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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包是圆的，象征着团团圆圆、和和美
美；豆包是黏的，象征家庭团结、齐心协力。
豆包是吉祥的象征，是心愿的表达，是文化
的传承。黏豆包，黏又黏，红豆馅，装里边；黏
豆包，圆又圆，又甜又香又解馋……”春节前
回老家探亲，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盘子豆包。
母亲知道我爱吃豆包，就总会热给我吃。我
努力想吃出儿时过年时的味道，怎奈用买来
的黏大米面做的豆包，与过去的大黄米面豆
包相比，无论色泽、香味，均相去甚远。儿时
的黏豆包，那才叫真正的香，豆包里蕴藏的，
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年味儿记忆。

儿时的乡村，几乎家家都种杂粮，软糜
子是必不可少的。秋后脱粒后碾成大黄米，
储存起来，待到进入腊月，便派
上用场。做豆包是件繁琐的活
儿，也是春节前家家户户都需
做的一件大事，蒸完豆包，年也
就跟着来了，春节的鞭炮声便
噼里啪啦响起来。每到腊月里，
最忙碌的莫过于母亲，父亲在
一旁帮忙。孩子们最不着调，整
天嘻嘻哈哈，偶尔在母亲的吩
咐声中填口柴火、取个碗碟，倘
若屋外传来伙伴们的欢笑，便
立马奔出去，全然不顾大人们
的辛苦。

为了淘黄米，大清早，母亲
便烧好一大锅温水，把米倒进
锅里，不多时，就用笊篱一下下
捞出来，用手颠一颠，将水沥
净，装进米袋里，再将米袋放在
倾斜桌面上，米里水份还会一
点点地渗出，地上放个盆接着。
这个过程叫粉米，等用手指肚
一碾便成细面，就算粉好了。泡
米的时间也有讲究，短了，浸水
不足，粉不好，不出面；长了，浸
水多，就淘涝了——淘涝的米
一轧一个饼，筛面时箍箩，就麻
烦了。中午时分，父亲母亲将淘
过的黄米用车运到本村的磨米
坊，用磨米机加工成黄米面。回
家后，又是一阵紧张忙碌，塞
面、兑玉米面、发面。黄米面黏
性较重，是需要兑些玉米面的，
掺拌均匀，这是道关键环节。玉
米面兑少了，做出的豆包定会
因黏性太大拿不成个儿，吃起
来粘牙；玉米面兑多了，豆包既
缺少了黏性，又失却了黄米面
特有的筋道和馨香，口味儿便
会大减。

拌好的黄米面，用温水和
成面团，因其黏性大，和起来颇
费手劲，所以这道工续常常是由父亲来做。
面要和得不干不稀，最后放进大黑瓷盆里，
用手拍实，盖上盖帘，放到炕头，用棉被
捂严，进行发酵。冬季里，火炕都烧得很
热，往往次日一早，母亲掀开棉被，揭开
盖帘，盆里的面香中夹着些酸味儿就会扑
面而来。面发得好，蒸出的豆包暄腾、肉
头。这时，孩子们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忙
穿上衣服帮母亲烧火。母亲将瓷盆里的面
抠出一团，放进铝盆里，拍成一张张圆
饼，放进大铁锅里加豆油烙。那浓郁的香
味溢满整个厨房，馋得我们直流口水，一
张油汪汪的黄面饼刚烙熟，我们就迫不及
待地夹进碗里吃起来，烫得直咧嘴。

接下来就该烀豆馅儿了。母亲将一簸箕
豇豆或红小豆挑选干净，用清水洗几遍，倒
进大铁锅内，加适量水来煮。开锅后，不掀锅
盖，往往要焐上大半天，豆子才能熟得彻底。
最后用勺子将煮熟的豆子捣烂，加入适量糖
精，增添甜蜜的口感。那特殊的豆香也总是
引诱着我们，忍不住要去吃上几口豆沙。盛
到盆里的豆沙晾凉后，就开始攥馅了，母亲
坐到炕上，往往是一手一个，攥出来的豆馅

像鸡蛋黄般大小均匀、圆圆滚滚。孩子们总
是好奇，看着好玩，便跃跃欲试，想伸手去
捏，却在母亲的呵斥声中先去把小手洗干
净，无论两手怎样配合，攥出来的豆包馅不
是尖就是扁，不是大就是小，气得我将其往
自己嘴里一塞，填了肚子。大人们看到我们
一个个无可奈何的狼狈相，笑得合不拢嘴
儿。

黄米面发好了，就将面盆挪到炕稍凉点
的地方。母亲将一串串苏子叶放进温水里，
泡上一段时间，再冲洗几遍。那时的春天，母
亲总不忘在前园子里种些苏子，等苏子叶长
到小碗口般大了，就采摘下来，用针线将叶
柄串起，挂到屋檐下的檩头晾干，再拿到仓
房里储存起来。待做豆包时，洗好的苏子叶
芳香犹存，每个豆包底部都垫上一枚苏子
叶，避免粘屉。也有用剪好的玉米棒外皮垫
豆包底的，吃时容易揭掉，却跟苏子叶没法

比，苏子叶既香又软还可食用。
蒸豆包的枰屉，是用高粱秫秸
扎的，即秫秸秆一根根并排着
用麻经儿勒在木撑子上，根据
铁锅的大小，切成圆形。

做豆包是项技术活儿，确
保面皮薄厚均匀，豆包大小适
中，上圆下平，外形美观。适当
揪一块面团，两手配合默契，捏
成面窝，将豆馅放进一个，再将
面皮包严，手劲掌握好，攥来攥
去，攥成个实心面团，底部垫上
苏子叶。从枰屉中心开始，按顺
序规规矩矩地摆在上面，这叫

“壮豆包”。整个枰屉豆包放满
了，就端进大锅里，盖严锅盖，
将水烧开，开锅后焐上一段时
间。烧火也很关键，主要看气，
气顶房笆了，就算到了火候。火
若小了，不熟，火大了，豆包蒸
成瘫巴鸭，趴在枰屉上起不下
来。出锅后的大黄米面豆包，金
黄有光泽，起亮皮儿。整个屋子
里热气腾腾，溢满浓郁的香味
儿。同村人来串门赶上了，总忍
不住吃上几个热乎乎、香喷喷
的黏豆包，不停夸赞母亲的手
艺。

起豆包时，母亲装满一碗
凉水，用自制的木片小铲子，边
蘸水边将豆包与豆包间粘连处
分开，将豆包一个个挪到小盖
帘上，放到户外或仓房里冷却。
待到豆包互相不粘连了，就将
其倒进大缸里，过几天就会冻
实心。这样，每天至少可蒸 3
锅，边做边蒸，连续三五天，才
能将所有豆包蒸完。吃的时候，
就从缸里捡出一些，拿屋里缓
一下，放进锅里热透，特别方
便。那浓郁的豆包香，便总能够

伴我们走出正月底。家家户户有了黏豆包的
馨香，年也就愈发像个年了。我们小孩子，趁
大人们不注意，时常拿出几个冻豆包来啃，
互相比赛着，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冻豆包既
硬又冰牙，但那味道却很特别，越吃越想吃。
最好的做法，是将冻豆包埋进火盆、灶坑里
烧，或放在炉盖子上烙。热透后的豆包外面
一层古铜色的痂巴，掰开来，又黄又黏，香甜
软糯，耐饥。

如今，在广阔的田野里，除了玉米，
已再难见到糜子了。随着大黄米的减少，
那种做黏豆包、吃黏豆包的东北农村饮食
文化已渐行渐远。而用黏大米或黏玉米做
成的豆包，已缺少了传统豆包的美味儿。
尽管在城里偶尔也买些黄米面豆包吃，但
儿时家家户户做豆包、蒸豆包时繁忙热闹
的场景，却再难见到了。

黏豆包的味道便是儿时过大年的味
道，因“黏”与“年”谐音，黏豆包也叫

“年干粮”——那味道让人刻骨铭心，是那
样独特、温暖！新年伊始，那些黏豆包里
蕴藏着的美好温馨的年味儿，于我的记忆中
不由得再次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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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喜欢发卡、胸针、项链等等这些小的饰物，不
管走到哪里都会去寻觅，买上几个心仪的小饰物才会安心。

长大以后，喜欢上了披肩，不管走到哪里，都要为自己买上
一块，这样披肩便有了储存，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材质、不同的
样式、东西南北哪里买的都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紫色
的、花色的；有纱的、真丝的、纯毛的；有长方形的、正方形
的、三角形的；有薄的、中厚的、厚的；有自己旅游出差时买
的；有女儿、侄女们送的；有朋友送的；有在北京买的、有在云
南买的、有在杭州买的、有在内蒙古买的、有在上海买的、也有
在家乡买的等等不一而足！

深秋的季节，窗外的树叶黄了，随着秋风任意地飞舞着。天
气骤然变冷了，暖气还没有供热，我便把藏在衣柜里的披肩，逐
一的翻出来晾晒，家乡的景物和人，一如在我的眼前，那丝丝缕

缕的乡愁，就像那薄雾一样，由心底慢慢升起。
回想在家乡的日子，当晨曦那一缕阳光还没有投进屋里，我

便坐在了电脑桌前，披上了自己喜欢的一款披肩，开始了一天的
写作。好像灵感就在那披肩之中，丝丝缕缕的涟漪荡漾在心中。
这时手下的文字，就会泉涌般地在脑海中闪现，键盘中便有莲花
再现。

侄女小琳在我生日时，都会送给我一样礼物，有时是一副御
寒的手套；有时是一个漂亮的钱夹；有时是一款时尚的背包；有
时是一件中意的衣服等等。有两块披肩是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这两块披肩是属于那种薄羊毛材质的，最适合春秋不冷不热的时
节用。其中一块披肩是肉色的底，一朵朵牡丹花竞相开放，怒放
着的花朵旁边，用不同色彩圈圈点点，组成了或隐或现的花儿；
另一块披肩是由浅紫色基调组成的，像一幅写意花鸟的国画，上
面有紫色、红色大朵的花盛开着，也有绿色的叶子，浅色的花朵
是朦胧的，犹如我淡淡的乡愁。

说起侄女小琳，我与她情同母女。在她出生的时候，我还没
有出嫁，每当我休班的时候，照顾她便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随
着岁月的交替，她逐渐地长大，便成了我的跟屁虫。认识我的人
都认识她，我走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同学们一见我身后的她，

就皱起了眉头，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后来我调到了丈夫所在的
城市，她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都要来到我家度假。她参加工作
后，调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彼此温暖着！

侄女小琳出嫁的时候，婚前收拾房子、缺东少西的，都是我
们到商场去给她买来配好，支撑着一个小家庭开始崭新的生活。
小琳生女儿坐月子期间，我们每个周日都要买上鸡、鱼、排骨等
营养品，到她的婆婆家去看望她，带上娘家的关怀和温暖。孩子
满月后，每逢周日小琳也要带上孩子，到我们家串门，我们都会
把这日子当成节日。买上她们喜欢吃的、喝的，为她们烹饪美味
佳肴，在品尝美味中，叙述家乡的往事，那一缕淡淡的乡愁，在
我与她之间飘来飘去！

众多披肩中还有一块，是我离开家乡时，两位情同姐妹的同
事静伟、海萍送的。这块披肩也是薄羊毛材质的，工艺现代、色
彩鲜艳，图案中有9只老虎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势，虎虎
生威地站着或卧着，淡黄色的底上，长满了不知名的竹叶和草，
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时稳时现，就像薄雾一样在
我眼前绽开，老虎身上的斑点由浅至深，油然而生淡淡的乡愁弥
漫开来！

这两位姐妹是我在邮政工作中相处的同事，那10年，是我们
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当时，邮电刚刚分营，邮政经营工作
正处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全体邮政人自上而下地为了企业生存，
为了给广大民众提供优质服务，不辞辛劳地战斗在各自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创造了邮政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我
们在工作上携手并肩，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在业余的时间里，经
常协同好友聚在一起，畅谈理想、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当我人
生处在低谷时，她们默默地站在我的身旁，给我以支持和力量，
让我有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当我退休后，她们常常来到我家，
品尝我创新的菜品；每当我回到家乡时，她们都会用满腔的热
情，拥抱着我那淡淡的乡愁！

乡愁，就是那回忆里的一景一物；就是那亲情、友情里的一
缕思念；那淡淡的一抹相思啊，尽在不言中……

乡 愁乡 愁
□倪英兰

在区政府的大院里，守卫东南角的吕秘书朝张海
招手。张海知道那边有事，急忙跑了过去，过了一会张
海回到西北角向张区长报告：“吕秘书看见有几个土匪
朝东南边那几棵老柳树跑去了，有个土匪还上了树，不
知想干啥。”

张区长到鸿兴区政府工作后，出于职业习惯，他早
就注意到了东南边那几棵老柳树，它距离区政府虽然
在有效射程之外，但用望远镜却可以正好看到区政府
大院的西北角，他了解了土匪的意图。

土匪又开始打枪了，张区长不慌不忙地还击了两
枪，枪膛里的子弹打光了。他拉开枪膛查看了一下，摇
了摇头，却没有压子弹。张区长喊来了张海，告诉张海
把枪扛走，在西房山角那往枪膛里压上5颗子弹。再
到东南角告诉吕秘书，看你回到西房山角的时候让他
往外扔一颗手榴弹，手榴弹一响，你就趁着烟雾没散把
枪给我放在西北角墙根的那几捆树枝子后面，孩子，这
回就看你的了，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张海认真地点了点头。
民房院里，王宾不断地朝东南方看着，他在等待一

个消息来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好一会儿，一个气喘
吁吁的土匪跑过来向他报告：“树上的兄弟说了，他用
望远镜看清楚了，大院的西北角只有张八路一个人守
着，只是还有个孩子时不时地跑去看看。树上的兄弟
还说，张八路没子弹了，枪都让那孩子扛走了，估计是
藏起来了。”

王宾想了一会儿，告诉长久，你去把庞二虎找来。
庞二虎是个半潮拉架的傻子，数都不识几个，王宾

问庞二虎，西北角的八路子弹打光了，你敢不敢顺着大
墙前边的大道往西北角跑一趟？

不敢，炸弹炸我。庞二虎说。
不能，八路扔炸弹是在人多的时候，你一个人往上

攻他舍不得。庞二虎点点头。
你赶着往上跑得赶着朝大墙放枪。你数着点，你

打一枪我给你一块大洋，打完了仗你就揣着大洋回家
说个媳妇。庞二虎乐了说，行。王宾让长久远远地跟
着庞二虎，再看看大墙里的动静。

傻子不会演戏，他当真事似的按王宾说的干了一
遍，枪里的5颗子弹都打光了，大墙里也没开一枪。

八路军没子弹了！土匪们欢呼着，却没人敢逼近
大墙。

庞二虎回来了，王宾问他打了几枪，庞二虎说不
知道。王宾给了庞二虎两块大洋，告诉他给钱这件事
和谁也不能说，要是说了就把大洋要回来，让你说不
上媳妇。

王宾随即命令四个方向一齐猛攻，不给八路军喘
息的机会。他了解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只要别的地方
一危急、别人一有困难，他们就会把困难自己扛过来。
打了快一头午了，他们的子弹手榴弹也不会有多少了，
只要我在另外三面不停火，张八路就决不能从他的同
志兜里掏子弹。他这支枪要是哑了火，从西北角突破
就会有了天大的机会。

王宾又走到长久面前，低声告诉长久到西北角去
一趟，一是让攻打西北角的“青山好”组织人堆上几堆
柴草，上面压青蒿子点燃，浓烟起来后，马上组织人搭
人梯上墙，另外你再偷偷告诉苗四，让他再给庞二虎两

块银元，看准机会让庞二虎先上，只要这傻小子先跳进
院子，人死了也算抢个头功，院里的东西咱就能先分一
半，剩下的人要放在“青山好”队伍后面，以免吃了大
亏。长久答应一声便跑了过去。

在西北角把守的张区长一直在墙里边的观察孔观
察敌情。自从土匪认为他没有了子弹后已放松了警
惕，有的坐起来唠嗑，有的不时胡乱地打几枪，有几个
人甚至站起身来，走到民房后撒了一泡尿。这时对面
的一道矮墙后，一个身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这个人跑
到一个半卧着的人面前，弯着腰说着什么。在杂乱的
枪声中这个人似乎有点听不清楚，他坐起身，露出了半
个身子，歪着脖，倒着耳朵，仔细地听着。张区长断定，
来的这个人一定是负责联系和传达命令的，坐着听的
人一定是个匪首，他迅速从身边的那捆树枝后面抽出
长枪，随手把子弹推上了膛，在射击孔里瞄准了匪首的
脑袋，扣动了扳机。枪声响了，可就在这一瞬间，那个
传令的人俯下了身子，把嘴巴凑近了匪首的耳朵，子弹
从他的右腋下穿身而过，那个人一头栽在了匪首的身
上。土匪们顿时乱起来，密集的子弹一股脑儿向张区
长射来。

（待 续）

浩浩长江气象新，
九州上下送瘟神。
官民围堵捉妖鬼，
医护临危守杏林。
党率三军除苦恶，
疫惊四海抗魔侵。
同舟共济旌旗舞，
誓保山河万木春。

庚子除夕异往年，江城告急疫情现。
封城禁足不为己，只求疫情不外延。
迎春爆竹声不闻，年夜饭桌难团圆。
不计报酬与生死，白衣天使冲最前。
党群一心共奋战，真情致极感地天。
十万火急战冠毒，小家小我放一边。
山川异域心同体，华夏大地共攻坚。
一方有难八方援，四海之内情最酣。
抗疫物资急援鄂，炎黄子孙心相牵。
世界各地皆关注，东方巨龙擎起天。
国士无双钟南山，耄耋之年赴前线。
生死之事已看淡，只为报国解危难。
中央决策最果断，力挽狂澜护民安。
党员干部冲在前，不忘初心践誓言。
基层人员齐上阵，志愿团队亦当先。
群众听令宅家中，非常时期不添乱。
省下物资供一线，心存大爱祈苍天。

“雷神”“火神”似飞箭，靶心中矢希望现。
自古中华多磨难，众志成城克时艰。
多难兴邦在当下，人人自律皆参战。
科学对待不慌乱，党群一心无比坚。
爱我中华震寰宇，十四亿人心相连。
泱泱大国展风范，何具其他异声言。
继续坚持加足劲，凯旋之时庆欢颜。

七律

和衷共济
□杨晓东

共克时艰
□薄秀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你爱的深沉
一场新冠肺炎的疫情呀
你牵动了泱泱华夏
上至国家领导
下至平民百姓

为应对疫情
闻令而动 鹰击长空
军医战士披挂上阵
急驰武汉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而亮出“战剑”
力斩“病魔”无私奉献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武汉呀 你那九省通衢之地
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
多少白衣天使 抛家舍业
星夜兼程 赶往“雷神山”“火神

山”和方舱医院
为阻断“病源”扩散而力挽狂澜

我的税务同仁
在局领导的带领下
驻守值勤 轮流交换
防控 登记 测温
昼夜往复 始终不变

我们驻守的村庄呀
动员起了方方面面
党员带头 群众跟上
携手驻卡点
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待到春暖花开日
山河安无恙
日月换新天

别人安危是你的体温计
自己的心里 没有自己
防护服隔不开彼此距离
暖流点滴 天使们传递
不分昼夜是你的听诊器
隐形的硝烟 同频抗击
红手印请愿书何曾畏惧
九死一生 又多了磨砺
亲爱的亲爱的逆行的白衣
风暴突袭 挺身英雄儿女
逆行的白衣 凯旋的战旗
平安中国 回归早春序曲
不负韶华 只争朝夕

逆行的白衣(歌词)

□聂正罡

战新冠肺炎疫情
□李国义

辞别亲人辞别亲人 驰援武汉驰援武汉 陈思汗陈思汗摄摄

阻击疫情阻击疫情

白城文学在行动白城文学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