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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土豆花盛开的时节，
我跟随市县摄影家协会的摄影
师们来到久负盛誉的马铃薯粉
条之乡——长岭县三青山镇。
说起三青山粉条那可是家喻户
晓的名牌产品，传统的三青山
手拍粉工艺还是我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我见过农村小园子里的土
豆花，那小玲珑一样的白花、紫
花很是惹人喜爱。来这里观赏
土豆花海，参观传统手工艺漏
粉流程，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心里不免有些兴奋。

正是草木盎然、百花争艳
的盛夏时节，乡村风光美不胜
收。三青山马铃薯粉条特色小
镇干净、整洁，以一种优雅的姿
态迎接着远方的客人。宽阔的
街路，整齐的路灯，鳞次栉比的
楼房，还有那往来不息的车辆
行人，显示出这里的繁华。同
行者介绍说三十年前这里就叫

“小康村”，今日一见，果然名不
虚传。

据说三青山粉条鼎盛时
期，全镇开办粉坊五百多家，年
生产加工粉条近三万吨。那
时，三青山镇遍地栽种马铃薯，
每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三青
山大地一片雪白或淡紫，到处
都是盛开的土豆花。后来受环
保问题影响小作坊被全部关
停，当地许多薯农改种玉米。
沉寂了几年之后，直到2023年，
随着污水处理厂的建成，三青
山马铃薯特色小镇又重焕生
机。

在大房身村的土豆花海
旁，我们遇到当地农民，谈起马

铃薯粉条生产，人人眉飞色舞
神采飞扬，看得出那是他们的
骄傲和自豪，是他们幸福生活
的保障。

听着当地镇村干部和村民
对三青山镇马铃薯粉条产业发
展情况的介绍，更加激发起摄
影师拍摄美丽乡村宣传好家乡
面貌的热情。我们踩着松软的
土地，走进花海，寻找最佳的取
景区域，架起相机，或蹲、或站、
或仰、或俯，选择着不同的视
角，拍下称心满意的画面。土
豆花朵呈穗状形，看上去非常
淡雅素洁。这片土豆花都是白
色的，每一朵绽开的花就像一
个个小金钟，白色的花瓣素雅
端庄，金黄的花蕊玲珑剔透，让
这份素雅有了高贵的气质。微
风拂过，一片片洁白的土豆花，
在鲜嫩的绿叶衬托中，翻腾起
一浪一浪灿烂的身影，多而不
杂、繁而不乱，质朴润心。

为了不留遗憾，随行的女
生不顾田野土质的泥泞，毅然
走进花海，为摄影师当起模特，
留下自己美丽的倩影，也为土
豆花海再增添一抹亮丽的风
景。

参观拍摄完土豆花海，摄
影师又来到大乔粉业参观现代
化粉条加工工艺。大乔粉业生
产的粉条是坚持传承手拍粉工
艺，按照创新、协调、绿色的发
展理念生产的高质量的粉条，
日产鲜粉十三万斤左右，生产
线——打芡、和面、漏粉、捞粉、
冷却、剁粉、晾晒和捆扎，各个
环节分工明确，技术严谨，从漏
粉到粉条晾干一般都当日完

成。听着介绍，摄影家们对大
乔粉业的生产加工能力赞叹不
已。

相比于大乔粉业的现代化
工艺，老吴家的小作坊仍保留
着手拍粉的传统工艺，只是和
面和拍粉换上了机械搅面和电
动拍粉工具。听说摄影家们来
参观拍照，几名正在漏粉的工
匠详细为大家介绍、演示每个
环节。正忙着导粉的王全顺老
人今年快七十岁了，是远近有
名的粉匠。当年他靠漏粉发家
致富，如今年岁大了，仍舍不得
丢弃这门手艺，谁家漏粉找到
他，他都爽快地答应，干起活来
还是当年那股劲头。

这边还在拍摄、采访，热情
好客的老吴已经让老伴煮好一
大盆水煮粉，又端来一大碗辣
椒酱，招呼大伙一起品尝。看
着大家吃得美滋滋的样子，老
吴说这叫原汤煮原粉，不知要
比饭店、食堂煮的水粉好过多
少倍呢。

一天的随访，让我看到了
三青山镇这个粉条特色小镇的
风貌，领略到这里是名符其实
的美丽乡村，也感受到这里淳
朴的民风，特别是对粉条加工
的传统手工艺有了清晰的了
解。

三青山镇的马铃薯种植和
粉条加工名声远播，拿过不少
国家级奖项，成为我省传统农
业的一张名片。近年来在打造
特色小镇上，他们下了很大功
夫，让这一特色产业迸发出更
大的生机，我相信，这里也必将
成为我省乡村旅游的打卡地。

土豆花开迎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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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是由人力脚踏蹬动
的，有两个车轮的陆地交通工具，
俗称脚踏车或单车。自行车无噪
音，无污染，重量轻，结构简单，使
用维修方便。既能作为代步和运
载货物的工具，又能用于锻炼身
体。

上世纪60至70年代，自行车
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与缝纫机、手表被列为三大件，成
为一个家庭是否富裕的象征。那
时自行车是紧俏物品，要凭票购
买。如果有人骑上自行车，就会
吸引许多羡慕的眼神。上世纪80
至 90 年代，自行车逐步普及，凤
凰、永久和飞鸽是当时的名牌产
品。中国自行车的产量、消费量
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是
一个自行车王国。每逢清晨和傍
晚，滚滚自行车流在中国的城市
中移动，形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
风景。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中学
读书时，非常向往有一辆自行车，
哪怕是旧的。我们学校组织学生
去亮甲山旅游，我看见一部分同
学骑着自行车，轻松愉快的样子，
非常羡慕。没有自行车的同学，
25里路只能徒步往返。

1974年，我参加了工作，自行
车的梦想还没实现。记得在1975

年的秋天，我和前院的邻居结伴
走着去亮甲山采菠萝叶，用它来
包“粘耗子”。我采了一袋菠萝
叶，足足有20多斤。扛在肩上，刚
开始还没觉得累，越走越觉得沉
重。正在路边休息的时候，从南
边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近前
一看，是街里的熟人。他一看是
我，了解了情况，就主动帮我把菠
萝叶驮回家。没有了负担，我感
到轻松愉快。但心里也想，何时
自己能有一辆自行车呢？

大姐知道我特别喜欢自行
车，在1977年的秋天，就把她家的
一辆旧“飞鸽”自行车给了我，从
梅河口通过火车托运到了榆树火
车站，当我接到“到货通知单”时，
兴奋得半宿没睡好觉。第二天清
早就乘客车到榆树火车站货运
处，取出了自行车。我开心地骑
着自行车到家，70多里的路程也
没觉得累。我把自行车反复擦了

几遍，又把前后轮卸下来，给轴承
上了黄油，骑起来更轻便。

当时我对自行车的构造也不
太了解，还想给车把转动轴上点
油。拧下了车把芯，可是车把就
是拿不下来。问了修车师傅，才
知道，车把下面有个下粗上细的
铁砣，嵌在车把下面的豁口里，拧
紧把芯螺丝，车把就紧了，要想拿
下来车把，伸里把芯，用锤子一
敲，铁砣就掉了，车把就拿下来
了。回家一试，果然如此。

要想保养好自行车，一定要
学会修理，于是我到书店买了一
本《怎样修理自行车》，有了它，修
理自行车就方便多了。我还买了
锉和胶水，学会了粘补车内胎。
骑自行车上下班，非常方便。有
几次上榆树函授学习，我都是骑
自行车去的。

在 1988 年的时候，妹妹调转
工作去了外地。她有一辆买了一

年多的“红旗”牌二八型自行车，
还很新，于是我就留下了妹妹的
自行车，把旧自行车卖了。我特
别注意保养这辆自行车，尽量不
让它在阳光下暴晒，不让雨浇。
每年秋天都彻底检修一次，给车
轴上一次黄油。达到车子停在那
儿，蹬一下，车轮有来回转的标
准，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我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卖了十
年的春联。1990 年至 1996 年的
冬天，放寒假以后，我就骑着它驮
着装对联的箱子，到邻近乡镇的

集市、村屯去卖对联。骑着它，走
过光滑如镜的路面，推着它，走过
一尺多深的积雪。它总是忠心耿
耿，不知疲倦地为我工作，自行车
真是我生活的好伴侣。我有时
心里郁闷，就骑上自行车疾速
行驶在乡间的公路上，任风拂
过我的脸庞，心情就会逐渐舒
畅起来。

我骑车上下班，走亲访友，磨
面买菜，短途旅游，这辆自行车给
我作出了很大贡献！

这辆自行车已有30多年的历
史了，我现在还经常骑它上早市
买菜，性能仍然很好，骑起来非常
轻便。

现在私家轿车遍地都是，骑
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我对
自行车依旧情有独钟。骑自行车
能提高心肺功能，锻炼身体，骑自
行车方便快捷，低碳环保，好处多
多。我爱我的自行车！

我的自行车情结
朱乃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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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着藤尖的卷须赶路

风与蝶很早醒来

朝贺小院开花的风景

打理着蓬勃藤蔓的院主

成为水彩画中的焦点

篱上迁延的长藤

只要开出哪怕很小的花

都会留下一枚瓜果——

在夏天，花不会辜负

摇曳生姿的夏天
徐天喜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