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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美味爱悠长
乡乡 愁愁

瞧瞧，我的老年助餐新体验
□作者：朱世宽

老有所依老有所依

□作者：刘建梅

家家 忆忆夏日时光长

河边那一排凤凰花，不知何时已悄然开放了。
我知道，夏日已翩然而至。

六岁那年的夏天，父母迫于生计，都外出打工，
暂时把我寄养在外祖母家。虽然一年难得见到父
母，但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幸福快乐的，我想一定是
因为外祖母的疼爱和那里的山水所给予的快乐。那
些自由自在的玩耍时光，那些外祖母变戏法似的做
出的各种“山珍”，那些外祖父每晚必讲的神奇故事，
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每到夏天，轰隆隆的雷声
响过之后，倾盆大雨把大山上名目繁多的山果冲刷
得干干净净。我和大山里的小伙伴们就开始出动
了，到山里摘山果吃，口渴了就喝一口清甜的山泉
水。如果是晴天，我们就会四脚朝天地躺在草坪上
或者树荫下，美美地享受那山间的夏日柔风。虽然
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些山果叫什么名字，但它们确确
实实地给我的童年增添了难以忘怀的趣味。

初中时代正是我沉迷于阅读的时期。那年的夏
天，离学校不远的邮局门前，有一个书报亭，看档口的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她女儿和我是同班同学。那
时没有钱买书，但那些书对于一个爱书的孩子来说，
又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于是，我就经常在放学后跑到
书报亭蹭书看。那时看过的书就有余秋雨的《千年一
叹》、冰心的《繁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还有《苏菲
的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次都读到阿姨快
要打烊的时候，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看到我这么喜
欢看书，那位好心的阿姨就多开了一把小小的风扇，
专把风吹向我和其他几位看书的孩子。炎热的夏日
里，那一阵阵凉爽的风儿，带给我的就不仅仅是体感
上的惬意，更有内心里满满的幸福感。

到了高中时代，我就基本没什么时间阅读课外
书了。一天到晚，几乎都是泡在高考必考的学习资
料里。高中三年，那些夏日，都是在热烈的学习氛

围下度过的，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梦想：从乡村
中学考进一所理想的大学！那些为梦想奋斗的日
日夜夜，是那么充实而幸福！或许也只有那时，我
们才能体会到那种充实的幸福。六月的风很快把
高考吹远，等待高考成绩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水
稻田里挥汗如雨。母亲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
出了才有收获。后来高考放榜了，结果真的印证了
母亲说过的那句话。

如今，外祖父母与那个宁静的小山村，还有那
个带着时代印记的书报亭，都早已成为尘封的记
忆。物是人非，然而夏日时光依旧充满活力，我常
会约上三五宝妈，带上孩子，到郊外去，或扑蝴蝶、
骑行、野餐，或欣赏一片片烂漫的山花、听一曲曲泉
水叮咚的演奏，享受远离喧嚣的宁静。大人小孩各
得其所，各得其乐，不亦快哉！

夏日幸福时光长。岁月深深，人生有味。

□作者：袁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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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和朋友聊天，说起了在家上班的种
种。朋友坦承道：“在家上班当然好，有更多摸鱼的
机会。”这话听得我哑然失笑，因为“摸鱼”这个词现
在是个流行的网络用语，化自“浑水摸鱼”，指在上
班时间不干正事的行为。但在我们小时候，“摸鱼”
却是一个更常用的词汇和行为。

我的老家是传统的鱼米之乡。田里是收一季
稻、再种一季麦，而无数的河汊湖泊就是大家养鱼
捕鱼的场所。

捕鱼和打鱼，是以渔为生的职业，需要渔网和
渔船之类比较专业的设备，一般人做不了，只有摸
鱼，门槛较低，尤其必须在浑水中才能有所收获，因
此成了不少老家人的一项营生。

我们庄里摸鱼最厉害的应该是我儿时发小帅
三的爸爸帅大叔。帅大叔长得高大威猛，嗓门大又
喜欢开玩笑，还有些文化。我最早看的《射雕英雄
传》小人书，就是他买的。他自己先看完，又借给我
们小孩子们看，还常津津乐道地给我们剧透。

让我印象更深的是帅大叔会摸鱼。他摸鱼多
是在冬天进行，一来因为没有农活忙，二来冬季水
浅、适合摸鱼，三来因为快到年节、乡人有“年年有
鱼”的需求。大冬天里，自然不能赤身下水。帅大
叔有一套行头，就是我们叫“皮衩”的衣服。这其实
就是一件可以从头套到脚的简单皮衣，摸鱼人穿了

这行头，不怕水浸，也不怕冷，可以潜水摸鱼，甚至
可以在三九寒冬的日子里游到冰层下摸鱼。

我们那时常常观摩帅大叔摸鱼。他穿着黑色皮
衩，宛如后来电影电视里常见的蒙面杀手，走到不太
深、又没结冰的河里，他就一顿乱踩，沉睡在河底或者
卧藏在淤泥里的各种鱼儿就被迫游动起来，这时的鱼
儿往往昏头昏脑的，有的甚至会跳出水面落在附近的
冰上乃至岸上。因此帅大叔看着就几乎不费吹灰之
力地抓到一条又一条鱼，潇洒投掷到挂在腰间的篓子
里，很快满载而归，看得我们一众小孩儿羡慕不已。

我回家说起帅大叔摸鱼，父亲笑道：“那有什
么！我以前也会摸鱼，比他会摸，摸得比他多！”我
不太相信，但也不敢质疑。母亲这时就会作证说：

“有一年，我和你爸都已经定了亲了。过年时，你爸
到我们那边河里摸鱼。我们小陈庄姑娘都看见他
了，还说：‘大虎女婿是个水鬼！’丢死人了！”母亲的
小名叫“大虎”，因为生于虎年，又因为是七个姊妹
兄弟的老大。她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但被人说了对
象像“水鬼”，十八岁的大姑娘也会躲到厨房里偷偷
落泪。为人妇为人母之后的母亲也总会补充说：

“哪个有正事的人会去摸鱼呢！”
父辈逐渐淡出的摸鱼活动，我们这一辈自然更

少体验，但我堂姐爱珍摸鱼的事让我终生难忘。
那个初冬的下午，我们从家里吃了午饭后再

回学校上下午的课。路过学校边的吕庄时，看见
一帮人在河里刮水，他们在小河中垒起两个小土
坝，形成一个小池塘，然后用水盆乃至双手把小池
塘里的水舀了捧了浇出去。眼看小池塘里的水越
来越浅，各种鱼儿已经开始垂死之前的急蹦乱
跳。我们看着觉得热闹，身旁的堂姐爱珍却看到
了一顿美餐。她兀自脱了鞋子，卷了袖子，本着

“见者有份”的执念，她沿着河畔下到小池塘里，要
跟人家一起摸鱼。

吕庄人怎么起哄也吓不走从小倔强的堂姐。
她一口咬定“这小河是国家的、公家的，不是你们吕
庄的，也不是你家或者他家的！”那一帮男男女女拿
她没办法，只好任她也参与“浑水摸鱼”的集体撒欢
活动。我和堂妹等人看了一会儿，不敢等她，就跑
去学校上课了。当天晚上，听母亲说，爱珍堂姐那
个下午没去上学，却装了一书包的鱼回去，惹得二
叔二妈两人又爱又恨，少不得晚饭桌上一边吃鱼一
边骂了她一顿。

我的两个叔叔，以往过年时也会到池塘里去摸
几条鱼回来，准备过年大餐。但摸鱼这种技艺和生
活方式，终究是渐渐式微了。

“摸鱼”自然不是个职业，但这个词在各种白领
职员的口舌之间，意外获得了新含义，并在这个早
晨意外地勾起了我的乡愁。

“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
开。”杨万里的这句诗，一下子唤醒了我的
童年记忆，亦让我想回到魂牵梦绕的家
乡，品尝母亲做的夏日美味。

于是，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向
单位请了两天假，打算回去歇一歇。她听
后满心欢喜，说李子树上还留着几个李
子，桃树上的桃子已有红晕，地里的甜瓜
熟得很……母亲描绘的家中瓜果，让我垂
涎三尺。挂完电话后，我迅速收拾好衣
物，坐车回家。

到家时正好是午饭时间，母亲早早就
做好了一桌菜，见到我回来，笑盈盈地接
过我身上的包，吩咐我去厨房吃饭。“哇！
今天这么丰盛呀，都是我喜欢的菜！”我大
声称赞着。父亲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橙
汁，乐呵呵地说：“你回来了她高兴，忙了
一上午，杀鱼煮虾。”我知道，每一次我回
家，母亲都会用美食来迎接我，这些年从
未变过。

“丫头，快尝尝我今天做的香葱油爆
虾，看看味道如何？”母亲夹了一只被爆
炒得金黄的虾放进了我碗里，满眼期待
地等我回答。“那是相当好吃啊，虾肉嫩，
汁味浓，堪比大厨手艺……”我一边吃一
边夸，母亲听后非常开心。她得意地和
父亲说：“我就知道孩子喜欢吃，让你多
买点儿，你还担心吃不完，这下不用担心
了吧？”

童年里，每逢夏天，我都会跟着哥哥
们去河边钓龙虾，钓回来的虾让母亲爆
炒。母亲热过油后用大火爆炒蒜头和辣
椒，接着放入处理好的龙虾，倒上老抽和
料酒，不断翻炒，直至红彤彤的虾散发出
诱人的香味，再用大碗盛出来。小时候的
我啊，最盼望夏天的到来，最馋母亲做的
油爆小龙虾，最爱在槐树荫下吃着龙虾吮
吸着手指，那是多好的时光啊！

“别光吃虾，你妈拿手菜不止一个，吃
吃炒菜，喝喝汤……”父亲给我又倒了一
杯橙汁，让我多吃菜。母亲做的丝瓜炒毛
豆清淡爽口，黄花菜炒鸡蛋香嫩留香，糖
醋茄子酸酸甜甜，凉拌黄瓜清脆怡人，我
无一不说好。我吃得满嘴油光，吃饱了还
不忘喝两口冬瓜虾仁汤，母亲看着我的模
样甚是满足，父亲则在一旁看着我们笑。

饭后，母亲从冰箱端出切好的甜瓜和
洗净的李子，我们坐在庭院里边吃边聊
天。“丫头，你在外面买水果吃吗？别舍不
得，夏天气温高，多吃点清凉的水果，别亏
待自己。”母亲宠溺地接过我吃完的瓜皮，
又递了一瓣瓜。

“妈，你怎么这么厉害呀？做的饭菜
那么好吃，种的瓜果又大又甜，这个夏天
要是能一直在家就好了，每天都能吃到美
味。”母亲听我这么说，脸上的笑容微微漾
开。她略带神秘地告诉我，晚上她将做一
道我之前没有吃过的新菜，是她某天突发
奇想尝试做了一次，发现非常好吃，想着
等我回来一定要做给我吃。

满怀好奇的我等到了晚上，目睹了母
亲做的全过程。原来是烙丝瓜饼，将新鲜
的丝瓜切成碎丁，和在面粉中，再加上葱
花和鸡蛋，搅拌均匀后放到油锅中炸。不
一会儿，黄灿灿、香喷喷的丝瓜饼就出锅
了，我轻咬了一口，满嘴的鲜嫩清香，一点
都不油腻。我忍不住吃了一块又一块，直
夸母亲的创意棒。

乡间的晚风悠悠地吹，我们一家人坐
在院子里纳凉。母亲问：“回家开心吗？”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当然开心，人间烟火
气，最抚凡人心。在家乡，在父母身旁，我
的夏天不再苦闷，而是幸福无比。

悠悠夏日时光，值得我珍惜的不仅仅
是美食，更是美食里藏着的母亲浓厚的爱
意啊……

就在今年，我在社区有了老年助餐的新
体验。

我是一个年逾八旬的退休老头，家住南谯
区龙蟠街道文昌花园社区。去年3月老伴不幸
病逝，突然间我由一个“空巢老人”一下变成了

“独居老人”，原本五十多年如一日的正常生活
秩序瞬间被彻底打乱，特别是每天的一日三餐
成了一大难题。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听说社区办有老年助
餐点，可以帮助老年人解决就餐困难。于是，孤
身一人的我，为减少一日三餐“买、洗、烧”的麻
烦，今年决定去社区老年助餐点就餐。

刚开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进了小区
院内的老年助餐点。这个助餐点，据说条件很
好，是挂靠在经市民政局认定的一家居家养老
服务机构里。走进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
敞明亮的厅堂，整齐划一的桌椅，温馨的墙饰，

不禁让我眼前一亮、心头一热。尤其是挂在墙
上的老年助餐点信息公示栏，更加引人注目。
近前观看，颇有感触。这个十分抢眼的“信息公
示栏”，真可谓内容丰富，“干货”满满。上面有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助餐补贴政策”“助餐补
贴流程”，还有“每周食谱公示”“食品经营许可
证”“套餐收费标准”等等。足以见得，在此就
餐，大可放心。

经过几个月的就餐体验，我也有了一些新
感悟。除了舒适的环境、可口的饭菜（老人们戏
称“饭菜四不”，即不咸、不辣、不硬、不凉）给我
留下美好的印象之外，助餐点员工那阳光灿烂
的笑脸、和蔼可亲的态度、细致入微的服务，更
为我的生活平添了些许情趣和温暖，每次就餐
心里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特别是在此我还结
识了一批新朋友，彼此十分亲热。从而让我逐
渐摆脱了孤寂的消极心理，走出了丧偶的悲情

阴霾，并对自己未来的晚年生活充满期待与憧
憬。一幅“敬老、爱老、助老，惠老”的温暖画卷
正在我的眼前渐次铺展，令人心驰神往。

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生活在痛失老伴的
“寒冷”之中。然而，由于有了老年助餐的新体
验和新感悟，让我感受到了“温暖”，享受到了

“温暖”。我深知，这一可贵的“温暖”，源于新时
代、新政策、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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