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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玛格/文 苗青/图

在今天的香格里拉市城郊，活跃着一支以种
菜为业的外来民工群体。这些新型的农户人家，
利用香格里拉独特的日照环境和气候反差条件，
租赁土地、围栏搭棚、耕地播种，尽情发挥着自己
的种菜技能。在辛勤的努力下，种植出了品种繁
多、质量上乘的新鲜蔬菜，形成了香格里拉高原新
生的种植产业。

规模化的蔬菜种植彻底改变了香格里拉城区
蔬菜供需不足状况。从每年的春天开始，本地产的
蔬菜就开始抢占集市。夏秋季节，成批的鲜嫩蔬菜
源源不断地走进城乡居民家庭，不仅满足了本地市
场的需求，还远销到周边地区。如今，面对繁荣的
蔬菜产业发展，让人想起那些已经久远的机关单位
自力更生种植蔬菜的年代。

或许谁也说不清楚，香格里拉城区及周边的蔬
菜种植始于何年。由于海拔高、气候寒冷，可供蔬菜
种植的无霜期气候时间较短，早些年中甸城区仅有
零星的住户种植过蔬菜，并没有大面积种植蔬菜的
经验可循。城区大批量种植蔬菜的时间，只能追溯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解放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中
甸县城人口不断增加，而蔬菜供应成了一个突出问
题。靠外来供应，山高路远、交通不畅；靠本地发展，
城郊农村没有种菜的习俗。因此，那时候政府把解
决问题的着眼点，放到了机关单位内部来进行。

记得1962年的春天，我年满6岁，在县托儿所
里学习。一天托儿所阿姨们在大院里开挖草坪，让
小朋友们都到翻开的泥土里捉虫子，说要开始种植
蔬菜了。也就在同一时期，当我回到父母身边时，
看到县城所有机关单位到处弥漫着焚烧新开挖土
地的烟雾，人们都忙碌于积肥、挖水坑和整理土地
的活动中。那时我问父亲：“为什么到处都要种
菜？”父亲告诉我说，是响应县委的号召，叫做“自力
更生，奋发图强”。那时我年龄尚小，不能理解大人
说的话，还以为自力更生就是“犁地种菜”，奋发图
强就是“挑粪施肥”。但是，年少的我深刻感受到，
身边所有的大人们对开墒种菜有着很高的热情，耳
濡目染的也净是些有关种菜的事情。

“新种春蔬绿意新，丰收有道施浇勤。一把青
秧趋节令，‘三大革命’惊比邻（‘三大革命’是指：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是我上小学
的时候，在“乡村土教材”中学到的诗文，用它来形
容那时的机关单位种菜情景也很贴切。也就是在
那个年月里，每走进一个机关或单位，就能看到一
片菜园子；每每问询人们做什么，回答的都是种菜
地。那时的机关单位菜园子，倒像今天的单位绿
化地，不仅占据了显眼的地盘，还真成了单位住地
的一道风景。那时的人们喜欢看电影，也爱拿电
影里的台词说事。电影《地道战》中有句台词说：

“我们这里家家都有地道，处处都是洞口。”被机关
单位的人改说成：“我们这里家家都有菜地，处处
都是渠道。”那时的菜园子还有个时尚的名字，叫

“试验地”。当时，县城机关单位所有人员都在利
用早晚休息时间来耕耘“试验地”，“试验地”也就
成了机关单位的业余活动场所。

一发而不可收的“试验地”种植和带来的收
成，确实给机关单位带来了实惠，改善了单位食堂
和个人家庭的生活。那用汗水换来的可口菜肴，
让枯燥的一日三餐多了有滋有味的新绿。因而，
雷打不动的春夏季节“试验地”劳动，也就成了干
部职工比拼体力、展示技能和能力的舞台，而扮演
者都可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兼职菜农。为了种好
单位的“试验地”，有些外来干部会写信致老家的
亲友，请寄来蔬菜种子；本地干部则会在探亲归来
时，把家里的菜秧直接带回单位栽种。当时，经常

能 见 到 县 里
派 人 巡 视 各
单位的“试验
地”，还请来
农 科 人 员 上
蔬菜种植课，
让 种 植 典 型

单位传授种菜技术。
那是一锄一筐的菜农生活，更是一水一肥的

岁月风光。蔬菜种植在中甸县城区的蓬勃兴起，
情系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机关
干部职工的辛勤汗水浇灌下，“试验地”里种植出
了多种蔬菜，还摸索出了一整套适合高原气候的
蔬菜品种和种植方法。尽管当时都是在自然条
件下种植，且菜种都是自己选育的，品种显得相
对单一，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
代，每年的夏秋季节，中甸县城基本做到了蔬菜
自给自足。

山有山歌，水有水歌。从小在父母和身边大
人种植蔬菜环境中长大的我，小时候学会了这样
一首儿歌：“白菜花开黄生生，萝卜花开蓝茵茵，豌
豆花开像蝴蝶，韭菜花开一根芯。”在那个年月，不
仅小孩子唱的是蔬菜儿歌，大人们聊天调侃似乎
也离不开蔬菜的话题：有人为了讲究卫生，种菜不
施肥了；什么有人不懂得菠菜有公母之分了；某某
把萝卜秧子当菜吃了；有人种眉豆变成了牵牛花
了……。那时，蔬菜还成为人情往来的礼物。记
得1972年7月，县里发动了一次向修筑滇藏公路
工人捐赠蔬菜的活动，那时我在读中学，学校小马
车载上一车蔬菜送到了公路养护段。1974年“八
一”建军节，学校宣传队到驻军部队慰问演出，也
是给部队带去了蔬菜。

记得小时候有一篇课文叫《蚂蚁和蟋蟀》，
说蚂蚁很勤劳，秋天储备下了冬天的粮食。而
蟋蟀很贪玩，到了冬天没粮食吃。而在那时的
中甸机关单位里，每当深秋时节，都要演绎一遍
这个故事。人们忙活着把收获的富余蔬菜保存
下来，以便寒冬里也能享用蔬菜。要把大量的
蔬菜保存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
人们只好采用“上天、入地”，“上场、进缸”等各
种方法来保存蔬菜。所谓“上天”，就是把经霜
冻的蔬菜洗净后，选择背阴处悬空风干。之所
以叫做“上天”，是怕牲口啃食而高悬于空中，风
干后蔬菜便是冬天餐桌上爽口的“干板菜”。所
谓“入地”，就是挖一个深坑把新鲜蔬菜埋入地
下窖起来，这样可以使蔬菜保鲜一两个月。“上
场”就是把块茎类的菜切开，铺到场地上让阳光
暴晒，制作成“萝卜干”、“莴苣干”之类；“进缸”
就是把蔬菜制作成腌菜。

尽管采取了五花八门的蔬菜保存方法，但要

细水长流地熬过整个冬天还是很难做到的事。在
漫长的冬季里，机关单位的食堂很难保证每餐一
菜一汤生活。那时，日复一日会出现在餐桌上的
两道菜是洋芋和豆腐。为此，人们把这两道菜戏
称为“天麻炖猪脑”。为了不让“天麻炖猪脑”吃得
让人生厌，回老家探亲的干部职工，必不可少地会
带回来两件“礼品”：一是辣椒粉，二是麻辣酱。正
是这五香麻辣的味道，让当时的州县级机关干部
度过了一年又一年高原生活，也让他们热衷于一
年又一年的蔬菜种植，逐梦在一年又一年的丰收
之中。或许这就是他们朴实的品质，也是吃苦耐
劳的作风。

1971 年 4 月，我到中甸一中（现香格里拉市
一中）读书，比同班同学进校晚了一段时间。当
时学校实行“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教学制度，
而班主任段大信既是学校数学教学骨干，又是学
农基地的“权威人士”。段老师见我之后便说：

“你初来乍到，就不用出早操了，给你个任务，每
天给新栽的菜秧子浇水。”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后
来才知道，原来让我浇水的目的，是老师看中了
我的漱口缸和洗脸盆可以做浇水工具，因为那时
很多同学都还没有洗脸盆。一早上浇水下来，弄
得我满身是水、两脚是泥。这时段老师说：“你哪
像劳动的样子？干菜地活不要穿鞋袜，浇水时羊
皮褂子反穿在胸前，这样就不会弄湿衣服了。”从
此,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光里，都跟随这位班主任
学习，两年过后我竟然也成了种菜能手。1975年
8 月毕业之后我到农村，下乡才几天我便返回学
校，段老师见我回来便问：“怎么刚下乡就返回学
校了？”我说：“我回来想拔一些菜秧回去，让农村
的知青户栽种。”没想到我随口一说，让段老师双
眼噙泪。许多年过后他才对我说：“我不该把学
生教成像个菜农。”

花开花落又一年，云卷云舒几春秋。转眼40
多年过去了，在祖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今天的香
格里拉今非昔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市政府所
在地基本成为了一座花园式的现代都市，人民群众
也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水平。面对眼前景象，恐怕
没有人相信这里曾经历过“处处是菜地，家家种菜
忙”的历史时期。在抚今追昔中，我怀念起当年种
菜的岁月。那段菜农的生涯，历练了那个时代人们
的生存与生活能力，培养了高尚品质和情趣志向，
更可贵的是它让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菜农生涯
● 殷著虹/文 苗青/图

二岁时
从远方鸣叫而来的火车
如魔术般有了神奇的吸引力
从正午到黄昏
你痴迷地等待着
只为拍着小手欢呼雀跃
看着你惊喜而稚嫩的神态
妈妈收起了催促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快乐

四岁时
从乡下蹦跳而来的表弟
与你一起畅游在童话般的玩具世界
你倾其所有
空气中跳动着欢快的音符
分手之际
你把最爱的玩具赠予
看着你可爱而诚挚的神态
妈妈打住了询问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分享

六岁时
从学校抄回来的家庭作业
折成飞机从窗口飞向自由
你恼羞成怒的爸爸
寻找多时一无所获
气冲冲踢开家门
看着你惊恐而莫名的神态
妈妈制止了愤怒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想象

八岁时
从公园漫步回家的夜晚
妈妈轻轻的一叹
叹出了久远而愁绪的思念
人死了不是会变成星星吗
你的奶奶看见你就会笑了
安慰的话语从你的心发出
看着你天真而虔诚的神态
妈妈释放了悲伤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理解

十岁时
一千米赛程拼尽全力的你
还是倒数第二
正思量如何安慰落败的你
你却开心的告诉妈妈
幸好不是倒数第一呢
看着你开心而真实的神态
妈妈放下了担心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尽力

十二岁时

你爸爸和朋友喝茶聊天
深夜的时钟滴答滴答
妈妈准备打电话催促
你却轻描淡写地反问
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看着你平静而从容的神态
妈妈选择了等待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自由

十四岁时
因磨蹭妈妈叨絮了几下
你摔门而去

英语辅导后一进家门
亲切主动地向妈妈问候
妈妈，我回来了
依旧沉浸在不愉快的我头都没抬
你却一脸悔意
说整晚都在忏悔
后悔不该让妈妈生气
看着你关切而善意的神态
妈妈放飞了唠叨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原谅

十六岁时
你拖着行李箱背着网球拍
独自一人踏上去美国的征程
妈妈期望你会选择留下来
你却告诉妈妈
出国留学不是母亲炫耀的资本
先了解中国的深厚文化
才有能力吸纳世界文明
看着你坚定而自信的神态
妈妈藏起了虚荣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希望

十八岁时
妈妈骑虎难下
来了两年多的两个表弟
敷衍 厌学 说谎
教和养的难度超乎想象
你平和地告诉妈妈
走向天堂是需要努力的
弟弟不是小狗小猫
顺其自然才是根本
看着你神秘而莫测的神态
妈妈选择了沉默
因为你教会了妈妈
什么是包容

妈妈的心
伴随着你的梦
你的故事
丰富了妈妈的世界
因你
妈妈拥有了更美丽的人生

宝贝 你教会了妈妈 （外一首）

人群拥挤的大街上
普通不过的我
注定传奇与我无关
悠然走在大街小巷
用眼欣赏城市点滴之美
我享受着行走自如的世界

灯光闪烁的舞台上
平庸不过的我
注定荣耀与我无关
坦然坐在边角余落
用心丈量人性道德之度
我享受着思想放飞的世界

名人层出的世界上
平凡不过的我
注定历史与我无关
欣然遨游在茫茫书海
用脑打开智者深邃之门
我享受着呢喃自语的世界

美女如云的情场上
平淡不过的我
注定神话与我无关
安然等在荒郊野岭
用情愉悦人生无穷之美
我享受着两情相悦的世界

身手敏捷的球场上
平常不过的我
注定辉煌与我无关
奋然奔跑在运动轨道
用力尝试酣畅淋漓之快
我享受着超越自己的世界

我 这样的我
专注于我的世界
我 这样的我
触摸着我的世界
我 笑了
因为 我享受着我的世界

我享受着我的世界

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州盐业市场管理工作，保证食盐安全，维护市场秩
序，维护藏区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相关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25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盐业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6]15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期间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工信厅联消费[2016]211号）、《云南省盐业管理条例》、《国家发
展改革委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盐业体制改革
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办经体[2017]60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州实际，
现将我州盐业体制改革过渡时期的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加
强食盐市场的管理，各职能部门要明确各自责任，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管力
度，确保我州盐业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二、为进一步切实认真做好我州盐业体制改革，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要根据各自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意见和建议，并将意见和
建议以书面形式经主要领导签字后报州工信委（联系人：谢丽芳，电话：
18908872029，传真：8222135）。

三、州工信委要进一步加强与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的沟
通、协调，增强服务意识，确保我州食盐供应，做到价格稳定、服务便捷、方
便群众。尽快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县市和开发区做好盐业体制改革的前
期调研工作，并结合我州实际，提出我州盐业体制改革意见。

四、在没有正式制定出台我州盐业体制改革意见之前，仍然按照当前
的供应渠道、批发（销售）方式进行供应规范和销售，暂不允许外省食盐流
入我州境内进行批发、零售，确保我州盐业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9日

认真做好我州盐业体制改革过渡时期有关工作的通知

● 洪 丽 秋 ，身 份 证 号 码 ：
533421199006191929，不慎遗失就业
失 业 登 记 证 ， 证 号 ：
5334210013001418。

●香格里拉县好邻居分店，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云国税
字51112319821231258101号。

遗失声明

●迪庆奔松觉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尼玛坚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533400100003455，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

注销公告

我们小区有个叫丁丁的小朋友，是个骑自
行车高手，他的年龄和我一样大，技术和我不
相上下，我经常和他一起比赛骑车。

有一次，我看见了他，“丁丁，我要和你
比赛骑自行车。”我信心十足地对他说。丁
丁 豪 爽 地 答 应 我 ：“ 好 ，我 们 就 开 始 比 赛
吧！”

第一个回合比谁的速度快。我迫不急待地
推着自行车来到赛场，只等对手的到来。过了
一会儿，丁丁来了。我们找到一个叔叔当裁
判。在比赛起点，裁判员叔叔手握长棍子，大声
喊道：“一、二、三……开始！”一边说一边把长棍
一挥，只听一阵风声，我们像箭一样飞驰出去，
我轻易地超过了丁丁，他也不甘示弱冲了上来，
我们用了全身力气，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我好像
踩着风火轮一样，云里来雾里去，又好像一匹不
知疲倦的骏马，昼夜不停地永往直前。我的手

紧扶着车龙头，脚踩脚踏板，被一股坚定、有力、
神奇的力量带向终点。一股热血在心里沸腾。

“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我最棒，我最优秀！”好
像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欢呼。此时，我兴高采
烈，热泪盈眶，满头大汗。

我又向丁丁提出挑战。第二个回合是
从电动车停放处到保安室，比谁骑得慢。裁
判员叔叔一挥长棍，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就
像蜗牛一样，慢慢地骑行。我用力踩一下，
直到车走不动了才又用力踩一下……一个
小时后，丁丁不耐烦了，一口气冲到保安
室。此时，他才想起是比赛谁速度慢，结果
我又胜利了。

第三轮比赛，我们都使出了全身的解数。
我咬紧牙关，用尽全身的力气冲到了终点。

这次比赛，让我知道了坚持就是胜利，人
要有耐心和恒心的道理。

坚持就是胜利
◎ 段丰捷（滇池渡假区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