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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芦苇丛 闪动收割客

栖息黄河口的“候鸟”—苇客
文/本报记者 李金金 片/本报记者 郑美芹

在东营市河口区、垦利县的部分
地区，上百年前，黄河在这里形成冲
击平原，于是在这片黄河岸边最年轻
的土地上，大片大片的芦苇自然长
成。每年的9月份至第二年的正月，芦
苇全部泛黄，周边阳信、无棣、商河等
地的人们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将苇子
收割、打捆、装车，然后以每斤六七分
钱的价格卖给芦苇承包主，一季能挣
上万元钱，这也成为这些人农忙之余
的主要收入。

12月5日，在河口区新户镇韩家
村的苇场，满眼都是望不到边际的芦
苇，苇子已经全部变成黄色，芦苇高
在2米-3米之间，收苇子的人们分布
在苇场的各个位置，大片大片的芦苇
随微风吹拂，看起来蔚为壮观，这是
黄河岸边特有的景色。记者跟随着苇

场承包主从苇场小道上穿过，如同徜
徉在大海之中，那种感觉简直棒极
了。

为了防水和防苇子秸秆，收苇子
的人们大都穿着雨靴或胶鞋，苇场的
路边、地头需要人工用电镰收割，而
大片的芦苇场则是用收割机收割。收
割好之后，每二三十斤苇子打成一
捆，当打好捆的苇子够装满一车的时
候，人们再装车拉回固定点过秤、卸
车。割苇子的这些人们大都以家庭为
单位，夫妻俩人最为普遍，还有就是
弟兄俩人或是父子俩人，苇场承包主
为他们提供简易的宿舍，他们在这里
一住就是小半年。

90年代之前，黄河岸边还没有苇
场，“只有少量人拉着驴车割上一车
拉回家用”，1993年，苇场周边有胆识

的人承包了大片的土地，少则四五百
亩，多则五六千亩，这才有了大片的
芦苇丛，也就成了“苇场”。“芦苇能喝
水，遇到雨水少的年份，一年需要浇
两次水来淹死其他杂草。”苇场承包
主王光明说，浇水灌溉、雇人收割，然
后将收割好的苇子卖给胶东半岛以
及河北等地。除了制造苇席、苇板之
外，苇子还可以用于造纸、建房等。

在河口新户承包了上万亩芦苇
场的王光明告诉记者，在他承包的苇
场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改成
农田。近些年来，随着良田的减少，粮
食价格的上涨，河口区很多承包到期
的苇场开始转化成良田，“种上棉花、
地瓜等农作物，收成要远比自然成长
的苇子收入多。”今后几年，自然生长
的苇场面积将会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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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在苇场主提供
的一间简易宿舍中，不大的
房间里放着三张大床，各床
之间用简易的帘子相隔，这
里住着兄弟三家六口人，虽
然条件艰苦，但想起一季能
挣上万元，“辛苦也值得了”。

在宿舍中休息的刘海英
正在烤火取暖，她告诉记者，
由于自家的车坏了，丈夫去
修车，她只能在家里休息了。

“我们都是滨州阳信人”，这
里住着她的夫家哥嫂、娘家

哥嫂以及她和她丈夫，三家
六口人，每天日出出门，日落
收工，生活过得忙忙碌碌。

刘海英说，虽然这里条
件差些，但是在农闲时节收
一季芦苇能挣上一万多元，
他们也很知足。“在家种地一
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农民
在不忙的时候能干点啥，这
样已经不错了。”再加上他们
离家也近，什么时候想孩子
了就回家一趟，辛苦也是值
得的。

12月5日上午，在河口新
户苇场，开着苇子收割机的
郭连春、郭玉峰是滨州阳信
县劳店乡西郭村的村民，他
俩从十七八岁就开始在这里
收苇子，除了家乡，就对这里
最熟悉了，而他们收苇子的
工具也从小驴车变成了拖拉
机。

苇场上，郭连春开着收
割机从田地里“扫”过，将苇
场的苇子收割的井井有条，
他们走“折”字型的路线，收
割的苇场也成了一个“折”字
型，在他们经过的地方，两米
多高的苇子连片地倒下，与

麦农类似，收割苇子也有一
种收获的感觉。

苇场边的路上，是郭连
春、郭玉峰搭的简易帐篷，他
们吃住都在这里，遇到雨雪
的天气，苇子场里不能干活，
郭连春、郭玉峰兄弟俩就回
家一趟准备些衣服和粮食。
郭连春告诉记者，他从十七
八岁就开始在这里收苇子，
至今已有近二十年收苇子的
历史了，对河口的这片苇场
再熟悉不过了，“刚开始是用
小驴车拉，现在都换成拖拉
机了。”他说，用收割机一天
能收割40多亩地苇子。

■一屋三家 辛苦却也值得

■除了家乡 这里最熟悉

12月5日，在河口区新户
镇韩家村附近的苇场中间，
两米多高的芦苇几乎淹没了
他们，宋炳义、谷清荣夫妻俩
正忙着收苇子，虽然这是他
们第一年来到这里收苇子，
但他们一天还是能收3000多
斤，干得非常起劲。

丈夫宋炳义穿着雨靴在
前面收割，他拿着电镰将一
把一把的芦苇放倒，在他走
过的地方，芦苇倒下一片。除
了芦苇，记者注意到，部分地
面上还存有积水，而宋炳义
穿雨靴也正是为了防止这
个。妻子谷清荣在后边跟着
将芦苇打成一捆一捆，他们
走过的地方，正值生长的芦
苇变成了整齐划一的芦苇

捆。
宋炳义告诉记者，这是

他们第一年来到这里收割苇
子，从滨州阳信开着自家的
农用三轮车，每天早晨6点天
亮来到苇场，快到中午的时
候开始装车，然后拉到苇场
主那里过秤、卸车。在家里简
单吃过午饭后，到苇场继续
上午的工作，下午5点装车离
开。

“虽然人工收割的都是
一些苇场的边边角角，但是
我们一天还是能收3000多斤
苇子。”谷清荣说，他们有两
个孩子都在上大学，这一季
的收入能够一个孩子一年的
花销，说到这里，夫妻俩干得
更加卖力了。

■你割我捆 一天能收3000斤

奋力挥着电镰的宋炳义。

宋炳玺正挑着一捆芦苇准备装车。

谷清荣扛起打捆的苇子准备装车。

郭玉峰开着收割机收割芦苇。 宋炳玺正在装车。

过完秤之后的苇子被卸到苇子场。 用地磅把上午割的苇子过秤。 车经常会被苇子卡住，郭连春清理卡住的芦苇。 虽然天很冷却依然大汗淋漓的刘金枝。

偌大的苇子场上，苇客们把过完秤的芦苇卸下车，摆放整齐。

60岁的于登山在简陋的小屋里吃早饭。

车坏之后抽空在房间里烤烤火的刘海英。

苇子过秤后，看着一上午的成果，苇客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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