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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
冬日食面

热水暖心

□布衣

同题作文 回顾2016
主持人：徐善景

文学ABC

读书伴我行
□林战迎

QQ群：47148867

■网站投稿：洛阳网（http//
www.lyd.com.cn/）请注明
《百姓写手》收
电话：65233688
■喜欢文学的朋友，欢迎加
入晚报“以文会友”QQ群：
47148867，与志同道合的朋
友交流，你会进步更快，并找到
家的感觉。

□洛洛微笑

温暖的力量
□寇俊杰

你说我说
啼笑皆非

萝卜出汗了
□陈爱玲

绘图 仁伟

2016年伊始，我给自己制
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一年读
书50本，写文章50篇。为了接
受大家的监督，我把这个计划
发到了朋友圈里。

朋友圈里瞬间炸开了锅，
大家纷纷点赞支持。突然，评
论区飘来一句话：“这数目也太
多了，你工作那么忙，怎么可能
完成？”为了打消朋友的疑虑，
我回复道：我把一年的计划按
月进行拆分，每月读4本书，写
4篇文章，暑假和寒假多写一
篇，这样不就完成了吗？朋友
发来一个赞。

为了完成这个学习计划，
每天吃完饭，我就坐在书桌旁
读书，有时正读得起劲，想上厕
所，我就带着书进去。由于看
书忘了时间，家里的锅都烧坏
了好几个。室友看我如此认
真，打趣我是“书虫”。我只管
乐在其中，嘿嘿一笑：“书中自
有黄金屋嘛！”室友警告我，可
不能变成“范进”哦！我才不管
那么多，坚持每月读书、写文
章，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自从去年 12月 6日加入
“以文会友”群，我的文章一直
没有被发表过。没想到，坚持
读书半年后，今年7月11日，我
的文章竟然被刊登在了《洛阳
晚报》上，这更加激发了我的读
书热情。闲暇时，我依然坚持
读书、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不到半年时间，我已经在
《洛阳日报》《洛阳晚报》上发表
了8篇文章，朋友们分享着我
的快乐，连连称赞，而我的心里
早就乐开了花。

今年冬天冷得格外早。
不上班的日子，我总想多睡
会儿。当我缩着脖子，搓着
手走出卧室的时候，爸妈已
经出门了。

准备洗漱时，我看见镜子
上贴着一张字条：“热水正在
烧，用之前记得拔插头。”我拔
掉电热水器的插头，拧开水管，
热乎乎的水流到了洗脸盆里。
我想，这一定是妈妈提前为我
烧的热水。

不仅早上，每晚妈妈也都
记得提前为我烧热水。有
时，我晚上下班晚，等我到家
时，妈妈已经关灯休息了，可
每当我走进家门时，妈妈都
会像定了闹钟似的醒过来，
一再催促我赶紧去洗漱：“快
去刷牙洗脸吧，要不热水就
凉了。”看到我在卫生间里洗
洗涮涮，她才放心地去睡觉。

爸爸说我小时候总是生
病，一到冬天，就会手脚冰凉，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前一阵
子，妈妈反复问我每天下班的
时间，问得我有些不耐烦，索性
跟她说：“记不住就算了。”后
来，我才意识到，她是为了给我
烧热水。她怕烧得早了，水会
放凉；烧得晚了，我到家了还没
热水。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
们每个人从小都会哼唱那首
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在妈妈的眼里，不管儿女多大
年纪，永远 都 是 她心中的
宝。她会忘记给自己买新衣
裳，却从不会忘记给女儿烧
热水。

周末，姐姐带小孙子来我
家玩。一进门，小孙子就要
脱外套。我劝他：“我家没有
暖气，脱了外套会感冒的。”
说着，我拿出玩具带他到阳
台上玩。

外套的束缚不能让他尽情
地玩耍，没过一会儿，他嚷着太
热又要脱外套，我们边阻止边
说：“现在已经是冬天了，怎么
会热呢？”他急得指着墙角的萝
卜袋子说：“你们看，萝卜都出
汗了，还说不热？”

我们把目光转向墙角装萝
卜的塑料袋——袋子里果然布
满了晶莹的“汗”珠！

北风吹，雪花飘。人单薄得如同白
纸，缺乏应有的温度。这时候，最惬意
的事，莫过于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吃面，最好在老房子里，房顶炊烟
袅袅，屋里地灶火苗奔突，锅中翻波涌
浪。玉米棒子面糊糊入水中，萝卜条、
扁垛丁、海带丝、嫩黄豆，逐一下锅，细
面条似泥鳅拱尾。

少时，加花生碎、辣椒油，一锅糊涂
面活色生香，瞬间捕获味蕾。糊涂面是
老洛阳人的最爱，暖身暖心，丝丝缕缕
带着怀旧的意味。糊涂面热三遍，拿肉
也不换，这话老洛阳人深有体会。

与老房子格调相搭的，还有酸浆
面。酸，是对味觉的挑战。鹅卵石压着
的老坛酸菜，味道醇正，是略带清香的
酸。半碗浆水兑进滚锅，佐以酸菜、绿

叶菜，细面条浸润其中，酸香氤氲，禁
不住让人胃口大开。酸菜面，适合放
油泼辣子，辣中带酸，酸中有辣，在喉
管中左奔右突，冲撞搅和，那种新鲜刺
激，的确让人欲罢不能。

面中青衣当数饸饹面。红薯面团
经蒸煮挤压，饸饹面披头散发而出。其
面孔青黑，圆滚纤细。葱花、蒜瓣儿炝
锅，放入饸饹面炒之，焦中带甜，筋道爽
利。抑或蒜水、麻油调和拌食，风味迥
然，食之难忘。饸饹面，置身于乡野农
家，在老屋的灶台上咿呀吟唱，演绎着
生活的苦辣酸甜。

大雪纷纷，天寒地冻。在古意幽
然的老房子里，酣畅淋漓地吃一碗面，
抵得过千钧北风、万里严寒，岂不美哉
痛快哉？

女儿喜欢养小动物。一天放学，我
去接她，看到学校门口围着一群人，走
近一看，是在卖小乌龟。塑料盆里有十
几只青绿色的小乌龟，只有一元硬币
大，活泼地在盆里爬来爬去，很可爱。
女儿左看右看，就是不走，让我给她买
一只。我犹豫了片刻，但最终还是答
应了。

家里有现成的鱼缸，女儿把乌龟放
进去，添了一点儿水。小乌龟有了新
家，在水里快活地游了起来。女儿更
高兴了，连吃饭也叫不到桌边，端着
饭碗看着小乌龟。从此，只要有空，
女儿就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小乌龟，给它
喂食、换水，让它晒太阳，有时还把它拿
出来，让它在地板上到处爬。看着小乌
龟可爱的样子，女儿高兴，我们大人也
高兴。

天气一天天转凉，小乌龟越来越不
爱活动了。终于有一天，呼呼的寒风
刮起来，女儿放学回家，去看小乌龟，
可是小乌龟四肢、头和尾巴都缩进了
硬壳里，一动不动。女儿用手拍桌子
吓它，又用手指敲它的壳，可不论她怎
么折腾，小乌龟都纹丝不动。女儿有
些着急了，眼里含着泪问：“小乌龟死
了吗？”我笑了，说：“别伤心，小乌龟没
有死，你想让它和你玩吗？”她点了点
头。我把小乌龟放到温暖的灶台上。
不一会儿，小乌龟的头就从壳里伸了
出来，小脑袋左右看了一下，开始慢
慢在灶台上爬。女儿破涕为笑，高兴
地叫起来。

听着窗外呼呼的寒风，看着小乌龟
在温暖的灶台上爬行，我对女儿说：“你
想让对方改变，就得给对方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