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
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18005502677 18655080888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刷

副 刊副 刊3
2024年 3月 25日 星期一

“鞋”上家规种一棵树送给春天
□作者：卢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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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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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伴 潘小平摄

那年春天，我们刚刚盖了一栋平房。为了省
钱，所有的活都自己干，简单的装修出自我和爱人
之手，春天，我们还要自己动手装点庭院和菜园。

种菜的是公公，种花的是婆婆，我和爱人张罗
着种树，我喜欢葡萄，夏天，满架的绿荫送来一片阴
凉，秋天，黑珍珠一样的浆果可以让人大块朵颐，多
好。我们一边把葡萄藤埋进土里，一边憧憬着硕果
累累。爱人喜欢李子，他把李子树种到院子边上，
他说，李子树长大后，既是屏障，又是风景，还会为
我们奉献甘甜。四岁儿子也要种树，他跟我们不一
样，我们把树苗栽进土里，他种下的，是一粒种子，
一粒樱桃种子。

樱桃是邻居送来的，儿子吃得很开心，我们怕
他把樱桃核吞到肚子里，就跟他说，一定要把核吐
出来，那是樱桃的种子，种下去，就会长出漂亮的樱
桃树，开满树的花，结满树的樱桃，我们吃也吃不
完，还可以送给小朋友。

每一个樱桃核都被儿子小心地攥在手心里。
我们放下心来，转眼就把说过的话忘掉了，午饭时
发现儿子一个人在菜园里，原来在独自种樱桃，他
把手心里的种子一粒一粒摆在辣椒地里，还学奶奶
的样子在种子上踩两脚。看着大太阳底下满头大
汗弯腰种树的孩子，我们笑出了眼泪。

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每一颗种子都会发芽。秋
天，辣椒地里长出几棵樱桃树苗，他们虽然弱小，却
兴奋地摇曳枝条，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不停地生
长，生长。

第二年春天，我把葡萄从土里挖出来，把它们
理顺到葡萄架上，等待它们开枝散叶；老公的李树
也醒过来，泛着生命的光芒，儿子的樱桃树也该移
栽了，儿子看中了门前的庭院，挖坑、栽苗、培土、浇
水……樱桃树安了家。

像春燕衔泥，一花一草，一树一篱，儿子和我们
一起建设小小的家园。

种一棵树给春天，给我们
宽敞的庭院，给繁花与

硕果的未来。那个
春天，因为有了期

盼，日子变得温
馨美好，变得

可触可感。
等到儿子上小学时，葡萄、李子、樱桃全都茂盛

起来，每年都有春花灿烂，每年都有鲜果飘香，一句
不经意的话变成了现实——我们家的樱桃真是吃也
吃不完，儿子的小朋友，周围的邻居，每到樱桃成熟
时，我家就热闹起来，他们有的站到树下一边采摘一
边吃，有的端个小盆，摘回家送给老人和孩子吃。

奉献是让人欣喜的，我们通过樱桃树与邻居和
朋友走得更近。这庭院里的树，不仅是风景，还是
纽带，让人与人之间甜蜜起来。

一棵树，带给春天的，何止是花朵，何止是蜂飞
蝶舞，何止是满眼的苍翠与生命的激情……从小小
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是一日更比一日的丰瑞，是
绿盖擎天的荫蔽，是遮风挡雨的护佑……如今，儿
子也开始建设他的家园，开始播撒他珍藏在手心里
的种子，这是一枚甜蜜的爱的种子，就算是钢筋混
凝土的高楼大厦，只要种下它，用责
任浇灌，用精心培植，这颗种子就
会长成葳蕤的大树，支撑出一片
充满希望的幸福绿荫。

种一棵树送给春天，让
每一个春天都喜笑颜开。

一场春风，吹绿了江南，亦吹开了百
花。在这个烂漫春天里，我赏花、闻花，珍
惜每一朵花开，更想做一个留住春天味道
的“花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在春日里
盛放，每当人面桃花相映红时，我分外想念
母亲熬的桃花粥。幼时和母亲生活在乡
下，家门口长了一棵桃树，每年春天都会开
一树粉扑扑的桃花，令人欢喜。母亲望着
那朵朵桃花，笑着问我：“丫头，要不要喝桃
花粥？”“桃花还能吃吗？”我不禁好奇地问
道。母亲笑盈盈地答道：“当然可以啊，树
上的桃花开得太多，如果不摘掉些，将来结
果多，对桃树也是个负担……”母亲一边说
着，一边拿来了菜篮，将树枝上的桃花间隔
着摘了下来。

摘下来的桃花，母亲用井水洗了好几
遍，然后给我端来一个小板凳，吩咐我将花
瓣一瓣一瓣摘下来。她呢，则淘米煮粥，大
火煮沸后再小火慢熬，直至粥变得黏稠。我
摘下的花瓣，放在母亲调配好的盐水中，浸
泡十分钟，捞出后再过一遍清水。待粥黏稠
后，母亲将花瓣加入粥内，用木铲搅拌均
匀。不一会儿，白粥里就有了桃花香，母亲

会加入几勺蜂蜜，让粥的口感更丰富。我们
在桃树旁支张桌子，看着如云的桃花，吃着
温和的桃花粥，眼里、心里都是美的享受。

桃花开后梨花开，如雪的梨花用来做
梨花糕是非常好的。吃过一次梨花糕之
后，每年我都会在梨花盛开时缠着母亲为
我做梨花糕。梨花糕的做法不复杂，把洗
净的梨花摘成一瓣一瓣，放进面粉里，加入
一定量的水，揉成面团，再捏成梨花的样
子，放进蒸笼里蒸熟就可以了。吹着和煦
的春风，吃着软糯香甜的梨花糕，我觉得春
天有着无限浪漫，令人久久回味。

去年春天，小区里的几棵玉兰花开得
正好，一朵朵像优雅的女子。我仰头欣赏，
望出了神。旁边的一位阿婆望着花，温柔
地说道：“玉兰望断，一如初见。如果老头
子还在，他一定想吃我炸的玉兰花。”她的
话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不由得想讨教炸
玉兰花的方法。阿婆笑了笑，说：“不难，将
玉兰花裹上一层薄薄的蛋液衣，放到油锅
里炸至金黄酥脆，便可食用。你如果想吃
的话，我们捡一些刚落下来的花，洗干净后
我炸给你吃……”那一天，我尝到了阿婆炸
的玉兰花，像薯片一样酥脆，但每一口都有

淡淡的花香，给了味蕾别样的体验，仿佛玉
兰花开在了舌尖。

“食花如花，花容体香”，那位阿婆如玉
兰花一般高洁、美好。她向我讲述了自己
的爱情，也讲述了以花入馔的风雅，让我懂
得花不仅仅是美丽的，也是美味的。“春吃
花，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一年四季，只
要我们善于发现，敢于尝试，将会尝到许多
意想不到的美味。

做春天里的“花痴”，无疑是幸福的，而
做春天里的“花吃”，则让幸福有了更多的
诠释。吃春花，吃的不光光是味道，更是一
种透着新鲜、蓬勃的生机，是可以唤醒我们
身心的春天新滋味……

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开了工资，我打算
给爸妈买点礼物。同学大胖在鞋城批发
鞋，我揣上工资便去了大胖的鞋店。

大胖刚进了一批皮鞋，价格不贵，款式
新颖，我给爸妈各买了一双。周末回家送
给爸妈，我妈穿脚上试了一下，笑着说：“太
时髦了，穿不出去，留着喝喜酒时再穿。”

我爸穿上就不脱了，有老伙计约他去
钓鱼，我爸穿着新皮鞋就去了。我妈悄悄
对我说：“你爸是穿出去跟老伙计显摆，儿
子长大了，能赚钱了，知道孝顺他了。”

看着我爸春风得意地跨上自行车走
了，我心想，老爷子今天高兴，肯定能钓不
少鱼回来，晚上可以喝鱼汤了。

那天，我爸很晚才回的家，回来时天
都彻底黑了。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从
胡同口飘进家门，弟弟说：“赶紧出去接
鱼，咱爸今天肯定钓了不少，拿不了了，招
呼咱们出去接呢。”我妈边推屋门边嘀咕：

“钓鱼多了威风了，这车铃铛按得像救命
声，一阵急过一阵。”

等我们出了大门口，我爸的自行车先
到了跟前了，我刚想接我爸挂车把上的水
桶，我爸一扒拉我的手说：“一条没钓着，
脚上扎了好几个泡，丢人丢了半座山。”

看我爸怒气冲冲的样子，我也不敢吱
声，肯定是钓鱼又和谁“钓”恼了。我爸骑
在自行车座上不下来，指名让我背他进
屋。我低头一看，我爸脚上的皮鞋不见
了，只穿着袜子。我背着我爸进屋后，我
爸气才顺了一点儿。原来我爸早上跟老
伙计去钓鱼，爬了四里山路，皮鞋就开胶
了，一只鞋底和鞋帮全部分离，一只分离
了一半儿。人在山中，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只能望“鞋”兴叹。大白天的下山回
家，“无鞋”骑行回头率太高了，我爸只好
既来之则安之，穿着袜子又爬了三里山
路，到了钓鱼的地方，坐着看人家钓，等天
黑了再回家。下山途中，我爸的袜底磨烂
了，皮肉遭老罪了……

我爸说：“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被
‘皮鞋’打倒了，伤害性大，侮辱性更大，才
吹嘘说儿子孝顺，刚开了工资便想着老
子，万没想到呀，皮鞋还不如草鞋结实
……让那群老伙计咋看我呀？”

我也不知咋劝我爸好，只能骂大胖，
告诉我爸，明天拿着皮鞋找大胖拼命去。
我爸说：“必须的，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坚
决不能让大胖再卖劣质鞋骗人了。”

第二天，我爸和我一早便提鞋来到大
胖的鞋店。进门我没给他好气，把皮鞋往
他面前一扔，我爸则把脚底伸出让他看
伤。其实大胖也是受害者，他也是被人骗
了，只图便宜，没把好质量关。

大胖拿出钱让我爸收，我爸没要，但
逼着大胖把剩余的皮鞋全部退回厂家。
临走，我爸又把那双开胶的皮鞋拿回了
家，还擦干净了放在鞋架上。

我恭维爸：“您这是想留着当纪念品，
毕竟是我第一次开工资给您买的礼物，鞋
虽糟心，但心意闪亮呀。”我爸瞥了我一眼
说：“放家里，给你们兄妹几个提个醒儿，
以后不管谁，自己做生意也好，在单位干
活也罢，都要把好质量关，不准坑蒙拐骗，
否则我拿鞋底儿抽你们！”

一双劣质鞋，滋生出一条“鞋”家规，
这是我爸回赠给我的珍贵的“社会”礼物。

时下流行找“搭子”。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运
动休闲……都想找个“搭子”互相做伴。想想也不
无道理，一个人总是孤独的，有个伴就不一样了，有
人陪伴、有人倾诉、有人鼓励，这一生就有趣得多。
年近半百，我已经不再跟年轻人一样追风，觉得自
己无所谓找不找“搭子”。但是细想想，爱人不就是
我的“搭子”吗，尤其在家务活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呢。

刚结婚那会儿，我吃完饭，碗一丢，就去客厅看
报纸看电视，任凭爱人在厨房里洗锅抹盆弄得乒乓
响，我就当没听到一样。有时候爱人会让我搭把
手，我就找各种理由推托，不是说今天在单位累了，
就是说明天我来做家务。爱人见我不愿意洗碗，就
让我去拖地，我支吾一声说：“好的，我一会儿就
来。”结果只有声音响，不见我挪身。爱人把厨房都
收拾干净了，我还在沙发上坐着。

纵是爱人贤惠脾气好，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让我

帮忙一起做家务，我还是我行我素地敷衍她。爱人
跑过来跟我说：“当初我们结婚仪式上，司仪问你以
后家务谁来做，你不是当着全场亲友大声说你做
吗，你记得不？”怎么不记得！当时司仪说啥我不都
得答应吗，那么多亲友在，我也得要面子嘛。虽然
心里这么想，嘴上还是应付说：“好的好的，以后我
一定帮你做家务！”说归说，做归做，依然是老样子。

有了孩子以后，家务活明显多了起来，看着爱
人天天在家里忙这忙那，我脸红了。一改过去的样
子，从煮稀饭、洗碗开始跟爱人一起做家务。开始
的时候，她买菜，我炒菜，她就负责洗碗。如果哪天
她炒菜，我就负责洗碗。我拖地，她就负责抹橱柜
桌椅。分工非常明确。时间一长，就发现问题了。
爱人不喜欢洗碗，虽然那天是我炒菜，到她洗碗时
就磨磨蹭蹭，有时候还洗得不太干净。我拖地的时
候也是粗枝大叶，边边角角都拖不到，有时是蜻蜓
点水一样轻轻掠过，爱人每次都有意见，说还不如

她自己拖地，省得我拖完，她还要再拖一遍。慢慢
地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不管谁炒菜，碗都是
我来洗。家里的地由爱人包拖，垃圾由我来倒。衣
服由她初洗后放洗衣机，晾晒交给我……总之，所
有的家务活都有了“科学”分工。

不仅在家务活上我们互相搭伴着做，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我和爱人都是分工配合做。谁更适合做
什么事、谁最能做好什么事，就让谁来做，另一个人
就做好配合和帮衬。结婚20年来，我和爱人越搭
越顺、越搭越好，小日子也越过越甜蜜。

前两天看到一条新闻，一对小夫妻为家务活起
纷争，竟然闹到要去法庭离婚。看完真觉得匪夷所
思，不就是家务活这点小事吗？至于闹到这个程度
吗，如果我是那对小夫妻的调解员，我就要告诉他
们，向我学习，就从做家务活开始，做一对人生路上
的好“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