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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冬暖夏凉的
宜人气候迅速火出圈，贵州种类繁多的
特色美食更是让众多游客回味无穷、流
连忘返。打开网络社交平台，不少外地
游客亲切地把贵州叫作“洋芋国”，作为
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对这一称呼不但不
排斥，甚至觉得十分可爱，这不仅是因为
洋芋在贵州人的餐桌上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更是因为贵州人对洋芋有着独
特的情怀。洋芋学名马铃薯，又称土豆，
西南地区习惯称为洋芋，原产于南美安
第斯山脉区域，最先由欧洲人经水路引
入中国，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民国《开
阳县志稿·经济·农业·农产》中有一段关
于洋芋的记载：“马铃薯，俗名洋芋。种
初来自南美洲之智利国……洋芋性质，
不择土之肥脊，最易生殖”，体现了洋芋
适应性强、耐贫瘠、易生长的特点，这也
是洋芋能在贵州广泛种植的原因之一。

威宁自治县素有“中国南方马铃薯
之乡”“中国薯城”的美誉。在威宁自治
县板底乡裸戛村流传着一种原始粗犷的
彝族傩戏“撮泰吉”，被中外专家学者称
赞为“戏剧的活化石、人类的祖宗戏”。
演出一般由祭祀、正戏、喜庆和扫寨四部
分组成，主要反映彝族先祖创业、生产、

繁衍、迁徙历史，生动鲜活地展示先民驯
牛、犁地、撒种、收割等生产劳动情景。
在演出的祭祀和扫寨活动中，设有山神、
天神、地神、石头神、包谷神、洋芋神等自
然物神，这是源于原始部落对大自然的
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也反映出洋芋在
贵州悠久的种植历史。长期以来，洋芋
都被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粮食短缺
的年代，人们往往只能靠洋芋、红薯、蔬
菜等艰难度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志》中记录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

“灼圃狗街子，荞麦洋芋过日子，想吃包
谷饭，要等老婆坐月子，想吃大米饭，除
非二辈子。”直观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
活状况。《贵州省志·扶贫开发》记载，从
1996年起，贵州省委、省政府把发展马铃
薯产业作为解决贫困地区温饱问题的重
要途径来加以扶持，1997年开始在全省
实施脱毒马铃薯种薯温饱工程和马铃薯
良种扩繁推广等项目，在贵阳建成脱毒
马铃薯快繁中心，在赫章、镇宁、水城等
14个地区建立繁种基地，建立扶贫系统
的脱毒种薯生产、繁育、推广体系。随着
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生产效益稳步提高，
洋芋产业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逐
步提高，逐渐发展成为贵州省农业农村
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不起眼的洋芋，

在解决群众温饱、推动产业发展、助力脱
贫攻坚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如今，
贵州凭借着自然条件优越、环境状况较
好的生态资源优势，一年四季均可生产、
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周年生产优势，地
处西南交通枢纽、靠近主销市场的地理
区位优势，已经成为全国马铃薯主产省
之一。据《贵州省减贫志》记载，洋芋种
植在贵州省88个县（市、区）均有分布，其
中，42个县（市、区）被农业农村部规划为
马铃薯优势区，全省马铃薯播种面积常
年超过1000万亩，是继玉米、水稻之后的
第三大粮食作物。不过，要论外地游客
为什么把贵州叫作“洋芋国”，最直接的
原因还是贵州多种多样的洋芋美食。虽
然早已不需要靠洋芋来填饱肚子，但贵
州人对洋芋的情感却越发深厚，贵州的
吃货仍然执着于将洋芋的食用价值发挥
到极致，运用炒、烧、蒸、炸、烤、卤、煎等
或简单或复杂的烹饪方式，开发出许多
花样吃法，丰富了贵州的饮食文化。说
起洋芋美食，贵州人可是如数家珍，既有
像清炒洋芋丝、脆臊土豆泥、酸菜洋芋汤
等家常菜系，也有像火烧洋芋、炸洋芋
片、洋芋粑粑、狼牙土豆、洋芋丝饼、蛋包
洋芋等特色小吃，甚至在烙锅、糯米饭、
丝娃娃、豆米火锅、夺夺粉火锅等许多贵

州特色美食中也可以发现洋芋的身影。
不论是耀眼的主角，还是陪衬的配角，洋
芋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让食客
的味蕾得到满足，外地游客不禁感叹“没
有一个洋芋能完整走出贵州”。

除了吃法花样繁多，洋芋美食在贵
州分布十分广泛。走进任意一条小吃
街，都不难发现贵州的特色小吃虽多，但
其中的“含洋芋量”极高。在网络平台搜
索“贵州美食”“贵州特色小吃”等关键
词，就有许多关于推荐贵州洋芋小吃的
视频和文章：“洋芋粑外皮焦脆，洋芋泥
内里绵软，韭菜碎清香爽口，配上辣椒蘸
水，美味！”“炸洋芋片比超市卖的更加酥
脆，根本停不下来……”在广大网友的倾
情介绍下，贵州洋芋美食王国的形象越
发鲜明立体，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前
来贵州一探究竟。在各地文旅营销“激
战”的今天，贵州因为“洋芋国”等话题屡
次上热搜，对贵州人来说，洋芋不仅仅是
一种食材，更是一路相随的伙伴。

“洋芋国”的故事 段文倩

时光的脚步总是静悄悄的。踏进岁
底，小区的色彩变得明丽起来。

我们居住的小区，共有三十多幢高
层建筑，属于体量较大、绿化景观较好的
小区。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树木花草蓊
郁茁壮，纷然杂陈，一年四季，色彩变
幻。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捧着硕大
的调色盘，将五颜六色的油彩，随意地泼
洒在这片天地里。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这里有春天百花齐放的五彩缤纷；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这
里有夏天汪洋恣肆的万物葱茏；“山明水
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这里有秋
天寒霜初降的绝美秋韵；“晨起开门雪满
山，雪晴云淡日光寒”，这里有冬天雪后
初晴的明净迷人。一年四季，任何时候，
行走在小区里，美景总是撩人心魄，令人
醉眼迷离。

进入冬天，春天的繁花缤纷，夏天的
绿荫匝地，秋天的红果满枝，都已经悄然
离去。在漫天飞雪来临之前，初冬的大
自然把它的“红黄蓝”三原色，呈现在人
们面前，毫不掩饰，漫天泼地。

枫树带给人们的是暖洋洋的艳红。
行道边，花圃中，一棵棵，一片片，红得抢
眼，令人惊艳。树龄有大小，树冠有高
低，品种也不尽相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枫叶，有的橙红，有的深红，还有些红黄
相间，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变化。红枫树
将它一整年吸收的阳光雨露，化作一树
通红，在它枯萎凋零、委地成泥之前，绽
放出它的华丽色彩，把美留在人间。

高大挺拔的银杏树，给人们带来的
则是金灿灿的视觉冲击。小区里的几棵
银杏树，以它满树的金黄，向人们昭示着
它们在这里雄奇俊伟的霸主地位。

让人心境趋于宁静平和的，还是蓝
汪汪的小区人工湖。不大的人工湖宛如
一块玉，镶嵌在小区的大草坪中间。在
冬天的暖阳下，湖面静谧，湖水湛蓝，水
平如镜，波澜不惊。天蓝如洗，白云悠
悠，倒映在水中，湖天一色，蔚然可观。
绕湖一周的鹅卵石便道上，三三两两遛
娃的年轻人和老人，或缓步徐行，或驻足
流连，形成一道生活悠闲、怡然自乐的独
特风景。

其实，小区三原色里，还有一种“流
动的”蓝色，最让人注目。几十个小区物
业工人，他们统一着装，衣服是浅蓝色
的，帽子是浅蓝色的。他们维护打理着
小区的环境，辛勤备至，日复一日，风雨
无阻。在我们小区的三原色里，这种工
装蓝，才是令人敬佩的，他们总是引来人
们的啧啧称赞，成为小区斑斓色彩中最
为明丽亮眼的一种。

正是这些自然与人文的交融，构成
了我们小区独特的“三原色”。愿小区的

“三原色”永远绚烂多彩，成为我们心中
最温暖的记忆。

小区的色彩 王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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