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过了一会儿，待众人喝过了老马家的羊肉
汤，吃过了老韩家的麻汁烧饼。儿女们陪二位老
人走进了城西的澄波湖。这是黄河北岸最大的淡
水湖，是鲁北平原上独具特色的旅游休闲度假地，
是著名的省级湿地公园。心随步移，暮春的湖区，
碧湖翠溪、杨柳依依。处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白鹭、野鸭不时在湖面上轻轻掠过，流莺杜鹃在苇
蒲深处轻轻啼鸣。那假山亭榭，那小桥流水，那碧
草花树，那舟船浪花，是那样秀美那样飘逸。蓝天
碧水、绿树红花、湖光山色、远景近影，人与自然和
谐相融，组合成一幅“济水澄波”水墨画卷。观之，
令人目不暇接，令人留恋忘返……赵姥姥与老伴
胡芦三已经看的着迷，久久的伫立在湖边。

当工作人员告诉大家，这湖从开工建设至今
已经八个年头。八年该有多少人为造就这样一颗
明珠而辛勤劳动，付出了多少心血，洒下了多少汗
水。众人感慨万千，在心里深深地祝福和感谢这
些光荣的建设者们。

这一天，孩子们还陪他们游览了济北公园，全
民健身公园，黄河健身公园、安阑湖水景公园、平
原水库等新城的著名景点。饱览秀色、神思飞
扬。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景点都匠心独具，都饱含
着亲民爱民的情怀，都立足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
明，都满怀“碧水蓝天”、“牢记使命”的崇高理想。

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个个美丽的景点实则组
合成新城的亮点。传承黄河文化、滨湖文化、山水
文化，融生态、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在河、湖、
山、水、花、草、树、木的自然景观中，让人感受到人

文的关怀，感爱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感受到环境保
护、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美感和震憾力。没有决
策者的决心，没有建设者的担当与奉献，何来这人
间的美景……

一路走来，他们看不够路旁岸边那绿色的杨

柳、白蜡、银杏、国槐、松柏等树木；看不够园内芬
芳四溢的紫薇、樱花、海棠、珍株梅、榆叶梅；看不
够水边那茂盛的莲叶、水葱、苇蒲等等遍布新城的
一切绿色植物和花卉……哦！无言的绿色生命，

静悄悄陪在人的身旁，在观看着人间的日新月异，
在体味着生命的真正意韵。

而特别令赵姥姥难忘的是那座占地一千多亩、
清澈明净、广阔静谧的平原水库。那一刻，老人家
一下被深深吸引住了，她有些痴迷有些神往。若大

的水面像一面镜子，静静的摆放在平原之上，没有
砖石、没有林木、没有嘈杂，只有一片祥和一片寂
静。这是一个无尘的净潭，这是一块纯净的宝石，
这是一条珍贵的生命补给线……注视良久，她看到
蓝天映入水库之中，展现的是一种湛蓝，是一种雨
过天青云破处的那一种蓝，是一种水洗过的那一种
蓝。一朵朵白云漂来，时而像银白的轻纱，时而像
仙女手中的丝线，时而像奔跑的绵羊……蓝天白
云，遼远清纯又历历在目。有了蓝天白云便会有金
山银山，这是她从儿女们口中得知的。

就在这水库的北面有一条古老的徒骇河，已
经被国家修竣治理的成了一条黄金水道。那满河
的鱼歌，那满载的渡轮货轮，那崭新的高大的商
桥，正一天天丰富着生活，创造着财富。由徒骇河
向四周延伸开去，既有闻名四海的食品工业、工业
制造、物流集散；又有国字号的黄瓜、西瓜、香瓜、
柿子等名优产品；还有黑陶、草编、柳编、鱼米熏
枣、骡马牛羊、鸡鸭鹅兔等众多土特产；还有那数
不清的农副产品深加工，那数不清的绿色大棚，绵
绵沃野已是大面积收获季节……

金山银山就在大地上，就在人们的衣食住行
中，在漂亮的校园中，在优美的环境里，在和谐、快
乐的日子里。

哦！这里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才是宜

居宜业的所在，这里才是充满温暖充满光明的风水
宝地。赵姥姥由衷地钦佩这一城的人民，钦佩这一
城的建设者们。建成如此美丽之仙境，非一日之
功。她听说从创建文明村起步，到建成济南北部新
城差不多用了二十年光景。尤其最后冲刺这几年
里，这新城的建设者们，在黄河的感召下，在人民的
呼唤下，坚韧不拔，信心满满，豪情满满。用无尽的
拼搏、无尽的汗水，撵走了昔日的“小乱脏差”，填写
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一座环境优美、文明富足、
生机勃勃的济南北部新城毅然矗立于黄河北岸，给
世人带来了视觉的盛宴和由衷的赞叹！一种新的
辉煌，一种新的文明又写进古济水流域的史册之
中，这些人是会被后人牢牢记住的。

感动之余，畅想之余，赵姥姥又感到脸宠有些
发烧。这么美丽的地方，自己竟漠然视之，竟将那世
外的古村，将滩里的住所当成仙境，自欺欺人的在此
住了这么多年。看看新城的一切，再比比滩里的生
活，她为自己感到惋惜、感到心酸。一些委屈的泪水
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这一幕正好被老伴胡芦三看
到了，他递一块小纸片给她，嘴里说着：“又想滩里那
家了吧，要不俺这就陪你回去。”“要回你自个回吧，
你这个青瓜皮子，俺大脚就在这城里扎下了，不走
了！”“嘿嘿，知道你想通了，逗你玩。” （待 续）

作者系县文联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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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菜饼是家人的最爱。
擀菜饼是母亲的绝技。
烙菜饼是母亲的绝活。
说起做饭，在我看来，母亲是不

善煎、炸、烹、炒的，但论起烙菜饼、包
饺子、擀面条这些白案饭食，能强过
她的人不多。她擀饼的手法，我们子
女是复制不来的。

母亲擀饼的动作非常优美，通常
是一手持面杖，一手旋转着面剂子，旋
啊转啊，小面团很快就擀成了一张酷
似一轮满月的大面皮。在这张面皮上
摊上调好的韭菜馅拨匀，然后再盖上
一张，合二为一，用手撑将周边压实。
为求精益求精，母亲还要取一空碗，用
碗沿沿着菜饼的边缘转压一周，把边
上没有摊上菜的面皮揭下，放置一旁
留作后用，这样烙出的菜饼，从中间到
边缘都是满满的菜。每次烙菜饼前，
母亲都会电话通知哥嫂姐妹，于是吃
菜饼的时候，就是全家人都到齐的时
候。家里人多，烙一次菜饼常常要耗
上半天功夫，她往往是吃的最少，吃到
最后的。

可是天有不测，今年三月中旬的
一天，一向身体健硕的母亲，忽然患
上凶险的脑干出血，万幸的是送医治
疗及时和上苍眷顾，保住了生命，但
这一凶险的顽疾却还是将母亲右侧
肢体神经击的失去了知觉，致使站立
不稳，行走困难。虽然疾患击垮了母
亲的肢体，但却击不倒我们爱母亲的
心，在三个月的最佳恢复期里，家人
悉心照料，每天倾心帮助母亲恢复肢

体功能，加上她自身的坚强努力，肢
体康复有了起色，可以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了。

自打母亲生病以来，家人极少再
做菜饼吃，无论怎么做都做不出母亲
味道的菜饼。

昨天微信里收到两张母亲的“工
作”照，母亲正在面案前擀菜饼，父亲
在一旁打下手，这是妹妹下班回家准
备做饭时，进门看到的惊喜一幕，这
是母亲患病半年多，第一次亲历亲
为。看到这些我的双眼潮湿了，激动
与欣喜溢于言表。激动的是母亲身
体恢复的不错，生活基本自理了，可
以做她喜欢做的事情，尽管动作不怎
么灵巧和娴熟；欣喜的是家人又可以
其乐融融的享受母亲味道的流香菜
饼了。照片中母亲擀饼的动作和速
度虽然大不如从前，但是她擀的菜饼
仍然大小如一，又圆又薄，面皮下好
像还透着韭菜的淡绿，暗自佩服，莫
道桑榆行不便，烙饼技艺永不减。

母亲擀的菜饼，圆如盘，薄如纸，
是我永远都超不过的技艺。

母亲烙的菜饼，色金黄，味流香，
是走到哪都忘不掉的味道。

远在千里之外的我，看着母亲烙
菜饼的照片，爱的暖流涌上心头，仿
佛正置身在菜饼飘香的家里，甚至有
了饥饿的感觉，真想大块朵颐……

明年五月春韭上市的时节，我
定要去西域北国，与母亲一起做流
香菜饼，享受与母亲在一起的幸福
时光…… 作者单位：县农机局

菜饼流香
◎薛春云

喜火烧喜火烧喜火烧
◎柳天乐

市面上的火烧品类很多，有咸的有甜的有肉的也有素的，
不管怎么好吃，都不能叫喜火烧。只有专为婚嫁专门制做的
火烧才叫喜火烧。

我们老家的喜火烧大体有三种。最普通的一种因外貌像
个大蛤喇，就叫蛤喇皮火烧。又大又胖还点上红胭脂又喜庆，
一看就喜煞人。薄薄的一层皮内包着一些麸皮。做这种火烧
得有巧法。先擀上两个饺子皮，中间摄上一摄麸皮，四周捏严
实了，等锅烧到一定火侯放进锅内反复翻动，嘴里还得祷告着

“起，起，起。”里边的空气受热膨胀，“腾”的一声就鼓起来，一
个胖胖的喜火烧就出锅了。麸，寓意“福”，起，寓意“齐家”，再
点上红胭脂，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

还有一种是用红枣粘上粘米面烙成的，是预祝小夫妻又
甜又亲密早生贵子。而最珍贵的是新媳妇从娘家带来的油盐
火烧。这是新媳妇用来敬奉公婆等长辈和妯娌等亲人的。样
子像市面上的火烧，个头只有四分之一大。瓜子不大在人
心。有油有盐有“缘”法。表达了新媳妇一心溶入新家庭，处
处结缘与家人和睦相处的良好愿望。公婆长辈们欢天喜地接
受新媳妇的珍贵礼品还要回赠些钱财，表示长辈对新人的接
纳和呵护。

总之，喜火烧是男婚女嫁仪式中的吉祥物，小小火烧承载
着新人及全家人对未来美好的期盼和祝福，也有对所有参与
人的良好祝愿。老人吃了能长寿，孩童吃了长的快，光棍吃了
走桃花运，病人吃了病就好。从新媳妇手里讨来的才最灵。
但僧多粥少，不可能人人都摊着，那就到洞房向新媳妇讨要。

“新婚三日无大小，喜闹洞房要火烧”。在头三天之内，不管是
叔公公还是大伯哥（五服之内的除外），都允许来闹新房，机遇
难得怎能不珍惜。他们就以要火烧为名，借机仔细瞅瞅新娘
的花容月貌，已经心满意足只好恋恋不舍的走了。最后只剩
下一群小辈，又是“酒精考验”的要火烧专家，一肚子的坏水，
左一个甜嫂嫂右一个蜜婶婶，也跪头也作揖，为了个喜火烧恨
不得叫亲妈。再不行就威吓讹诈。一霎时个个都封官加冕，
这个当队长那个当会计，最小的官也是保管员。“你得罪了队
长没法活，得罪了会计笔杆子戳，得罪了保管员拽秤砣。要想
过得好，赶快献火烧！要是执迷不悟顽固到底，不给你小鞋
穿，也得给你双穿不上！”不管你有千条妙计，新媳妇有一定之
规，就是不缴钥匙。万般无奈只得进行全方位的搜查，一旦搜
到钥匙，就可一饱口福。如果仍搜不着钥匙，那就效仿孙大圣
三调芭蕉扇，把新郎架起来夯屁股，夯得新郎嗷嗷直叫，新娘
心疼了只好乖乖缴械。这样大家吃着美味香甜的喜火烧，欢
声笑语溢满了整个房间，热闹无比。 作者系清华园居民

艾草与人间仙境艾草与人间仙境（（小说小说））

◎◎张加增张加增

故乡村子的中间是一眼老井，古老的水井
是哪一年挖的，父亲也不知道，从他记事起村里
就有这口水井。青砖垒的井壁、石块砌的井口，
因时间久远，井台被打水的人们磨的溜光圆滑，
在水和阳光的交相辉映下闪着光泽。

水井后面原来是一座庙，前面三间房供
奉着的是关二爷，后面三间房是白蛇娘娘，我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供奉的不是井神，而是关
公和白娘娘？后来想，也许人们觉得能保佑
我们风调雨顺的不是遥不可及的龙王，而是

关二爷和白娘娘吧！
文化大革命，一个疯狂的年代，红卫兵们

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庙自然被砸了个
稀巴烂，此地只留下这口孤零零的水井，村民
把水井又修整了一番，重新砌了井壁、井台，
为了饮水卫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厚木
板盖住了井口。

每天村中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水井旁，清
晨，人们在梦中醒来，“吱呀”一声推开大门，
挑起扁担就走向水井，放桶、摆桶、提水、挑起

装满水的水桶，身体随着水桶左右摆动，仿佛
一曲优美的舞蹈，而满满的水经不住震颤、颠
簸，在道路两旁洒出一路湿湿的印痕。黄昏，
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在井前洗菜、洗衣，把牲口
带到井边饮水，一起谈论着东家长，西家短，
说笑着一天的见闻趣事，谁家的老人过世了，
谁家的老母猪下了几个猪崽子，谁家昨晚吵
了一夜架，还有谁家的孩满月娘生日，……欢
声笑语映着晚霞在井边回荡。

大姐从小个子长的较高，十四岁起，就担起

家里挑水的任务。她拿起了母亲已
磨得溜滑的扁担，挑起水桶走向水
井，等大姐摇摇晃晃把水担回家，水
已洒的所剩无几。一开始，记得大
姐总是担半桶水，后来水桶里的水
愈来愈满。而打水更是需要技巧，
经常不知哪家的孩子，打水时水桶
脱钩掉到了井里，长辈从家里找来
长长的竹竿，才能把水桶打捞上来。

父亲总和我说，冬天井里的
水是热的，而夏天井里的水却是
凉的。这个问题对于年幼的我认
知起来非常困难，我慢慢发现，冬
天里，井口总是冒着袅袅白烟，从
井里打上一桶水来，水仿佛还冒
着一绺绺热气；夏天里，趴到刚打
上来的水桶上喝几口，霎时嗓子
眼儿里冒凉气，浑身都舒畅。

故乡的水井，有时也有小小
的插曲。一天夜晚，村中的李婶
跳了井，李婶是个大美人，可能因
为长得俊，所以脾气也是大得
很。有次，两口子打仗治气，晚上
睡觉时，李婶也是穿着棉袄，扎紧
了棉裤腿，不搭理李叔。李叔干
了一天的活，回家来还是冷锅冷
灶冷脊梁，气自然不打一处来，扯
起李婶就打，没想到，李婶跑出家
门，“噗通”一声跳了井，李叔吓坏
了，赶忙大声喊人。李婶跑的急，
扎紧的棉袄棉裤充满了气，跳下
去后，呛了几口水，人没事，浮在
了水面上。村民们都说，那是因
为自家井不淹死自家人，所以李
婶才会安然无恙。不管如何，此
事后，李叔李婶感情如胶似漆，再
也没听说过拌嘴吵架之事。

每年大年初一的凌晨，乡亲
们都提着灯笼赶到水井处，我们
在井前燃一挂鞭炮，点一柱香，再
担两桶井水回家，祈求一年风调

雨顺。村里的老人也不知道这种仪式源自何
时，但是却代代传承下来。

后来，村里安上了压水井，再后来，我们
用上了自来水，现在人们喝的是纯净水，矿泉
水了，水井从故乡的历史中彻底退出了。但
回忆却是永不疲倦的思念，想起老井就如又
嗅见了故乡的气息和味道，故乡的老井啊！
你是乡亲们世世代代的甜蜜生活和源泉，你
是永恒的记忆，你是生命的续延……

作者单位：曲堤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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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邦利
筷子是中国人发明的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餐具。使筷子

从拿筷子开始。怎样使筷子，也就从怎样拿筷子说起。
平时就餐用的筷子，长约24厘米。拿筷子，拿着筷子的

哪个位置？这事不一就，可上一点，也可下一点，要看夹什么
菜，要看菜盘子的远近。上一点下一点是随时可以调整的，让
筷子在盘底上或碗底上稍稍立停，手就上下移动了，位置就调
整了。手越靠下，筷子的张口越小，灵活度越小，夹菜的力度
越大。手越靠上，筷子的张口越大，灵活度越大，夹菜的力度
越小。因为手在筷子上的着点不是一个，总体来说，以手拿着
筷子中间偏上的地方为宜。上面一根筷子，置中指指甲上侧
边缘和食指与手掌所成折痕的上方，让大拇指指肚压着，并让
食指向里勾着。下面一根筷子，置无名指上侧指尖和虎口的
右侧，让大拇指后面一块指骨压着。手拿着快子时，中指与食
指弯曲成弓形，无名指稍有弯曲。上筷是动筷，下筷是静筷。
夹菜时，让筷子前头对齐。中指伸张向外顶动筷的同时，食指
和大拇指拢着动筷伴随着伸张；筷子着菜夹菜了，食指弯曲向
里勾动筷的同时，大拇指压着动筷配合着食指也弯曲向里勾
动筷、中指肩负着动筷伴随着弯曲。中指食指大拇指，三个手
指一伸一曲，掌控着动筷一张一合，在静筷的配合下就把菜夹
起来了。

这样使筷子，筷子好用，一些不好夹的菜，如丸子、花生
米、粉皮什么的，都能轻松地夹起来。

本文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今年的冬季，那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共同编织出
一个洁净浩瀚的环宇，奉给大地一个美丽的冬天。

又快过年了，翻开记忆的期许，总有一些历历在
目的往事，似云似雾，似那洁白的冰凌，在记忆的心
头涌动，记忆的方田里，无数美好心愿在随那流年的
脚步声悄然而去。悄悄重新梳理一年的愿望，在那
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候放进心田。

年是生命的轮回，从她的内心开始为你记录下生
命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年就像一座桥梁，一头牵着
留恋，另一头挽着希望，让无数双失意的眼神，唤发出
成功者那一份份激情的目光。过年了，该放下的就放
下，该撒手的就要放手，不要总是惦记着过去，要是把
无数的如果埋进往事的土壤，结出的一定是那失望的
苦果，只有把希望的种子奉于春天，用自己辛勤的汗水
去无私浇灌的梦想，才能迎来秋天收获的芳香。

无论在这一年当中收获的是成功还是失败，成
功中顾有自己的努力，可失败中也会有自己的教训
来吸取，记住：只要努力了就不要说遗憾，只要拼搏
了也就无悔于今生。因为人生虽说有劫数的在所难
逃可也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

的人。人生的旅程让年一页页翻过，记下似水的流
年和无悔的青春，让年重新翻起新的一页……

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虽说会失去那延绵不断
的炮竹之声，当人们在清新的环境中静静的迎接祥
和的新年时何尝不是一种新观念的时尚，新生活观
念的变奏曲，那满脸的春风笑意，奉出的是真诚祝
福，传达出的是衷心的祝愿，人们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中祝福中幸福的享受生活的快乐。

今年，天空蓝了，空气新了。有平房的人少了，
住高楼的人多了；城区窄路少了，城区宽敞的路多
了；超市比过去多了，网上购物却更火了；看电视的
少了，玩手机的多了；婆媳吵架的少了，跳广场舞的
多了；吃药的人少了，吃保健品的人多了；步行的人
少了，开车的人多了；超速的少了，红绿灯多了；自
己做饭的少了，叫外卖的多了；大酒店少了，小饭馆
多了；着急上火的人少了，懂法律的人多了……

这是时代的变化，这是社会的发展。这就是新
年带给我们的新气象。在新年来临之际，让我们满
怀豪情守护好往年的美好，在盼望中迎接新年的到
来！ 作者系城区居民

又
到
过
年
时

又
到
过
年
时

◎◎
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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