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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儿时吃香椿的美好记忆，在外
漂泊几十年的我，退休后在乡下老宅子
外栽种了几棵象征吉祥的香椿树。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香椿树又粗
又壮，树枝已超过房顶。香椿树的根部
还长出了许多小香椿树苗，在春风的摇
曳中、春雨的滋润下，今年又长出了鲜
嫩的香椿芽，散发着阵阵清香。正如清
代康有为《咏香椿》中描述的那样：“山
珍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
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

香椿芽与榆钱儿、槐花并称“树上
三菜”，这三种菜可是春天的三宝，是上
苍所赐，“丰年三菜寻美味，荒年度灾意
非凡”。

香椿不如各种鲜花那样光彩夺目，
但它是“远看似有近则无”的丝丝碧绿，
在默默无闻中装扮着春的暖阳，使春天
增加了许多明媚与灿烂。

香椿树分为两种，即红香椿树和白
香椿树。红香椿树初春刚发芽时是紫
红色的，长一段时间就变成绿色的了；

白香椿树春天刚发的芽是绿色的，长着
长着就与红香椿树的枝叶一模一样了。

记得儿时，我家的打麦场边长着一
棵挺拔的白香椿树。每当春天来临，头
茬香椿是最嫩、最好吃的，但父母亲舍
不得采摘，而是等其芽长大、长满后，采
摘下来当菜吃。他们说，家里有棵香椿
树，一年四季有菜吃。那香椿芽或蒸或
煮，都可以吃，也很有味道。偶尔调盘
香椿芽，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唇齿留香，
吃了上顿想下顿。

小时候家里穷，很少吃捞面条。一
次到舅舅家走亲戚，舅妈做的是香椿炒
鸡蛋捞面条，真美味呀，我一碗又一碗，
连续吃了三大碗。上世纪70年代初的
一个春天，我送焦作籍复员兵返乡，妻
子闻讯特地回娘家采摘些香椿芽，尽管
做的还是香椿鸡蛋捞面条，可我没有吃
出儿时清香四溢的味道。

现在也有在大棚里种植香椿的，但
那样的香椿芽没有吸取天地日月之精
华，自然没有生长在天地中的香椿芽好

吃。
香椿作为蔬菜类食用，确实是好东

西。有人称其为贵族菜。史书记载，早
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古人就开始食
用香椿。尤其是香椿芽，为时令佳品，
鲜嫩美味，营养丰富，色味具佳。它含
有人体不可或缺的钙、磷、钾等，有补虚
壮阳、消炎止血、止痛行气、养发生发、
理血健脾等功效。民间就有“常吃香
椿，百病消退”之说。

香椿的食用方法很多，香椿炒鸡蛋
是人们最常做的菜品。金黄黄、青翠
翠、香喷喷，看了就让人垂涎欲滴。还
有凉拌香椿，把香椿芽用开水焯过，切
碎，加上蒜泥、葱、姜、香油、醋和少许白
糖，清爽利口，百吃不厌。

好吃不如爱吃，人们根据各自的口
味，有炸香椿丸子的，有做香椿煎饼的，
有做香椿饺子的，也有加些煮熟的黄豆、
花生腌制成咸菜在家慢慢享用的……那
真是舌尖上的春天、舌尖上的享受、舌
尖上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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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老年记者 秦世江

清明，我和两个妹妹给祖父扫墓。
坟茔，松柏苍翠，芳草萋萋，丛丛野

花摇曳着，开得五颜六色，这是一缕蓬
勃的春的气息，可在今天却显得那么幽
寂和肃然。祖父的墓丘静静地卧着，我
恭敬地向墓头添了几锹新土，便和妹妹
墓前祭拜。

今年是祖父诞辰120周年，我们备
的祭品多了些。我们将鲜花摆在墓前，
把香火点上，纸铂烧起，肃穆伫立，屈膝
叩拜。此时此刻，孝思与香火共燃，思
念并缥烟齐翔，送去对祖父的无限尊崇
和思念。

大妹子一边祭拜，一边喃喃自语：
“爷爷、奶奶，我们来看你们了……”“如
今，党的好政策，让咱家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你们的后辈家家有楼房、有
车、有存款，曾孙们也都有了工作，再不
是过去那缺吃少穿的日子了！”二妹子接
过活茬，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

听着妹妹的祭言，我思绪如潮。祖
父的大半生是在苦难和贫穷中度过
的。祖父是个文化人，干过多年私塾老
师，后来弃教从农。祖父把勤俭看得很
重，动辄“成由勤俭败由奢”“俭能养德”
云云，并且演绎了很多勤俭故事。在我
的记忆里，一件外甥送的羊皮袄，祖父
穿了整整20年；家里住的一座堂屋，是
祖父担回一筐筐土盖成的；一床粗布袋
里缝着麦秸的床褥，祖父用了四五年；
每每从地回来，再乏再累，祖父都要捎
把下锅的野菜，或烧锅的干柴……村里

人送祖父雅号“老仔客”，意思是节约的
人。

祖父农闲时会做些生意补贴家用，
卖鞭杆、卖裤带是常干的行当。他常常起
早，赶到几十公里外的博爱县许良村背回
三四十根竹竿，修整、熏烤成成品，游村出
售。祖父做生意挣钱，自己从不舍多花一
分钱。祖父的许多轶闻趣事，常为村人乐
道，说他好吃杂面条、好穿补丁衣、用烧热
的砖头暖被窝……其实祖父是在为这个
家、为他的儿孙们节衣缩食。

祖父以勤劳、节俭、善良诠释了人
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们明白了做人
的真谛。这些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我
们会永续相传，让世世代代都成为一个
有益于社会的人。

榆钱儿
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

榆树的种子
绿如碧玉
薄如蝉翼
形如钱币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
在榆树的枝条上长出
成簇成串一抹色绿
即可生吃又能熟食
在那缺粮少吃的年代
可让人们果腹
当下
人们对它依然宠爱有加
不再是为了生存
更多是为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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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父
□辛捍东

连翘吟
本报老年记者 卢利平

祖籍居山岗，
济世清热方。
迁徙河堤畔，
灿烂笑脸扬。
同结孪生缘，
迎春报春忙。
伊又吐芬芳，
待秋果实藏。

感悟春天
本报老年记者 尚爱莲

百花盛开各有时，
莫因荣落叹空枝。
春风到处新佳景，
桃李争芳花满池。

清明祭英烈
本报老年记者 侯思亮

为华夏捐躯的中国军人
是令人景仰的丰碑
宁可前进一步死
决不后退半步生
苟利国家以生死
岂因祸福以避之

抗日战争时期
你们用血肉之躯的担当
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挺起了坚强脊梁
筑起了钢铁城墙

解放战争时期
你们用壮怀激烈的冲锋
为红色中国的脱颖而出
扛起了正义大旗
擎起了人民重托

抗美援朝时期
你们用中国军人的血性
和坚不可摧的意志
打出了军威国威
捍卫了民族尊严

你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你们是神州儿女的自豪
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
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致敬，共和国的烈士
致敬，人民心中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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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出游成主流

清明假期我市共接待游客28.19万人次

城区机动车与驾驶人服务站都在哪？
除了驾驶证换证，还能办什么业务？

昨日上午，
市太极体育中
心太极广场上，
两位小朋友在
开 心 地 放 风
筝。雨后清明，
山阳大地春意
盎然，不少市民
走出家门，来到
身边的游园、广
场，踏青赏绿，
享受清明假期。

本 报 记
者 马 允 安
摄

清 明 时 节

纸鸢纸鸢飞飞

河南省十大研学旅游精品线路发布

我市5个景区（点）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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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帮问 坚决杜绝“虚假实名”
即日起，我市快递从业人员在

收寄快递件时将严格查验、登记寄
件人身份信息

▲ ▲ ▲▲ ▲ ▲

详见详见AA0303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