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袁 光 宇 通讯员

呙奕州 贺靖洲 刘雪卿

1 月 26 日，北塔区茶元
头街道白田社区 859 户村民
在该社区 71 名党员的带领
下，齐刷刷在一份“重拾萝卜
千年传奇，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的倡议书上按下鲜红的
手印。

“确实有点当年安徽小
岗18位村民按手印的味道，
所不同的是全体村民自愿主
动参加。”今年47岁的白田社
区党支部书记蔡亮平表示。

传说，1000多年前，为躲
避“安史之乱”，白田居民的祖
先一路南迁。当他们来到如
今的白田地界时，远远看见一
个硕大无比的萝卜矗立在资
江边。祖先披荆斩棘追寻而
至，萝卜突然不见，却发现萝
卜现身之处土地开阔肥沃，于
是祖先们在此定居下来。

“初来乍到，老祖宗们在
此种什么得什么，逐渐衣食无
忧，生活安宁。有一年，领头
的老祖宗为了感谢‘萝卜大
神’的指引，决定率领众人一
起种植萝卜，果然获得意外丰
收，而且在那些食用油相对匮
乏的朝代，品质出众的白田萝
卜慢慢获得了‘白田萝卜不用
油，筷子夹起两头流’的美
誉。”白田社区四组年逾古稀
的居民陈扬礼介绍。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
用郎中开处方。’萝卜具有化
痰止咳、促进消化等作用，所
以自古以来，我们白田的长
寿老人特别多。截至目前，
我们社区共有80岁以上老人
一百余人，其中90岁以上老
人21人，还时不时有百岁老
人出现。”白田社区居委会委
员周武说。

“白田萝卜美名远扬，得益
于肥沃的资江冲积土壤。”北塔
区农林水局副局长李小满说。
据他介绍，经过千百年的冲刷，
白田社区沿江一线堆积了大量
富含腐殖质的肥沃沙土，非常
适合生产优质萝卜。

清朝末年以来，由于连
年战乱 ，白田萝卜一度沉

寂。新中国成立后，白田萝
卜曾有多次东山再起的机
会，但失之交臂。随着改革
开放发展，当地年轻人纷纷
外出务工经商，白田萝卜多
靠留守老人零星种植。随着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邵西大道
的修建，许多老人享受到了
比较丰厚的失地保险，不再
需要努力躬耕，白田萝卜产
量越来越低。

随着犬木塘水库的开工
建设和今年新一届社区两委
班子的诞生，白田萝卜的千
年传奇被当地人共同重新拾
起。“原来我们社区的土地只
有沿江一带适合种植萝卜。
今年，我们已经首期流转土
地800亩，打算将修建犬木塘
水库而产生的资江肥沃淤泥
运输到萝卜基地，逐渐将白
田建成邵阳乃至全省全国最
大的‘优质萝卜之乡’。”蔡亮
平憧憬。

白田社区40岁出头的陈
彬早年前往云南西双版纳种
植蔬菜，今冬仅种植小米椒
一项他便获利 200 多万元。
此外，该社区五旬左右的陈
公平和陈顺强也都在邵阳县
谷洲镇从事蔬菜生产多年。
闻听家乡成立了种养专业合
作社和准备注册“白田萝卜”
商标并申请“中国地理标志
产品”，三人纷纷致电社区干
部要求返乡参与重拾白田萝
卜千年传奇行动，并主动提
出给父老乡亲提供一定资金
支持和技术指导。

“每到年底，一家人要穿
越千山万水才能团圆一直是
我心头之痛。现在好了，社区
新班子提出的集中精力发展
白田萝卜的思路，让我看到了
新希望。”白田社区四组居民
陈长寿育有两子，但两个儿子
都在外地务工，一家人每年只
有过年才可匆匆团聚数天。

“萝卜易种植易运输易
储存，而且易加工，将它制作
成萝卜皮、萝卜干、酸萝卜、
辣萝卜等，都是老百姓的最
爱。我想，数年之后，白田会
变成一个特色鲜明的‘萝卜
小镇’！”蔡亮平信心满满。

白田：重拾萝卜千年传奇

▲蔡武在展示白田沃土上长出的“萝卜王”。

▲白田种养合作社拟申请的“白田
萝卜”商标。 ▲白田社区小型萝卜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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