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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藕”抢收的经验

9月17日，在桓台县起凤
镇夏四村。

与许多当地藕农忙碌的
身影不同，村民田茂高的藕田
早在半月前便恢复了往日的
平静，一壶热茶、几朵莲蓬，在
恬静的田园和邻里的笑谈声
中，这位68岁的老人却在闲
暇之余，欣喜而又自豪地讲述
着自己关于“嫩藕”抢收的
经验。

“我的‘嫩藕’收得早，在
8月初便开始了抢收，那会批
发商从我这里的拿货价是17
块钱一斤，而现在‘嫩藕’的价
格只能卖到8块钱一斤。”

田茂高口中的“嫩藕”，指
的是一年中当地藕农收获最
早的一批莲藕的嫩芽，在采藕
的过程中，藕农凭借经验在水
下将莲藕最前端的嫩芽掐断
取出，洗净后进行销售。

别看只是这短短的一个
月，抢收“嫩藕”的经验可谓是
田茂高异于他人、发家致富的

“法宝”。
田茂高说，他所种植的

20亩藕田，每年的纯收入保
守讲有10万余元，15年的种
藕经历，让他在莲藕的种植、
采收和销售环节积累了很多
宝贵的经验，眼下，他足不出
户便可将自家收获的莲藕销
售一空。

“你实实在在待人，人家
自然也会实实在在对咱，这些
年来，来我这里买藕的几乎全
是回头客，这其中也包括了很
多合作多年的批发商。”田茂
高说。

马踏湖，地处泰沂山脉北
麓山前洪冲积与黄泛冲积平
原的迭交凹地，由乌河、孝妇
河、猪龙河、杏花河等河流汇
集成湖。作为当地特产的白
莲藕，在这里有着近4000亩
的种植面积，优质的水源条件
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
了其极佳的口感和极高的营
养价值，马踏湖白莲藕也作为
当地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而
远近闻名。

“我所种的藕主要包括两
个品种，藕种选择的是‘娃娃
头’和‘3735’，藕种的价格为
两块多钱一斤，眼前的这二十
亩藕田大约需要一万三千斤
藕种。”

田茂高说，凭借多年的种
藕经验，目前，他每年所需购
买的藕种量并不大，在年底大
规模集中采藕时，他通常会在
藕田中留下一定数量的“老
藕”作为藕种，如此一来，大幅
缩减了种植成本。

也许是稻谷低垂的一方田地，抑或是莲叶接天的
一亩方塘，在每一个庄户人的心中，都有着对“丰收”的
独特理解。不一样的付出，不一样的收获，而辛勤的劳
作是他们共同的“底色”。

在眼下的这个金秋，在众多的劳作者中，藕农的身
影依旧别样。

在素有“北国江南、鱼米之乡”誉称的桓台马踏湖，
这里有藕田4000余亩，“白莲藕”作为当地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以湖中特产之冠而远近闻名，它于春暖后植
秧，所开的莲花为白色，故称“白莲藕”。

9月已是马踏湖“嫩藕”抢收的最后阶段，藕农们也
在为各自的收成进行着最后的“冲锋”，莲藕丰收的喜
悦写在了每一名藕农的脸上。

优质的水源条件、严格的用
肥标准，在当地几代藕农的传承
与努力下，马踏湖“白莲藕”如今
已被贴上了“上等有机蔬菜”的
标签，在供求两端市场均有着不
俗的表现。

但凡事并非均是顺风顺水。
2019年的一场台风，也曾

让当地藕农损失惨重，与绝大多
数藕农的处境一样，田茂高的20
亩藕田同样“颗粒无收”，面对突
如其来的暴风骤雨，昔日生机盎
然的藕塘变身一片汪洋，满眼的
碧绿也只剩下了残枝败叶，数千
斤莲藕几乎全部被闷死在了
塘底。

“其实养藕与种田是一样
的，都是靠天吃饭，虽然台风造
成了严重的损失，但凭借多年的
种植经验，我们还是挺了过来。”
田茂高说。

同时，田茂高还告诉记者，马
踏湖的莲藕其实是踩出来的，而

这一“踩藕”的技艺在当地已传承
了近百年。“彼泽之陂，有蒲与
荷。”一支白莲藕，延续着当地藕
农种藕、采藕的高超技艺。

“‘踩藕’是马踏湖特有的一
种收割莲藕的方式，大多数‘踩
藕’人都是靠着祖辈手口相传才
学会了这门技术。”

田茂高回忆说，很多年前，
“踩藕”人脚上穿的和手上戴的，
还是那种由牛皮缝制的护具，一
套护具的重量大约有40多斤，
现如今，护具已经全部换成了橡
胶材质，既轻便，又耐磨。

目前，“踩藕”这项技艺已被
申请了桓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已出现了效率更高、效益更好
的水枪等莲藕收割方式，但在田
茂高等老一辈藕农的藕田里，依
旧坚持着纯人工“踩藕”的收割
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踩藕”
这门技术除了有对技艺的传承，
还有对莲藕品质的追求。

田茂高坦言，之所以会选择
15年如一日坚持做好一件事，是
家乡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坚定
了自己的信心。

“这些年，随着湿地修复、环
境改善，越来越多的水鸟在我们
这里（马踏湖）安家，好像又回到
了记忆中小时候家乡的那个景
象。”打开水泵，看着涌入藕田的
一泓清泉，田茂高的脸上写满了
欣慰。

从2009年开始，桓台县开
始对马踏湖流域进行综合治理，
通过实施马踏湖湿地生态修复
蓄水、自然保护区湿地恢复、近
自然人工湿地等项目，如今的马
踏湖不仅风光秀丽，湖区的生态
系统和动植物栖息环境得到有
效改善，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
量明显增多，仅飞鸟的种类就超
过了100种，成为鸟类的乐园。

近年来，桓台县花费28.2亿
元用于生态水系修复，围绕马踏
湖、红莲湖，建设猪龙河入湖口
人工湿地、邢家人工湿地、波扎
店人工湿地、乌河河道走廊人工

湿地等六大湿地工程，打造“三
横五纵两湖六湿地”生态水系总
体布局，形成了以“河（湖）长制”
为统领，“治理+修复”的工作体
系，探索实践出“全领域治理、全
流域修复、全方位管控”的水生
态建设“桓台模式”，良好的生态
环境为桓台经济社会发展增创
了鲜明的优势。

“不仅仅是莲藕，目前，我在
自己的这片藕田里还养殖着毛
蟹和小龙虾，经过一年多的尝试
发现，在藕田中养殖毛蟹和小龙
虾不仅不会对莲藕的品质造成
影响，反而使原有的收益增加了
数成。”

田茂高说，虽然自己已年近
七旬，但他依然热衷于在眼前的
这一亩方塘进行各种尝试，也希
望以家乡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
为依托，通过自己不断地尝试和
努力，打造一个能够实现致富梦
的新型藕田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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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藕农的护具已经换成了橡胶材质，
既轻便，又耐磨。

田茂高等老一辈藕农，依旧坚持着纯人工
“踩藕”的收割方式。

田茂高向记者展示自己种植的白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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