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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多山，起伏跌宕，层峦叠
嶂；也有无数条小溪和小河淙淙咚
咚流淌，奔流不息。可谓是山呵护
着水，水滋润着山，山青水秀。在
梦里，我时常看见家乡的山、家乡
的水，和父老乡亲，尤其是漫山遍
野的蜜桔树，常勾起我无限的相思
和温馨的回忆。

家 乡 开 门 见 山 ， 却 不 属 于 山
区，而处在丘陵地带。没有平原一
马平川、一望无垠风光，也没有平
原地区稻花香千里的气韵，但，也
有 无 数 稻 田 遍 布 在 山 腰 上 、 山 洼
处、和沟壑里。耕地自然数山坡地
多，耕作起来没有平原地区一犁数
里那么顺畅。聪慧的乡亲，为省去
劳烦的耕作，多年前在不少险峻的
耕 地 栽 培 了 不 少 蜜 桔 树 ， 房 前 屋
后 、 田 间 山 坡 ， 举 目 四 望 一 片 桔
绿，莽莽苍苍，几乎都成了桔树的
海洋。

四月来临，家乡的原野上总会
零落一层薄薄的雪。那是无数乳白
色的桔花朵露着笑脸挂在枝梢上形
成 的 花 雪 ， 致 使 原 野 上 也 一 片 温
馨 。 桔 花 是 清 香 型 的 花 ， 花 朵 汇
聚，花香聚晶，馥郁又芬芳。细瞧
花 朵 ， 五 片 洁 白 的 花 瓣 围 成 一 朵
花，中央捧着嫩绿的花蕊，酷像桔
花吐出来的舌头，甚是惹人怜爱。
有花朵的地方自然会惹来蜜蜂。无
数只蜜蜂，总会从四面八方拥来，
聚集在桔花丛间一起做工，在一片
嗡嗡嗡的轰鸣声里，把花粉采集到
蜂腿上、沾附在躯体上带回蜂巢，
然后酿成营养价值极高的蜂蜜。我

曾翻阅史料，发现历史上有不少文
人墨客对各种各样的花都曾赐过赞
美之词，唯对桔花赋予的赞歌的少
之又少。我想：大抵是桔花的躯体
弱小，而很难引人注意罢了。

然而，桔花似乎并不顾忌那么
多 ， 依 然 在 该 绽 开 的 时 候 自 然 绽
开，在原野上默默地吐着芳菲，增
添芬芳。一惯来，桔花几乎都是以
这种自甘平朴的姿态，沉寂无声地
抛开种种世俗的庸见与势利，把自
身的劲全潜藏在对能量的积蓄上，
用生命最后孕育出比花朵大几十倍
的果实来。其胸怀博大，其涵养极
高。

花开必会有果。到了夏季，便
到了桔果成长的旺季。家乡的原野
在烈日下时常尘土飞扬。蜜桔树似
乎对桔果有保护的天性。桔叶尽可
能的遮蔽着那些桔果，生怕桔果沾
染到世间尘土。桔叶几乎变成泥土
一样的颜色了，用手一摸甚至能见
灰 尘 散 落 ， 桔 果 上 却 很 难 寻 见 染
尘，仍然一片青绿。尤其在雨风交
替的日子里，风停雨歇后走进蜜桔
丛林，会发现，多数桔果像是躲在
风雨空隙里似的，水滴及诸如桔叶
上的泥印在其上是很少见的。直到
桔果长大快成熟时，桔叶似乎实在
没办法再保护蜜桔了，只好任其自

然生长。
十月金秋，蜜桔果形象一串串

大玛瑙挂在桔枝上，橙黄橙黄，把
桔树衬得别样沉。一个个鹅蛋大的
果子，把桔枝全压弯了腰，全向着
泥土，在莽莽苍苍的桔丛林里闪烁
着金色的光芒。那一个个桔果，一
两毫米厚的桔皮内裹着簇拥成球状
的 桔 瓣 ， 内 含 多 种 营 养 成 分 ， 有
糖、柠檬酸、维生素 C、蛋白质、
胡萝卜素、维生素等，甜酸适度。
望则垂涎，闻则想吃，桔香十分浓
烈。行人每每从蜜桔丛林经过，总
会情不自禁地摘几个蜜桔解馋。乡
里乡亲也毫不吝啬。只是有的乡亲
见青青绿绿的桔枝上显露出不少白
色梅花状的桔疤，甚至见有的桔枝
被折断遗留到路边了，才会在蜜桔
树上挂起纸牌子：蜜桔可以摘，但
要注意保护桔子树。给予温馨的提
示。后来桔枝上的梅花桔疤少了；
蜜桔逐日减少的幅度，相比以前也
小了。这种提示，情暖山野。

其实，桔树并不高大，就是一
种普通的灌木而已，高及人头，低
至 人 胸 。 可 它 能 够 结 出 满 树 的 果
实，而且香醇甘甜。树的枝干，看
上去也是那么精瘦，却能挂起百斤
果，仿佛永远都在竭尽所能让人们
得到更多收益。一棵桔树，一般能

挂到三百斤左右的蜜桔呢。纵然满
树的蜜桔把桔枝压得弯下了腰，但
桔树似乎从来都没有丝毫委屈感和
埋怨心，总在奋力成长，一直到果
熟蒂落被人们收走的那一天。

从开枝散叶到开花结果，过程
漫长艰辛。蜜桔采摘后，桔树更加
辛苦。蜜桔收完，季节已到秋末冬
初 ， 桔 树 需 要 储 备 足 够 的 养 分 过
冬。一旦营养不足，在冬天不是冻
死，就是会生虫生病。为防桔树受
冻受损，收完蜜桔后，人们总会择
日给桔树刷上石灰水，刷在树的蔸
部和枝栉上，再施适量的肥，努力
让桔树安然过冬。在冬天里，往往
桔树死得少，但生虫的多。这种现
象无法立即发现，直到第二年桔树
开花时，见到许多桔花的花蕊生了
蛆，才明白是去年给桔树的养分不
足。然而桔树依旧尽自己最大的能
力挂果，只是对蜜桔品质的好坏无
从把握。以至于秋天来收的果实有
不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人
们凭借丰富经验，对良劣混杂的蜜
桔总能明晰分辨。那些外表漂亮得
发光的蜜桔会被丢弃，色泽中润的
桔果会被留下来储藏或售卖。

桔树的品德总是如此高洁。它
的 抗 压 能 力 ， 也 总 是 那 么 非 同 寻
常。极其耐旱，对土壤的要求也不

苛刻。只要有少量水的地方，它都
能够顽强地生长。在土层稀薄的地
方，哪怕在卵石散布的河滩上和砾
石 零 乱 的 石 窟 里 ， 只 要 能 放 下 桔
蔸 ， 它 就 可 以 开 枝 散 叶 、 开 花 结
果。在环境恶劣土壤偏薄的地方，
结出来的蜜桔多半香醇；反之，在
土 壤 或 沙 土 厚 的 地 方 结 出 来 的 蜜
桔，不是味淡就是味酸；在寻常土
壤里生长的那些桔树，尽管人们尽
量施足肥料给足养分，但结出来的
蜜 桔 往 往 也 味 淡 或 酸 涩 。 乡 亲 们
说：只有经历过磨砺的蜜桔，才会
成为桔中上品。

蜜桔并非名贵水果，但总令人
喜爱。就连掉在地上没有完全成熟
的蜜桔果，乡里乡亲也不会舍弃它
们，会把它们拾捡回家，把桔皮和
桔瓤分开，丢掉桔瓤，把桔皮洗净
后蒸煮、晾干，制成中药材陈皮。

“陈皮当茶，能提高免疫缓困化痰
养颜护肤”——这已是家乡早年就
有的俗语了。

蜜桔和蜜桔树，总能给人们不
少生活和精神上的慰藉。一蔸蔸蜜
桔 树 ， 顶 着 风 雨 ， 饱 经 风 霜 和 日
晒，哪怕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依然
在家乡的土地上默默地努力生长，
用它毕生的能力挂果，供给乡亲，
供给人们。我爱家乡的蜜桔，更爱
家乡的蜜桔树。

灌木原本寻常物，斟酌却有高
尚处。桔树的涵养和品格，于纷尘
的世界中已然是一种圣洁，我愿为
其讴歌，我愿做一棵桔树，一棵永
葆乡土物色的蜜桔树。

家乡的蜜桔树
谭向东

桑植的葛，远近闻名。
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物”。经桑植原始森林

的玉露、泉水滋润，孕育出的一方好物——野生葛
生长在海拔 1200m 的高山之上。这，得天独厚的自
然优势，为有“南葛根北人参”之赞的葛根，提供
了无与伦比的生长环境。

葛，为豆科植物野葛，其主要成分是淀粉。此
外，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包括大豆 （黄豆） 甙、大
豆甙元、葛根素等 10 余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以及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营养成分。此
外，还富含胡萝卜素、香豆素类等。

葛，一身都是宝，可做菜。将新鲜的野葛挖出
来后，洗去泥土，刨去外皮，切成合适的方块，与
排骨放入砂锅之中，文火慢炖，不急不躁。之后，
掀 起 锅 盖 ， 淡 淡 的 葛 根 之 香 与 排 骨 的 肉 香 杂 糅 一
起，甘凉可口。野葛中的葛根素，可使冠状血管阻
力下降，冠脉流量增加，可改善缺血心肌氧的供需
平衡，亦有明显的抗心率失常的作用，与肉炖菜，
适合馋嘴的中年人食用。排骨葛根汤，而今已成为
桑植的一道名菜。

桑植九天的野生葛粉，采用生长在张家界澧水
之源的高山丛林中数年以上的老葛根，匠心工艺，
土家传承。先将老葛根去皮切块，加水打细腻，倒
入 粗 纱 布 ， 滤 出 水 后 ， 静 置 水 缸 中 。 好 几 天 的 沉
淀，将上层的水全部倒出，缸底可见乳白色的葛根
粉。舀出这些湿润的葛根粉，再次用粗纱布包好，
悬挂沥水风干。再过几天，切细沥干水的葛根粉，
分装，便是正宗的桑植葛粉了。这样的传统做法，
不仅保留了葛根粉纯正的原味及丰富的葛根素，还
因百斤葛根只得五、六斤葛根粉，弥足珍贵，被誉
为“张家界的特殊礼物”。

葛粉冲泡，看似简单，却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技术”。先取适量葛粉，放入碗中，加入少许冷
水，搅拌，至葛粉充分溶解。然后，加入刚沸腾的
水 ， 搅 拌 ， 至 葛 粉 呈 透 明 糊 状 ， 看 上 去 ， 晶 莹 剔
透。冲泡葛粉的秘诀，水一定是刚沸腾的水。一股
股滚烫的冲劲，直愣愣地扑进柔绵的葛粉里，发生
美妙的碰撞，呈现出的是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这时，再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蜜糖、红糖、枸杞
等等，口感更佳。

一勺葛粉入口，蜜糖般的香甜，伴着黏糊糊的
口感，但又立马顺滑而下，温暖胃，将葛根的全部
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

葛根口香糖，吃起来，舒服得很。无论你去哪
里，带上它，香粘着你。当你乐了，累了，随时可
以拿出来嚼，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味，越嚼越精神！

除了葛根菜，葛根粉、葛根糖外，葛根饮料、
葛根酸辣粉，葛根面、葛根茶、葛根饼，等等，其
味道也是原汁原味、新鲜直达，令人回味。

这，就是桑植葛根独特的味道。

桑植的葛
谢德才

近段时间，老家房屋整修，我
隔段时间，就往老家朝阳汪家岗跑
一趟。

去老家的路有三条。从县城出
发，往零溪方向，可直通老家，这
是首选。这条路宽敞平坦，平时走
得最多。其次是往柳林铺方向到坪
山村过澧水河，然后翻越洞溪湾，
上垭，下山即到。这里澧水河段没
有桥，也没有轮渡，只有走路或骑
车，小时候常走这条路。还有一条
是从岩泊渡镇过澧水大桥，翻五里
冲，反面下山就到老家。

五里冲位于慈利县岩泊渡镇金
鸡村境里，是连接原朝阳乡和岩泊
渡镇的交通要道。往年，五里冲只
有 一 条 羊 肠 小 道 镶 嵌 在 高 山 密 林
中。近些年修了公路，通了车。山
两边的人们出行都要打这里经过。
记得小时候跟母亲一起走过一回五
里冲，几十年过去，已经没有什么
印象了，只隐约记得山顶垭口有一
个渡槽，渡槽下面风大凉快，风景
也不错，我和母亲曾在渡槽桥下面
的岩石板上歇过脚，乘过凉。

时光飞逝。因为怀旧，我一直
想走一趟五里冲。

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也就常常
把想走五里冲的话挂在了嘴边。母
亲听后极力反对，说五里冲的路又

窄又陡又急又阴森；姑姑听了也不
让我去，说那路她走过一回，路不
好走且危险。并说起那年老弟从外
地回来，走了一趟五里冲，结果车
开到那里，下起瓢泼大雨，差点困
在了那里。我好奇心强，母亲和姑
姑越这么说，我就越想去。

五一假期，我独自驾上车，悄
悄朝五里冲出发。

过了岩泊渡镇澧水大桥桥头，
我开启了导航。导航指令：右拐，
右拐，右拐。在桥下面转了大半个
圈后，过火车路涵洞，一条直路直
指远处的山边。

很快就到了山脚。只见树林边
露出一段向上的窄路，上坡就是一
个倒拐子弯，又窄又陡又急，正如
母亲和姑姑所说——“路不好走且
危险”。路刚好一车宽，连会车的
地方都没有，我心里“咯噔”了一
下，小心翼翼地向前开去。

这是个长上坡。我挂上一档，
双 手 紧 握 方 向 盘 ， 两 眼 紧 盯 着 路
况，右脚谨慎地踩着油门，集中精

力，准备一口气冲上山顶。
车在林中向上疾驰，连拐几道

陡急弯后，忽然看见前面上坡弯道
上停着一辆下来的货车。真是哪壶
不开提哪壶，跑这样的窄路，怕的
就是堵车，之前还在想千万不要堵
车，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而且
还是辆货车，心中暗暗有点后悔。

这时，我前面一辆小车的司机
及其伙伴下了车。他们开始仔细勘
查 路 况 。 要 货 车 往 后 退 是 不 可 能
的，货车拉得有货，又是弯道又是
陡坡，很不好退。这时，后面过来
的几辆小车也全部都停了下来。

最先后退的是我前面的车，在
倒到离我车头近两米的地方停了下
来。我也连忙挂上倒挡，小心翼翼
地往后倒车。“不行不行，快擦到
车 了 ！” 车 后 一 位 女 士 大 喊 起 来 ，
接着又大叫：“你是新手啊？！”我
忙回她：“我技术差！帮我看着点
车！”说完我扭头一看，真的差点
就擦到人家的宝马车了！此时，前
面那辆车已靠山边停下，一边轮子

搁在水泥路边缘。此时，货车也已
慢慢开到我跟前。正当我进退两难
时，前车司机向我打着势，要我向
前往山边靠。我看水泥路边缘那么
高，一旦搁车，麻烦就大了。前车
司机见我犹豫，大声说：应该没问
题。事已至此，我也只得将车慢慢
往山边靠去。这时，底盘发出了刮
擦声，车也只有一边轮子在水泥路
上了，我不敢再往前走，一看驾驶
室已快挨到了货车的前轮。我探出
头看了看，估计货车得过去了，就
叫货车司机先过去。货车司机不敢
开，还要我前进一点。我不能再前
进了，再进真要搁车了。就鼓励货
车司机先过去，他这才谨慎地挪动
着货车，刚好贴着车身通过。

货车过去后，我大大地松了一
口气。

经过这一关，再上面的几次会
车就容易多了。我本想一边慢悠悠
地 爬 坡 ， 一 边 欣 赏 下 五 里 冲 的 风
景。可一想到这路太窄，如果对面
再来一辆大点的货车就糟了。心里

一 急 ， 就 再 也 无 暇 欣 赏 眼 前 的 村
庄、农舍、小溪。

经过一段起伏的地势，再冲上
一个陡坡，终于上了垭。眼前顿觉
豁然开朗。我用眼睛余光迅速扫了
扫左侧和前方，并没见到当年印象
中 的 渡 槽 。 不 一 会 儿 ， 车 开 始 下
坡。一阵急驰，到了田儿垭三岔路
口，这里的路开始变宽。为了不影
响别的车，我打开右转向，靠边停
车。

几 秒 钟 后 ， 后 面 的 车 跟 上 来
了。经过时，宝马车上的女士冲我
笑了笑。这笑，不应该是笑我技术
差吧。不对。这笑，也许是对我的
赞 许 和 鼓 励 。 我 自 作 多 情 ，“ 叭
叭 ”， 忙 按 了 两 声 喇 叭 ， 以 表 谢
意 。“ 叭 叭 ”， 对 方 也 立 即 回 了 两
声。我突然醒悟：五里冲，一群陌
生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刻，能团结
一心，互帮互助，共渡难关，这才
是令我铭记一生的。瞬间，心灵深
处，一种莫名的感动油然而生。

前不久，听县委办向主任说：
五 里 冲 这 边 马 上 要 修 一 条 旅 游 公
路 ， 直 达 朝 阳 地 缝 。 这 是 个 好 消
息。到时，远方的游客来五里冲旅
游，会更方便快捷。完全不用操劳
和我一样的“会车”。

相信五里冲，明天会更好。

五里冲
汪珍玺

锦绣太平，绿色画廊。生态文
斗，启蒙粮仓。山清水秀，云雾叠
障。千载生玉龙，万古流长江。裕
和水泽低丘，新街山毓碧苍。膏腴
宝地，物阜民康。

太平山郁郁，油茶苍苍。脉系
华夏之壤，根植天府之乡。汲天地
之灵气，得日月之祥光。眺茫茫之
碧海，赏袅袅之景象。花五瓣乎白
雪，蕊一团兮金黄。蜂飞舞萦萦，
采冷香酿玉液；植满百乡呈芳菲，
入 得 万 户 而 溢 香 。 一 生 奉 献 不 偷
懒，送毕油香备蜜糖！诗人笔下高
品德，食者口中长寿汤。

青山绵延，绿水徜徉。奇树苍

劲有力，虬枝遒雅向阳。不与群花
争 艳 ， 未 曾 奇 树 攀 上 。 梅 雪 羡 其
花，花姿高洁；桃李妒其果，果油
剔透。晚秋醉重阳，霜寒披锦妆。
于是花果与共，抱子怀唱；仙果金
黄，甘露成浆。玉液无以媲美，食
油 唯 其 独 香 。 蜚 声 欧 亚 ， 享 誉 大
洋。治疾病，是良方。可清胃，可
润肠。美容颜，促健康。抗衰老，
通 便 畅 。 调 分 泌 ， 降 葡 糖 。 驱 头

皱，美名扬。制癌症，有特长。壮
精神。斗志昂。其心美，其德芳。
内服强身，外治痒疮。养颜明目，
瘦体滋康。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
安得幸福芳！

吴雨润，楚风晾，黄袍山月巧
梳妆。光彩夺目群星闪，颗颗红灯
赛乒乓。溪头陌上人如织，秋果盈
担又满筐。尽吮日月精华气，子实
饱 满 称 “ 果 王 ”。 自 古 典 籍 多 有

载，千年一脉茶油香。中外食油知
多少，唯有茶油最芬芳。皇家凭此
得御膳，百姓唤它孟婆汤。

圣贤树，山茶油，营养丰富是
琼浆。百年风水轮流转，万古诗情
自在扬。油茶本是龙传人，与我同
肤同炎黄。同怀壮志立天地，笑看
风云屹东方。多栽茶树园林雅，振
兴乡村奔小康。洒向人间都是爱，
敢教世界竞芬芳。

呜呼，看古村日新月异，喜油
茶田家富民康。异时同地，共脉同
疆；先祖拓业，后辈荣昌；安幽境
而瞻天下，居偏隅而谋四方。借振
兴 乡 村 之 大 政 ， 建 彩 虹 田 园 之 康
庄；中庸致和，道义担当。鉴古思
今，民本为上；光前裕后，特色弘
扬。欣逢盛世，抢抓机遇兮，赓续
小康；融身时代，傲立潮头兮，再
铸辉煌。

壮哉！桑植林业兴，河口茶油
香。雄起！溇澧与四海融通，华夏
同五洲共襄。安逸！开发小茶果，
润育大市场。矢志茶山，泽及华夏
国疆；笃行大业，福荫社稷安康。

山茶油赋
黎昌华

很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相同的
感慨：同在一个单位上班、同样
的学历，甚至在同样的岗位做同
样的工作，为什么有的人总是业
绩 更 好 、 工 资 更 高 、 待 遇 更 优 、
进步更快、更能够获得领导的信
任？而有些人把工作当任务，拖
时间、磨洋工，连自己都不满意
自己的工作。

一个企业或团队，不要求每
个员工都做到最优秀，实际上这
种要求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最起
码 的 是 ， 要 做 一 个 称 职 的 员 工 。
这样的要求并不低，有多少员工
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每时每刻都
称职了呢？所谓的称职并不仅仅
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应该
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不刻意计较得失。员工
之所以有不称职的行为，根源在
于太计较得失，总觉得付出多回
报少，这样就会有“差不多、还过得去”的思想，
久而久之就会“差很多，过不去”。一个企业和团队
并不要求每位员工都大公无私，完全不计较个人得
失。要想变成一名名副其实的称职员工，其实只需
要作一点点改变，看淡一点得失。每天多付出一点
点，有失必有得，我们会因此得到更多，我们的生
活以及整个人生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二是保持一定的激情。同一项工作做久了就会
产生厌烦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有些人却能很
好地坚持，在平凡而单调的工作中做出了成绩。这
些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人需要保持一定的激情，有
了激情就会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就会在工作、生活
中严于律己，使自己不断完善，不断走向成熟。能
做到这样，不管这种热情的动力来自家庭、荣誉、
承诺还是兴趣爱好，以这些种种的热情对待工作，
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员工。

三 是 要 报 有 感 恩 的 心 。 很 多 员 工 对 单 位 和 老
板、领导、主管的态度是尊敬、害怕，甚至畏惧、
对立。有很多人可能会很反感的认为：“什么，感
恩？感谁的恩？感老板、领导、主管的恩？要对他
感激涕零吗？要报答他们吗？”是的，要学会感恩他
们。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给我薪水，使我得到
温饱，有能力养家湖口、孝敬父母，使我习得一技
之长，并能在社会上堂堂正正地做人，单单因为这
些，我们就应该满怀感激之情。常怀感恩之心，就
会对工作更加上心，最起码就能做一个称职的员工。

四是要保持积极的态度。称职优秀的员工都是
具有积极思想的人。这样的员工在任何地方都能获
得成功。而消极被动对待工作的人，是在工作中寻
找借口的人，是不会受领导赏识的、团队欢迎的。
人们常说态度第一，聪明第二。自身的工作态度和
举动，也会影响到大家的看法和印象，“不为过失找
借口，只为成功找方法”，经常以积极谦虚的态度请
教他人，把工作做好。态度决定一切，态度端正
了，自然就会称职了。

如何做一名称职的员工

严清

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