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在呼唤

平江县童市镇烟舟村，位于县城北郊约
十公里的钟洞山区。四围高山梯土，弯弯的
溪流经过屋场穿过田野，跳过洞头岭与仙江
汇合注入汨罗江。云雾缭绕，炊烟飘荡，中
国著名的山茶油之乡，恰如绿色小舟停泊在
汨水山城后花园。

新春年味的余韵，油菜花海的金黄，特殊
的年份如流水般悄然消逝。眨眼间清明连
谷雨，油菜花籽果实累累。春耕季节牛鞭水
响，三月耙干田，四月秧上节。春差日子夏
差时，勤劳的村民忙碌着播种新的希望。

田野在呼唤：捉泥鳅去。
泥鳅身体细长，长可三四寸，肉

质松软，感觉它通身是劲，总是不屈地
扭动。黄褐色的皮肤表面，生有不规
则的黑色斑点，这种伪装纯粹是利于
在浑浊的泥水中潜逃。尖头小嘴，长
着五对短的须，更特别的是，泥鳅周
身分泌出黏液，虽不是特别的腥，但
捏不紧揪不住，你的手越用劲它梭
得越远，一溜便脱手。

泥鳅生活在生物链的底层，喜
欢在河流、湖泊、沟渠、水田、池沼
等浅水淤泥里待着，并不怎么在大
庭广众抛头露脸。这种习性是泥
鳅天生的自保方式，无论遇到什么
情形，它总是往水底泥底的深处
钻。即使遇到闷热天气，久久地
待在水底下，实在憋不住气了，它
也只是匆匆地蹿出水面，伸出尖
嘴巴在空中吸上一口新鲜空气，
只吸一口，立马一个孙悟空式的
筋斗云，掉头摆尾复潜入水。

人们总是嘲笑：“这滑头总
往泡处钻。”其实，泥鳅外表溜滑，
内心却很实在，天生一根直肠子，
肠壁很薄，上面充满微血管。泥
鳅除了用嘴巴吐故纳新，还能进
行肠呼吸。当积水干涸的时候，
泥鳅钻进泥土中，像动物冬眠一
样不吃不喝，就是靠肠呼吸来维
持生命。如此看来，泥鳅并没有人
们所说的那么多花花肠子，它绝对
不是刁民，称得上是个好百姓，与
世无争。

懵懂少年

泥鳅满身黏液，不好捉么？

来，做个泥鳅扎子对付它。
选一根一米来长、半寸宽的青篾条，到

店铺买两包缝麻袋用的钢针，约两寸长一
根，一包十根。将青篾条的一端剖开约二十
厘米长的口子，用细铁丝将钢针穿成串，像
梳齿一样，相隔半厘米一根针，细密匀称地
把它夹在篾条的开口间，细铁丝扎紧，一把
长柄铁梳子便武装起来了。当然不能梳头
发，否则不梳得头破血流才怪呢，扎泥鳅专
用，叫它泥鳅扎子。

泥鳅扎子适宜在水田、沟渠边上的浅水
区作业。春插过后，禾苗刚刚返青，还没有
封陇，水田里有脚背深的水，横排竖行，站在
田埂上看得清清朗朗，最好扎泥鳅。

手握钢针扎子，稚亮的目光，始终投向
青青的禾苗，在行距间的水底梭巡。“那儿有
一条！”脆声中带有抑制不住的兴奋。像一
只老鹰凌空扑食，扎子突然朝泥水中伸出钢
爪，翻起浑浊的泥浆。钢爪摄住一条泥鳅，
带着噼噼啪啪的挣扎声，一转手腕顺势朝田
埂上的木提桶飞去，只听“砰砰”两声，扎子
长柄响亮地在桶沿边上连敲两下，泥鳅跌入
桶底。这个动作得一气呵成，钢针没有倒
刺，稍迟缓，到手的泥鳅便会挣脱樊笼。

蹑手蹑脚，轻声细语，扎泥鳅，活像做贼
一样。泥鳅狡猾得很，发现势头不对，它就
会溜之大吉，往泥巴深处钻。

其实泥鳅习性昼伏夜出。黑夜里扎泥鳅，
照明上升为第一要素，扎泥鳅改称照泥鳅。

照泥鳅的灯盏，洋铁皮敲成，模样跟酒
店里的弯把长嘴茶壶差不多，当然只有酱醋
壶那么大。一根棉纱灯芯，从细长的嘴巴里
吐出来，烧煤油，没有煤油，柴油也好。这其
实是近代的进步，没有洋油点灯的时候，照
泥鳅也点松明火把，用一块灯罩似的洋铁皮
架着烧。

照泥鳅，出夜门，记得一定要穿上套靴，
怕蛇咬。用得起手电筒后，照泥鳅的灯盏淘
汰了，照泥鳅的人也少了。

建舅不扎泥鳅，他放钻籁。楠竹篾丝编
织的钻籁，形状如一只插花瓶，敞口紧尾，口
内却留有倒须，泥鳅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水库里放出来的清水，按地势从上丘流到下
丘，流淌的活水对泥鳅有特别的吸引力，它
们也乐意旅旅游。每丘田的缺口，经常会有
泥鳅摆动尾巴，扑腾着上水、下水，其实它是
在繁衍产卵。将钻籁安置在水口嘴，用石块
或泥巴压住，黑暗的钻籁内，流水哗哗作响，
泥鳅以为找到了水帘洞，迫不及待钻进去，
结果上不去，出不来，这才发现落入了陷阱。

借着暮色放，踏着晨光取。放泥鳅的

人，总是挑着一担用竹夹子堆码整齐的钻
籁，匆匆行走在迷蒙的雾色中。

阿婆的煲汤

烟舟村水田、鱼塘盘泥鳅，如今成为亲
子旅游全家乐。

将裤脚高挽上膝盖，挽一只杉木提水
桶，赤脚踏进小腿深的污泥中，冰凉的泥腥
气，从脚底贯穿全身。盘泥鳅最好的工具，
莫过于灵巧的双手。十指耙头有力地插入
稀软的黑色淤泥，正像用锄头翻土一般，将
泥土朝胯下翻过来。十指耙头如钢铁般冰
冷僵硬，却丝毫也不影响机械作业的节
奏。一耙一翻，一耙一翻，势如破竹地朝前
方扩大攻城略地的战果。泥鳅从隐秘的藏
身之地，突然暴露于光天化日，慌乱中它使
出惯用的逃生术，匆忙地朝泡泥深处钻
去。无奈，它怎敌得过人类进化万万年的
双手呢。用不着抓它，只双手合掌，泥鳅便
被捧在掌心，乖乖地一个梭溜，它自己跳进
木桶内。

“淡水人参”弄回来，通常得生养几
日。不给泥鳅喂食，只是换水，让泥鳅把肠
子里的脏东西都反吐出来，把充满悬浮物
的浊水倒掉，换清水。钟洞山区盛产山茶
油，烟舟人家生养泥鳅，一定会滴上几滴
生茶油。其实滴生油可以洗净泥鳅身上
的黏液鱼腥。泥鳅不像其它鱼儿，不需要
破肠肚。前面说过，泥鳅只有一根直肠子，
没有什么坏下水，干净得很。

泥鳅作为水鲜珍品，蒸熬煎炸无不可
口。最有原汁原味的，当属腊肉炖泥鳅。将
泥鳅引入紫砂罐，一定得用山泉清水。阿婆
祖传煮鱼法，泥鳅先下水再烧煮，骨刺就会
酥软。腊肉骨头已经洗净剁好，泥鳅闻到香
气，噼噼啪啪扭身摆尾只往底里钻。如若盛
宴，添加时令的青菜头、冬瓜坨，或是油豆
腐，或是加一个荷包蛋。

砂罐煲汤要点在于掌握火候，文火慢
炖，泥鳅酥而不烂。太烂了夹不起来，未到
火候又剔不出刺。端上桌时撒点葱姜碎末，
一碗清汤就足够你享受畅快人生。愿意吃
泥鳅的，用竹筷夹住泥鳅脑壳颈根，将泥鳅
尾巴朝下放入嘴内，合上双齿轻咬，筷子夹
紧平稳地微微用力，泥鳅的尖脑袋便连着一
脊整刺拖带出来，剔除那条直肠倒是满满一
肚子黄色的卵，一层白膜包裹成条块状，味
道比肉还好吃，吧唧吧唧有点粘牙。热汤嫩
肉美味佳肴，所谓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吃泥
鳅亦然。

（上接第1版①）

（上接第1版②）

（上接第1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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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泥鳅，田野乐趣多
文/潘刚强 图/皮 皮

诗性的芦苇
葛取兵

芦苇是洞庭湖的老居民，不折不扣的土著
植物。芦苇是一种禾本科植物，竹子的近亲，苇
茎笔直且中空，苇叶细长，包裹苇茎，总是一副
极其简约的模样，一节一节地向上生长，不像
别的草木枝繁叶茂、荣华富贵的神态，删繁就
简，坚劲修约。春雨过后，走在湖洲上，你要是
足够耐心仔细，或许能听到它们拔节的声音，
细碎，却有力。芦苇喜水，一生与水为邻，傍水
而生，凡有水的地方，均有它的影子。洞庭湖
的芦苇一大片一大片，俨然成为了野草的强
势群体，湖汊、港湾、沼泽地皆密布其身影，旁
若无人，恣意张扬，绵延不绝，甚至是一塌糊
涂。一座大湖几乎全部屈尊为这种植物的领
地、地盘，在连绵无垠的苇地里只有藤蔓之类
可以依附其而生长，水芹、藜蒿们只能在沟港
渠边或者远离水源的湖洲地滩上寻觅生存的
空间。正是这种一苇独大的格局，演绎了洞
庭湖洲滩上壮观的气势，号称天下最大的芦
苇群，成为一方地理标志。

穿行洞庭湖岸，遇见的不仅仅是滔滔湖
水，裹杂着鸟鸣与船鸣声，蜂拥而至，还有芦
苇。扑面而来的芦苇，铺天盖地的芦苇，奔放
热情的芦苇，俨然超越了湖水的汹涌，扑过
来，不可阻挡之势，葳葳蕤蕤、蓬蓬勃勃。风
吹过，芦苇如水，荡漾开来。

去洞庭湖，一定要与芦苇来一场千年
之约。

花开一季，草木一秋。芦苇正是如此，一
岁一枯荣，如湖洲遍布的草木一样。春江水
暖未必是一只水鸭子的先知先觉，而是成片
的芦芽提醒了它们。

春天不仅仅是捕鱼的美好时节，还有湖洲
上遍生的野菜，如藜蒿、荠菜、马兰头等，当然
也包括芦笋。春天真的是一个美食时光。一
株绿绿的植物悠悠地进入口腔，浅浅的香盈满
口腔，春天就这样盈满你的周身。寂静的周
末，闲散地走在湖洲上，猛然地发现脚下泥土
的表层有些异样的东西，是密匝匝的褐色的小
尖锥，那是芦苇的笋尖，那是又一茬新生的芦
苇尖锐的宣言，那宣言同样是强大的、无可置
疑和不可抗拒的。再过几许时日，再去湖洲就
可以扳几根芦笋了。除去笋衣，下锅用清水煮
沸十分钟，捞起，用冷水浸泡，就可以是一道美
食最佳的食材了。

釆芦笋的季节，是湖洲少年的美好时光。
可惜我只是山里的孩子，没有经历在一坦平
原的湖洲中疯一样奔跑的姿态，但我想应该就
像童年的山坡上偶遇一丛覆盆子的心情，喜、
甜、爽。

其实看芦苇最好是在秋天——芦花飘荡的
季节。那一湖的芦苇，苇梢渐白，苇穗裹实，亭
亭玉立。芦花盛放，蓬蓬松松，白花花的一片，
如秋夜的月光，染白了一湖水波。风乍起，苇絮
随风飘飞，漫天飞舞，弥天盖地，是一场雪提前
而至么？此刻，荡舟泱泱湖水中，穿行在蜿蜒曲
折的水道里，听着风吹芦苇丛发出“窸窸窣窣”
的响声，烟波渺茫中还不时瞥见一叶扁舟在水
波中摇曳，那是鸬鹚捕鱼。矫健的鱼鹰、迅捷的
鱼儿、黝黑的渔夫、两岸的芦苇，构成了一幅格
调悠远的中国山水画。走进芦苇，如同深入秋
天的腹地。除了芦花，还有大雁、稻田、牛、羊、
白鹭、菊花、梧桐、枫香……秋天的大美在通往
芦苇的途中一路铺开壮景，相得益彰。江月永
恒，天地长存，芦苇历经一秋，就以白花花的身
影谢幕。

芦苇挥花之际，也是芦苇一生终结之时。
原本是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的芦苇，却隐藏着
巨大的经济价值——造纸。芦苇的收割最为原
始，挥刀苇倒，遍地横野。于是刀客横空出世。
霜降至，人称“洞庭刀客”的割苇人一拨一拨地像
候鸟一样，从贵州、湘西等地成群结队汇集洞庭
湖，飞入洞庭长满芦苇的旷野里。背着行李，挎
着砍刀，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涌向每一个芦苇
荡。枕芦香，听涛声，奋战一冬，他们怀揣收获而
归。翌年，芦苇老桩再发新芽，染绿湿地又一
年。岁月惊心，草木枯荣，洞庭湖滨数以万顷的
芦苇在轮回着生命的绿意和空寂，延续着洞庭湖
的生命力……

一叶芦苇，不是国色，也非天香，却沿着
《诗经》活了下来，在千古的吟咏中深刻在历史
的深处，青苍至今，成了三千年文明古国最优
美的诗行。

一座大湖，一片小小的芦苇，还有很多我们
不知道的故事……那些安静如初的，温和如初
的故事……

清明过后，天高气爽。守得云开见月明，庚子年农历三月十六，超级月亮从东山跳出来，粉红庞大“满
月”笑脸照亮九州大地。暖风吹得游人醉，正是泥鳅鲜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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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制

佳肴

田野

对贫困学生口罩确保免费供应，对确有困
难的其他学生家庭给予帮助。要把控辍
保学作为重要任务，做好特殊学生送教上
门等工作，对重点对象一对一落实责任，
确保无一例辍学。要建立家庭、学校、医
院和社区等多位一体的长效化联防联控
体系，学校做好师生健康监测和健康码比

对统计，教育学生注意用餐安全、每天三
次测体温、坚持戴口罩等做法，通过老
师、家委会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及时准确
报告信息；建立学校与医院、防疫指挥部
和疾控中心联系报告机制；属地乡镇街道
办事处和村社区要加强信息推送；教育部
门要聚焦主业主责，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教育教学，尤其是高三年级教学，确
保教学质量不滑坡。要严格校外培训机
构监管。各街道和社区要净化校园周边
环境，加强对午托班管理，疫情期间，午
托等形式的校外服务一律不予开放；各级
市场监管和卫生部门要切实加强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和卫生防疫监管，同时严格控

制各类进校检查和考核评比。要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班主任

“润物细无声”作用，切实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做好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与品德修
养的教育。

要把担当作为最基本的职责来履行。通
过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更好
地履行好职责。要敢担当。人大干部敢
于攻坚克难，勇于守正创新。敢于跳进矛

盾漩涡中，去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
要能担当。要进一步提升政治把握能力、
学习进步能力、调查研究能力、依法办事
能力、联系群众的能力，坚持群众路线，

听取群众意见，收集群众建议，解决群众
难题。要善担当。有会干事的思路，善于
动脑筋想问题、善于出主意当参谋、善于
办事情解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人大干部队伍，为岳阳人大工
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为推
进全市党的建设事业贡献人大力量。

李爱武强调，加快推进这项重大工程建设，
是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配置
清洁能源的具体行动，对拉动地方经济起着
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建设方要进一步加大
投资力度、优化施工组织，努力把失去的时

间补回来，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地
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加大协调支持力度，全
力做好服务，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当天，李爱武一行还就上塔市镇、余坪
镇和福寿山镇的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开展调

研。她强调，要认真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
半篇文章”，特别是要把产业和就业作为重
中之重，确保搬迁群众搬得进、稳得住、有
就业、能致富。要千方百计克服疫情影响，
深化产业扶贫，大力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带

动更多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在余坪镇敬老
院，李爱武还强调，老年人属于疫情易感人
群，养老院是重点防护单位，要继续落实最
严格的管控措施，全力保障入住老人生命
健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