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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报道，“五一”假期期间，运城在
全国“最受游客欢迎”的20个小众旅游目的
地中，位列第二，逐渐站到了C位。一座充
满生机、活力四射的“国宝第一市，天下好运
城”的好运之城熠熠生辉，扑面而来！

这是一座美食之城。从东湖农贸市场
早市的闻喜葱花饼、馉圈馍、牛肉丸子汤、夏
县浆饭和麻辣羊蹄，到食客爆满、烟火气逼
人的黄河夜市，再到散落于大街小巷饭店宾
馆餐桌上的关公羊肉泡、关乡大刀拨面、绛
州铜火锅、芮城泡泡油糕、万荣特色系列蒸
菜、永济牛肉饺子、北相羊肉胡卜、干烧黄河
鲤鱼、河东大盘鸡等等，这些被东道主一直
传承和改良的每一道美食，都浸透了河东人
的才情和智慧，味道醇厚，撩人味蕾。如此
这般，谁能抵得住？以至于那些遍尝海味山
珍、走南闯北的“大佬”们也啧啧称赞：真是
别有特色，好吃看得见，要的就是这个味！
其实，河东的美食有多少种确实不好说，但
是比如稷山饼子、芥末凉粉、面汤煮馍，甚至
是街边的馍夹菜、霸王菜、河东大烩菜等，都
是简单而接地气，备受青睐，就像河东人的
性格一样，热烈奔放、淳朴善良、豁达而低
调。关键还特别便宜实惠，难怪，节日期间
很多摊位前总是食客不绝，长龙浩荡。

这是一座魅力之城。生态之美不仅是
自身宜居首选，更是引客的“门脸工程”和

“硬杠杠”。近年来，荣膺”中国十佳魅力城
市”称号的运城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在
坚持生态优先的大手笔中主打了“三张牌”：
一是聚焦项目建设，强化生态保护修复；二
是坚持多管齐下，打好蓝天保卫战；三是聚
焦重点流域，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努力
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质
量”协同并进。据悉，截至目前已滚动实施
总投资1166亿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双十工程”，“五条绿色长廊”建设渐
入佳境，万元GDP能耗强度同比明显下降。
如今的运城百姓在生态环境中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一座城，皆是景。来
运城，春赏花、夏品绿、秋采果、冬观景，河东
美景沉醉于心灵，浸润到灵魂。徜徉在如画
的景致中，市民们一次次欣喜地发现，天更蓝
了，山越青了，水愈绿了，心情也更爽了。街
心花园随处可见，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外地
游客也惊叹：这里的“小三亚”一点也不输“原
创”，山西“小江南”果然名不虚传，这里的七
彩盐湖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这是一座温情之城。小长假前夕，政府
和职能部门就推出一系列“引客入运”的力
举：一是推出性价比高的八条精品旅游线

路，价格优惠；二是推出相应奖励办法，调动
旅行社和导游队伍的积极性；三是推出服务
保障，开通常态化“城景通”免费景区直通
车，涉及五条线路六个县（市、区）26个景区
景点。交警在主要街道上热情引导：外地观
光车在街边有序停放，只服务，不贴条。厚
道的运城人也不含糊，纷纷尽显地主之谊：
有热心的商家主动为外地游客免费提供矿
泉水；看到外地游客在美食摊位前排队，有
人马上撤出：“让人家来，咱啥时候过来都
行”；碰到外地车找车位，有市民主动腾出车
位热情招呼。更有穿梭在早市和繁华地带
的“红马甲”们身体力行，默默付出，成为这
座城市一道暖心而亮丽的风景线。关帝庙
一位讲解员看到甘肃游客拍照特意停下来，
等拍完后接着讲解……这些体贴入微的细
节虽不惊天动地，却温情四射，让大美河东
的“印象分”瞬间徒增。

这是一座好运之城。地处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中心地带的运城历来人文荟萃，人
才辈出。关羽、柳宗元、王勃、司马光、薛仁
贵、吕洞宾等历史名人都出于此；荣获”特级
航天员功勋奖章”、四度飞天的航天员景海
鹏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除了全球三大盐
湖之一的运城盐湖、德孝文化起源地舜帝
陵、天下第一武庙解州关帝庙、《西厢记》爱
情故事发生地普救寺、四大名楼之一鹳雀楼
等名胜景点以外，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6205

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102
处，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作为中华民族的主
要发祥地之一，西侯度、匼河等旧石器时代
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了远在一百八十多万
年以前，人类即在此活动生息，比北京山顶
洞人的历史提前了一百多万年。“城在景中，
景在城中”！在三季有花、四季有彩的参天
绿树、繁盛野花间行走，眼中是千姿百态、鬼
斧神工的山水林石，洞潭溪瀑；耳畔是溪水
潺潺、鸟兽和鸣的自然欢歌……如果说古今
华夏文明与瑰丽壮美的自然奇观，为运城积
淀了独一无二的旅游“富矿”，那么借势而
为、打好文旅特色牌，则为这座美丽的凤凰
城走出山西乃至走向世界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在央视新闻和短视频平台“去山西
运城、游永乐宫、看七彩盐湖”新闻口播的倾
情推介下，运城文旅部门在九个重点景区主
打“门票优惠、祈福护佑、演艺活动、亲子娱
乐、收集印章、美食小吃”六张牌，特别创新
推出了“关公门前耍大刀”“刘关张巡游互
动”演艺活动，彰显了特色，赚足了人气。

黄河怀瑾，条山握瑜。运城，一座历史
上的盐运之城，现在的幸运之城，更是一座
好运之城。穿梭其间，古中国和新运城交相
辉映，自然之美和人文之韵相得益彰。今
天，她正以青春的风采、灿烂的姿容，敞开热
情的怀抱，迎接地北天南的友人来这里打卡
赏游、品尝美食！

□广 洛

食味

好运之城

感悟

运城，一座历史上的盐运之城，现在的幸运之城，更是一座好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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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是举世瞩目的
革命圣地。4月15日，我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踏进了这座向往已久的历史名城，参
加东营市银协组织的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培
训班。遵义给人的印象是庄严沉稳、古老
传统的，洋溢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在这里，
我领略了巍峨庄严的遵义会址，重温了长
征曲折的历史，缅怀了革命先烈……

根据日程安排，我们首先参观了遵义
会议纪念馆。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在全党全军的
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
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
题，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走上了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
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并在
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

我们又到了红军烈士陵园和娄山关战
斗遗址，向革命烈士敬献了花篮，重温了入
党誓词。1935年1月7日，红军长征途中占
领遵义，为确保中共中央在黔北遵义建立
新战略根据地，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
二师第四团率部追击向北逃窜的敌军，以
防御川南之敌向遵义进犯。1月9日，中央
红军从关南发起总攻，迅猛抢占娄山关，取
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为遵义会议
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在娄
山关上感慨万端，吟出了长征中最为悲壮
的著名诗句《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
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
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描写了红军
指战员英勇鏖战的壮烈情景。

随后，在四渡赤水陈列馆，讲解员向我
们介绍了四渡赤水的整个过程，让我们见识
到毛主席的用兵如神，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英
勇无敌。走进陈列馆，多媒体沙盘用红色箭
头所勾画出壮丽诗篇：“来回穿插，四渡赤
水，佯攻贵阳，剑指昆明，虚晃一枪，巧渡金
沙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三军过
后尽开颜”。这段耳熟能详的长征史，用实
践证明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正确，正如陈列馆
里的背景音乐“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
兵真如神”所唱的，毛主席有足够的理由接

受这样的歌颂。但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用
兵真如神”依靠的是什么，是什么带领中国
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五天的培训是短暂的，带给我们的震
撼却是巨大的。这些革命纪念地，不仅让
我们学习了革命战争的历史，接受了灵魂
的洗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
血换来的”这句话的分量，明白铸造灵魂、
锤炼信念，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无论是“四渡
赤水”“五次反围剿”，还是娄山关战斗，革
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和心中的理想信念抛
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深深震撼了我，使我对
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
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
理想信念。今后，我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
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像那些革命先辈
一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长征途中，在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
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
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
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企图围
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中央红
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
利。所有这些，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祖
国的强盛崛起，是一代又一代革命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使我们更加热爱今天
和平繁荣、欢乐祥和的幸福生活，更加热
爱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更加激发了工作热情。这些红色纪
念地，承载着深厚的革命历史，记录着光
辉的革命事迹，弘扬着灿烂的革命精神。
历史的红色旅程虽然结束了，未来的红色
旅程却刚刚开始！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责任，立志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
贡献！以实际行动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
努力工作，不断创新，勤于思考，刻苦学
习，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态度
投入到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去。

通过这次党性教育，使党旗的红色更
深地烙在我的心中，让我更加懂得胜利来
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幸福来之不易。
昨天，遵义是一座丰碑，历沧桑，数风流，
名垂青史；今天，遵义是一艘航船，达长
江，通大海，乘风破浪；明天，遵义是一幅
画卷，美山川，绘锦绣，再创辉煌！

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韩继昌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自行车在一个普
通家庭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那个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的年代，在
各级领导干部交通工具的配备上，曾流传过
这样一段俗语：“县委书记帆布篷（北京212
牌吉普车），公社书记东方红（东方红牌四轮
拖拉机），大队书记双脚蹬(自行车）。”在改
革开放以前，倒是经常见到县上的大干部坐
着吉普车在路上奔驰，也见过公社干部常常
骑着自行车下乡，但没见过有人开着轰隆响
叫的拖拉机来。

那些年，村子里大队书记有自行车的还
真不多，每逢公社开会，地处偏远山沟小村
子的大队书记还得靠两只脚板丈量几十里
山路去开会。那时，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工分
值仅能换来毛数八分钱，大队干部虽说有点

“特殊”收入，但是靠这些钱想买回一辆自行
车，无异于现在一个月挣三千块钱的人想买
一辆劳斯莱斯，简直就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方
夜谭。

拥有一辆自行车，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
梦寐以求的一件大事情。自行车不仅用来
充当交通工具，而且能为一个家庭充当门
面。值得一提的是，自行车还担当着一个非
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年轻人结婚时女方所
要求的“三大件”之一。当时的手表、自行
车、缝纫机，算上收音机，合起来叫作“三转一
响”。那时市场上虽然各种商品奇缺，但是国
家也生产了不少名牌产品，就像“三大件”中
的“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自行车则
有“永久”“凤凰”“飞鸽”“红旗”等，都是当年
响当当的名牌产品。一个待娶的小伙子有了
这样的结婚财产，左邻右舍都会羡慕，更会引
来老丈人家高看一眼。那时，谁要是戴上一
块闪亮的上海牌手表，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
车带着姑娘出门，不亚于今天开着敞篷跑车、
戴着劳力士手表一样惹人注目。

我开始骑自行车，是在考上初中后。学
校距家三公里，由于住宿条件不具备，学校
决定让离家十里以外的学生住校，附近村子
里的学生带午饭走读。走读的学生早晚自
习不能耽误，和住校的学生一样照常上。这
就苦了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了。夏秋
两季还好说，上早自习从家走时天已大明，

下了晚自习天还未黑，一路上几个人说说笑
笑就到了学校回了家。冬春两季就受罪了，
早上走时，天还黑乎乎的，每天大人把我们送
出村口，等到所有的人集合起来，我们才开启
忍寒受冻顶风冒雪的求学路。晚上，下晚自
习后，天已大黑，又饿又冷的我们没有了打闹
说笑的力气，只盼着早点走到村口，让大人接
回家，端起那碗不太好吃的饭填饱肚子。

大人们看着小小年纪的我们念个书如
此受罪，有条件的人家便思谋着买一辆自行
车。那时父亲在县商业局工作，按当时的条
件，我家属于能买得起自行车的人家。只
是，那时的自行车属于统购统销的紧俏物
资，每年上头分配来的自行车指标没有几
辆，普通人家想买一辆自行车，先得拿到商
业部门开出的专门票证。在那个粮票、布
票、棉花票、煤油票等各种票证“横霸”市场，
买啥都需要票证的特殊年代，买东西时光有
钱没票也只好干瞪眼。尤其是自行车、缝纫
机等紧缺物资，一般人想搞来一张票，真是
比挣来买东西的钱都要难。

父亲当时虽说在商业局工作，有着近水
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但是父亲没有为自己走
后门，而是按照普通人购买自行车时的做
法，向商业局物资计划调配处递上申请，按
照一车一号的顺序排队等候，看哪天能轮到
自己。

恰巧，那几天，远在刘家峡水电站工作
的姑姑休假回家探亲，听说了这件事后，对
父亲说，她家里正好分到一张自行车票，因
家属区就在电站附近，家里已有一辆自行
车，不准备再买了。便让我父亲给姑父挂去
一个长途电话，让姑父把自行车代买下来。
没几天，一个木头箱包装的自行车不远千里
飞到了我家。打开包装箱，褪去层层包裹的
麻袋和纸片，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亮堂
堂地立在了我家的院子里。我晚上放学回
来，一进家门就看到地上支起了两辆自行车，
顿时欢呼雀跃起来，用手小心翼翼地触摸着
那辆新自行车，心里如塞满了蜜糖一样。

第二天早上，父亲把他那辆骑了三年多
的飞鸽牌 28大杠自行车的钥匙递到我手
里，让我骑着去上学。我想骑新车去学校显
摆一下的心情顿时失落下来。父亲看到我

不高兴的样子，拍了拍我的脑袋瓜说，先骑
旧车熟悉一段时间，等你骑车技术好了，就
让你骑新车。要不然好好的一辆新车让你
几天就磕碰坏了。

有了自行车的助力，在夏秋季节，早上
上学我可以早半小时到校，晚上放学时我也
可以延迟半小时回家，每天有了充足的学习
时间，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在初二上学
期附近两个乡校组织的竞赛考试中，我数学
和语文双双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当我
把两张奖状拿回家里，着实让全家人高兴了
一场。父亲高兴之下，当场和我交换了自行
车钥匙。

这样，父亲骑了没几天的永久牌自行车
便成了我的专车。这辆永久牌车皮实耐用，
跟随我在家——乡中——县高中的砂石土
路上奔波了近五年。除给轮胎充气、轴承上
油外，没有出过一点毛病。高中毕业考上大
学后，这辆车便交到了上乡中的弟弟手里。
当我把自行车钥匙递到弟弟手里时，就像给
弟弟递去了一根学习的接力棒，希望弟弟骑
着这辆自行车，好好学习，将来和我一样冲
进大学的校门。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在一
个偏远的乡政府。乡政府离县城 40里路，
县城离家还有 20里路，有一辆自行车便成
了第一急需。在父亲的资助下，加上我第一
个月领到的工资，在县城交电门市买回一辆
心仪的永久牌26式、大包链自行车。

随着后来的结婚成家、孩子出生、上学，
女士坤车、童车、山地车等不下十辆的各色
自行车曾走进过我的家门。儿子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后，购买了汽车作为代步工具。他
把在大学里买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托运回
家，便成了我上下班的专用工具。

不知不觉间，这辆永久自行车，又陪伴
了我五年，虽然从家里到单位的路不足二百
米，但我每天还是喜欢骑着它招摇过市，犹
如当年骑着那辆永久车去上学一样。

小城的街头，路上呼啸而过的是各种汽
车和电动自行车，少有的几辆自行车大多在
上学少年的身下飞驰。

近年来，人们出于健康养生和锻炼身
体的需要，脚踏自行车大有重返江湖的势
态，街上有了卖自行车的专卖店。随着环
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各种自行车赛事的开
展以及高科技元素的融入，我相信，不久的
将来，自行车一定会成为城市街头交通工
具的首选。

我的“永久牌”自行车
□白建平

地软是春天雨后大地上绽放的花朵，
尽管不以娇媚容颜示人，却于梦境中经典
乐曲般低回流连，绵绵地逸散出缕缕鲜香
味儿，那些贪恋地软美味的岁月恍然如昨。

地软，又名地衣、地耳、地皮菜。地软
是陕西的叫法，东北则称作皮木耳、土木
耳，皆因其颜色和形状都形似黑木耳。地
软是一种菌和藻的混合生物，每逢下过连
阴雨后，野地里、山坡上、河滩里的地皮上、
草丛里，都会时不时铺着一朵朵褐中泛绿
的地软，像大地盛开的花朵。我的故乡陕
北地区下过雨后，窑洞脑畔上也能经常捡
到地软花儿。其小小的菌丝，经淅沥春雨
的洗浴，逐渐展伸胀大，宛如泡发的木耳。

立春后，春雨绵绵，万物复苏。待雨后
初霁，碧空如洗，荒山野坡、草甸河滩上青
草碧绿耀眼，草尖儿上覆盖着一朵朵褐色
的地软花儿，那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第一
道绿色野味。放眼环顾左右，只见这儿一
簇，那儿一团，水灵灵、嫩生生、软绵绵地点
缀着漫山遍野。每一朵地软花儿，犹如一
只褐里透绿的耳朵，趴在草丛里，仿佛正仔
细聆听大地深处美妙的律动。怪不得有些
地方称其地耳，真是再形象贴切不过。李
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地耳亦石耳之属，
生于地者也。状如木耳。春夏生雨中，雨
后即早采之，见日即不堪。”地软犹如昙花
一现，想吃这种美味，就得抓紧时机，趁雨
后气候湿润捡拾，如果等太阳出来一暴晒，
地软不复水灵脆润，干缩成一团趴在地上，
再也无从拾捡了。

村里的孩子通常等不得雨停，便身披
雨衣，脚穿雨靴，呼朋引伴，提着柠条筐上
山捡地软了。那时节乡间物资极度匮乏，
大多数家庭根本没有闲钱给孩子买雨衣或
雨伞，但是天性乐观的孩子们自有办法，在
脑袋上披一个蛇皮袋折成的硕大帽子，细
细的春雨通常会顺着孩子补了补丁的裤管
一路洇湿下去。对于这个细节，孩子们不
管不顾，他们只是惊喜地将那些盛开在大
地上，软软的、滑滑的褐色地软花儿，一朵
朵采摘到筐里。有的孩子手脚麻利，不到
一个时辰就可以捡满一筐。

择洗地软是个精细活儿，一般由母亲
们去完成。巧手的村妇擅长粗粮细作，一
道野味也常常能被她们做出大餐的味道。
仔细除去夹杂在地软中的草屑，筛去沙粒，
反复用冰凉的井水淘洗干净，然后放入烧
得沸腾的锅内焯一下，捞出沥干水分，继而
加入事先泡发的核桃仁或杏仁，拍碎的蒜
瓣、精盐、食醋、生抽、味精等佐料，再丢入
几粒切得极细碎的小米椒，用热油一泼激
发出一股奇异的香味，有的还嫌香气不够
浓郁，需要再淋入几滴小磨香油拌匀，撒适
量葱花，装盘即可。一眼看上去，仿佛褐绿

色的天幕上点缀着无数洁白晶亮的星星。
这道凉菜，色味形俱佳，口感尤甚。地软似
木耳之脆，但比木耳鲜嫩；如粉皮之柔软，
却又比粉皮酥脆，润而不滞，滑而不腻，有
一种特有的爽适感。据说，此菜肴不但味
鲜美，还有清热明目的功效。

地软的食用方法很多，可凉拌、热炒、
熘烩、煨汤、作馅，可荤可素。陕北和关中
地区喜蒸地软包子。将地软洗净剁碎，加
入剁碎的豆腐丁、香葱，再放入适量佐料拌
匀做馅料，然后将发好的面团打碱揉匀，擀
成碗口大的面皮，略厚，将馅料裹进去，捏
出无数细碎漂亮的褶子，放入蒸锅蒸上二
十分钟左右，地软的清香味就从锅盖的板
隙袅袅逸散，扑鼻而来。此时，多强的定力
也无法让孩子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再
耐心候至锅内蒸汽尽逸时开锅取食，喷香
鲜美，食之不厌。那种菌类特有的清香和
肥厚鲜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

地软韭菜包子也是一道诱人的美味。
地软包子比肉包子要好吃很多，难怪儿时
村里人将地软比作天鹅肉。这种说法在那
个物质生活贫瘠的年代，算是一种阿Q胜
利法。天鹅肉都吃过了，谁还稀罕别的什
么粗茶淡饭，更不屑临出门时饿着肚子用
猪皮擦擦嘴皮，打肿脸充胖子作富人状。

陕南人则好吃米饭，常用地软炒韭菜，
或地软炒肉，其味鲜有奇香，香而不腻，是
极好的下酒菜，下饭也是绝配。陕南农村
还有首“地软歌”：地软地软，美味佳餐，天
天吃地软，胜过活神仙。

地软不但可口味美，据说还有保健美
容的功效呢。远在1400多年前，南朝齐梁
名医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性寒，味
甘，有滋阴润肺，解热清膈，排毒凉血，利肠
胃，益肝目的功效。在《药性考》、《太平圣
惠方》等许多古代典籍中都分别记载地软
有美容保健功效。晚清薛宝辰在《素食说
略》中写道：“以水发开，沥去水，以高汤煨
之，甚清腴。每以小豆腐丁加入，以柔配
柔，以黑间白，既可口，亦美观也。”

地软这种食材算得上雅俗共赏，它既
可入得御膳房，菜谱名日“鸭丁烩地耳”，又
可走进平民百姓厨房，成为救灾度荒果腹
佳品，更是丰年调节伙食的美味佳肴。据
《梧州府志》载，“葛仙米……此原非谷属，
而名为米，传云：晋葛洪隐此，乏粮，采以为
食，故名。”府志所言葛仙米，即为地软。恰
好记载了地软在灾年缺粮时，帮助人们救
灾度荒的事实。

随着人们日益对养生的重视，地软和
杂粮一样时来运转身价倍增，渐渐荣登大
雅之堂，进入豪华盛宴。在古都西安的大
街小巷中闲逛，随处都可以看到经营地软
包子、鸡汤汆地软、醪糟醅烩地软的店铺。
有时趁兴走进店里点一份，可是怎么也品
尝不出儿时吃到的地软那种汤鲜味美的感
觉了。也许现在外面卖的十有八九是人造
地软吧。不禁让人感慨，还是自然的东西
好啊，自然的东西自有其鲜活的纯正味道。

大地之花
□任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