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说我说

QQ群：47148867

03C2014年1月29日 星期三 编辑／刘淑芬 校对／王岚 组版／王靓

百姓写手

奶奶做年糕
□李晓霞

喝西北风
□李斐斐

凡人小记

过春节
不放炮

□张志道

投稿邮箱：bxxieshou@163.com 联系电话：65233688

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

啼笑皆非

绘图 仁伟

流光碎影

家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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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喝酒莫失德

咱爸咱妈

家有老人是福
□刘云晓

碎碎平安
□张亚玲

春节将至，我想起了奶奶做的
年糕。

幼时的我，跟着奶奶生活在花果
山里，最喜欢吃奶奶做的年糕。奶奶
做的年糕，颜色鲜亮，甜而不腻，吃起
来口感特别好。

奶奶做年糕，选料很讲究。她把
优质糯米粉放在盆里，掺入一些白面
粉和煮熟的甜红薯，加点儿开水，用
筷子搅一搅，凉一下，等到不烫手的
时候，抹点儿油，用力揉搓成光滑的
粉团。粉团在她双手的拨动下，上下
翻飞，看得我眼花缭乱，仿佛闻到了
年糕的阵阵香味。

奶奶把粉团搓好后，拍打成扁圆
形的小粉团，并在每个小粉团上放两
个大红枣，然后放在案板上醒着。

接着，奶奶把一个大铁锅支在
灶上，倒上半锅水，放上蒸笼，蒸

笼里垫一块干净的圆形白粗布，盖
上盖儿。接着奶奶拉动风箱，等到
蒸笼有了热气，就把小粉团放进蒸
笼里，盖好盖儿，加点儿柴火，用文
火蒸。

30分钟后，奶奶掀开盖儿，只见
年糕黄澄澄的，如一个个小烧饼，又
如一个个小月亮，散发出香甜的味
儿，令我垂涎欲滴。

奶奶看着我的馋样儿，急忙递
给我一个年糕说：“快吃吧，近水楼
台先得月。”我迫不及待地接过奶奶
递给我的年糕，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又香又甜，越吃
越想吃。末了，奶奶还递给我两碗
年糕，让我给没做年糕的左邻右舍
送去。

奶奶做的年糕，装着满满的爱，
让我百吃不厌。

大家都吃完饭了，五岁的
儿子还在捣乱，一会儿摸摸玩
具，一会儿蹦蹦跳跳。妈妈生
气地拍了他一下，说：“赶紧吃
饭吧，吃完自己洗碗。”然后她
到厨房忙活去了。

啪！一声清脆的响声传
来。“怎么了？”妈妈跑出来。
儿子指着地上的碎片说：“碗
摔碎了，我不是故意的。”他
吓坏了，瞪着惊恐的眼睛望
着妈妈。妈妈看见地上的碎
片，气不打一处来，她举起
了手……

“别，别，儿子的碗碎得
好，今天是除夕，这是个好兆
头，这叫碎碎（岁岁）平安。”爸
爸赶紧过来，边说边把妈妈推
进厨房。

啪！又一声传来。爸爸
妈妈同时冲出来，只见儿子指
着地上的茶杯碎片说：“爸爸
不是说碎碎（岁岁）平安吗？
我刚才祝爸妈碎碎（岁岁）平
安呢！”

新年近了，看着路上购买年货的
人们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我想起去年
过年时遇到醉鬼的事情。

去年正月初三，我和老公及哥嫂
开车去孟津县县城探望小姨，方向盘
归我管，老公坐在副驾驶位指挥。一
路上我们说说笑笑，气氛祥和安宁。
谁知车子刚到孟津县县城东边，突然
从路边饭店里窜出来一个趔趔趄趄
的胖男子，一看就是醉鬼。

我赶忙放慢车速，谁知醉酒男子
先是跑到车前，然后绕到车侧，对着
车门就是一脚，嘴里还嘟囔着。这突
发事件让我有点儿茫然失措，我赶紧

停下车，和老公下车查看。车门上的
脚印和凹痕清晰可见，老公气不过，
欲上前与醉汉理论，被我和哥嫂拦了
下来。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亲朋好
友过年相聚，把酒言欢再正常不
过，喝酒助兴也是人之常情，但要
适可而止。酒喝得恰到好处是助
兴，喝过了就难免会做出一些出格
的事情，借酒发疯、寻衅滋事，这样
的行为不光会给他人带来不愉快，
也会给自己贴上酒后失德的标
签。提醒各位爱喝酒的朋友，喝酒
为助兴，酒后莫失德。

年越来越近，我每天早起晚
睡，抹桌子拖地，挤时间到超市或
菜市场采购蔬菜水果，忙得像打
仗一般，累得浑身酸痛。老公天
天加班，这些日子，家对于老公来
说就像酒店一样，是个用餐和歇
脚的地方。

那天，老公一到家我便开始抱
怨：“你要是能不加班，帮我分担些
家务该多好……”

话还没说完，儿子就扑到老公
身上，搂着老公的脖子摇晃着撒娇：

“爸爸，下午你就别去上班了，在家
陪我，好不好？”

老公拍着儿子说：“那怎么行呢？
爸爸不上班，咱吃什么喝什么呢？”

“喝西北风呗！”三岁的儿子一
本正经地大声说。

我来洛阳三十二载，过春节从
来不放鞭炮，常被同事和朋友理解
为性格偏执，不会享受生活。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过年
最大的喜庆事儿就是放鞭炮了，鞭
炮经常伤人，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
放鞭炮。

我参加工作后，住的是楼房，感
觉过年放鞭炮更是隐患重重：有些
住户站在阳台上放鞭炮，噼里啪啦
响个不停，图自己一时开心而不顾
他人的感受，也不考虑环境，弄得烟
尘飞舞，纸屑四散，楼上楼下都跟着
遭殃。有时候，人正在路上走着，忽
然飞过来一个炮，就在身边或头顶
炸开，把人吓得够呛。家属院里，一
片片、一堆堆红黄相间的纸屑，被风
吹得到处飞扬。阳台上、铁栏杆上，
甚至树梢上都“披红挂彩”，真是大
煞风景。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就对
妻子说：咱来个移风易俗，不放
鞭炮。她和我的感受一样，非常
支持我的想法。可能是言传身
教的缘故，儿子对放鞭炮也不感
兴趣。

你会说，过年放鞭炮图个喜庆，
家里没点响声，有啥意思？我不这
么想，凡事没有定式，不放鞭炮不等
于年过得没味儿。

随着近两年雾霾横行，许多人
已经意识到燃放鞭炮的危害性，更
多的人加入了不放鞭炮的行列。我
相信驱走雾霾，仰望晴空，呼吸新鲜
空气，会让这个年过得更加畅快和
欣喜。

家有老人是福。快过年
了，老妈打来电话说，她在老
家已经将过年的馒头蒸好
了，接下来，她还要炸我最爱
吃的丸子、煮好肉、拌好饺子
馅儿，然后打包，让小弟给我
送来。

自从我组建了小家庭以
后，每到过年，老妈都会提前
将这些吃的准备好，然后让
弟弟给我送来。我心疼老
妈，不想让她太操劳，曾多次
劝过她，但就是劝不住，后来
说得多了，老妈干脆回答：

“你别管了，我能干得动，我
高兴，不累。”

我知道，60多岁的老人和
面蒸馍头、炸丸子、煮肉、拌饺
子馅儿，忙前忙后好几天，说不
累是假的，而高兴也是真的，因
为无论我们到了什么年龄，在
父母眼中都是孩子。为了孩
子，再苦再累，老人的心都是甜
的、乐的。

家有老人是福，希望做
儿女的珍惜这福分，在享受
老人对我们生活上的帮扶与
照顾的同时，尽自己的孝道，
关心父母的饮食起居，关心
父母的精神需求，这才是真
实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