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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泥、白藕，皮裤、水枪……入冬以来，天气严
寒，商河县孙集镇张庙村的李传福每天都要穿上棉
衣棉裤，再穿上防水的皮衣皮裤下水采藕。进入冬天
以来每天至少6个小时泡在冰水里，跪着、趴着、弯着
腰变换各种姿势，为的就是不把藕取断。这个46岁的
汉子也累，也冷，但是满足。他说：“我就不信在商河
种不出好藕来。”

每每天天至至少少66小小时时泡泡在在冰冰水水里里
夫妻俩伺候85亩藕池，首年尝试没赔本就高兴

本报记者 李云云 见习记者 王心妍 张文彬

通讯员 戴慧英

莲藕就是他们的孩子

记者手记

收藕的来了，李传福将藕拉到岸边。

12月28日下午1点前后，
记者来到商河县孙集镇蔡家
村附近，向村里人询问周围
藕池的去处，村里人在指路
的同时不禁说“去吧，那里好
大一片藕池”。沿着蔡家村往
北，十分钟左右记者来到了
李传福的藕池。偌大的水面
上只剩下枯黄的荷叶在迎风
飘动。李传福和妻子穿着灰
褐色的水衣，远远望去，只看
到有两个人影在蠕动。

李传福不好意思地说：
“你们先等我一会儿，人家三
点来收藕了，我弄完就上

来。”趁着他忙碌的空隙，记
者和同是张庙村的管德强聊
了起来。管德强现在是天津
一家种藕基地的技术员，
由于手部受伤回家来歇息
几天。管德强说：“我和他
是哥们，他第一年种，我不
放心，过来看看，今年这藕
长得还行，他们两口子也真
是舍得受累。”

如果想要找一个熟练的
挖藕人，每天的工钱至少300
元以上，李传福第一年种藕
不舍得雇人，这片占地达到
85亩的藕池都是夫妻二人打

理。据管德强介绍，从清明前
后开始种藕，到来年2月份收
完藕，藕池基本上都离不了
人。管得强说：“干我们这行
的，一年得有8个月泡在水
里。”

李传福之前和他一样都
是在天津等地给别人挖藕，
仔细算来，他们挖了至少十
年的藕，其间李传福一直想
单干。管德强说：“种藕对技
术要求挺高，什么时候施肥
浇水，都得认真盯着，要是一
个人管这么大的藕池，也怪
累心的。”

●夫妻俩伺候85亩藕池，一年在水里工作8个月以上

走近藕池，还没等下
水，记者就感觉到了周围的
泥都在下陷，脚下的鞋子早
已面目全非。管德强说：“没
有装备，你们可千万不能下
去，陷在里面就麻烦了。”管
德强口中的装备，就是穿在
李传福夫妻身上的连体水
衣水裤。据了解，这身装备35
斤左右，加上里面的棉衣棉
裤，入水后的负重足足有50
斤。管德强说：“这往水里一
扎，很重的。”

李传福半弯着腰站在
冰冷的泥水中，双手握住水
枪，用水枪将荷梗周围表层
的冰块和泥土冲开，并将其

抛到一边。在泥水趁机往低
洼处涌进的时候，用水将藕
挖出。将藕在水里洗净后，
放在准备好的木筏上，最后
再用水枪将木筏上的藕洗
净。时不时的就有水珠溅在
他们夫妻二人的脸上。李传
福乐呵呵地玩着手中的水
枪，说道：“看你们很冷的样
子，我现在在水里面待得都
没有什么感觉了。”

说完，记者看到李传福
将脸贴在了水面上，一不留
神脸就和冰水来个亲密接
触。管德强说：“这是为了防
止把藕扯断，只有离得近了
才能看得清。”藕池里的水

位在40厘米左右，记者却只
能看到李传福腰部以上的
位置。一打听才知道，李德
福一直跪在水里。管德强
说：“跪着挖藕是我们挖藕
人最喜欢的姿势，要是老
弯着腰，腰受不了，你要是
直 着 身 子 根 本 没 办 法 挖
藕。”

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
里，像李传福这样的挖藕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关节病，
要是遇到下雨天，浑身酸痛
难受。管德强说：“干我们这
行的，习惯了就好了，要是
干上要想转行就难了，浑身
都是职业病啊。”

●入水挖藕全身负重50斤，在水里还是“跪着”舒服

3点左右，有一辆收藕的
车辆驶入了李传福的藕塘附
近。自从李传福开始卖藕以
来，济阳县垛石镇的王女
士每天下午都来收藕。她
提到，李传福种的是泰国
花奇莲，口感很好，销路不
错。王女士说：“这1 0 0 0多
斤的藕，每次都是我和另
外一个同行来卖，估计过
几天销路会更好。”王女士
的 丈 夫 看 到 远 处 的“ 藕
山”，觉得不是很多，提醒
李传福再多挖一点。李传福

笑着说：“差不多了，这些也
得1000多斤。”

李传福卖给王女士的价
格是2元左右，第一年种植，
每亩产量在2500斤左右，一
亩地至少能收入1000元以
上。李传福说：“如果价格好，
就多往外挖点，要是行情不
好，我就留到明年挖。”第一
年种植，能够有这样的收成，
他觉得很满足。随着种植年
数越来越多，之后部分藕池
的年产量能达到每亩地4000
斤左右。

趁着李传福卖藕的空
当，管德强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种藕比单纯种植玉米小
麦赚钱多了。2015年，小麦玉
米的整体价格偏低，两季下
来，收入五六百元。管德强
说：“以后咱农村不能只靠种
地，得多想办法挣钱，我们镇
上种藕养鱼都不错。”近两
年，孙集镇提出调整农业结
构的“水面求财法”，车庙、宋
家等村都利用闲置坑塘种植
浅水藕，养殖淡水虾，经济效
益很好。

●第一年亩产能到2500斤，每亩地赚1000元以上

●要是有了水，咱商河能形成种藕基地就好了

李传福是孙集镇张庙村
人，距离他的藕池距离在4公
里左右。之所以选择在本村
之外的地方种藕，他考虑最
多的就是蔡家村周围有水。
李传福说：“藕要是离了水就
没法活了。”

前几年，他也曾在幸福
湖周围种过藕，等到夏季
藕 刚 打 算 成 长 的 重 要 关
口，突然周围没有水了。用
来汲取地下水的水井也塌
陷了，没办法他只能把藕
都撤了种植玉米。李传福
说：“咱在哪里跌倒就得在
哪里爬起来，我就不信我
种不好藕。”

在张庙村，全村60多人
都成了像管德强和李传福这
样的“挖藕人”。其中他们有
人挖藕挣了钱后就去外地承
包藕池，像李传福这样在当

地弄藕池的太少。谈及原因，
管得强说：“咱这里很多地方
水源不够充足，如果我们村
能保证水源，估计家家户户
都种藕了。”

李传福提到，他家的藕

池是黄土地，土质偏黏，水源
充足的情况下，十分适合种
藕。他说：“我们村里的人都
懂技术，要是河流都畅通了，
咱商河形成种藕基地就好
了，到时候大家就都富了。”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能在多数人眼中，水中
采藕是一件富有诗意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李传福夫妇身穿包得
只剩下脸部的橡胶防水服蹲在湖里的时候，才明白其中的艰辛。在寒
冬采藕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李传福夫妇干得特别起劲，脸上更多
的是欣慰。

12月28日的气温较低，我们搓着手进了屋，屋里屋外其实气温差
不了几度。招呼我们坐下后，技术员管德强告诉我们，他们现在种植
的品种是泰国花奇莲，味道好，品相好。

听着他向我们介绍莲藕的不同品种、品相和口感，第一次知道原
来藕也分这么多品种，藕有水便能长，但最挑剔的也是“水”。第一次
知道原来小小的蔬菜里也有这么多的“故事”。从最初在藕园里给工
人做饭，到开始种藕采藕，已经干了二十多年的藕农生活，他们言语
之间对莲藕的感情已经不只是生计了，好像在说自家的孩子，满是欣
慰和骄傲。

来这之前我本以为藕农都是“双丰收”的，一边可以收获莲藕，一
边可以采摘莲蓬来卖。直到管德强告诉我莲蓬的作用。采了莲蓬就不
长藕了，需要莲蓬留藕种，因为种植的品种成本高。这道理就好像养
鸡，下了蛋需要孵蛋，这样有了鸡又可以孵蛋，原来莲蓬也一样，功不
可没呢！管德强说得眉飞色舞，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一是想不到原来
藕这种生活中常见的东西竟有这么多功效，二是想不到原来种藕采
藕里有这么多学问。从选择藕园，要看泥，更要看水，直到种藕，最后
是采藕，管德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藕农和藕”生活图，让我
瞬间想起了叶圣陶的《藕与莼菜》。

我们饭桌上常见的藕有这么多学问，都是我们在这个平和朴实
的藕农口里得知的。听着管德强讲述自己的藕农生活，看着李传福夫
妇寒冬冰里采藕忙得不亦乐乎，好像这一池莲藕带给他们的不只是
丰收的喜悦，更多的是种藕的乐趣。中国有句古话：“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不得不承认，此时此刻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在收获了
关于“藕”的知识的同时，也懂得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道理。

看着他们用高压水枪把淤泥里的藕冲压出来，虽然省了不少力
气，但污浊的荷塘，冰冷的水，满是褶皱的双手和每次脸几乎要贴到
水面的弯腰拔扯，他们说自己很满足，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满足呢？

·踏冬人

气温骤降，寒风凛冽，原属于冬天的特色，却使得很多人的工作在这个寒冬里变得艰难与不易。入湖捡拾垃
圾、徒步看护油管……看似平凡的岗位，蕴含了大家意想不到的艰辛。在他们眼中，这个冬天跟往常一样，在他
们眼中，天再冷活也要干。也正是有了这群“踏冬人”，商河的冬天和春天一样温暖。

●编者的话

李传福用水枪喷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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