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儿子已经悄悄长大了，不再是爷
爷、奶奶嘴里的‘淘气包’，变得很听话、懂礼
貌，每次我去学校接他，总能听到老师的夸赞
声，让我特有成就感。”记者刚见到小燕（化
名），她就迫不及待地说起了今年10岁的儿子
子豪，幸福和骄傲洋溢在脸上。

小燕今年34岁，由于工作单位距离家比
较远，子豪大多数时间由爷爷、奶奶负责照
看。“子豪小时候特别爱哭，大家都说我们是

‘罪魁祸首’，给他起的名字中有个‘豪’字，所
以他特别爱嚎。另外，子豪小时候也特别霸
道，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原因，可能是我陪伴孩
子的时间太少，他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吧。从
那之后，我尽可能地多陪孩子，和他一起看
书、做游戏，慢慢地，子豪变得越来越乖巧、听
话了。”说起对孩子陪伴的缺失，小燕很是内
疚。

白白的肤色，大大的眼睛，乖巧的性格，
是子豪给记者的第一印象。看到妈妈下班回
来了，子豪赶紧跑把厨房，把爷爷买的草莓拿
出来说：“妈妈，你快吃吧，草莓可甜了，这是
我专门给你留的。”小燕高兴地接过草莓，亲
了亲儿子。

“我儿子帅不帅？他就是我们家的颜值
担当，而且特别懂事。”采访中，小燕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我儿子长大了”。

子豪不光颜值帅，学习成绩也很棒，满屋
子的奖状说明他是努力上进的孩子。“儿子平
时写作业根本不用我操心，我每天回到家，他
的作业已经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桌上了。每
次考试成绩也很好，真是让我省了不少心。”
整个采访过程中，小燕的嘴角始终上扬着。

说来也巧，记者采访当天正好是小燕的
生日。子豪端着一个生日蛋糕，唱着生日快
乐歌走向妈妈时，小燕的眼眶顿时就红了。
歌声在屋内回荡，那是幸福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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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

说起焦作曾经的繁华，很多人会想到新华街。其
实，在中站区龙洞街道武钢社区，也有一条曾经名噪
一时的街道——雪松街，人称“小上海”。

树型优美的雪松绿意盎然，高大的法桐（学名悬
铃木）枝桠纵横，挺拔的钻天杨高高耸立。漫步雪松
街，记者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字——美！

茂密的树木，古朴的房屋，把不算长也不算宽的
雪松街装扮得美丽无比，旧时光的味道瞬间弥漫开
来。雪松街左右两侧的职工宿舍、锅炉房、澡堂等，都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格。这道街及其周边的景
色，就像一帧明信片，带给人宁静的气息和美的享受。

据武钢社区工作人员岳秀娟介绍，这里曾是武汉
钢铁公司焦作黏土矿，工人来自天南海北。在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里，“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雪松
精神非常令人称道，为了学习雪松精神，工人们就在
黏土矿的街道两侧种了很多雪松。渐渐地，这道街就
被称为雪松街。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这条街道还保存
了不少年代久远的雪松、法桐、杨树等。”岳秀娟说。
她告诉记者，每天春夏两季，雪松街格外热闹，不仅附
近的群众来这里乘凉、散步，还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专
门过来打卡。到了秋天，法桐树叶纷纷飘落时，雪松
街“满街尽带黄金甲”，美得“出圈”。

岳秀娟说，雪松街一带曾经十分繁华，盖有当时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职工宿舍楼。记者看到，虽历经
岁月风尘，一栋浅黄色的职工宿舍楼依然“器宇轩

昂”。这里曾经住着说着南腔北调的工人，如今已成
为周围学校的学生宿舍，华丽完成“再就业”。

雪松街上有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废弃烟囱，它就像
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安详地看着周围的变迁。

沿着雪松街往东走，是焦作红色纪念馆。岳秀娟
介绍，这里以前是武钢焦作黏土矿的小花房，院内种
有不少牡丹，外墙上种有蔷薇。在四五十年前，这里
的工人根本不用到洛阳看牡丹，家门口就种有国色天
香的牡丹。

雪松街周围还有职工电影院、歌舞厅……可想而
知，武钢焦作黏土矿工人当年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相当丰富，难怪这条街曾经被称为“小上海”。

后来，随着武钢焦作黏土矿的停产，不少住户纷
纷搬迁，雪松街少了些许繁华，多了几分安宁。近几
年，中站区将雪松街打造成“文旅艺术小镇”，充分利
用当年的大礼堂、澡堂、花房等，改造成“四心、三馆、
两园、一场”党建综合体。“四心”即党群服务中心、综
治中心、群众文化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三馆”即
何物美术馆、山阳刺绣艺术馆、焦作红色纪念馆；“两
园”即红色网络教育家园、红韵龙洞党建文化主题游
园；“一场”即社区多功能运动场。

如今，烟火气逐渐回归，雪松街再现昔日的繁
华。不少人趁着双休日驱车前来观花、赏景、游小花
园，探访隐藏在山里的“世外桃源”。

上图 雪松街景一角。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雪松街：

小燕（右）在辅导子豪做
作业。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家有

儿女

“这道烧茄子是我婆婆的拿手菜，虽然是一道素
菜，吃起来却比肉还鲜香。”3月10日，在四季花城小
区，今年53岁的杨红端出她做的烧茄子。

色泽金黄的茄子，配上西红柿、青椒、蒜苗等，让
记者垂涎三尺。

杨红向记者分享了烧茄子的做法：茄子去皮切成
菱形，西红柿切成小块，青椒用手撕成小片，蒜苗切

段，分别装盘待用。然后开始调面汁，碗中放淀粉、面
粉、盐、胡椒粉、鸡精、水，打入鸡蛋清搅拌均匀倒入茄
子上，搅拌均匀。起锅烧油，油温七成热时，将裹着面
糊的茄子放入锅中炸至金黄捞出。烧茄子之前先调
料汁，碗中放葱、姜、蒜末、盐、胡椒粉、鸡精、耗油、白
糖、生抽、水搅拌均匀，锅中留底油，放入西红柿进行
翻炒，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烧开，依次放入茄子、青
椒、蒜苗翻炒片刻，最后放鸡精、香油出锅。

回忆小时候的美食，杨红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做的
炸油条。“妈妈炸的油条又黄、又焦、又脆，特别好吃。”
杨红说。

“我的老家在登封，小时候家里穷，姊妹们也多，只
有逢年过节母亲才会炸油条。家里一年到头吃得最多

的是‘老三样’——白萝卜、红萝卜、白菜。”杨红说。
当时没有味精、鸡精等佐料，杨红家里吃的菜做

法也极其简单，将萝卜切成丝，放些盐拌一下就好
了。村里有人杀猪的时候，母亲就买些肥肉回来炼出
油，偶尔给全家人开开荤。

上世纪90年代初，杨红和爱人结婚，之后的生活
越来越好，她也跟着婆婆学做了很多美食，烧茄子就
是其中之一。

无论是母亲的炸油条，还是婆婆的烧茄子，都是
杨红心中的美食，它们的的味道中，夹杂着她对家的
一分眷恋。

左上图 杨红在展示做好的烧茄子。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杨红：每道菜都是对家的眷恋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我的男孩
已悄悄长大

本报记者 李 征

我家

大厨

编辑 许 凌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李艺斐 组版 王翠翠

2022年 3月 11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覃怀月A08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散文

诗歌欣赏

一味荠菜

据我所知，喜吃荠菜的人很多。
小时候看女作家张洁的散文

《挖荠菜》，除了同情他们艰苦的生
活外，也挺羡慕他们在春风吹拂下
挖荠菜。她在文中详细写了他们当
时吃荠菜的法子，也写了生活条件
好的时候吃荠菜的法子，不过都是
凉拌荠菜。就是这样简单的凉拌荠
菜，看得我涎水直流。

我缠着妈妈也去给我挖荠菜。
妈妈把挖来的荠菜细细择净、焯水、
凉拌，吃一口，确实清香满口。

我对荠菜一吃钟情。后来得
知，这才是最简单的吃法。

荠菜可以包包子、包饺子、蒸
菜、烙饼、擀面条。我每次吃荠菜做
的饭总要多盛一碗，吃得肚子溜圆
方才罢休。

也因此，妈妈每到春来就开始
挖荠菜，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存
冰箱里，等我们到家，开始荠菜大宴。

近年来，妈妈的眼睛因为白内
障看不清楚东西，我们劝她别出去
挖野菜了。她念念叨叨：“你们也没
时间挖，又喜欢吃，我随便挖点你们
就能尝鲜。”在我们的一再劝阻下，
她才心不甘情不愿答应不再挖野
菜。

偶尔，我们也会带着妈妈一起
去野地里挖野菜。每当这个时候，
妈妈脸上的笑意就如同春风一样。

心情好，挖的菜也更多，回家吃
饭时也更香。

荠菜的花很小，碎、嫩、巧，白色
花瓣在枝叶间闪闪烁烁，散若满地
星辰。这样的花，这样的叶，温和恬
淡，不争不抢，小巧细柔的表象下却
很坚韧、耐寒耐旱，很有骨气。

二味茵陈

茵陈和荠菜一样，也被称为野
菜，又被尊为药材。

茵陈贴地而长，灰青泛白的叶
子茸绵温柔，藏在石峰里，躲在枯枝
下，如果不注意，就被它蒙蔽了。但
吃货的眼睛是毒辣的，怎能让它们
逃过这一劫呢。

茵陈喜欢群居，只要发现一朵，
周围一定有它的兄弟姐妹。于是，
一窝端。想来，甚是残忍。

不过，为了口腹之欲，也顾不了
那么多了。人啊，是多自私。

采摘回来的茵陈择洗干净，拌
上面，撒点盐，上笼蒸。熟了之后，
鸡精、香油伺候着，味道霎时就飘了
满屋子。吃在嘴里，茵陈特有的清
香之气、柔绵之感让人舌下生津、胃

口大开。
有人喜欢和面条一起煮着吃，

有人喜欢晾干了泡水喝。方法多
多，功效多多，味道不减，总是让人
爱到心窝窝里。

古人和自然接触最为密切亲
近，也很居浪漫主义情怀。他们为
自然界的生物取的名字贴切又富有
诗意。比如《诗经》里把茵陈称

“蘩”，“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
喈喈，采蘩祁祁”。如此美词，读来
齿颊生香，春风暖、词句雅、野菜香，
仿佛风要托着我们飞起来。

茵陈自有一种冲淡平和、独立
自持的气质，虽然小，却独具气场。
我从茵陈中感悟到不一样的意义，
即不止不息、代代相递的生命含义。

三味香椿

香椿长在树上，高不可攀的样
子，吃客自然有法子攀摘下来它
们。谁让它们发光发香诱惑人呢。

香椿，绿叶若翡翠，红边如玛
瑙，油润泛光，一副志得意满的富贵
相，再加上浓郁而独特的香味，可不
萦人心怀？是以，一到春来，无数双
眼睛就盯着那棵香椿树。

姥姥看得紧，唯恐别人采了，她
的宝贝外孙女吃不着。

采摘下来的香椿，焯水，和豆腐
丁拌在一起，盐、味精、香油匀着，色
香味俱全，吃在嘴里妙不可言。将
其切碎、裹面、油炸，制成香椿鱼，清
香可口。香椿切段，匀进蛋液，大火
急炒，香味扑鼻，口水就咽进肚子里
了。待一盘金黄翠绿的香椿鸡蛋上
桌，这时候，谁谦让谁就是傻子，只
恨自己只有一张嘴。

我们吃着，姥姥就笑着看着，她
才不拦不劝呢，她欢喜看我们如此
抢食呢。

姥爷放羊回来，坐于石桌旁边，
就着清风明月，桌上是一盘我们恋
恋不舍的香椿鸡蛋，只见他夹一口
香椿鸡蛋喝一口酒，抽几口小烟。
姥爷一辈子辛苦，酒喝得极少，烟抽
得极多，最喜欢吃手擀面叶，其他别
无所好。酒喝完了，菜还有许多，于
是我们立刻开始抢食，无人问一句
姥爷为什么吃那么少。我们吃着，
姥爷一边抽着烟看着我们笑，一边
讲着鬼神故事，也不管我们听不听，
他兀自讲个不休。

如今想来，不由泪水潸潸。有
人说好日子细水长流，也许，那分永
久的思念也许在细水长流里陪伴着
我们。

用思念来替代当初的不懂事，
不知道行不行？

春来渐暖，天河公园南岸
几处梅花粲然开放，观之甚
喜，赋小诗二首。

红梅
葱茏茂密满枝红，
粉艳凝香嫩蕊茸。
几处同开增亮色，
天河园里染春风。

白 梅
河边草地几株梅，
铁骨虬姿染翠微。
碧玉晶莹融雪色，
仙姝满树尽芳菲。

这家按摩店位于县城南边一条不热闹的街
上，是一个普通的临街民房。它座南朝北，一个
小小的门店上挂着一幅蓝底白字的匾，上面写
着“专业盲人按摩”几个大字。因诚信、技艺好，
前来按摩的人比较多。店老板是夫妻俩，配合
默契，见缝工作，若有来人，谁有空就投入工作，
不用催促，两人一刻也不怠慢，夫唱妇随。

丈夫朴实敦厚，中等个子，方脸，虽是大眼
睛，却患有弱视，左眼仅有光感，右眼勉强能看
清。妻子个子高挑、纤瘦，圆圆的脸白里透红，
一对弯弯的柳叶眉，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很
是漂亮。她聪慧热情，因10岁时患严重眼疾双
目失明，平时摸索着做事，每每却能做得有条
不紊，按摩技艺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多
年来，丈夫当妻子的眼睛，妻子做丈夫的得力
助手，两人相互依靠，相互搀扶，自强自立，拜
师学艺，都学成了按摩师。颈椎、腰椎等疼痛
难忍的患者，通过他们的按摩都能轻松解除疼
痛、消除疲劳，他们的按摩技能让患者赞不绝
口。

第一次按摩，又疼又紧张，按摩师妻子为
了缓解我的紧张情绪，她边按摩边与我聊天。
我的注意力转移了，在轻松的环境中渐渐感到
舒服。按摩一次我的腰椎疼痛就稍有减轻，按
摩五次后基本不疼了，又连着按摩几次竟然完
全好了，我心里高兴极了。

后来连续按摩了几次，我与按摩师夫妇熟
络起来，便经常与他们聊天。丈夫不拘言谈，
妻子却是快人快语，她虽眼睛看不见，内心却
贮存了许多东西，懂得甚多。她告诉我，她和
丈夫是在上盲人学校时认识的，毕业后开始自
主创业，后来两人结了婚。她还告诉我他们儿
子在外地重点大学读书，性格阳光开朗，学习
刻苦努力，己经上大三了，大二就入了党；女儿
在县一中上高中，学习也很好。说到孩子们，
她一脸笑容，有着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她喜欢文学，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
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敬佩张海迪和那些身残
志坚的楷模，他们面对困难时勇敢、坚强、乐观
和坚持，虽身处逆境但拥有一颗强大和勇敢的
心，这都深深感动和激励着她。

当我问她这样忙碌的工作累不累时，她回
答我：“习惯了也不是特累。每天下班吃过晚
饭后，听听新闻，有时会听听音乐或小说就休
息了，养精蓄锐准备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既
然学了按摩就得坚持，虽然艰辛，倒也乐在其
中。”

窗外春光明媚，阳光灿烂。透过玻璃窗看
到院子里有一棵玉兰树和一棵梅树，在春风里
争妍开放，繁花似锦，那淡淡的清香穿过门和
窗户的缝隙飘进按摩室里，沁入心脾，令人陶
醉。

太阳照进屋里，刚好射在她的脸上，在阳
光下，她的脸红扑扑的，宛如玉兰花般美丽，又
如梅花般坚毅。我心里默默地祝愿他们的日
子永远幸福美满，永远像梅花般红艳。

你的风情春天懂
明媚的春天
浪漫了你豆蔻的年华

你的柔情春风懂
和煦的春风
芳菲了你少女的心房

你的深情春雨懂
温柔的春雨
晶莹了你俊俏的脸庞

追梦的年龄
绽放了你的憧憬
清澈的眸子
美丽了你的心灵
含羞的容颜
疏影了你的暗香

借助风的力量
你舞动起瑰丽的翅膀
将春的妖娆
柔美的浓郁芬芳

万紫千红的花雨
飘飘洒洒
纷纷扬扬
擦亮了春的风景
缤纷了梦的遐想

幸福像花一样
□陈丽娟

天河公园赏梅
□李思敏

美人梅
□侯思亮

早春三味
□廉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