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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食人间烟火味，方知人
间有趣事，寻人间烟火气，更懂生活万般滋味。每去一
座城市旅游，我一定要去看最具代表性的景点，还要尝
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品尝美食，穿梭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近距离的感受每个城市的烟火气，
细细品尝一座城市的味道。

2023年8月，精河县阿合其农场组织了一次采风
活动，让我对一个土地总面积仅有207平方公里的阿合
其农场另眼相看。一个农牧业结合的地方国营农场也
有其独特的味道，印象最深的还是阿合其农场的鲜、
香、甜。

鲜

阿合其农场位于精河县大河沿子河下游东岸的冲
击平原上，成立于1959年9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农
牧业结合的地方国营农场。

我们驱车前往阿合其农场农五队，在这里见到了方
圆百亩的水产养殖水域，翠绿的芦苇荡包裹在水域周
边，蓝天白云和翠绿的芦苇荡在平静的水面上形成倒
影，静谧、柔美。

养虾人娴熟地将捕捞网撒向水面，捕捞网在空中散
落成飘逸的弧形徐徐进入水面，安静的水面泛起一圈圈
密集的涟漪，几秒后，涟漪由小变大，渐渐在水面上隐
退。随后养虾人又慢慢地收网，当捕捞网浮出水面时，
我们的心都悬了起来，只见在捕捞网的网底，捞出上百
只活蹦乱跳的大虾。

养虾人告诉我，这种虾叫南美白对虾。因南美
白对虾具有耐低盐、生长快、抗病力强、离水存活时
间长等优点，阿合其农场盐碱地含大量的微量元素，
适合南美白对虾的生长。于是，在这里成立了多个
水产养殖合作社，推广鱼虾混养、池塘精养殖等生态
养殖方式，加快特色产业品牌创建，推动乡村振兴
建设。

话不多说，先尝为快。养虾人把刚刚打捞出来的
虾，倒入盆中，直接拿进厨房。灶台上的锅正烧着开
水，开水里零星飘着葱段和姜片，养虾人把活蹦乱跳的
虾直接倒入滚烫的开水里，再倒入少量料酒，几分钟过
后，味道鲜美的白水煮大虾就出锅了。几分钟前还在
池塘里嬉戏玩耍的南美白对虾，转眼间成了我们餐桌
上的美食，虽过于残忍，却成就了“鲜”的涵义。这种

“鲜”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雀跃，引爆了味蕾，好吃的停
不下来。

养虾人告诉我们，阿合其农场水产养殖面积500
亩，其中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占160余亩，年产值达
300万元。合作社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销售，大部分虾销往精河县、博乐市、伊犁州等地，实现
了大西北的“虾自由”。

不大一会功夫，一盘鲜美的虾就被我们吃个精光。
依依不舍地离开池塘，坐在车里，虾的“鲜”味儿仍在舌
尖回味，这大概是我吃过最新鲜的“海鲜”了。

香

说起阿合其农场的五台杂烩汤，那可是在博州乃至
全疆都赫赫有名。

精河县阿合其农场牧业队五台社区，位于精河县城
向西60公里处，连霍高速北侧，曾是古丝绸之路北道必
经地。清乾隆年间设为军台、驿站，称“托霍穆图”（蒙古
语，意为马鞍下面的垫子），负责传递军政文书，兼运军
需，接待过往文员、商旅驼队等。

在阿合其农场五台社区横贯东西的交通要道两边，
有一座十余米高的仿古烽火台，印有祥云图案的刀旗插
在台顶，随风飘扬。烽火台旁边有三座古铜雕塑，一位
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信使，还有两位卫士手持利矛眉头紧
锁，像是衷心耿耿地护送文书。

从古至今，阿合其五台驿站凸显了地理位置的优
越和道路的四通八达，始终是旅途休憩的重要场所。
五台周边百公里范围内有赛里木湖、巴音阿门等景
区。吸引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游人，便促成了食物的
相逢。

阿合其农场的带队领导袁书记安排了五台杂烩汤
作为午餐。走进路边第一家店面——五台杂烩汤创始
人马生贵饭馆，店内吃饭的顾客络绎不绝，我们暂且等
待一桌即将完餐的客人走后，赶紧坐下。

等餐期间，袁书记向我们讲述了五台杂烩汤的故
事。马生贵是五台杂烩汤的创始人，三十年前，勤俭
持家的马生贵不愿浪费食材，将做饭余下的夹沙肉、
黄焖肉等放在煮肉的汤锅里，加了粉条、豆腐、菠菜，
没想到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正在这时，一名货运司
机进来，闻到香味，惊奇地问：“老马，这是啥饭？这么
香！给我也来一碗。”马生贵连忙解释，这是做菜余料
烩成的汤。司机说：“没关系，来一碗！”“给我也来一
碗！”另一位客人说。马生贵没想到，自己无意搭配的
杂烩汤，竟受到客人一致好评，于是马生贵便将它加
到菜谱里。

说到这里，一碗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杂烩汤摆
上餐桌，硕大的大瓷碗内有扎实的卤牛肉、鲜绿的菠
菜、焦糖色的肉丸、白如凝脂的豆腐、光亮透明的粉
条，还有红椒丁、葱花、香菜提味，真是色泽诱人，口舌
生津。

我倒入些许香醋、滴入几点辣椒油搅匀，捧起碗喝
口热汤，真是酸爽开胃，香而不腻。牛肉香浓劲道，菠菜
青翠爽口，豆腐嫩滑入味，丸子外焦里嫩……配上现烤
的咸香酥软的葱花饼，清脆酸爽的泡菜，怎一个“香”字
了得。一碗杂烩汤吃完，从舌尖到肺腑，“香”得通透
酣畅。

其实，五台杂烩汤没有复杂的烹饪流程，仅以水火
为媒，将温度传递给食材，让美味释放。这看似简单的
沸腾交融，却饱含着厨师渗透生活的智慧。

甜

酷暑季节，茶余饭后吃几牙香甜爽口的西瓜解暑，
那是最好不过了。

关于西瓜，历代的文人墨客纷纷提笔为之吟咏，留
下了许多逸事和佳话。东汉刘祯有诗曰：“杨晖发藻，九
彩杂糅，蓝皮蜜里，素肥丹瓤。”

阿合其农场调整种植业结构，扩大特色农产品种植
面积，注重品牌宣传推介，在阿合其农场农一队种植了
500余亩西瓜。阿合其农场坚持“政府搭台，多方参与，
群众受益”的原则，以瓜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力农
民增收，打造阿合其西瓜品牌培育生态游、乡村游、观光
游、休闲游、农业体验游等农旅产业，形成以农促旅，旅
游兴农的发展之路。

2019年以来，在阿合其农场每年都会在举办一场
声势浩大、精彩纷呈的西瓜节。西瓜节当晚，各族群众
齐聚一堂，共同分享西瓜丰收的喜悦，领略独特的民俗
风情。瓜王争霸赛作为西瓜节的重头戏，是大家最为关
注的，瓜农拿出自家种植个头最大的西瓜参加比赛，提
升了瓜农种植西瓜的乐趣。

行走在碧绿的西瓜地里，一层千丝万缕的瓜藤向外
延伸，在层层瓜叶下面静静地躺着一个个圆嘟嘟的“胖
娃娃”。“胖娃娃”身穿碧绿色条纹的外衣，安逸地沐浴着
午后的阳光，轻轻摸一摸，细腻光滑，饱满圆润。袁书记
在地里找到一个个头较大的“胖娃娃”，摘下后对我们
说：“这个好，我们一起去吃。”

切开这个“胖娃娃”，皮薄如纸的绿色瓜皮包裹着红
粉色的瓜瓤，瓜瓤上零星点缀着一排黑色的小瓜籽，沁
心的甜香味儿扑鼻而来，阳光下瓜瓤是呈沙状，晶莹剔
透，闪闪发光。垂涎欲滴的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牙西瓜
咬上一口，甘甜可口的汁水溢满嘴巴，甜甜的味道直击
心灵，滋润了干涸的喉咙，全身清凉舒爽，舟车的劳顿瞬
间销声匿迹。

一天的时间，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在沉静安宁
的阿合其农场各个村队走走停停，不知不觉间走完
了这里的 4村队和 2个社区。每到一处，我们都领
略到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文化特色，品尝不同的人
间美味，让舌尖留下了不同的味道。其实，阿合其农
场的美味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追寻、品尝和
回味……

阿合其阿合其农场的味道农场的味道
□□ 纪荣朵纪荣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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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依然咬得脸疼，草木是否一样
生命于泥土地上的拔节，任何角落

不甘寂寞
风声有点含情脉脉，光影到达处生

机无限

天空云朵走来走去，按捺不住下凡
雨水时节还未送来雨，暖意在骨子

里疯狂
山醒了水醒了，远方的村庄也醒了

村里河水欢快歌唱，握着游荡的
狗鱼

蓝天捧出了飞鸟，北归燕正在一路
高歌

金梅是否从睡梦探头，光阴变得更
加亮了

一粒种子在二月怀胎，怀着雨露和
阳光

四角天空下的孩子，跟着拔节燃烧
东风是春的骨，足以让人在诗词里

复活

天边炊烟一声声乳名，喊醒眸前的
字里行间

父亲的果树枝头耐不住性子，芽孢
有临盆迹象

隐隐约约听到一声声呼唤，万物复
苏的声音

此时只想放慢脚步，搁浅凡尘里的
喧嚣

感受每一棵草的青春，聆听每一朵
花开的声音

静待春风十里向着诗和远方出发，
醉倒一人一城一世界

北国二月里，
春天正悄悄生长

□ 胡边江

这是春天的声音
树上的鸟儿静卧很久
它们蹲在树枝上
观摩这热闹而又风冷的冬末
从我搬入这个小区的八年里
小广场上，几个年轻小伙儿在他们

的世界每天踢着足球
这种执着，远远超越了风雪雨水的

阻隔
他们早已成了小区一道亮光

今天，广场挂起了高高的灯笼
风声灌入小区门口的对联，留下冬

的指纹
在我们打开心灵之门的时候
看着火红的春联
读着吉祥的诗句
此时，阳光正好
那就带着火红的祝福送给途经的人吧
连同沿途的美景和歌声一起送上
再点燃一串鞭炮
唱出春天的灿烂。

春天的声音
□ 蒲桂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