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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白露一过，当送爽的秋
风掠过村北的秀才顶，凉泉村的
谷子就熟了。

凉泉村是淄博市沂源县鲁
村镇最偏远的山村之一，走在村
外，一不小心就会收到济南通信
运营商的欢迎短信。一条弯弯
曲曲的水泥路通往山外，但村民
出山算不上方便——— 每天上午
下午各一班的公交车，是前不久
才开通的。

村子的名字，来自于村南那
眼长流不息的“探花泉”，因为泉
水清冽甘甜，村民们更愿意称之
为“凉泉”。

清澈的河水顺着蜿蜒的河
道流淌，滋养着四周的青山。青
山绿水并没有留住年轻人的脚
步，全村815口人，将近200人常
年在外打工，留在村里的，大都
是55岁以上的老人，毕竟，在外
每月几千元的打工收入，远比种
庄稼有吸引力，即便是收入还算
可观的果树种植，也打动不了多
少年轻人。

除了苹果和板栗等果树，凉
泉村种得最多的就是谷子。一
块块或大或小的谷子地散落在
村外的山上。对于家庭条件略
好的村民们来说，每年收获的小
米可以补贴家用；对于67户刚刚
脱贫的村民来说，每年收获的小
米即便全卖出去也只能换回千
把块钱，但这却寄托着更多的希

望，一家人的柴米油盐甚至是看
病吃药，都靠这些了。

凉泉村的老少爷们对自己
的谷子是充满信心的。每年农
历三月，春暖花开的时候，村里
人就会播下种子，在昼夜温差
大、没有任何污染的山上，这些
谷子会生长7个月，而且村民们
也不会用任何化肥农药，在他们
看来，农家肥是最好的。

当沉甸甸的谷穗变得发黄，
村民们就会带着剪刀和塑料桶
上山——— 山路运输极不方便，他
们只将谷穗剪下来运回家，或在
路边，或在院子里晒干。

在凉泉村，人们依然习惯用
石碾将谷子变成小米。每当这
时，村子中央的简易棚下，一方
充满了沧桑感的石碾前，前来磨
米的村民络绎不绝却从不混乱。
在石碾一圈圈转动中，谷子被脱
去略显黯淡的外壳，露出金黄色
的本来面目。在村民们看来，石
碾碾米的过程中，不会像使用机
碾那样出现高温，能最大限度保
留小米中的营养。事实也是这
样，用凉泉小米熬粥，冷却后上
面飘着一层米油，那是最有营
养的。

对于城市的人来说，这种纯

粹的“山小米”并不容易买到，而
对于凉泉村的人来说，要想将这
些上好的小米卖出去，却又很
难。这里距离镇政府驻地有近
40华里，一方面村民年龄大、出
行不便，另一方面，镇上的人们
对“山小米”的需求也不大。两
者叠加的结果，就是村民们每年
收获的1万来斤“山小米”，只能
卖出去2000斤左右，买主大都是
在外务工的村民的朋友。至于
剩下的8000斤，就陷入了“舍不
得吃、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地。

凉泉村党支部书记李俊实
一直想帮村民们把小米卖出去。

去年，他把“杂粮”添到了村果蔬
合作社的经营范围里，但没能起
到多大作用。今年，他又希望通
过抖音和电商解决这个问题，他
还想以合作社的名义统一收购
村民的小米然后对外销售，虽然
他定的目标是销售5000斤，而且
一分钱差价也不挣，但具体能卖
掉多少，他心里也没底。

为了帮凉泉村的乡亲们解
决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让广大
消费者买到正宗的“山小米”，大
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帮农助
困”行动将再次开启。本周六，
纯正的“凉泉小米”将送到鲁中
晨报一楼大厅，45元/盒（5斤）。
为了保证现场秩序，本次活动只
接受预订。

预订热线：18653308299（微
信同号）

取货地点：淄博市张店区柳
泉路280号鲁中晨报一楼大厅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继才 李超颖 蒲
忠宁

凉泉小米——— 来自大山深处的礼物
本报“帮农助困”行动再次开启 即日起接受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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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凉泉村，人们依然习惯用石碾将谷子碾成小米。 包装成袋的凉泉小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