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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拍爸●+

“牡丹花”看着美
吃着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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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养老梦

□记者 闫卫利 文/图

□李晓霞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会期盼
老年生活恬静、富足和快乐。老有
所养是我们的共同梦想。

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
求。这就是我的养老梦。

我和老公都是教师，政府帮我
们交有养老保险，我们衣食无忧，不
用为自己的养老资金问题担忧。

老年人最怕孤独和寂寞，需要
情感的慰藉。他们希望与人交流，
盼望得到亲朋好友的关爱，渴望与
孩子团聚。我和老公含辛茹苦把孩
子培育成才，现在孩子正在上重点
大学，将来肯定会学有所成。如果
我们退休了，孩子到哪里上班，我们
就用自己的积蓄也在孩子生活的城
市里买一套房子，把家搬在那里，和
孩子生活得近一些。如果孩子愿
意，我们也可以和孩子生活在一个
屋檐下，享受天伦之乐。

如果我们退休了，我要积极锻
炼身体，散步、跳舞、练太极。心态
平和，少操心、对人对事不挑剔。生
活有规律，早睡早起、睡前泡脚，打
扫卫生、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研究
养生食谱，少吃油腻食品、注意增加
营养，要吃得好、睡得香，过好自己
的每一天。

闲暇之余，我要进入老年大学，
聆听文学讲座，搞创作，扶贫济困，
助人为乐。如果有能力，遇到机会
也想再就业，发挥余热，充实自己的
晚年生活。

如今，社会竞争激烈，我决不能
成为孩子的羁绊，我想让孩子发挥
自己的特长，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
贡献，等我老得不能动了，也要尽量
少给孩子添麻烦，我会去附近的养
老院，享受专业的老年医疗和服务，
延年益寿。

我想，这样有品位地养老，可以
使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快乐而有
尊严地活着。

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我有一个愿
望，就是在母亲的有生之年，用我手中
的相机为母亲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把它们制作成光盘保存下来。

母亲60岁那年，我们全家开始为她
过寿，自此约定俗成每年都过，至今已
经过了20个年头。每年母亲过寿，全家
人齐聚一堂，围着母亲转，像过节一样
热闹，母亲也乐得像个孩子。如此珍贵
的瞬间不能错过，我总要拿起相机拍一

通。看见我拍，母亲很配合，外甥、侄儿
们纷纷凑过来跟老寿星合影。这不，这
张就是母亲八十大寿时外甥和母亲的
合影。

我想把这些动人的画面作为一份
礼物留给自己，送给家人，相信它会成
为传递孝文化最好的教科书。

口述人 瀍河回族区启明西路 袁景云
记者闫卫利 整理
（图片由被采访人提供）

■征文：今天，我们如何养老

咱洛阳人真有福，牡
丹花开时节，可以赏着牡
丹花，唱着牡丹歌，嗅着牡
丹香，如今洛阳能人还做
出了能吃的“牡丹花”，味
道还不错！

这两天，家住涧西区青滇
路 4 号街坊的一拖退休工人
施燧善格外开心，因为他花了
3个多月的时间，终于琢磨出
能吃的“牡丹花”了，他兴奋得
睡不着觉。

施燧善做的是“姚黄牡丹”，
在一个盆景上，淡黄色的“牡丹
花”错落有致，花“开”得正艳，

“花瓣”薄如蝉翼，细腻如巧克
力，仿佛能闻到花香。如此漂亮
的“牡丹花”是用什么做的？如
果不说，估计没人会猜到。

洛阳晚报记者不忍破坏娇
艳的“牡丹花”，从植株下“飘落”
的“花瓣”中拿起一块入口，酥脆
香甜，散发着淡淡的面香。原来

“牡丹花瓣”是用山东煎饼做的，
“花蕊”是用粉条和豆浆粉制成
的，“花蕊”与“花瓣”的黏合剂是
软糖。

这些“牡丹花”不仅能吃，
而且摘下来后还能如人参果被
施了法术一样，原封不动地长
回枝头，诀窍就是吸铁石，施燧
善把层叠的“花瓣”用小螺钉固
定，枝上安装一块小吸铁石，构
思巧妙。

美味“牡丹花”
是这样出炉的2
美味漂亮的“牡丹花”是怎么做

出来的？施燧善为洛阳晚报记者做
了现场演示。

只见施燧善从冰箱里拿出一沓山
东煎饼，叠放四五层，放在轧花机上轧
出花样，然后沿轧花剪掉边角料，把灯
打开，将煎饼放在灯泡上加热烘干，片
刻工夫，煎饼就层层舒展开来，犹如妩
媚的花朵。如此再做四五层“花瓣”，
两个叠加，用小螺钉固定，“牡丹花”就
大体成型了。

做“花蕊”时，施燧善将一根粉条
在火上稍稍炙烤至膨化，再用喷壶喷
上水，撒上豆浆粉，淡黄色的“花蕊”上
毛茸茸的，简直可以以假乱真。然后，
施燧善再把软糖烤热，把“花蕊”与“花
朵”粘连在一起，一朵娇艳欲滴的“牡
丹”盛开了。

琢磨+创新
“牡丹”开出新花样3
多年来施燧善一直有个想法，

希望做出既能欣赏又能吃的牡丹
花。去年春节前，施燧善开始行动
起来。他买回小型轧面机和蛋卷
机，又自己动手做了一台轧花机，
开始了自己的研发历程。

最初，他在面粉里打入鸡蛋和
成面团，放入轧面机轧成面片，再
用轧花机轧出花，然后放入蛋卷机
烘干，做出有卷曲形状的“花瓣”，
可是面片太厚，做出的“花瓣”厚重
失真，第一套方案宣告失败。

之后，施燧善的第二套方案出
炉了。他把面轧出花后，放入油锅
里轻炸，高温下花瓣自然舒展，可
是炸过的面片酥脆，用螺丝固定造
型容易“粉身碎骨”。

后来，施燧善在菜市场发现了
山东煎饼，山东煎饼薄而透亮还有
韧性，他买了一沓回家进行试验，
这次“牡丹”真的“开”了。

牡丹花形态各异，施燧善根据
花形把易拉罐、药瓶等切割成各种
形状，往煎饼上一按，“花瓣”就做出
来了。

一朵花放在花瓶里太单调，施
燧善从外面捡回来一个干枯的盆
景，把绢花的叶子点缀上，让“牡
丹”开上枝头。单一的姚黄看得视
觉疲劳了，他用喷壶喷上食用红
色、绿色，满屋绚丽多彩。

施燧善还买了黑面，准备做“黑
牡丹”，他还想用菠菜汁、橙汁等做
多种色彩、多种味道的“牡丹花”，你
是不是很想吃呀？

煎饼开出
牡丹花

施燧善在他的轧花机上摆弄煎饼“牡丹花”

用
煎
饼
做
成
的
﹃
牡
丹
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