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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渐渐转凉，广
东“吃货”最喜欢的增城迟
菜心将上架钱大妈。增城
迟菜心又名高脚菜心，拥有
6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因为
比普通菜心的生长周期长
1-2倍，素有“吃在广州，菜
出增城”的美誉。“绿聚来”
增城迟菜心生态农场种植
基地是钱大妈增城迟菜心
专供的直采基地，这里气候
温 和、光 照 充 足、土 壤 肥
沃，而且依托天然山泉水的
灌溉特点，给增城迟菜心提
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

本着“让每一餐都新鲜”
的理念，钱大妈以原生态、地
标农产品为基准，深入迟菜
心产地溯源，以优中择优的
原则携手优质供应商，将菜
心飘香的增城味道送到千家

万户。严选品控是钱大妈确
保蔬菜农产品绿色健康、新
鲜可口的重要管理体系标准
之一，增城迟菜心从基地收
割到标准化裁剪、精选打包、
成品运输等各个环节，钱大
妈都有专门的品控小组。同
时，针对迟菜心实行全流程
可追溯的品质监控体系，确
保每日蔬菜农产品新鲜采
摘、当天送达。据钱大妈相
关负责人介绍，对增城迟菜
心的验收标准包括：颜色碧
绿，梗脆嫩、掐之易断，棵株
挺直，水分充足，无农药残
留，长度 30-50 厘米，捆扎
400-450克等等。

像这样的生鲜直采基
地，钱大妈还有很多。冯卫
华介绍：“钱大妈最开始是在
福州、江西等地打造生鲜直

采基地，用基地直采的方式
帮助当地农户销售蔬菜。同
时公司还鼓励我们的供应商
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基地，这
样才能够更好地保障农产
品的品质，规模化种植才能
够 用 更 科 学 的 技 术 去 管
理。有很多供应商都是跟
着我们从小做大、从弱到强
发展起来的，规模化发展让
他们有底气去到江西承包
大片的荒地，带领当地农民
规模化种菜，有钱大妈的全
渠道优势兜底，他们只管
种、不忧卖，一下子就把当
地的产业带动起来了。”

据介绍，2021年钱大妈
在定点扶贫助农采购的金
额超过了 1.4 亿元，带动当
地共走富裕路，大力促进了
乡村的产业振兴。

全国寻鲜千百度
钱大妈牵起农户与消费者双向奔赴

让场景完整，用商品说话，靠数字决策

夏秋之际的新藕，品质是
一年里最好的。为了寻找一
款优质的莲藕，钱大妈找到了
有 2300 多年种植历史的洪湖
莲藕。

洪湖是中国第七大淡水
湖，是中国生态系统保存较好、
水质唯一整体达到二类标准的
大型淡水湖泊，十分适合莲藕
生长。好湖好泥出好藕，作为
国家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洪
湖莲藕具有香、脆、清、利等可
口特点，可鲜食也可加工，还可
入药，煮汤易烂、炒食甜脆。从
9月底开始，从洪湖里挖出的这
批莲藕，在完成清洗、分拣和包
装之后，被运送到了钱大妈的
很多门店。

在钱大妈“心选好物”的名
单中，这样通过全国寻鲜筛选
出来的好物还有很多，贵州五

谷蛋是当中的一款明星产品。
它还是鼎鼎大名的“致富蛋”，
从 2018年开始上架钱大妈，今
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在钱大
妈年销售超亿枚，帮扶了贵州
众多农户增收致富。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全年
气候稳定，日照充足，是全国最
适合蛋鸡养殖的地区之一。好
山好水出好蛋，贵州毕节、铜仁
等地的养殖场，鸡苗大部分选
用的是纯正的德国罗曼灰、罗
曼粉血统鸡苗，生活在天然的
氧吧中，喝纯净山泉水，食五谷
杂粮，全程无抗养殖，蛋鸡身体
强壮不易生病，产出的鸡蛋绿
色健康。为了“新鲜”二字，钱
大妈要求合作的基地将当天产
的蛋当天发出，这些贵州五谷
蛋从基地到仓，全程控制在 72
小时内。不仅如此，到仓后钱

大妈还会人工分拣，只留精品
蛋，每日清晨新鲜上架。

但能够做到年销售超亿
枚，单靠“好蛋”还不行。为了
打造贵州五谷蛋的品牌形象，
钱大妈下了不少功夫。首先，
在产品盒的包装上，进行了具
有贵州特色元素的设计，加强
了产品的形象塑造。其次，利
用钱大妈自身的平台优势，进
行各种直播带货、品牌宣传、
公益广告，将流量转化为销
量，不断提升贵州五谷蛋的品
牌形象。

从原产地到广东市民的餐
桌，贵州五谷蛋的成功，一方
面打开了华南市场，另一方面
也有效带动了贵州五谷鸡蛋
产地的产业发展，形成了“产
品带动产业、产业带动帮扶”
的助农模式。

今年 9 月 29 日，钱大妈与
华贵洪湖莲藕心选好物战略
合作启动大会暨签约揭牌仪
式在湖北省洪湖市举行。钱
大妈与湖北华贵食品有限公
司深化合作，共同打造“钱大
妈莲藕标准种植示范基地”，
利用钱大妈的全国门店、电商
渠道等全渠道优势，把洪湖莲
藕打造成一款全国性的心选
好物，将消费端、种植端、加工
端连接起来，促进洪湖莲藕产
业全链条升级，匹配更丰富的
消费场景。

钱大妈集团总经理冯卫华
表示：“接下来钱大妈将通过

‘心选好物’战略，在全国范围
内优选更多国家地标农产品，
打造产销一体化闭环，促进全

链条升级，提高现代农业的影
响力和竞争力，助力我国农业
高质量发展。”

但此次合作，对钱大妈而
言却不只是一次源头直采，他
们更看重的，是与当地共同打
造市场流通的粉藕产销标准。

农产品属于非标产品，要
推动农产品的品牌化发展，推
动标准化就是必经之路。此次
钱大妈联手华贵食品，与湖北
省莲藕产业发展协会共同探
讨、研究，正式发布了“钱大妈
地标优品洪湖莲藕粉藕标准”，
希望能够从规范洪湖莲藕的种
植、采收、加工等一系列环节的
标准化，推动洪湖莲藕的品牌
化发展。

这是市场端大数据指导生

产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典型案
例。掌握市场第一手信息的钱
大妈，将市场端的需求反馈到
生产端，在市场指导生产的同
时，倒逼生产端提高品质，形成
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而标准
化的商品能够带来更稳定的购
物体验，满足越来越懂生活的
消费者需求。

冯卫华表示，接下来钱大
妈还将与更多农业龙头企业
强强联合，形成战略联盟，从
种子到种植、采收、运输、质检
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保障农
产品的数量和高品质，不断扩
大钱大妈“心选好物”的版图，
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
蓬勃发展。

文/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最近在钱大妈广东门店，来
自湖北省的洪湖莲藕特别受欢
迎，这个有着“长江的鱼，洪湖的藕，
才子佳人吃了不想走”美名的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来自湖北“钱大妈莲
藕标准种植示范基地”，通过钱大妈的
全渠道优势，升级为一款全国性的“心选
好物”。

还有福安巨峰葡萄、贵州五谷蛋、荔
浦芋头、增城迟菜心、驻马店番茄、高州龙
眼、韶关回龙镇平包菜、海南澄迈桥头地
瓜、长沙干杉上海青、盐城麒麟瓜……钱大
妈全国寻鲜，牵起了农户与消费者的双向
奔赴。

有了钱大妈这个“专业买手”，“懂生
活”的消费者安坐家中就能吃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地理标志产品，而供应链源头
的生产基地和农户，通过钱大妈引入行
业生产标准，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
更重要的是，掌握市场第一手信息的
钱大妈还担任着一个大数据平台的
作用，将市场端的需求反馈到生产
端，市场指导生产的同时，倒逼生
产端提高品质，形成稳定的产销
对接关系。农户只管种、不忧
卖，品牌力的提升，提高了产
业竞争力，带动当地共走富
裕路，大力促进了乡村的产
业振兴。

源头直采 钱大妈“心选好物”全国寻鲜

共建种植基地 市场端大数据指导生产端高质量发展

严选品控产地溯源 与农户共享社区电商发展成果

钱大妈门店 （钱大妈供图）

钱大妈门店 （钱大妈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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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音乡乡

最先邂逅古劳水乡的美，是
在厂刊的两张摄影作品上：一幅
作品中，是一座有着古时风韵的
麻石桥上，一位纯美少女手挽盛
着衣物的红桶正要去浣衣；另一
幅作品中，古榕遮阴的石拱桥下，
一中年男子手撑长篙，荡一叶轻
舟在小河里漫溯。由此，我对古
劳水乡充满了遐想和向往。

夏季的一天，几位业余影友
组织大家去古劳水乡游玩。一
行十几人坐车来到水乡麻石桥
边时，组织者特意请了一位年轻
漂亮的女孩当模特，她描了娥
眉，撑着一把小花伞，风韵十足
地站在麻石桥上或水乡小木船
上摆出各种姿势……摄影作品
中的浣衣少女景象很快出现在
了眼前，影友们手中的“长枪短
炮”立刻一阵狂拍。

在水乡渡口，绿叶葱茏的古
榕下，停靠着一排排小木船。摇
船的水乡阿姨热情地邀我们坐
船。于是在她一退一收的摇橹之
间，小船在碧波上慢慢滑行，我们
也享受起岸边的宁静风景。突
然，一片青绿色庄稼地里，出现一
幅田园耕作图：一对中年夫妻在
持锄劳作，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
孩在旁边玩耍，还有一位秀发披
肩、清纯美丽的少女，手握一把长
长的水勺，在舀水浇地。

“哇，画面真美！”“我要拿这
张图片去参赛！”影友们七嘴八舌
地赞叹，手里的相机“咔嚓”声响
个不停。也许见惯了我们这样的
游客，那几位水乡人都没有显出
忸怩之态，仍然各自忙碌，很随意
地配合着我们的拍摄。

继续向前，一片荷花湖呈现
眼前。大片绿色的荷叶丛中，有
荷花刚露出粉红色的花蕾，也有
的正恣意开放，露出粉黄色的花
蕊。我想起周敦颐在《爱莲说》中

的佳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看着那一朵朵如纯情美丽
的素衣少女般的荷花随风轻荡，
也不由轻声吟出：满湖荷花开不
尽，独展芬芳出水来。

那次的古劳水乡之行令我回
味无穷，一直很想再去。没想到，
不久后就听说当地又推出了“特
色项目”——古劳原来还是“梁赞
故 里 ，咏 春 圣 地 ”的“ 武 术 之
乡”。我从小便对武术充满迷恋，
再探古劳，去了梁赞故居，却又是
一种风情。

小院里有几座铜像，正前方
为梁赞宗师，两边各有三座，分别
为已故去的近代咏春拳师。其中
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当属一代功夫
巨星李小龙。几位咏春拳师的雕
像动作大都是双脚平行站立，膝
关节微曲，拳掌在胸前比划，李小
龙这座雕像却是右弓步，左手为
掌，右手为拳的格斗式动作。这
正符合其本人的风格。

据梁赞公园碑文介绍，咏春
拳系咏春祖师严咏春所创。梁赞
为鹤山古劳人，少时喜武，18 岁
师从少林弟子梁二娣，又经豫剧
戏班武生咏春拳师黄华宝引荐至
年迈的咏春师祖严咏春门下，得
其真传，后在佛山赞生堂内收徒
授拳，将其毕生所学重新整理，编
创出一套偏身咏春拳。中年时期
的梁赞常返故乡古劳，传授村民
咏春拳，故使古劳成为了“咏春圣
地”。我还去了当地的梁赞公园，
正门口梁赞宗师气宇轩昂的铜像
旁边设有咏春“木人桩”，经常有
小孩或者成年人在桩前打木人
桩，“啪啪”作响，俨然个个都是
咏春传承人。

如今梁赞公园及梁赞故居已
颇具规模，古劳水乡由此更名声
大振。相信不久的将来，古劳水
乡将变得更加多彩多姿。

古劳水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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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陪伴我的日子 □颜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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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霞

有位大导演在网上发问，说
她想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
这么几个要素，第一要素得“凉
快”，至少30℃以下；第二个，不
是城市，人得少；第三个，得有
一个很好的住的地方，不是五
星级大酒店，但卧房应该要带
个小院子；再有一个，得有好吃
的。她很想去这个地方住上一
小阵，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地
方。

很多网友留言，他们也有这
样的想法。还有网友支招，可
以去东北的伊春，或者去云南
丽江沙溪古镇，要不去林州太
行大峡谷也不错，还有青城山、
固原……留言竟有一千多条，其
中有人留言说：我知道一个地
方绝对满足这三个条件，那就
是妈妈的家。

对，妈妈的家，就是我的故
园，那里完全符合这位导演的
几个要求，也是我最喜欢去的
地方。这个地方不必跋山涉
水，不必积攒盘缠和假期，妈
妈的家，抬脚便到。

我妈家在城郊，开门
见山，山不高，但有水

有林，秋天温度适
宜，不用吹空

调、开风扇，自然风就清清凉
凉。

故园是独院的平房，我妈在
院外开了半亩荒地种菜、种庄
稼。秋天玉米熟了，我妈一早
去地里掰了嫩玉米回来，用高
压锅煮上，然后去菜地割一把
韭菜，摘干洗净后，调一小盆韭
菜豆腐粉条素馅，用电煎铛烙
菜饼。

等我起床，玉米也熟了，菜
饼也烙好了，整齐码放在盘里，
小米粥里有红枣、枸杞，搭配了
一小盘胡萝卜丝咸菜，还有一
盘炒地瓜叶。红枣是门口的枣
树上摘的，枸杞是地里野生的，
胡萝卜和地瓜叶也是自家菜地
里的产物。我妈说，地瓜叶是
掐了最嫩的芽儿，用蒜瓣和花
椒爆炒，味道还是不错的。

吃完早饭，我收拾好碗筷，
我妈又开始准备中午的食材，
每餐之前必问我：吃啥呀？

吃过午饭，翻看朋友圈，看
到一位南方朋友晒了她家的美
食糯米包辣子：红辣椒剖开去
籽，糯米粉与粳米粉按3:1的比
例调和，加入适量食盐拌匀，喷
洒少许水，用手搅和，用力抓米
粉到能成团；将米粉塞入辣椒

肚子里，捏紧，装入玻璃坛。常
温下发酵两天，微微发酸即可
用菜油煎香。

我妈说，想吃这个容易，园
子里有辣椒，摘来做就是。我
一边读，我妈一边做，母女俩坐
在院里的小桌旁，忙活了一下
午，做了一坛糯米包辣子。还
做了蒜蓉辣酱：朝天椒、蒜子打
成蓉，倒入香油，用文火熬煮至
水分蒸发，油变得清亮透彻时，
加入食盐、生抽、白糖、蚝油、胡
椒粉，充分拌匀。最后淋入高
度白酒，待自然冷却后密封装
罐，置于冰箱冷藏。

对于美食，我属于“眼睛一

看就会”，我妈属于“一听就能
做”，我俩是最佳搭配。想吃啥
了，告诉我妈咋做，我妈准能做
出来。

秋天的小院里，我和妈妈一
起晒着太阳，做着美食，真是最
惬意不过的事。耳边是鸟雀的
啾鸣，恬静中透着小欢喜。我
妈种在院里的花，虽不名贵，却
在秋阳下铆足了劲儿怒放。猫
和狗在树下打闹嬉戏，仿佛这
世间一切的烦恼都与它们无
关。

以前我还不理解我妈的故
园情结。她不稀罕高楼豪宅，
就喜欢守着老宅，她说老宅是

她和我爸一砖一瓦盖的，有感
情，离不开。况且这还有园子，
有猫，有狗。猫和狗都是流浪
至此的小动物，我妈将它们收
留后，它们就成了我家的一员。

郑板桥说：“吾毕生之愿，
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
树花草，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
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
中高处，俱见烟水平桥。”

人到了一定年龄，突然就懂
了，开始回望故园。好在有我
妈守护着故园，让我们累了时，
可以随时回到故园，看庭前花
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人生
自有另一种圆满。

我不知道人的一生有多少
记忆是可以永存的，但总有一
些事物常常深埋在我们匆 忙
的生活中，偶尔静下心来，便
会扯出缕缕情思，让人感怀。

我 10 岁 那 年 ，患 淋 巴 结
核 ，休 学 在 家 打 针 吃 药 近 一
年时间。看到小朋友们高高
兴 兴 地 上 学 去 ，我 感 到 生 活
非 常 枯 燥 ，心 情 也 很 失 落 。
当时在中学教书的哥哥看到
这 个 情 况 ，用 半 个 月 的 工 资
买了同事的一台红灯牌旧收

音机送给我。
20 世纪 70 年代的农村，

可谓物质匮乏，尚能解决温饱
就算不错了，面对这么一个先
进又时尚的电器产品，我简直
不敢想象。听到从里面播放
出来的新闻和音乐时，我心中
更充满好奇。它还可以装在
一个有带子的皮套里，我经常
将它背在身上，犹如如今女士
的挎包，一边神气地在院子里
走来走去，一边缓缓地搜索着
喜爱的广播节目，惹得村里的

小朋友们都羡慕极了。
我 清 楚 地 记 得 ，有 一 次

全体社员赶到生产队中心场
地 开 会 ，我 特 意 携 带 着 收 音
机 赶 到 会 场 ，收 音 机 发 出 的
美妙旋律吸引了众多村民的
目光。很多人不知道这新鲜
玩 意 儿 是 什 么 东 西 ，“ 呼 啦 ”
一下子围上来。他们左看看
右 瞧 瞧 ，有 的 伸 出 手 来 抚 摸
着 ，有 的 索 性 把 耳 朵 贴 近 喇
叭聆听着。一条条新鲜的信
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竟让

他 们 忘 记 了 开 会 ，会 场 上 安
静 得 只 听 见 这 广 播 的 声 音
了。人们就如同在茫茫荒漠
里 找 到 了 甘 泉 ，在 极 度 饥 饿
时 发 现 了 食 物 ，那 种 惊 喜 和
向 往 只 怕是当下的人们所无
法想象的。

在 拥 有 收 音 机 的 那 些 日
子里，我家院子里常常涌来许
多村民，小院里整天都洋溢着
欢乐。为了省电，父亲总是把
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小，让大
家 屏 气 敛 息 静 静 地 收 听 节

目。我一直记忆犹新的一档
节目，是当时江苏广播电台的

“文苑漫步”。无数情韵十足
的文章就是在那时如丝丝春
雨滋润着我，也把我领进文学
艺术的殿堂，让我获得了那个
时代难得的精神享受。

一晃几十年过去，如今，
现代高新技术引领我们走进
一个多媒体时代，我们的生活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广播
事业蓬勃发展，相信每一个中
国人都在由衷地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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