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总编：梁国强 本报地址：县融媒体中心六楼 编辑部电话：7065556 运营部电话：7065557 投递部电话：15639976822 法律顾问：陈鹏阁 电话：15037595699

文艺·副 刊 ■E-mail:baofengkuaibao4@163.com

2021-5-24 星期一4
编辑 潘亚培 校对 窦蒙娜

大营镇位于宝丰县西部浅山丘陵地带，南接

鲁山县，西、北连汝州市，地处宛洛古道要冲，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是当时古道上闻名遐迩

的一方重镇，著名的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就座落在

该镇清凉寺村。

北宋年间，商业经济发展空前繁荣，大批的

车帮、驮帮把南方的粮食和北方的食盐，经由这

里运贩各地，同时也把这里的瓷器、煤炭输送至

南北方，整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南来北往的商贩，一路靠自带干粮补充体

力，行至大营地界才能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再

行二十五公里到半扎住店，自此“兴宝镇”的饮食

开始蓬勃发展，被商客们誉为宛洛古道上的“美

食之地”，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吃不完的大营

饭，住不完的半扎店”，是人们给予大营最给力的

赞誉。

又是人间四月天，赏花、看民宿、休闲旅游正

是好时节。在清凉寺汝窑博物馆中，探索千年之

谜，一窥北宋珍品全貌，访清凉寺古街、体验汝瓷

烧制过程......是时下人们对这个徽宗御赐“兴宝

镇”的千年古镇之初识。

“说是在古道上的那些商人出发时所带的干

粮，一路走来变得又硬又凉难以下咽，走到咱大

营，将饼子给了饭馆里的师傅，厨子随手把饼切

碎，其原料主要有馍、时令菜、肉等，一块烩，结果

倒成了一道美味，便取名琥珀馍，代代传了下来。”

正午时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在吃饭之余，讲述

了大营招牌饭——琥珀馍的由来。

只见，厨师挥起刀，将一张张烙饼，切成两毫

米宽的饼丝，又翻炒了肉片，顿时，葱花、豆芽和饼

在锅中“唱”起“滋滋”的交响曲。约七八分钟后，

一盘盘黄绿相间，色泽诱人的琥珀馍端上了桌。

一碗琥珀馍，再搭配一碗肉丝紫菜汤或酸辣肚丝

汤，变成了方圆百里的特色美食。

除此之外，老街中的饸饹面、拉面、热干面.......等等，老辈传下来的

“手艺产业”和新兴饮食的入驻，让这条街每至中午，宾客满座，几乎每家

店铺都能“翻”四五次的台席。

近年来，该镇立足于脱贫攻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文旅经

济，加快建设文化强镇、旅游强镇。以国家级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为核心代

表，带动卧佛山下300多家汝瓷产业链的兴起；以“非遗”、“民俗”项目为

纽带，上演了“打梨花”、“舞盘鼓”、“竹马旱船”等文艺表演，将旅游与文化

融合，同步崛起。

大营镇正在加紧打造百年美食街项目，镇区近120家餐饮行业将入

驻美食街。“这家店烤的肉盒馍，外表焦脆，焦香可口，每回从南阳回家走

207国道，俺伙计几个都会来尝尝，再进店搭配一碗面，那简直是人间美

味了。”从南阳回汝州的刘先生手里正拎着几块肉盒馍站在炉子边说。

“大营的饭”成了这个千年古镇的精髓，蕴含着历史、传统和文化，延

续着大营独有的历史传承与人文特色，更是大营繁荣发展的软实力。

大
营
镇—

—

宛
洛
古
道
上
的
璀
璨
明
珠

◎
陈
亚
沛

故乡余官营地处豫西腹地，昔日乃是：

兵荒马乱地，灾难匪患天。百姓多星散，千

村少炊烟。深宅响丝竹，荒斋喑管弦。前

不久应友人善意再次回了故乡，拜了宗祠，

慰了乡思乡愁了。抚今追昔，穿街过巷，但

见镇街吼、关帝庙、古井坊、三尺巷、中共中

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宝丰旧址邓小平临时指

挥部等遗迹仍存，与现代的楼房小院、商铺

门店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三分怀古，七

分前瞻，并赋诗再感：

（一）

七十年前回故门，满目荆埂人离分。

土崩瓦解家蒙秽，石绊道阻脚染尘。

小叔纵存已是惨，大伯虽富亦如贫。

三里两行长街泪，十室九有惮匪心。

（二）

铁骑骅骝闹花国，金马倥偬跃山河。

燕王扫北屯营寨，余祖官南耘阡陌。

邓师叱咤驻篷筚，刘军驱驰留帷幄。

而今又见青绿水，故乡再次瞻碧波。

（三）

乡土振兴生白玉，村地产业发黄金。

从来扶贫不扶懒，自古立志可立身。

天大街宽今非昔，禾浓花红香亦馨。

农商一体称繁盛，东西两营旭日新。

故 园 新 天
★余文政

红色故事

肖林,原名肖本仁,1939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肖林”是他常用的笔名。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停发了第十

八集团军军饷。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

的经济封锁，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的周恩来指派肖林“下海”经商，开展经济活动为党

筹措经费。接受任务后，肖林从钱币交易市场开

始，学习资金拆借、黄金美钞买卖,赚得了一些收

益。1941年4月，肖林与妻子王敏卿一同回到江津，

开办起“恒源字号”商行，主要业务是从湖北的三斗

坪贩运土纱到江津，然后又从江津贩运食糖到重庆

销售。1941 年到 1945 年，肖林夫妇起早贪黑,寻求

商机，细心地操持着每一笔生意。不久，“恒源字

号”又入股创办重庆大生总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五

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肖林夫妇牢记周恩来的话：“不要怕被人家说是

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

党的事业。”肖林挣来的钱，为党提供了重要经济保

障，只要接到上级指示，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把钱送到

指定地点。他的原则是“组织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

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想方设法凑

也要凑足，绝不能误事”。

1948年2月，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鼓舞下，上海

申新第九棉纺织厂7500多名工人提出改善待遇、补

发配给品。国民党政府却出动军警镇压，百余人受

伤，200 多人被捕，26 名罢工工人被判

刑。社会各界迅速掀起声援浪潮，上海中

共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找到肖林，肖林当即

开出一张 3 亿元法币的支票支援上海工

人运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肖林进入军事管理委员

会轻工业处，接管中国纺织品公司，他向党组织上交

之前经营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和折价1000多

万美元的固定资产，自己只留下当时流通的3块银元

作为纪念，他也因此被称为“百万富翁的无产者”。

新中国成立后，肖林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上交的 12 万两黄金和 1000 万美元的资产，那都

是党的钱，全额上交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什么

值得夸耀的。”1997 年，肖林将他珍藏了 40 多年的

银元也捐给了博物馆收藏。 来源《人民日报》

“百万富翁的无产者”

带露荷风不觉凉，连波麦野半青黄。

开镰尚有余闲日，先试田间菜籽香。

小 满
★阿卫国

书《七律·长征》 张小柱 作

袁公乘鹤渡星桥，身后九州农事饶。

菽浪千重波滟滟，叠分稻蘖穗摇摇。

已令绝地生瑶草，便觉人间少细腰。

莫是碧城愁岁馑，除书太白苦相邀。

悼 袁 公
★任菡莹 石红霞

今朝悲泪颂隆平，为国为民淡此生。

花酿蒲衣彝鼎重，叶书稻种锦囊盈。

悠悠驾鹤云随辇，飒飒乘龙月照营。

禾下汗斑山岳秀，千秋万代记功名。

哀悼稻父袁隆平
★王敬平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2021年5
月22日13时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
年91岁。惊悉噩耗，国人以不同方式悼
念袁隆平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