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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至味是清欢
邹平市九户镇初级中学 刘红英

【教师作品】

那一次 我真害怕
邹平市梁邹实验初级中学 吕宗朴

【学生作品】

春天里，大自然最是慷慨，
奉献给人类许多美食。一场春
雨过后，各种野菜端上人们的
餐桌，最好吃的当属绿油油的
荠菜饺子；清明节前后，就有喷
香的炸香春芽、炸野菊花芽、炸
花椒芽吃了；谷雨时节，槐花飘
香，槐花做的美食，蒸炸炒烙，
皆可入席。但最令我怀念的却
是小时候母亲摊的煎饼。

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盘水
磨，父亲总是半夜就起来推磨，
磨玉米糊糊。不记得多少个夜
晚，昏黄的油灯下，父亲弓着身
子推磨，一圈又一圈，映在墙上
的影子忽明忽暗。磨完糊糊，母
亲就起来摊煎饼。除自己吃之
外，剩余的拿到集上或走街串
巷卖掉补贴家用。母亲总是戴
一顶自缝的白色平顶帽，腰间
系上围裙，胳膊装上套袖。每
次做饭都这样，是个很讲究卫
生的人。只见她左手麻利的舀
一勺玉米糊糊倒在早已烧好
的铁鏊子上，右手用一个带把
的“竹蜻蜓”，在面糊上转了
一圈又一圈，不到一分钟一
个又圆又薄的煎饼摊成了。
有时候母亲也会用一个竹制
的筢子摊，做的也是一样的
好。当然烧火的也是母亲一
人，摊煎饼不能用大火,也
不能用硬火，树枝木头此类
柴火不能烧，最好的柴火就
是晒干的玉米秆、高粱秆
和豆秸。烧这些柴火摊出
的煎饼不软不硬, 正好吃。
火苗舞动舔着鏊子，刚摊

上的煎饼蒸腾着热气，待一面
上花，母亲娴熟地用两手揭起
反过来，一会儿便熟了。有时遇
到阴天，玉米秆不太干，冒出一
阵阵浓烟，呛的母亲直流眼泪。
要强的母亲，为了生活，就这样
早起晚睡的干了好几年，以至
于落下了眼睛见风流泪和咳嗽
的毛病。母亲用摊煎饼辛苦挣
来的钱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缝纫
机。

煎饼的吃法有好多种。
摊成的煎饼趁热卷起来，

什么也不放就很好吃。有时候，
提前泡好豆子加在玉米里一起
上石磨推，这样摊出的煎饼更
香。玉米的甜味，豆子的香味，
加上一点点的焦香，碰触着味
蕾，越嚼越香。这是粮食本身的
味道，没有任何添加剂。当然最
常吃的就是煎饼卷大葱，再抹
上母亲自制的大酱，很快就解
决了肚子饿的问题。

母亲有空，也会给我们做
菜煎饼，这就是比较高级的吃
法了。煎饼摊好后，放上提前备
好的菜馅，通常是韭菜粉条的，
偶尔也会加上一两个自家的鸡
下的蛋，折叠起来再放到鏊子
上煎，细火煎至两面金黄，咬一
口，韭菜的鲜，煎饼的酥，那叫
一个香！

煎饼众多的吃法里，最令
我怀念的却是母亲的炒煎饼。
摊成的煎饼，火候正好卖相好
看的，父亲都卖了补贴家用。剩
下的一些残损破相的，还有一
些边边角角，当然不会扔掉，全

都是自己吃了。那时候家里穷，
没别的吃的。时间长了，我和妹
妹也会吃腻了。母亲就自创了
一种新吃法。她把这些边边角
角的碎煎饼撒上花椒面、盐，少
量胡椒，放一点水滋润一下。水
多了也不行，不然炒的时候会
粘锅。自家小菜园里多拔几棵
小葱、大蒜切片，待油烧至八成
热，放入锅中爆香，然后放入滋
润好的煎饼碎，翻炒三五分钟
出锅。这样炒的煎饼，最有滋
味。葱花香香的，蒜片面面的，
煎饼吸入了油盐以及葱花蒜片
的香气，更加入味。不用配菜，
我就可以吃一大碗。

我最佩服的就是我的母
亲。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生
活是苦难的，但只要有母亲在，
她就有这样的神奇魔力，让我
们觉得生活并不总是苦难。就
像这煎饼碎也可以炒得色香味
俱全，再难的生活也可以过得
有滋有味。

春天，疫情过去，回老家看
望父母。从爸爸的小菜园里摘
两根顶花带刺的黄瓜一拍，揪
一把红红绿绿的辣椒清炒，拔
一绺水嫩水嫩的小葱卷个煎
饼，饭桌上和父母拉拉家常，说
说村里发生的新鲜趣事，孩子
在饭桌旁跑来跑去，一切温馨
又从容，内心说不出的欢愉。没
错，什么山珍海味、珍馐美馔能
与此相比呢？这就是人间至味
啊！

人间至味是清欢！

时代的年味儿
邹平市实验中学 翟曼绮

【学生作品】

“妈妈，妈妈，你在哪
里？”我在一片漆黑中绝望
地喊着，声音开始沙哑，四
肢开始绵软，像灌了铅一
样，怎么也抬不起来。整
个人瘫坐在地上，只有泪
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个
不停。此时我的双眼已
经浮肿，内心充满了恐
惧和无助，脑子里乱成
一团，整个人就像掉进
了无底的深渊，感到一
阵阵的眩晕。突然，
有束微

弱的光射入了我的眼睛，朝光
源看去，原来是从缝隙中传入
的。借着这束光，我举起沉重
的右手，按下了那个三角形的
红色警报按钮。“滴滴滴滴滴”
急促的警报声立刻响遍了大
楼。随后，我便隐隐约约的听
到了来自妈妈的喊声:“朴朴，

你在哪里？”我鼻子一酸，带着
哭腔大叫:“妈妈，妈妈，我在
这里，在电梯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还
要从十岁那年的暑假说起。

十岁的那年暑假，我和妈
妈回到了老家，那时老家楼上
刚装了电梯。我因为年幼无
知，不了解多少安全知识，觉
得电梯很好玩，就常常偷偷跑
去坐电梯，从 1楼到 18楼，从
18楼到 1楼，反反复复……
但我那时绝对没有想到接下
来发生的事情就要让我一辈
子刻骨铭心。

当电梯快要到 18 楼
时，突然“吱呀”一声，然
后晃了两下，电梯突然停
了下来。随后电梯灯灭
了，空间内漆黑一片，显
示屏也不亮了。我的内心
猛然“咯噔”一下，心都提
到了嗓子眼，心想：怎么
回事儿？怎么停了？我便
在黑暗中摸索开门的按

钮，却怎么也打不开。
我这时急了，心想：难道

是出故障了吗？会不会突然掉
下去？我会不会摔死？……我
越想越害怕，牢牢地抓住了扶
手，开始拼命地喊：“妈妈！妈
妈！”却怎么喊也听不见任何
回应。我的心开始发虚，手脚
冒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中，我越来越恐惧，最终忍不
住开始哭了起来。并不断呼喊
妈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
失，我的体力也开始消耗殆
尽，内心中的恐惧无助也一点
一点的增加，电梯中也越来越
闷热，并且有些缺氧……最终
才有了开头的故事。

当妈妈随声找来时，我的
体力已消耗了大半，虚弱地坐
在扶手下，妈妈用安慰的口气
说：“没事，只是停电了，你不
要害怕，我已经找人了，一会
儿就会过来，你要调整呼吸，
坐在边上，双手抱头，不要喊
了，保留体力。妈妈会打开手

机灯，在这里守着你，等待救
护人员。”随后，我便看见有一
股强光从电梯门缝中进入，我
才放下了心，不再哭泣了，妈
妈也一直安慰着我。

在大约五六分钟过后，一
位叔叔用工具打开了电梯门，
拉我出来了。在打开电梯门的
那一刹那，看到妈妈的脸，我
立刻又像重获了光明一样，扑
入母亲怀里，开始嚎啕大哭。
哭了一会儿便抽噎了起来，一
字一顿地说：“我……以后
……再也……不……坐电梯，
了。”妈妈笑了，这时我才发现
她的额头上密密麻麻的全是
汗珠，湿透了头发，仿佛像刚
从大雨中走出来的一般，我的
眼睛又湿润了。

三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
件事，我仍心有余悸，而且，至
今我也不敢独自乘电梯，真是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指导教师：赵秀菊）

鞭炮响起来了，烟花烂
漫夜空了，家里香味四溢
了。年味儿，也浓了！

春节前的预备阶段必
干的一件事儿———贴春联。
“天地和顺家添财，平安如
意人多福。”春联既要寓意
好，也要文笔妙。农村文化
人不多，春联必须得有文化
的人写，还得是交情好的。
爷爷是在小学里当校长的，
乡亲们都来找我们家写。爷
爷也不厌其烦，来一家写一
家。写起字来，首尾呼应，笔
画劲健，结体协调，漂亮的
春联贴在门上倍气派、有面
子！爸爸说，他那写字的技
巧有不少就是从爷爷写的
春联里学来的。

写完春联，就得贴了。
一家人的家风，在春联上表
现得淋漓尽致。我听爸爸说
过他们小时候贴春联的事。
爷爷贴春联，那是家里的一
大景观。爸爸是家里唯一的
男孩，就得扶好椅子，几个
姑姑在一边看着，一贴一问
“贴正了吗，歪了吗？”一会
儿跑前，一会儿跑后，远近
看着都不歪，才算贴正。那
样艰苦的生活里，贴春联也
是一大乐趣！

如今交通便利的大城
市里，商场刚进腊月就摆上
了春联，不必自己写，只需
挑几副称心如意的春联买
回家贴上就溢出年味儿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
风送暖入屠苏”，年三十噼
里啪啦一夜爆竹声过后，大
年初一倒显得略微清净一
些。除夕过了，五更天就有
人忙活起来了。大年初一一
定要早起，这一天“勤”，这
一年也就“勤”了。和面，调
馅，包水饺，下锅。年五更忙
只是前缀，走亲戚才是真正
的体力活。十几里的山路，
背上背着，手上挎着礼包，
路好的地方就可以开车了。
小孩子见了长辈就得磕头，
磕来的压岁钱心里美美地
盘算着：“再买上几个电光
炮，让他们都跟着我屁股后
面看炮。”

在电子设备高速发展
的今天，可以称得上是：一
个手机，一个世界。手指轻
巧一拨，几里几十里的土路
便无距离！亲人们熟悉的脸
庞又现在眼前，面对亲人，
心里的喜悦是无论如何也
掩饰不住的。一个视频通
话，能打几十分钟更甚几个
小时，庞大的数字后是对亲
人思之切念之深的亲情。网
络将千万家的爱连接，年味
儿依旧不减！

朝夕日暮若干年，“年
味儿”的变迁又何尝不是中
国发展的缩影，科技发达的
“年味儿”又怎能不是实现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体现！

（指导教师：郭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