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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蛐蛐蛐蛐镇镇””的的夜夜经经济济

晚上10点，老纪已收获
了12只虫，看时间已不早，他
骑上摩托车准备返程。

走过多条田间小路，摩
托车拐入一条较宽的柏油
路。路两旁摆满了方桌和长
条凳，每个桌旁一个白炽灯
泡，桌后坐着多是穿着考究
的外地人。桌前不断有人走
过，他们将手中的白色陶瓷
圆罐放到桌上，并不言语。当
双方将身子凑近时，预示着
交易的开始，一阵激烈的讨
价还价后，以桌后人拍出几
张钞票结束。

因位于姚村镇政府附
近，这条南北长度近200米的
交易地被称为府前街灯光市
场。“这个市场白天没人，晚
上9点到次日凌晨2点是最热
闹的时候。”纪士青说着将摩
托停下，随后便涌入灯光耀
眼的人群中。与纪士青不同，
63岁的齐永胜主要精力无需
放在蛐蛐集中的玉米地中。
每晚9点后，他便在灯光市场

悠闲地踱着步。“老齐，这个
夏天我就没见过比它牙还大
的，你给看看。”一个皮肤黝
黑的中年人好像寻觅他好
久，气喘吁吁地跑来说。看过
虫后，齐永胜告诉男子，“是
个好东西，但两个尾巴折了
一个。”

“老板，看看，这个虫。”
老齐和收虫的外地客商好像
并不陌生，一个身材略胖的
杭州客商看好了这只虫。

“800块，能再添点不？”老齐
正与杭州客商攀谈，中年男
子当即否定，“这么好的虫，
少了1200不出手。”一番看似
激烈的商议后，老齐出面，

“900，双方都松松手。”随着
当晚这笔最高价交易的成
功，围观的人们笑着散去了。

“我玩虫快40年了，当时
外地客商只知道宁阳的虫
好，来姚村收虫还是我向他
们介绍的。”老齐笑着说，现
在他没体力捉虫，主要是帮
大家看看虫，议议价。

在灯光市场西侧的开源
旅社，32岁的王超已经营了
10年。虽然全年绝大多数时
间旅社6个房间都空着，但王
超仍没有要转行的意思。“立
秋后的20多天，我这6个房间
天天爆满，收入两万元不成
问题。”到王超房间住宿的都
是衣着光鲜的外地人，他们
白天在房间睡觉，晚上出门
后凌晨才回来。“都是从外地
来收蛐蛐的客商。”王超说，
这些客商多来自上海、杭州
等江浙一带，“他们都是看蛐
蛐的专家。”除了租住客房
外，颇有生意头脑的王超还
做起租赁桌椅板凳的生意。

虽然已至凌晨，但与开
源旅社一墙之隔的满天星全
羊汤馆却生意红火。“只要街
上有人，我这饭馆就不关
门。”老板朱运河笑着说，8月
份的这20多天是他一年中挣
钱的黄金期。“日收入是平时
的两三倍。”从1999年便经营
羊汤馆的朱运河见证了姚村
人通过蛐蛐发家致富的历
程。“蛐蛐交易市场当时也在
这条街上，但规模没这个大，

人也没这么多。”朱运河说，
近年来，村民们意识到捉蛐
蛐也能挣钱，放下手中的活
都忙这20多天，有的人从外
地打工也赶回来。“只要你用
心捉虫，20多天下来少则七
八千，多的几万块不是问
题。”朱运河说。

“在发展主导产业同时，
姚村镇高度重视群众增收工
作，通过做大做强独具特色
的蟋蟀文化交易市场推动全
民创业工程，促进了富民增
收。”曲阜市姚村镇宣传委员
郭鹏说，蟋蟀文化作为一项
传统民俗文化，在姚村镇得
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姚
村灯光市场闻名遐迩，每年
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江苏
等地的蟋蟀爱好者云集此
地，进行蟋蟀交易和商贸交
流，年交易额超过2000万元。

26日凌晨2点20分，随着
人们的逐渐散去，灯光市场
也恢复了平静。老纪微笑着
走到自己的摩托车旁，他捉
的那只大牙青虫卖出了500
元的好价格。

25日晚7点，姚村镇
纪家村46岁的纪士青吃
过晚饭，穿上有些泥渍和
汗迹的长裤长褂，整好背
包中的圆形虫罐，试了试
手电的亮度后，便出发
了。出村后，纪士青骑着
摩托车径直向南，本想在
附近一片玉米地停下，但
看到田地中已有几束错
乱的光柱后，他果断发动
摩托车，沿一条乡间小路
向东驶去。

十多分钟后，纪士青
在一片幽静的玉米地中
停下。拿出专门用于捉蛐
蛐的圆形网罩和手电筒，
但他却不急于打开灯光。
轻手轻脚地走到地边，蹲
下并将耳朵尽量往玉米
地一侧的方向凑近，老纪
屏住呼吸好像在听着什
么。

十多分钟过去了，老
纪几乎纹丝不动。“蛐
蛐……”一阵声响划破了
安静，突然间老纪打开手
电，循着声音钻进玉米地

中，几分钟的寻找和忙碌
后，老纪拿出腰包中一个
圆形的白色小罐，将网罩
中的蛐蛐轻轻放入罐中，
盖上铁皮盖子后又用特制
的橡皮筋扎好。“这只蛐蛐
牙大头大，是个青虫。”老
纪将小罐放入腰包内，又
用手轻拍了两下。

纪士青的瓦匠活干
得不错，到乡镇周边的建
筑工地打工，是他的主要
收入来源。“每年立秋后
的20多天，啥也不干了，
就到地里逮虫去。”老纪
笑着告诉记者，他一般都
是白天睡觉、晚上出门逮
虫。今年最让他得意的
是，自己花了一个晚上捉
住的一只虫，竟卖出了
3000元的好价。“好虫精
明得很，警觉度也很高，
想捉住它，不光要耳朵灵
动作快，还得有办法。”老
纪笑着说，捉虫十多年，
他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
蛐蛐的叫声。他笑称，这
也算掌握了一门外语了。

立秋后的20多天，是曲阜姚村镇每年最热闹的光景。外地客商蜂拥而至，数以千计的村民
放下手头活计，持照明灯在玉米地中寻找……让所有人为之忙碌和兴奋的，是种名叫蟋蟀的好
斗昆虫，当地村民也称其为蛐蛐或虫。村民将捉到“虫”转手卖给外地客商，不仅可得到不菲的
收入，餐饮、住宿等消费也为这个偏远乡镇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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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没白忙活，一只虫卖出900元

C 蛐蛐交易，带火了小镇经济
A 为只好虫，玉米地里守一夜

晚上10点多，灯光市场才热闹起来。

市场上的“收虫人”，多是有多年经验的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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