕台供应商联系，加装防倾
倒卡扣、使用农用级防锈材料，对蚕台进行升级改造，提升
蚕台使用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同时，张黎明牵头组织开展蚕
桑产业数智赋能百名干部包千户培训， 在明星村智能蚕室
现场教学，围绕蚕室消毒、蚕台蚕具使用、方格蔟上蔟技巧
等进行详细培训。 “养蚕不消毒，养蚕养到哭；消毒要彻底，
大家都欢喜；要想蚕子养得好，一把石灰撒到老；小蚕火里
养，大蚕风里养”，他把专业的养蚕知识编成了蚕农容易接
受的顺口溜“土教材”，培训中 60 多位蚕农和镇村包户干部
一听就懂， 就连毫无养蚕经验的包户干部也能熟悉掌握养
蚕技术要点。 石泉县法院派驻柏安村第一书记胡洪亮就是
其中之一，他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包户帮扶中，指导柏安
村 65 岁蚕农王大妈不仅熟练掌握旋转方格蔟拆装，还能轻
松操作智能设备，其笑称：“老张编的顺口溜一听就懂，镇上
技术人员和驻村工作队全程指导， 今年的茧子一定能卖个
好价钱。 ”

化工作经验为发展动能，引导年轻干部快速成长蜕变。
作为一名资深基层干部， 张黎明深知人才梯队建设对产业
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主动扛起“传帮带”的重任，将自己在农
村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倾囊相授。 他带着工作队的陈长
兵、谢传松等年轻干部走村入户，手把手地开展教学指导，
从小蚕共育发放、蚕病症状识别到蚕药使用说明，从农户交
流经验技巧到惠民政策宣传解读。 他常说：“一个人干得好
不算好，只有带出一批能干事想干事会干事的年轻干部，池
河两千多年的蚕桑产业才能代代相传。 ”在张黎明的言传身
教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投身“数字蚕农”队伍，为传统
蚕桑产业注入新活力。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王朋通过跟
随张黎明学习，熟练掌握了智能蚕室运维技术，成长为全镇
的“技术管家”。王朋感慨地说：“以前觉得养蚕是老人的事，
跟着张队长学习才知道，用手机就能管理蚕宝宝，这才是年
轻人该干的新农活！我们还要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动员更多
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发展蚕桑产业。 ”张黎明在 30 余年的基
层工作中始终践行“脚底沾泥才能心里有底”的务实作风也
深深影响了年轻人。半夜 11 点多接到明星村村民罗文强的
电话说家里面蚕子老了，张黎明放下电话，接上技术员立即
到蚕农家中协助做好上蔟工作， 一直忙到凌晨 2 点多才回
家休息，类似的突发情况还有很多，无论是雨中紧急抢修受
损桑园，还是凌晨时分赶赴农户家中处理蚕病问题，他始终
以脚步丈量土地，用实干诠释担当。在张黎明等老同志的带
动下，池河镇已初步形成新老结合、优势互补的人才队伍，
为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这头不知疲倦的“老骥”，用勤劳的双手把数智化的种
子播撒在桑海里。如今，首批搭乘智慧系统成长的小蚕已化
作银丝，顺着智能蚕台织就雪白蚕茧。 池河镇收茧点，蚕农
们排着队等候品质鉴定。谭家湾村二组的谭福海擦了把汗，
将满满一车蚕茧倒入检测仪。 智慧系统快速扫描、评级，很
快，4000 多元的蚕茧款便发到了他的手上。 谭福海笑着说：
“我养蚕 20 多年了，今年加入了新模式，1 张蚕比往年多赚
了 800 多元。 ”2025 年春季首波售茧，池河镇数智化蚕桑成
果显著：首日茧价最高达每公斤 73.26 元，刷新历史纪录。
依托智能监测、智慧仪评等技术，全镇预计总产值超 300 万
元，带动户均增收 4000 余元，科技赋能让蚕桑产业焕发新
生机。

从“脚沾泥”到“手触屏”，从“单打独斗”到“青老接力”，
池河镇的数智蚕桑产业正像破茧的金蚕， 在乡村振兴的画
卷上舒展新翼。而像张黎明这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老前
辈踩过的泥脚印，早已化作科技兴农的铺路石，让“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集体增利”的愿景，随着春蚕的每一次蜕变，
逐渐织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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