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县城西关口子上，来自蔚汾镇李

家湾村的一对 90 后小夫妻的“蛤蟆含蛋”，

兴县城的人都会赞一声：那“蛤蟆含蛋”，好

吃！

“蛤蟆含蛋”，是一种地方风味美吃，说

白了就是饼子夹肉。就是把特制的烧饼中

分成口袋状，然后把煮好的新鲜猪头肉剁

碎装进去，鼓鼓囊囊的，因形似蛤蟆嘴里含

蛋而得名。

在兴县人眼里，“蛤蟆含蛋”就是“舌尖

上的兴县”的主角之一，就是三明治，远胜

于麦当劳、肯德基里的汉堡包。它几乎是

每天餐桌上必备的吃食，尤以早上为甚，而

且如果去晚了就只能望“饼”兴叹,空手而

归。

当“蛤蟆含蛋”遇上羊杂碎，就像一窝

丝烙饼碰见撒着青红丝的冒汤，这两对兴

县美食界的“孪生兄弟”，即刻便生成了浓

浓“乡愁味”的“催化剂”，直让人闻香止步，

尝味不走，欲罢不能。

作为兴县人，每逢返乡，不吃”蛤蟆含

蛋“解解馋”，似乎总会让人觉得缺少点什

么。于是，吃一个现做的冒着热气的“蛤蟆

含蛋”，外加一碗“红汤辣水”的羊杂碎，便

成了“品味乡愁”的必修课。

4月 6日，在兴县采访期间，记者如约不

爽，晨起后旋即来到“老地方”守候，只为赶

上一个“新鲜出炉”的“蛤蟆含蛋”和一碗

“刚开锅”的羊杂碎，一饱口福。

一如往常，不到七点，只见 29 岁的

李永晶与妻子风驰电掣般驾驶着三轮摩

托 车 ， 来 到 兴 县 县 城 西 关 口 ， 按 照 惯

例，稳稳当当把摩托车停放在一家早餐

店门口。

放马槽、支案板、切肉、拍蒜、割饼夹肉

……，一连串麻利的“既定动作”过后，一个

地方小吃“蛤蟆含蛋”，便一气呵成，立即成

为急不可耐的“吃货们”口中的饕餮美食。

小李夫妇一天的生意，就此“闪亮”开

张。

“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食客们

都说，别看这两口子年纪轻轻，但可称得上

是“行业老大”了，能摔同行好几条街。

说来也怪，李永晶的摊点，每天早上俨

然成了县城里的一道风景线，经常是食客

如云，“铁粉”无数。

而和他一步之隔的“伙家伙计”们的生

意，却总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怎么也热闹

不起来，有的甚至是“顾影自怜”。

经营“蛤蟆含蛋”是李永晶的家传手

艺。多年前，父亲把手艺传给了他。结婚

以来，妻子成了他最好的帮手，夫唱妻和，

任劳任怨，出力流汗，挣钱养家，仿佛现代

版的“夫妻双双把家还”。

“子承父业”的李永军说，时代在变，人

们的口味也随之有了一定的改变，他的“蛤

蟆含蛋”虽然也有“升级换代”，但基本上还

是保证了原汁原味，因此吃到嘴里“还是那

个饼，还是那个味。”

但在食客眼里，其实李永军夫妇的变

化还真是不小。人们眼见这对小夫妻，从

初出茅庐时的“一只小小小鸟”，变成了羽

翼渐丰的“金凤凰”，变成了县城里首屈一

指的“网红”，街头美食“大 V”的名头早已不

胫而走。

特别是他的妻子，浑身上下透射着挣

钱后的“不一样”，打扮十分抢眼，头上时尚

的渔夫帽显得“贵妇范”十足，韩版宽体上

衣更是让她“颜值”倍增，整个人越来越“美

哒哒”了。

他只是个卖熟食的，但在吃“蛤蟆含

蛋”的人眼里，他“狂”得离谱。原来，他卖

“蛤蟆含蛋”不但定时，而且定量：每天七点

才出摊，十一点准时收拾

回家，不贵不贱一个 5 元，

每 天 最 多 只 卖 400 个 饼 、

100斤猪头肉。

“ 风 雨 无 阻 ，全 年 无

休，十年如一日。”说起这

份不断重复劳动的生计，

小李难掩心酸。

爱 拼 才 会 赢 。 日 复

一 日 ，年 复 一 年 ，就 这 样

一块肉一块肉地切，一个

饼一个饼地卖，如今的小

李 夫 妇 已 经“ 百 炼 成 钢 ”

做到了“腰缠万贯”，成了

知 情 者 口 口 相 传 里 的 励

志楷模。

“一天下来能卖个两千左右，收入五、

六 百 元 ，一 年 平 均 下 来 十 来 万 差 不 多

吧 ！”问及一天的收入，不太善言谈的小

伙子憨憨地一笑说 。

“蛤蟆含蛋”好吃不好吃，肉香不香很

重要。为了卤出独特味道的肉，李永军根

据老父亲提供的方子反复对汤料进行调

制。

卤肉用的中草药林林总总有 20 多种，

必须有选择地添加。前前后后经过大半年

的反复调制，最终，李永军终于调制出了令

自己满意的“2.0 版”汤料来，这才“尽锐出

战，一招致胜”。

难怪李永军的“蛤蟆含蛋”每天要排

队，原来，他的料是独家发明。

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

造。每天人流如织，来了吃，吃了走，走了

又来……就这样，烧饼+猪头肉，经过近十

年的艰苦付出，这对“努力奔跑”的小年轻，

让美好生活与自己越来越近，生意越做越

红火。

全面建设小康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

然而我们仍然不能遗忘那些仍暂时处于困难中

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乐观大度，矢志不移勇于战

胜困难的人们。任凤娥就是这样的一位劳动妇

女。

任凤娥今年已经 63岁，家住离石段家坪附

近。她和老伴有二女一子，女儿已嫁，儿子在外

就业，只留她和老伴在家中过活。任凤娥和老

伴，本来都是集体企业职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经济结构调整中，夫妇俩双双下岗，二十多年来

就依靠一点基本生活费度日，生活可谓贫寒。

然而即便如此，任凤娥本色不改，她剪发头

一甩，扔下一句“通天的大路九百九，哪有过不

去的羊肠小道呢？”话音未落，又抓起锹把劳动

了。多少年来，她毅然决然奔波在自己独特的

生活道路上，无怨无悔。

在工地当过小工，在饭店打过下手，年过花

甲的任凤娥，虽然气力衰减，但仍不甘在家闲

居。她联络旧日同事、邻居、老乡，扶危济难，凭

着自己的身板和勤快，替人们搞保洁、做家务、接

送小孩，忙在其中，乐亦在其中。

任凤娥做服务，联系的是老熟人，这样就避

免了冷冰冰的雇佣关系，更多了一份亲情和友

情。任凤娥说，人老了，最怕的是孤独和寂寞，

劳动着，别闲下，挣钱倒在其次。她帮忙的朋友

们也说：“凤娥来到咱家，可帮了大忙了。干活

比年青人还出力呢。”

2018 年夏天，马茂庄一位老年乡亲病倒

了。这位妇女给任凤娥打电话求助，任凤娥二

话不说，放下家中的活计就赶到老乡家。一进

门就捋起袖子，拿起笤帚、抹布干起了活。午饭

时间到了，她又问清主人，到厨房炒菜、和面、煮

饭，一直服侍老乡吃过饭、休息好，自己才停手。看着任凤娥忙

碌的身影，老乡不由得落下泪来。任凤娥却安慰她说：“没什

么，谁家没有个病病痛痛的。你病了，只管叫我帮忙就是。”

类似这样济人于急难的事，任凤娥不知做了多少。干过

活，人家不落心，送她点礼品、钱物固然是好，但遇到一时窘迫

的人家，任凤娥也从不计较，帮他们做过活，拍拍身上就走。任

凤娥说，人和人之间，就需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谁也有落难

的时候，咱要经常考虑到别人的难处。

还是这位女老乡，之所以病倒，是因为家里有了疑难事。几

次劳动下来，老乡向任凤娥吐露心扉。原来她家里儿子与儿媳长

期不和，老吵架，最近又闹起了分居，作为妈妈气急不过，所以才

生病。任凤娥知道了这事，毫不推辞，义无反顾承担了调解之责，

她几次找到这家的儿子、儿媳，跟他们促膝谈心，说张家，比李家，

苦口婆心，最终说服了小夫妻对家庭生活有了新的正确认识，确

立了重新开始的信心。两人都向任凤娥表示，要不遗余力重建感

情。任凤娥这才满意地告辞回家。直到现在，老乡谈起此事，仍

然是满怀感激：“任凤娥不仅帮我做家务，料理生活，就连我如今

的家庭和睦，也是她一手调理出来的。她就是我家的恩人呐。”

这就是任凤娥，历尽铅华显本真，一名勤劳朴实的劳动妇

女。好人自有好报，现在，任凤娥的吃穿住行正在大大改善，随

着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任凤娥的住房，也已经列入了城区

棚户区改造的范围，政策落实之后，任凤娥也就会有自己的高

档住房了。现在的任凤娥，干活的热情更高了。她说，社会发

展，咱的后顾之忧都解决了，咱就一门心思服务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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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蟆含蛋蛤蟆含蛋””小夫妻变身街头美食小夫妻变身街头美食““大大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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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即将““出炉出炉””的的““蛤蟆含蛋蛤蟆含蛋””

县城西关口子上县城西关口子上，，李永晶夫妇食客如织的摊点李永晶夫妇食客如织的摊点。。

年年植树树成荫，代代造林林成森。又到一年的

植树节，家住革命老区兴县今年已有 82岁的牛广林老

人像往年一样，带着孙女再次走进他年轻时亲自坐镇

开辟的那片林地。爷孙俩在那片山林里转了整整两个

小时，并拍了许多照片，牛广林小心翼翼地摸着每一棵

树，脸上始终洋溢着满意的笑容，一边转悠，老人一边

给孙女讲述他当年带领群众开荒坡栽树苗的故事。

植树造林，立说立行

40多年前，牛广林老人时任兴县交楼申乡安沟村委

支部书记，当时，国家号召，全国植树造林。作为村干部

的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领群众开始在路边栽树。

据老人讲，当时他在乡里领会精神后，回到村里便

开全体村民大会传达植树造林精神。在随后的日子

里，不管是大会小会他都不厌其烦的重复强调，有时甚

至上门发动群众。

短短两年的时间，路边绿树成荫，兴县林业局的领

导看到了牛广林的积极性，引导他造集体林。牛广林

向来做事立说立行，于是很快拟定，由村里先拿出 10亩

地，林业部门负责技术育苗，计划着大干一场。

10亩林地的栽培，点燃了他植树造林之梦，随后他

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启动“5000亩刺森林改造工程”。

要知道，在 40年前，几乎所有的工程全靠人工来完

成，根本没有机械化来辅助。开荒植树已经够艰巨了，

更何况还是圪针林改造工程，无论是会上还是会下，他

的提议几乎被所有人否定。人们首先提出了诸多困难

打消他的念头:其一，刺森林改造工程目标地距离村里

太远，往返都费时费力；其二，植树后浇水都是个大问

题；其三，群众工钱怎么算，从哪里来支出，是否有人跟

着干。

当时的牛广林刚好 40 岁，年轻气盛，有使不完的

劲。他跟村民们讲，“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愚公一

家人都有移山志，我们全村 400多人，难道就被 5000多

亩的“刺森林改造”吓着了。

立下“愚公移山”志，圪针林变树林

还未征得大伙的同意，他就开始动工了。早上早

早出发，日落西山的时候才收工回家。一天只带点干

粮（当时所谓的干粮就是玉米面窝窝头，如果遇上干旱

年头，连窝窝头都啃不上），渴了就喝点山底的泉水。

牛广林的老伴心疼他，耳边不停地叨叨：那么大的

圪针林山坡，啥时候才能是个头啊。每当这时，他都会

笑着为老伴鼓劲，“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再说，开

弓没有回头箭，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

当时村里的村民说啥的都有，许多人都说他瞎折

腾，“放的闲着不闲着，专门在圪针林里谈弦子。”可对

牛广林本人而言，只要他认可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

来，他带领村里少部分人先干起来。也许是受他有正

确的思想理念所感染，也许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跟

他上山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是全村村民总上阵，齐心

协力搞造林。

早出工，晚收工，男女老少兼出勤。先是开辟圪针

林，后是植树又造林。

说到当年的植树造林，82岁的牛广林老人有讲不

完的故事，他脸上写满了幸福感，回忆着 40年前的一幕

幕镜头。老人告诉记者，把整个山头的圪针林除掉后，

开始植树。这时候又有一个大难题摆在了面前，新栽

好的树苗需要浇大量的水，那水的问题如何解决，于是

他和老伴以身作则，带头挑水浇树。“书记和老伴都亲

自挑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干呢。”村民仿佛在书记身

上看到了希望，纷纷挑起了水桶，大干起来。

“团结就是力量，齐心就会有奇迹。”原本漫山遍野

的圪针林，改颜换貌，绿树成荫。

牛广林只想带领村民干点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事

情，没想到竟然成了全区的植树标兵。当时全地区（原

吕梁地区，现吕梁市）植树造林现场会就定在了安沟

村。翻开牛广林老人历史的一页，满载着诸多荣誉，但

更多的是与植树造林有关：在他担任村委支部书记期

间，1992年、1995年，安沟村党支部先后被兴县县委评为

先进党支部；1992年，他被吕梁地区行政公署（现吕梁

市）授予“绿化旗手”称号；1995年、1996年先后被兴县人

民政府评为护林防火先进工作者；1996年 9月，牛广林在

西山防护林体系二期工程建设中，成绩显著，还被山西

省林业厅评为“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梦想成真，绿树成荫

牛广林不仅是植树造林标兵，还是村民发家致富

的“领头羊”。只要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他都会不遗

余力地去努力。安沟村是兴县东南角最边沿的村庄，

地理条件非常差，出门、下地走的都是河滩路。为了解

决村民出行问题，他带领村民自力更生，边种地，边修

路。没过几年，路也通了，电也通了，吃穿再也不用发

愁了，村民的日子一天天见好。

由于他工作突出，1991年被调到交楼申乡工作，分

管林业，退休前任该乡人大副主任。

一个人的成功，一定会有来自上级领导和家庭乃

至社会的支持，牛广林也不例外。他说，就在他大搞植

树造林的时候，时任吕梁地区林业局副局长冯宝良给

予了诸多支持与帮助。如今早已退休的冯宝良每次打

电话和他聊天，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几十年前植树造

林的那些事，牛广林就跟像老首长汇报一样，介绍那片

森林树苗的长势等等。两位老人有不成文的约定，牛

广林每年给那片树林照一些照片，邮寄给远方的“老搭

档”，他说，成就那片森林，也有冯局长的一部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5000 亩森林花费了他半辈

子的心血，他用植树造林的故事，言传身教，告诉晚辈

做人行事的道理。也用实践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造林功臣牛广林的“植树梦”
□ 本报记者 王洋 通讯员 王文博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吕梁市妇女联合会举办了 2019 年

“书香飘万家”家庭亲子体验暨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旨在吕梁

大地形成建设书香家庭，培育良好家风，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良

好氛围。图为离石区约读书房全体教师的精彩表演拉开了活动

帷幕。 惠爱宏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继超额

实现“首季开门红”之后，人保

财险吕梁市分公司着力推进政

企互动工作，积极联系区县地

方政府，主动联结职能部门，关

注民生，对接政府，全险种跟

进，多媒体互动，初步形成了立

体化、全覆盖的宣传效应。

作为国有财产保险公司，

人保财 险 吕 梁 分 公 司 关 注 惠

民项目、履行社会责任，为当

地 经 济 发 展 保 驾 护 航 。 尤 其

是 人 保 集 团 和 山 西 省 人 民 政

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人

保 财 险 吕 梁 市 分 公 司 在 交 口

县推出了“一保通”保险项目

和柳林县的全民意外险业务，

今 年 又 在 孝 义 乡 村 振 兴 和 交

城 农 险 项 目 中 确 立 了 先 发 优

势，强农惠农富农、助力脱贫

攻坚。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王贵生和班子成员把政企互动

工作作为己任，亲力亲为，率先

垂范，有力地推动了该项工作

的深入开展。

（王伯瑾）

人保财险吕梁市分公司
全面推进政企互动工作

我市是资源大市，长期以来

突出煤、焦、铁三大产业，导致就

业创业工作也思路单一,总是围

绕资源转圈圈,对其他的发展项

目很少关注,形成了产业结构不

平衡。而今资源黄金时代早已

过去,区域经济必须寻求更适合

的出路来走出困境。面对新的

环境，创业者更是迷失了方向，

对未来充满了困惑。

创业青年找不到适合的发

展方向,政府和社会应及时进

行正确引导及政策支持，提供

创业环境及资金扶持，提升创

业青年素质，帮助青年寻求发

展之路。

中阳县民间发明的红木“甲

宝贝修甲盒”,目前已申请三项

专利,受山西省贸促会的邀请,

去韩国等国家参展,受到了外

国友人的好评，随即被选为国

家特色旅游商品，畅销全国。

这一事例提示我们，当今社会

经济依靠科技创新、服务创新

而发展，一定要引导青年创业

者改变以往发展 思 路,发 掘 当

地 特 产 、特 景 、特 有 的 文 化 ，

延伸当地资源文化进行包装、

宣传、深研究、精加工。打造

自己的本土品牌产品,把吕梁

作为生产基地，把全国乃至全

世界作为我们的销售市场。

在 各 县 市 区 系 统 研 究,规

划出部分青年创业孵化园区,

提供无息贷款,减免创业者初

期的税金,为创业青年提供场

所及资金扶持，让更多的创业

青年可以迈出创业第一步。这

批新型有朝气的产业一旦健壮

成长,将成为政府的一大财源。

组织创业青年培训，提升

创业青年素质。可以安排组织

创业青年外出考察参观，请专

家、教授为创业青年上课、指

导 。 创 业 青 年 自 己 出 去 学 习

的,政府可补贴部分费用,多管

齐下，激发创业青年的学习意

识与动力，营造万众创新、大众

创业的社会氛围。

大吕洪钟大吕洪钟

引导创业青年确定好发展方向
□ 梁 瑜

政务动态政务动态
zhengwudongtai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4
月 22 日，新疆六师五家渠市代

表团来到我市，就第六师五十

团招工事宜开展交流对接，市

委宣传部、市发改委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交流。

代表团对新疆兵团第六师

五 家 渠 市 的 基 本 情 况 作 了 介

绍，并就下一步发展思路及五

十团招工具体情况与我市与会

人员进行了交流。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六师五十团位于图木

舒 克 市 ， 是 一 个 以 农 业 为 基

础、以工业和旅游服务业发展

为 重 点 的 大 型 现 代 化 国 营 农

场。2017年由北疆强师第六师

五家渠市代管后，进入历史发

展重大机遇期。代表团这次来

我市将就符合条件的幼儿园教

师、保育员、辅警等岗位进行

招 工 ， 并 给 予 一 定 的 政 策 优

惠。

我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市相关部门将积极协作，深化

双方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吕

梁脱贫攻坚和新疆发展双赢。

新疆六师五家渠市代表团来我市交流对接

本报讯（记者 冯凯治） 4
月 23 日，副市长刘晋萍带领市

住建、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

部门及离石区负责人，就美丽

乡村工作在离石区信义镇进行

实地调研。

刘晋萍一行先后来到任家

沟村、严村、归化村、千年景区，

详细了解了信义镇美丽乡村推

进 建 设 总 体 情 况 。 刘 晋 萍 强

调，信义镇要完善好乡村整体

规划，根据各村实际情况，科学

制定发展规划，在抓好美丽乡

村建设的同时，进一步了解百

姓的要求，以及市场发展需求，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

入。要充分融入精神文明建设，

注重沟域文化，持续打响特色乡

村品牌，形成一年四季天天有亮

点的旅游吸引策略；要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采

取因地制宜、规划先行、统筹推

进、全村参与的方式，打造精品

旅游观光线路，推动全市美丽乡

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

高农民生活水平。

刘晋萍在离石区调研美丽乡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