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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恒民

走过太行吕梁
走过众多绵延的崇山峻岭
回眸条山
刀斧削劈似屏风一道
悬挂于河东大地
饱含的热泪滴落成湖
水中倒映的影子
伴随着泛起的水波
光影的移动

水中的影子由短到长
由长到短
时时切换的画面中
感受到条山像是在天空

一试高低
无论怎样疯生狂长
在蓝田白云下
依旧显得很低很低
远远望去
恰似飘落地面浮动的云层

条山之苍

幸运
荆星子 摄

□卫运虎

我从远古走来，
伴随百万年历史，
见证了先祖的羸弱，命运多舛。
西侯度的一堆圣火，
让人类走出茹毛饮血的时代。
斗转星移，新石器向我走来，
炎、黄、蚩，中华先祖，
因我，在阪泉、涿鹿大战。
由此，融合了各部落，构建出，
炎黄子孙生息繁衍的空间。
尧、舜、禹建都在我周边，
古中国雏形在这里出现。
悠悠南风吹拂面，
五弦琴韵越千年，
华夏文明开启新的纪元。

夏、商、周，我呈现在帝王前，
甲古文中留下只语片言，
周穆王巡幸已有三千年。
春秋五霸，晋国争先，
战国七雄，秦人把风采展。
进入两汉三国间，

“盐铁论”朝廷确立管理权。
公元160年，关羽出生我身边，
曹魏时，安邑卫觊向曹操献言，
称我“国之大宝”的文字初现。
时间跨越到隋唐盛世年，
为护我不被客水犯，
永丰之渠变姚暹。
垦畦浇晒，盐产翻番，
我的行销区域大拓展。
西出秦陇，南达樊邓，
北极燕代，东逾周宋，
我对大唐贡献史无前。
公元777年，天降祥瑞红盐显，
代宗李豫封神建庙，
我风光无限。
北宋解盐大丰产，
朝廷财政支柱更显现。
范祥“盐钞法”，盐销方式大转变。

许多名家缓缓向我走来，
包拯、欧阳修、范仲淹……

元代潞村大变化，
圣惠镇、凤凰城，
盐运使司城应运生。
运城非盐池不立，
盐池非运城莫统。
时光流转近百年，
明清朝代映入我眼帘。
盐池禁墙终建成，
百二华里成一统，
吴楷的“盐池之图”出河东。
清代管理已改变，
官办民营促发展。
公元1703年，
康熙大帝入盐池、拜池神，
就连乾隆皇帝也万分感叹：

“天下财富莫过鹾盐。”

新中国诞生，我焕发新颜，
“千古中条一池雪”，
让人遐想万千。
七十年化工，
为国家作出新贡献！
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退盐还湖，保护、开发、利用，
我再次展现新画卷！
百里鹾海，
掀起前所未有的大波澜！
我从远古走来，
沧海桑田，留下我的惊艳！
时空转换，
带不走我俊美的容颜！
春夏秋冬，
我向世人展示不同的画面！
朝代更迭，
更抹不掉人们对我的留恋！
我有一个名字叫做盬，
我从远古走到现在。
我就是运城盐池！
我就是河东大盐！

我有一个名字叫做盬

□任良杰

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都
演绎着其精彩的故事。闻着饼
香，一路前行，我和稷山饼子结
下了不解之缘。

稷山饼子又名烧饼、火烧。
色泽金黄、层次鲜明的形状，外
焦内嫩、脆而不碎的特点，咸甜
适中、香酥可口的味道，使我对
饼子念念不忘，情有独钟。以至
于餐桌上不时备有饼子，走亲
访友送去饼子，就连到外地办
事四处寻觅饼子，总感觉不吃
饼子心里缺少点什么。

还记得在大集体时期，那
年我八九岁的样子，和两个弟
弟去学校门口等爷爷从翟店镇
赶集卖烤烟叶回家。天擦黑时，
爷爷从一辆旧自行车上下来，
冲我们喊道：“都快过来，看爷
爷今天给你们买啥好吃的了！”

只见爷爷打开塑料袋，拿
出一个半圆形的饼子，一分为
三，给每人掰了一块，我们几个
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可爷爷却
舍不得吃。这是我第一次吃又
香又酥的白面饼子，这个幸福
的场景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
里。

等我稍长大些，也就到了
改革开放的年代，家里的经济
条件逐渐改善。在过去发愁难
熬的岁月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
一回饼子，之后享受的是父亲
隔三岔五地从集市上带几个饼
子让全家尝尝鲜吃个饱。饼子
不再是梦中尤物，已快成了家
常便饭。真正对饼子的认识和
了解，是我这个漂泊在外的游
子在翟店镇买了房后。我与这
里的人和睦相处，一住就是18
年，成了“饼子迷”。

相传翟店饼子起源于唐
朝，早在明朝就小有名气。广为
流传下来的做法，是面粉经发
酵后加椒叶、食盐或白糖、茴
香、芝麻等烤制而成，有圆形油
酥饼、半圆形葱花饼、麻辣饼、
三角形油酥饼，还有糖心饼、夹
肉饼、夹菜饼、夹蛋饼等。

诚信第一，童叟无欺，翟店
饼子精工细作，香味扑鼻，越打
越好，十分畅销。款款登上大雅
之堂，走向田间地头。在一些高
档酒楼饭店承包宴席上，其间，
总要端上一盘切好的名家饼

子，夹几口小菜，那叫一个爽。
春耕生产，平田整地，一大帮人
在地里挥汗如雨，为了抢时播
种，不耽误工夫，间隙打发一人
骑电摩到街上给大家买些饼子
充饥，每人就口大葱，那叫一个
美。孩子从外地上大学放假归
来，早就想吃家乡的传统美食，
迫不及待地去饼子店过足嘴
瘾，扯开一包榨菜，那叫一个
脆。

翟店镇逢农历四九集会，
每到临散会时，常见方圆十里
八村的老者和妇女买一塑料袋
金黄色的油酥饼子匆匆回家，
看得人食欲大增、口水欲流。问
到为何买这么多饼子，他们朴
实而开心地回答：现在生活富
裕了，花钱买几个饼子算什么。
主要顾及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
和活蹦乱跳的孙子孙女，随时
可以凉热吃。

大人小孩都爱吃饼子，而
我最爱吃的是刚出炉的饼子，
表皮焦黄，内层微温，嚼着可
口，吃着喷香。以翟西村任建东
为例，他打的饼子焦黄厚膨，香
酥脆口，深受顾客欢迎，生意非
常红火。每次吃饼子的“瘾”犯
了，我都骑自行车早早去他家
排队等候，老远便听得见小擀
杖敲案板的声响，只见任师傅
一手转着面团，一手舞着小擀
杖，动作潇洒，熟练自如，像是
在完成一件件艺术品。不一会
儿，就能买到新鲜的热饼子。外
地亲戚朋友需要他家饼子，我
总是乐于帮忙，提前打电话联
系预订，然后迅速去快递店办
理包装邮寄手续。

在翟店街上，饼子的吃法
很多，再搭配些其他特色食品，
保你一定吃得有味，吃得满意，
吃得滋润。如果你想吃凉粉米
皮就饼子，就去斌娃凉粉店饱
口福。如果你想吃饼子夹牛肉，
就去买丑和牛肉过把瘾。如果
你想吃饼子夹卤肉，就去南梁
村买刚出锅的肉解馋涎。如果
你想吃羊杂汤泡饼子，就去王
剑羊杂店尝美味。如果你想吃
饼子夹菜夹豆腐串夹鸡蛋夹香
肠面筋，大街上饼子店几乎都
在饭点提前准备好了。

一方产业兴一方人。翟店
饼子口感独特，声名远播，许多
年轻人都纷纷慕名来这里拜师

傅，跟把式，学技艺，练本事，讨
得“真经”后，踌躇满志又辗转
全国各地自己开店打饼子。

当地县政府和职能部门也
抓住这个机遇，狠抓产业，因势
利导，加强培训，注重实践，大
张旗鼓地评出一批“饼子王”，
实实在在地搞了一系列宣传活
动，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打饼
子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技艺越
来越娴熟，腰包越来越鼓了。饼
子已成为稷山的一张亮丽招
牌，走出了运城，闯出了山西，
在全国各地渐渐撂响。

蔡村乡南埝村是全县公
认的打饼子专业村，该村近半
劳力在外都靠打饼子发了家，
致了富。据我所知，一位在河
南境内打了多年饼子的中年
人，由于饼子香脆，服务热情，
价格合适，顾客络绎不绝，常
常是排着长队等着买饼子，供
不应求。十多年积累下来，这
个中年人在郑州买了楼房，购
置了小汽车，一双儿女也接过
去读书上学，一家人日子过得
甜甜蜜蜜。

无独有偶。我邻村一个年
轻人，年近 30 没找下工作，在
村委会的积极引导和鼓励支持
下，很快学会了打饼子技艺。开
始他在运城推着自制的简易平
车沿街穿巷卖饼子夹肉夹菜，
不管风吹日晒，硬是坚持了下
来。后来有了一定人脉和实力，
他便在一条繁华街道毗连小区
门前租了两间门面房，经过一
番简单装修，继续从事打饼子
夹肉夹菜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只用了五六年时间，不仅在运
城买了单元楼，而且在老家建
了五间大瓦房，还娶了一个漂
亮能干的媳妇，添了一个活泼
可爱的女儿，手里尚有不少存
款。

稷山打饼人靠的是起早贪
黑、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坚韧
不拔、永不懈怠的坚强意志，技
艺精湛、追求品质的奋斗姿态。
数年如一日，寒来又暑往，正是
一辈又一辈打饼人的传承，一
代又一代人的延续，一拨又一
拨人的接棒，才真正在一炉旺
火打出了饼子的香，打出了饼
子的酥，打出了饼子的甜。

饼香悠远，从唐朝徐徐地
飘来！

饼香悠远饼香悠远

□王安国

经过多年发展，冬枣树已
经成为乡亲们的摇钱树、致富
树。

为了使这一产业得到更
好的发展，在街道、村两级和
林业部门的积极协调下，首批
搭建设施大棚的枣农，申请到
了每亩补助 1500 元的优惠政
策。大家搭棚的积极性，空前
高涨。

于是，一座座身披塑料布
的大棚拔地而起。这不仅让冬
枣的成熟期提前了数月，品质
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同时也

吸引了更多的外地客商。
花期，那一朵朵浅黄的小

花在碧叶间盛开。阳光下，它闪
烁着点点亮光，那是蜂儿的甜
点。若用舌尖轻点，便有甜意从
味蕾直沁你的心房。

有蜜蜂从身旁飞过，在枝
枝叶叶间的枣花上时而悬停，
时而久留，只为品尝那最新鲜
的一口。

即使你走在田间的小路
上，也会有从大棚“逃逸”的阵
阵暗香迎面扑来，不由得让人
深吸一口，想想那又该是一种
怎样的享受！

待枣儿成熟时，它便不再

张扬，一颗颗枣儿羞红着脸在
绿叶间躲藏。随手摘上一颗，那
酸甜适中、嘎嘣脆响的口感真
是让人吃着上瘾。看着成熟的
枣儿，乡亲们难掩心中丰收的
喜悦。

农忙时，人手难寻，这就为
邻近村庄的富余劳力提供了工
作机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
家的经济收入。

于是乎，一箱箱冬枣便翻
山越岭，走向国内市场。更有一
箱箱冬枣漂洋过海，奔向国外
市场。

冬枣树，你是乡亲们致富
的希望，更是乡村振兴的翅膀！

家乡的冬枣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