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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提要

连云港是亚欧第二条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具有广大的腹地、优良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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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角。60年代前高作不产米，除非家里有病人才抓一两把米，放在泥茶壶里，加

水吊在锅门上方，以烧锅的余火煮熟，待米煮熟时，四邻闻到香，每每要来问一句

“吃米了?”。现在产米了，不少人反而不爱吃。杂交米、公本米、粳米、糯米，又

形成新的选择。旧时高作人，就多数而言，主要以酱豆、咸菜、萝卜干等作下饭

菜，偶尔来了亲戚，每每借鸡蛋借油等，动辄就得跑半个庄子。当时有“穷怕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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