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邂逅“月亮湾”这个地方，那是十几年前，我刚在交通部门上班，和
西溪交管站工作的一位朋友开车来此游玩，他介绍这里曾经是老三线厂——
淮海机械厂所在地。当时我对淮海厂有印象，因为我姨娘和姨父都是江南厂
的，淮海厂和江南厂从霍山搬出后建在一起。我至今记得朋友指了指路边山
洞大门说，这山里面都是空的，是大山洞。当时我很好奇，可以进去看看吗？
他摇摇头为难起来。于是第一次邂逅便似乎有点小小的遗憾。

之后很多年我很少来东西溪，即使来了，也是匆匆来，匆匆去，对东西溪
脑海里基本上还停留在原点。

201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进一步了解老淮海厂，我因工作原因，
要在东西溪住大半个月，住的地方也刚好是现在“月亮湾”的出口处，第二天
我就凭着记忆一个人漫步，那是将近深冬下着细雨的清晨，从集镇的繁华往
山冲寂静中慢行，金黄的银杏叶在风中招展，一路顺溪而上还听得潺潺流水，
我走的是太阳冲，一路拍着老房子的斑驳和激情岁月的标语，不禁就有了一
丝悲凉的情怀，于是在我的微信里便配图写了一段内心的感触：

晨，起的早，沿着东西溪的街道往老三线厂方向，秋风依依，银杏金黄。

当年这里是何等繁华，处处涌现着革命的火热，从残垣断壁上残留的标
语上可以得到印证，而今这里很寂静，落叶和红枫让这里更有点凄冷的感觉，
好在有几处农家的洋楼点缀其间，顿然生了浓浓的暖意，落寞和兴起，古朴与
时尚。小溪里依然是潺潺的清冽，妇人们起的早，在河边浣洗，悠然自得，有
节奏的捶打着棒槌，偶尔又传来爽朗的笑声，而她们的兄妹或者子女当年的
三线人从这里随着工厂搬迁，这些似乎走进省城的大山儿女却偏居城市远
郊，三十年过去，青丝变白发，也都垂垂老矣，带着无限的思念，常常把这里从
梦里记起。而三线人的子女也都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过着平凡的日
子，小桥流水人家再也不属于他们了……

说真话，写下上面文字的时候，我是一直在想当年的江淮厂是多么繁华，
在4000多人的厂子里，大解放的轰隆，脚踏车的铃铛，小飞虎的喇叭，给老西
溪人带来多少回忆和美好。而我来的近二十天里，正赶上老天不作美，连续
的阴雨，还下了场大雪，学生又放假，小镇街道上显得有点冷清，因此才有了
一种落寞和悲凉的感觉。但是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这期间终于有机会打开山
洞大门，走进了山洞，山洞的深邃和宽敞超越了我当年的想象，那种震撼无言
以表……

或许这世间很多事情就有些机缘巧合在里面，我发出微信后，就有人回
复：你下派到东西溪啦？也有人说：喜欢你就留下来。事后我看了自己的回
复，基本都没有否认，只是呵呵。做梦也没想到，只短短几个月之后，2016年
4月我居然真的下派到东西溪乡工作。

很荣幸，初到东西溪就参与了对三线厂的相关规划工作，了解到乡党委
政府提出的东西溪“三色文化”发展生态旅游的高度和深远意义。记得盛夏
时节，乡里邀请市委党校陈兆清教授来三线厂调研的时候，他拿着那本厚厚
的厂志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三线厂的历史资源是东西溪的一笔宝贵的
财富，要利用好三线厂的历史财富，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留存的每一间房
子，每一个山洞，甚至和三线厂息息相关的那些故去的人的坟茔都是要保护
的，背后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要挖掘整理的……一个月后陈教授就向市委提交
了在茶谷建设中大力挖掘三线旅游的报告。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甚至于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当省作协许辉主席伉俪
第一次走完太阳冲和毕家冲的时候，我们就从他们的笑脸上看到了老三线
厂的希望。在老三线厂建一座名副其实的作家村，在保护中开发，在整合
中发展，成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共识，考虑到作家村要有一个响亮的名
字，许辉主席和我们多次交流推敲，最终定名“月亮湾”，这样也正应了三线
厂太阳冲与毕家冲交汇核心区的地形，正如一弯明月，太阳冲、月亮湾可谓

“日月同辉”。
此后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和项目合作协议都顺利通过，2016年12月28日中

国·月亮湾作家村项目正式启动；元旦刚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也来到
东西溪，他在“村内”漫步游走，交谈老朋友，品尝“老萝卜”，欣赏老景致，感受老
气息……春节前在许辉主席牵头下，10多名中国作协会员到东西溪签订了入
住协议。到今年，山花烂漫之时，月亮湾作家村就可以正式开村了。如今“西有
画家村，东有作家村”成为每个霍山人讨论的话题，“月亮湾”也名扬大江南北，
成为文学创作的人才洼地，向省内外宣传推介，不断
扩大东西溪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西溪以腾浪而行远，小镇因人文而怀珍。邂逅
东西溪，遐思月亮湾，或许作家村村口的那棵苍穹
的守望树可以代表我此刻的心情：

一棵树的守望，

盼来一弯月亮，

守望在眼睛里，

守望也在心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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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湾的遐思 ▋火 山

□食 尚

清晨时光
早茶之秋

早茶，不只茶，各色点心
必不可少。

在运漕，著名的“五大样”，
分别是煮干丝、拌干丝、小笼
包、锅贴饺和炒面皮。

在临涣，辽阔的淮北平
原，除却烧饼，饱满的煎包，厚
实的油饼，浓艳的辣汤，红润
的糖糕也是很好的选择。

在柘皋凉拌干丝，鸡蛋锅
贴，三鲜锅巴，炒面皮，则是早
茶的“四大件”。

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就
看你喜欢哪个了？

▋张亚琴柘皋锅贴

□征文

运漕早茶
运漕的繁荣，得益于明清时代徽商的融入。
由于明代“盐引岸”的设立，运漕成了方圆之地数百万百姓食盐

的供应地，盐商因此聚集于运漕，变成江北的“小芜湖”。
人气的聚集，也带来了饮食的丰富。运漕早点便与之俱进，品

类日益丰富，名目日显繁多。而且早点多在茶馆里吃，称之为“吃早
茶”。

早点的种类，分别是油炸的有春卷、狮子头、麻球等，蒸烤的有小
笼包、锅贴、烧麦、发糕、蒸饭等，烧炒的有水饺、馄饨、牛肉面、煮干
丝、炒面皮等。

这里的锅贴做法很是不同。先蒸熟人工包制的肉馅饺子，然后
把饺子摆成盘形，放在平底锅里用油炕，然后把搅好的鸡蛋液匀净
地沿锅壁浇下去，等鸡蛋熟了，再用盘子托住锅贴，把平底锅扣在盘
上，移去平底锅，用蛋浇制的锅贴便烧成了。

煮干丝的选料也是有讲究的。干子用的是当地松软适中的白
干子。先把白干切成干丝，用开水尽煮后捞起来，沥干，后放到锅
中，加入汤汁。煮至翻滚，加入和少量木耳、银耳、姜丝、肉丝或鸡丝
等，再配以稍许作料，烧滚后用大汤碗盛起来，即可食用。

临涣早茶
临涣，是江淮地区远近闻名的古茶镇。
临涣茶馆始于明代，由于其处苏、豫、皖贸易交往要埠，曾成为

过往商贾休闲的重要场所，并盛极一时，延续至今已有 600 余年的
历史，本地居民大多养成喝茶的习惯。

从早上6点多钟就开始，有人喝茶、吃早点。
有着“皖北第一饼”之誉的临涣烧饼是当地的传统食品。一般人

早上喝茶时都喜欢来一两个。临涣烧饼有以脆香见长的油酥烧饼，
有以柔润见长的马蹄烧饼，有以叠层见长的千层烧饼，有以块大见长
的薄层烧饼。淮海战役中，临涣人民也曾以临涣烧饼为礼品，慰问赶
赴前线作战的英雄将士们。

烧饼一是表层芝麻足，二是葱花香，三是饼皮酥，四是饼瓤柔。
烧饼的制作并不复杂，主要原料是面粉、猪油、芝麻、葱花等。

面和好后揪成小面团，揉成椭圆形，粘上葱花、芝麻，然后入炉烤熟。

柘皋早茶
巢湖北岸的柘皋，古称橐皋，西周初期群舒一支在此建立宗国，至

南宋时改称柘皋，清末曾为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去柘皋吃早茶，现越来越为周边的人所推崇。
柘皋早点琳琅满目，凉拌干丝就是将千张用含碱的开水浸泡后，

切成细丝备用，再将菠菜、芫荽、香葱用滚水速烫，捞起挤干，切碎成

末儿，与千张丝合拌，调入适量的盐、糖、味精、醋，淋入滚油和麻油，

撒上一把炒熟的花生米。

响铃锅巴的是先将瘦肉、猪肝、鸡杂、鲜虾辅以各种调料依次下

锅翻炒至熟，倒入鸡汤熬制翻滚，盛起，同时将籼米锅巴放入锅中用

猪油炸至金黄，捞起垒于盘中，迅速将两者端至客人面前，将滚汤扬

起，淋于高温的锅巴之上，顿时响起滋拉之声，如同响铃一般。

鸡蛋锅贴则和运漕的大同小异。

而街巷间最常见的小吃则是炒面皮。以黏性较好的稻米做主

料，用小麦大麦绿豆荞麦做配料，碾、压、捶、打、拉、拽成一张长面
皮，用刀子切成多角形，阳光下控干水分，与黑木耳、肉片配炒，口感
绵、软、润、滑，有嚼头。

柘皋的狮子头，手轻拍即碎，香、脆、酥。烧卖则用精麦粉做皮，用
猪肉、茶干、生姜、小葱、鸡蛋等做馅，小巧柔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