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2日 星期六 5

滕州菜煎饼
马洪超

一辆三轮车载着两三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各
支着一顶小鏊子，上面煎饼里的菜和油吱吱作响，
这就是鲁南一带的著名小吃——菜煎饼。在鲁南多
地的菜煎饼里，数枣庄滕州的格外出名，当地还有
人以此实现了“三轮车摊—开设门店—走进北上
广”的华丽转变。

不同于北京街头的煎饼要刷酱、放生菜和薄脆，
也不同于天津的煎饼果子需要加油条，鲁南菜煎饼
吃的主要是菜，而且菜馅可以自己选。不管是三轮
车摊上还是门店里，顾客都可以从一盆盆菜馅里选
择自己想吃的那几款，韭菜、白菜丝、胡萝卜丝、南瓜
丝、土豆丝、豆腐、粉条⋯⋯选好的菜盛在大勺里，放
上盐、小葱、调料、食用油等，充分搅拌后均匀地摊在
鏊子上的煎饼皮上，再覆一张煎饼皮，用手轻轻拍
压，等一会儿翻转再烙另一面，直至煎饼烙出油黄
色，菜香、饼香四溢，一份菜煎饼就做熟了。

熟了的菜煎饼很烫，不能直接用手拿着吃。为
了让煎饼尽快降温，很多卖家会将菜煎饼从菜馅处
一分为二，放在一旁的鏊子或案板上，每一边的面饼
都沾了几乎同等的菜馅，这功夫让人看了不禁惊
叹。稍凉后，卖家用三角铁铲把菜煎饼折叠卷好，切
成等大的两半儿，放在一块垫了白纸的小木片上，供
等急了的顾客坐在一旁的小马扎上开吃。

与鲁南主食直径近一米的大煎饼不同，菜煎饼
是用小鏊子烙成的，直径约四十厘米。为了能赶上
出早点摊，卖家常常要凌晨摸黑起来，和好面糊，
并烙上上百张煎饼，以备天亮顾客买煎饼时随时用
上。有时候，很多顾客想加个鸡蛋补充营养，卖家
则将鸡蛋打在鏊子上，蛋液稍微定型后，在上面放
一张煎饼皮，连鸡蛋带煎饼翻个个后，再往这张鸡
蛋饼上摊菜。

这种有面、有菜、有鸡蛋的菜煎饼，营养自然
很丰富，特别是那诱人的香味，往往让吃早点的人
欲罢不能。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笔者从乡镇初中
转学到县城中学，每个星期的生活费并不多。那
时，一个加鸡蛋的菜煎饼卖一块五，算不上贵，可
对当时像我一样进城求学的学生来说，天天吃一个
菜煎饼确实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时过境迁，如今家
乡的菜煎饼一个就卖五六块钱了，人们也不在乎这
样的价格，但因为远离故乡，这种对菜煎饼求之难
得的感受反而有增无减。

多年来，卖菜煎饼在滕州早已成为一种职业，从
业者大多为一些中年女性，对解决当地就业起到了
很大作用。有鉴于菜煎饼这种小吃广受欢迎，与滕
州相近的薛城、邹城、曲阜等地，有很多人前往滕州
专门学习这门手艺，回去之后也做起了菜煎饼买
卖。现在，在鲁南很多县（区），人们都有可能遇到打
着“滕州菜煎饼”牌子的小吃摊或门店。前几天，笔
者在网上发现，有一对年轻小夫妻两年前在北京
CBD 商务区开了一家滕州菜煎饼门店，还取了一个
颇有国际范的名字“MISS 菜”。看来，笔者要快点
找个时间，去“迷死菜”那里解解馋啦！

一 位 摊 主 的 煎 饼 摊 ，摆 了 好 几 个 菜 煎 饼 鏊

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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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不止于饱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吃饱饭，曾是今年 67 岁的北京西城
居民李慧云印象中最幸福的事。“小时候
吃顿白米饭并不容易，粮食定量供应，没
有粮票光有钱也得饿肚子，平日里父母
最怕的就是家里来亲戚，不够吃呀。”物
资匮乏年代，一碗白米饭就是奢侈物。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老百姓的餐桌
上越来越丰富，米成为寻常物，大米、
小米，东北米、杂粮米、泰国香米等应
有尽有。老百姓吃米也逐渐讲究起来，
不仅要吃得可口，还要吃得营养、吃得
健康。

品种，五花八门

在北京西城区马连道家乐福超市，
粮油销售区货架上堆放着名目繁多的袋
装大米，稻花香米、珍珠米、富硒米、泰国
香米、贡米、生态稻等，五花八门的大米
品种着实让李慧云犯了难：“原来买米，
就看是新米还是陈米，是东北大米还是
南方米，现在各个地方的米都有，这到底
买哪种好呢？”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大米其实就三
种：籼米、粳米和糯米，籼米就是我们通
常说的南方米，粳米是常见的东北米。”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大米分会副理事长赵
永进说，至于香米、贡米、富硒米、珍珠米
等，都是商家自行命名的，是商品名称。
这些米主要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矿
物质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营养价值差
距不大，主要区别在于口感和食味的
不同。

除了名称五花八门，超市里的大米
价格也相去甚远。同样是产自东北的珍
珠米，福临门 5 公斤装价格 29 元，金龙
鱼就要 39.9 元；同是原装进口的泰国茉
莉香米，金健一袋 5 公斤装的价格是
59.9 元，恒大兴安则要 89 元。面对花样
百出的包装和差别不小的价格，李慧云
更发愁：“除包装袋不一样以外，看不出
有什么区别，买便宜了不放心，买贵了又
怕吃亏。”一番纠结之后，李慧云最终买
了一袋 5公斤装的北大荒长粒香米。

大米价格为何相差那么多？超市销
售人员乔远介绍说，品牌不同、功能不

同、品质差异是大米价格悬殊的主因。
比如，泰国茉莉香米口感好，有机米、生
态米更加健康，富硒米则更有营养，免淘
米、清洁米比较干净，做饭时不需要淘
洗。“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东
西更加挑剔，普通价位的米一直卖得不
错，好品牌、高价位的米销量也越来越
好。”

对于如何挑选大米，乔远也支了几
招。看大米的色泽是否光洁，闻大米的
气味是否清香无异味，摸大米的颗粒是
否饱满无糠粉。更重要的是查看米袋上
标注的生产日期、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
称和地址、净含量、保质期、质量等级、产
品标准号以及其他特殊标注内容。

功能米，受到追捧

陈茜是一位新媒体编辑，平时工作
繁忙，不愿意在食物的选购上花费过多
心思，对于大米，她就认准了一个品种：
富硒米。“口感不错，营养价值高，还能排
毒抗辐射，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富硒大米与普通大米有什么不同？
赵永进介绍，富硒大米是指含硒量在
0.1—0.3mg/kg 的一类大米，每天食用
这种米 300g—500g，可以满足人体对
硒的需求。目前生产富硒米的方式有两
种，一种是在水稻生产过程中，适时使用
富含硒的肥料。另一种是水稻在富含硒
的土壤里生长成纯天然富硒大米。

在绝大多数人的观念里，米饭是用
来填饱肚子的，并不具有保健功能。但
富硒米等各种富含微量元素大米的出
现，重塑了人们的固有认知。不同种类
的大米具有不同功效，可以提高免疫力、
排毒抗辐射、减少血栓生成甚至能抗癌

等，价格也因此比普通大米贵上几倍。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

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加快升级，中高端消
费者对大米价格越来越不敏感，而是更
加注重食品的质量安全，追求健康营
养。因此，富硒米、有机米等受到市场追
捧。”赵永进说，“再有营养的东西，吃多
了也会有害，应该科学选择，合理进食。”

目前市场上很多大米的特性都仅仅
在包装上有所体现，如何验证成了难
题。有些富硒米、有机米除了名字外，包
装上没有任何说明，价格却千差万别，每
斤从几元钱到几十元钱不等，另外一些
品牌的米在包装盒上标出米中的硒含
量，但是缺少权威部门的认证，导致大米
品质鱼龙混杂。

赵永进认为，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
原因是监管体系的不健全。大米是率先
实行食品质量安全 QS 认证的行业之
一，但一粒米从田间地头走向市民餐桌，
要几易人手、几经周转，其生产和流通特
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溯源”的困难。

“要确保每一个环节的监管，还需要建立
更加完善的管理体系。”

标准，有待提高

27 岁的熊跃然是一名新晋妈妈，十
分注重自家餐桌上的饮食健康。从食用
油到大米，样样精挑细选，甚至不惜花高
价从国外购买大米。“各国大米口感各有
不同，但平心而论，国产大米与国外优质
品牌相比，品质上确实有些差距。”熊跃
然举例说，她曾经做过比较，洗淘时，国
产大米碎米粒较多，淀粉量偏大，一般需
要洗淘三四遍，日本大米淘洗一两遍后
即可淘清。

“标准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赵永
进说。在日本，大米育种、种植、收割、加
工、储存、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明确标
准，这些标准的核心目的，就是保证大米
吃到消费者口里，还有稻米的清香。为
了保证新鲜度，日本加工的精米，一般只
有 3 个月“赏味期限”，如此苛刻的标准
在中国市场上很难实现。

国内的大米行业不是没标准，且很
多标准也不低，但标准不够细，不能满足
消费新需求。“要提升、细化国产大米的
生产标准，除了靠政府部门加大管理力
度外，更主要的是提高企业的自我要
求。”赵永进说，长期以来，大米行业主要
依靠政府引导，缺少行业自律，大品牌、
大企业应带头设定自身企业的高标准，
不能以满足政府设定的官方标准为目
标，要在“监管和自律”双向促进下保障
大米质量。

此外，由于大米加工过程简单，准入
门槛低，造成国内品牌过于泛滥。目前
我国有 1 万多个大米品牌，比较活跃的
大米品牌就有 3000 多个，在全国叫得
响的品牌却寥寥无几。

“我国大米地域性品牌多，但全国性
大品牌少。”赵永进说，由于大米地域性
生产、不同地方人群口感需求不一样等
原因，这样的现状有一定的合理性。从
国际经验看，泰国以举国体制来建设大
米品牌，严格大米标准，仅白米标准就分
A、B、C 三级，其大米标准也被认为是目
前世界上所有稻米生产国家稻米标准中
最为复杂和详细的，是泰国大米畅销世
界的“通行证”。“国产大米要走出国门，
提升国际竞争力，也需要学习这些国家
的过人之处，根据市场对高品质大米的
需求，制定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行业标
准，抬高准入门槛，确保品质。”赵永进说。

行走人生，你需要一张诚信通行证
瞿长福

很多时候，大米带给我们的是快乐、

满足和温馨。无论在粮食短缺年代，还

是富足时期，也无论是吃着“百家饭”，还

是回家时等着你的那一桌饭菜，这种感

觉其实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体验，只是因

为身处其中、习以为常，往往忽略了这种

感受，可一旦仔细品味，便会发现“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

是的，对于衣食住行这类生存性、普

遍性的需求，即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手

艺或者工具的改变，使“一碗好米饭”的

追求、“一身好皮毛”的讲究更加多样化、

个性化，但民以食为天，大米在人类生活

中的基础功能却是恒定的。至于其他，

那是温饱之后的事。

然而，大米也并不总是能带给人“正

能量”，尽管“责任不在米方”，但生活常

常会在不经意间给人开这种“不能开的

玩笑”。就如在媒体中时有露面的所谓

“毒大米”“假大米”“陈化米”那样，假如

这种“一日不吃饿得慌”的刚性必需品也

会“偶尔露峥嵘”，虽然只是偶尔，却不知

会颠覆多少人的“三观”。因此，当街市

上“诚信大米”“真诚大米”“良心大米”招

牌争相入眼时，本来是一件好事，按说应

该更放心了，其实也更放心了。但从另

一个角度看，反如一种讽刺，是对当初

的、曾经的、个别的造假行为的嘲弄。

这就涉及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诚

信问题。诚信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从古

及今多少民族、名人、凡人追求以诚信为

本、诚信树人、诚信立国，诸如教义训诫、

社会赏赐、乡野倡导，乃至诚信为本的典

籍案例可谓汗牛充栋，可见没有哪个民

族愿意失去诚信。秉承诚信为荣、诚信

为准的原则，人们相互交往交易，诚信既

是人与人交流最基本、也最高格的要求，

同 时 也 是 人 与 人 交 流 往 来 的 庇 护 与

保障。

不过，实践表明，越重要的事情，越

需要经受考验。诚信需要经受的最大也

最直接的考验，是利益。正如白花花的

大米陷入利益诱惑中也会被人毁了容

颜，诚信同样要面对各种不同利益，且在

利益裹挟下检验人的承受能力与抗压

能力。

有一位企业家，当年刚出道时夫妻

俩在城里租了间门面开饺子店，生意很

火。他想一直干下去，做个富足的小老

板。没料到房东看见饺子店能赚钱，心

思活了，想自家人干，于是想方设法毁约

把小老板赶走了。可房东家接手饺子店

后食客却越来越少，最终歇业。门面又

转给别人，可是此门面已非彼门面，再也

没有往日吃货云集的时光。回忆过去，

企业家不无调侃地说，不守信用毁了的

其实不只那间门面，可能是一家“百年饺

子店”。

诚信需要经受的另一大考验，是权

力。有权不可任性，说的是需要限制有

些人对权力的随意使用，但现实中有些

人常常很“任性”。几年前中部地区有个

县制定规划，在该县北部搞开发，并通过

相应政策招商引资，一时应者云集。可

好景不长，不到两年，县里主要领导调走

了，接任者另起炉灶，把发展重点转向南

部，对北部开发的支持力度大减。可叹

投资商们钱都投下去了，一些人只好悄

悄地走人，发誓“再也不从这里过”。

当然，除了利益与权力，诚信还需要

经受诸如道德、文化等许多考验，这是谁

也无法避免的。所以，行走人生，你对他

人，他人对你；你对社会，社会对你，诚信

都是一道必答题。至于我们的行为，无

论身居高位还是乡野，则无时不在书写、

标注各自的答案，并影响着诚信社会的

高度、深度与广度。

人无信不立，诚实是最丰富的传代

物。假如人生需要通行证，那么除了知

识、能力、经历等各种证件，最重要的那

张通行证，其实是诚信。因为，只有诚

信，才是永不过期的通行证。一个人如

此，一家企业如此，一个地方、一个民族、

一个社会也如此。

如今，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吃

米要吃得香，还要吃得健康。

李华林摄

上图 各大超市货架上堆着名目繁多的袋装大米，有稻花香米、珍珠

米、富硒米、泰国香米、贡米、生态稻等。五花八门的大米品种满足了不

同消费者所需。

右图 富硒米、有机米等各种含微量元素大米的出现，“颠覆”了人们

对大米的固有认知。大米不仅可以用来饱腹，还能补充营养。

李华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