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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乡 愁 印 迹 村 史 村 事

客楼灰腌豆腐 —— 舌尖上的独特风味
○ 通讯员 杨云 杨明勇 摄影报道

在岑巩县客楼镇，有一道传承久
远、风味绝佳的特色美食 —— 灰腌豆
腐，宛如隐匿山间的珍宝，散发着古朴
迷人的气息，引得无数食客心驰神往，
欲探其独特风味之究竟。

每年冬至前后，灰腌豆腐便成了
客楼人家厨房中的“宠物”。其制作
工艺繁杂精细，尽显当地世代相传的
智慧与匠心，需依次走过选豆、泡发、
磨浆、煮浆、点豆腐、腌制、熏制等九
道工序。

首先，精选本地优质黄豆，以簸箕
仔细筛去杂质，一锅豆腐往往要用十
斤豆子。洗净后，用清冽的山泉水浸
泡一日。磨好的生豆浆，加入约 70 摄

氏度的水，两桶水的配比恰到好处，同
时留出 30% 的生豆浆用于后续点石膏
和食用碱。豆浆煮沸后，有的人家还
会热情地分给帮忙的邻居品尝。接着
便是关键的点石膏步骤，一杯石膏粉
均匀搅拌于豆浆中，静置十分钟，豆浆
便凝结成鲜嫩豆花，锅中豆浆水也变
得清澈，这新鲜豆花亦是邻里乡亲喜
爱的美味。随后，用竹编和纯棉滤布
滤去豆花多余水分，将尚未完全凝固
的豆花放入模具槽压榨两小时左右。
与此同时，烧制后的草木灰，其燃烧后
蕴含独特清香与丰富矿物质，为豆腐
增添别样风味。豆腐成型切块后，均
匀裹上一层豆荚草木灰并抹上食盐腌

制，然后开启七天的农村火炕熏烤之
旅。在此过程中，豆腐内部发生奇妙
化学变化，质地从嫩滑变得紧实 Q
弹，味道也从单纯豆香转化为浓郁醇
厚、层次丰富的独特风味，咸香与草木
清香交织，令人回味无穷。

灰腌豆腐历史悠久，传说起源于
古代先民南迁山区之际。为保存食
物，他们意外创造出各种腌制方法，后
经发现其不仅延长保质期，滋味还独
特诱人，便逐渐融入当地文化，成为美
食文化重要一支。

烹饪灰腌豆腐方法多样。清蒸可
品其原汁原味；与青椒、肉丝炒制，食
材味道相互交融；而放入刨汤火锅炖

煮三分钟，豆腐吸满汤底精华，体积微
胀，美味尽显。入口瞬间，紧实口感冲
击味蕾，咸香蔓延舌尖，细品还有草木
清香拂面，清新自然。

岑巩客楼灰腌豆腐不只是美食，
更是承载当地风土人情与传统文化的
珍宝。受季节限制，冬至前后方能制
作，工序严苛，成品保存期短，来之不
易，故而珍贵，常被用于招待贵客。它
见证客楼镇岁月变迁，传递着世世代
代的味觉记忆与情感纽带。远方的旅
人啊，快来客楼镇开启一场与灰腌豆
腐的浪漫邂逅，在舌尖上感受这片土
地的独特魅力与温暖情怀，让这难忘
的风味在味蕾上留下深深印记。

麻江县杏山街道良田村，坐落在麻江县城西部，是城乡接合部的重要
村落。其地理位置独特，交通便利，贵新高速公路、湘黔复线铁路、长昆高
速客运专线铁路以及 210 国道等交通要道穿村而过，为村庄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全村面积 22 平方公里，水田面积为 2595 亩，旱地面积为
4365 亩。全村由 6 个村民小组组成，下辖 12 个自然寨。有苗族、畲族、布依
族和汉族等多民族，共 858 户 3386 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82%。是一个
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民族和睦村。

良田村历史悠久，原名大粮田。因过去村里有一块面积约8亩的大田，是当
地的重要农田，故得名大粮田。后来，村庄以这块大田为标志，更名为大良田。

自古以来，大良田是都匀通往贵阳、福泉、瓮安、遵义等地的交通要
道。南来北往的商贾在此驻足，村庄因此繁荣起来。大良田建有马帮驿
站、饭店等设施，曾有热闹的集市，吸引了众多过往行人。

由于该村地处交通要道，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凯里党小组李光庭同志
决定在此开办酒精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据麻江县党史资料记载，1941 年
10 月，中共凯里党小组负责人李光庭曾在麻江大良田创办“荣通酒精厂”，
为革命筹集经费。厂址位于黔桂公路大良田段的西侧，厂房是周露阶的三
间瓦屋。大良田成为中共凯里党小组开展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李
光庭从 1941 年到 1948 年，曾在此开展地下活动七年，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大良田这片革命先烈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如今在党的乡村振兴政策引
领下，依托东往麻江凯里、南靠都匀、北通福泉、贵阳的交通便利优势，当地
群众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大力发展产业，走上致富路。

特色水果产业是大良田一张亮丽名片。目前，村内种植有 300 多亩的
“脆红桃”。脆红桃个头大、皮薄多汁、糖分高，香甜可口，不仅在县内享有
盛名，在县外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每到果实成熟的季节，许多外地客商
都会慕名前来采购，产品供不应求。

大良田通过引进青红脆李等优质品种，在麻喇、引龙、箭杆、两路口等
组种植，目前种植已达 500 余亩。青脆李同样以其脆甜留香的口感赢得了
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成为走亲访友时的理想礼品。这一举措有效带动了村
民增收致富，每户创收达到了 1.2 万元。

此外，大良田还种植了200多亩杨梅，分布在大良田南北街和两路口一
线。杨梅成熟时，色泽鲜艳、口感酸甜适中，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采摘。大良田
杨梅不仅在县内热销，还远销周边都匀、福泉等地，成为当地的一张特色名片。

特色水果产业发展的同时，大良田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
势，积极引进工业。村内入驻有两家企业——金鼎实业有限公司和宏税公
司，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来源。

现在正在建设中的瓮马铁路延伸线经过良田村，该铁路麻江货运站正
在如火如荼建设，再次给大良田经济腾飞增添上强健的翅膀。良田街上人
根据交通便利条件，开办商店、餐馆、旅馆，增加收入。特色水果产业、工
业、服务业多种产业共同发展，良田村人民安居乐业。

网路畅 资源通 产业兴
—— 麻江县杏山街道良田村依托交通优势助推经济发展

○ 通讯员 赵华甫

黎平县双江镇黄岗村侗寨始建于
宋代，迄今 800 年历史，至今还保存和
延续着上千年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
被誉为侗族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
保存最古老、最传统、最完好的侗寨。
历史上，黄岗地广人稀，稻田广袤，气
候、光照和水土都适宜于种植香禾糯，
所以，传统的农业，黄岗侗人大面积种
植香禾糯，偶尔种一点籼稻，只是用于
饲养牲畜。香禾糯的大面积种植，让黄
岗侗寨滋生出另一道靓丽的风景，那就
是百年禾晾和百年禾仓。步入二十一
世纪二十年代，国家对外开放已经四十
年了，黄岗也被外面的世界吵醒。刚刚
苏醒过来的黄岗惊奇地发现，现代文明
的潮水，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着黄岗

周围的一切，黄岗像一叶飘摇的方舟，
孤零零地在历史的旋涡之中沉浮。

10 月 14 日，我随“黎平县 2024 年
老干部助力乡村振兴培训班”到黄岗，
据该村侗族大歌传承人吴成龙的介
绍，了解到黄岗侗寨居住地海拔 780
米，坐落于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山间
谷地，两条小溪穿寨而过，5 座鼓楼和 1
座花桥点缀其中。民居木质吊脚楼鳞
次栉比，寨上禾仓林立，与周边生态环
境融为一体，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美丽场景。值得一提的是，侗民
的生活方式显得悠远而古老，仿佛穿
越了时空隧道的另类，这里的侗民们
仍然喜食生肉，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屠宰牛羊几乎不用生火，只需一

坛醋，一勺盐，一种叫做垂油籽的植
物，一大盆烧辣椒，几缸清甜甜的糯米
酒和几挑手抓香糯饭就已经足够。他
们还喜欢吃腌制的鱼和鹅，鸡、鸭都用
清水滚煮，不作任何佐料，鸡汤还用来
煮禾糯稀饭，他们还喜欢吃一种叫生
瘪的食物，那是牛和羊的粉肠里的东
西，有人说这种食物健胃，可以帮助消
化。黄岗侗人虽然脱离了刀耕火种的
原始农业，却仍然保留着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古老生产生活习俗，并且依
然保存着稻田养鱼、养鸭、不使用化
肥、农药的原生态传统农耕方式。

黄岗除了有喊天节、侗族大歌之
外，还拥有保存较为完整的百年禾晾
和百年禾仓。

每当暮色降临，夕阳西下，田垄
上，肩挑一捆捆禾把的侗民们像一条
条游龙朝向黄岗侗寨。当田野里的香
禾折完的时候，黄岗侗寨被一道金灿
灿的屏障严严实实地包裹，那就是黄
岗著名的禾晾群。曾几何时，黄岗侗
人仿佛约定俗成地把一排排云梯一样
的禾晾树立在寨子的周围。

我们去的时候，香禾已经收回来
了，村民们晾好了香禾，黄岗侗寨变成
了一朵硕大无朋的向日葵。禾仓大部
分都建在水塘中，一座座黑褐色的禾
仓，像一方方庄严的大印，霸气地盖在
黄岗农耕文化历史的扉页上。禾仓的
木板是横装的，严丝合缝，有门却不上
锁，有窗子只在需要透风透气的时候
才打开。

黄岗村是东西协作机制推动下的
传统村落，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点。
我们欣喜地看到，乘乡村振兴战略东
风，黄岗村已发生了美丽蝶变，一个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和美乡
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筑梦沃野绘新景
—— 黎平县双江镇黄岗村发展传统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 通讯员 陈本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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