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河从城南经过时，留
下一个夹河滩。在枯水季节
里，南边的河道有齐腰深的
流水，北边的河道水就浅得
多了，水少的地方只能没住
脚脖子。夹河滩中间生长有
茅草、狗尾草、蒲公英，还有
一些农作物。

小时候，一有空闲，我就会
和小伙伴们跑到洛河滩，一起
去捉虾逮鱼，去追逐蝴蝶，去抓
蚂蚱。天热时，我还会下河洗
澡，在水浅的地方学狗刨。这
要是被父母发现了，一顿狠揍
是免不的。

那年夏天，我十二三岁，和
两个玩伴儿过河上了夹河滩，
去折高粱秆做蝈蝈笼，等我们
拎着蝈蝈笼返回的时候，河水
暴涨。

我们去的时候，河水还不
到膝盖，回来时水已涨到齐腰
深，还在迅速上涨着，河水打
着旋怪叫着，如脱缰的野马。
我们尝试着过河，因为害怕半
途而废。看看天色已晚，原本
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孬哥，带着
哭腔说：“咱们摽着膀子过
吧！”我们三个人手臂挽着手
臂，硬着头皮慢慢地挪进河
里，并肩抗击着湍急的河水，
侥幸到达了岸上。三个小屁
孩在水已漫过胸部的情况下，
居然没有被河水冲走，而是安
然无恙地过了河。后来，每次
想起那次洛河历险经历，我都
心有余悸。

如今，在天热的时候，看到
调皮的男孩子在洛河里戏水，
总会想起儿时的洛河历险经
历，我便忍不住上前阻止。

□郭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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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历险记

有一说一

处处留心皆成文

电费风波
□李俊辉同题作文 童年趣事

主持人：李双伟

看到楼下贴出的“电
费公示”，我急匆匆赶往收
费处。

我报了户主名字，时间
不长，里面传来工作人员的
声音：“130元。”嗯？我吃了
一惊。要知道，我家冬天开
电暖器，夏天开空调，一年四
季都用着冰箱和热水器。每
次交电费，我家在小区都是
前三名。这次咋这么少呢？

窃喜之余，我想起一件
事，忽然感到不安起来。去
年9月，小区进行电网改造，
换了新电表。之后，不少邻
居议论纷纷，说新电表的转
速特别快。特别是年过七旬
的陈阿姨，独居在三楼，家中
除去冰箱和照明灯，只有一
台电视机，她又基本不看，是
小区用电最少的。自从换了
电表后，她见熟人就念叨：

“是不是电表接错了？我家
的电表咋转那么快呢？！”

“难道是咱家的电表跟
陈阿姨家接错了？”回到家，
我疑惑地问老公，他笑着劝
慰我：“别疑神疑鬼了，要是
真接错了，咱把亏人家的补
出来不就完了？”

交了电费，我感觉邻居
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甚
至感觉后面有人指指点点。
我真想跟大家解释一番，又
担心越描越黑，那种忐忑让
我寝食不安。

思量再三，我决定去找
物业公司弄个明白。还没等
我出门，电工竟找上门来：

“不好意思呀！小李，我抄电
表时把你家的用电度数记错
了，少写了1000度，下次交
时你补上就行了。”

噢！我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上班路上，碰到邻居时，
我的腰板挺得直直的，再看
大家的眼神，似乎也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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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晚，是以文会友群约定评稿
的日子，大家热情高涨，参与评稿的人比
往日多了许多，我采用了出其不意的开场
白，使这次评稿妙趣横生、精彩不断。

“今晚评稿人不少，晚饭都还没吃
好，大鱼大肉心生烦，呈上一桌《蒜薹
宴》。”当我把这个开场白发出的时候，
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蒜薹是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菜，现在正当季，
餐桌上必不可少，郭素稳的蒜薹“宴”更
是让家里人过足了蒜薹瘾。善于发现
写作素材，是本文的一大亮点，题目的
设置更是让读者急于知道蒜薹到底有
多少种吃法，以至于在评稿过程中有人

偏离“轨道”，向作者求教腌蒜薹的独家
“秘方”。赵文忠说：“能在生活中捕捉
到这一点挥笔成文，是值得称赞的。”邱
宏安说：“题目上的宴字，应该加个引号
比较好。”

“今晚算你来得巧，吃饱还得要吃
好，蒜薹吃多有点咸，送你一碗《酸汤
面》”，王占勤的这碗酸汤面，看似再普
通不过，对于作者却弥足珍贵，作者怀
念的不是面，而是母亲做面的身影。大
家普遍认为，这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
文中滴香油的细节处理得不错，很形
象。李晓蕊认为文章的感情很好，语句
也不赖，就是需“瘦身”。范权红说：“选

材挺好，妈妈的关心尽在一碗面里。”
“吃完蔬菜又吃面，有个作者心很

烦，《电费风波》事一件，大家说说该咋
办？”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触动了作者，
遂成此文。大家针对文章的题目给出
了不同的答案，也认为文章所描述的

“风波”不够，如果把邻居们看“我”的眼
神、诧异的表情，“我”的思想和邻居们
发生的碰撞等写出来，就更有看头了。

这三篇文章写的都是发生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而三位作者把它信
手拈来，妙笔成文，这与作者平时的细
心观察是密不可分的，就应了常说的那
句话：处处留心皆成文。

□李双伟

啼笑皆非

酸汤面叶

咱爸咱妈

□王占勤

五味人生

蒜薹“宴” □郭素稳

这两天，我家餐桌上全是蒜薹。最受
欢迎的菜当数小姑子腌的蒜薹。

几天前，小姑子给我捎来一袋子腌蒜
薹。袋子一打开，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你
尝尝！”她用小勺挖了几根送入我的口
里。我不解地问她：“为何腌这么多？”

她告诉我，上午在量贩看到大家抢购
蒜薹，价格便宜，便买了一大捆，回家按照
好友介绍的腌制方法，试着腌了一些，甜咸
可口、酸辣适中，脆生生的，就想着拿来和
我分享。

她的话让我想起几天前在网上看到
某地蒜薹滞销的情景。我对那些辛辛苦
苦的菜农兄弟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下班
直奔量贩，买了一大捆蒜薹。于是，家里

就摆开了蒜薹“宴”。早餐是玉米汤外加
两个荷包蛋，一碟子腌蒜薹；午餐是米
饭，一盘子肉丝炒蒜薹，外加一碟子腌蒜
薹，吃起来舒坦。我把蒜薹“宴”晒到朋
友圈里，好友们纷纷点赞求做法。于是，
朋友们也去买了很多蒜薹，做出各种各
样的蒜薹菜。

望着餐桌上丰盛的蒜薹“宴”，老公夸
赞道：“咱也为菜农兄弟分忧解愁了啊！”

看到我晒出的蒜薹照，有个好友问我：
“天天吃蒜薹，感觉烦不烦？”我回复道:
“‘醉’美蒜薹‘宴’，分担忧和难，亲人授秘
诀，品尝尽开颜！”

炎炎夏日，吃一口蒜薹炒肉丝，再来一
口腌蒜薹，清爽可口，感觉生活有滋有味。

我躺在病榻上，食欲大减，脑海里飘
过小时候母亲常给我做的那碗酸汤面叶。

恍惚中，我看到母亲躬身揉面的背
影，宽宽长长的面条在锅中翻滚，再加
入菠菜、醋及其他调料，出锅前放入香
菜、小葱，一锅清爽养眼的酸汤面叶
就算完成了。尤其让我垂涎欲滴的
就是出锅前那一筷头小磨香油：一根
细长的筷子，插进油瓶里，自家磨的
小磨香油就顺着光滑的筷子尖滴答、
滴答落进锅里。面没进口，心已经酥
了。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腹疼拉肚
子，只要吃上一口妈妈做的酸汤面
叶，再盖上被子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
保管疾病全消。

记得那年高考后，我生了大病一般
躺在堂屋地上昏睡，醒来时，母亲又做
了半锅酸汤面叶，吃得我头顶冒汗、浑
身来劲儿、口中大叫：“我王某人又满血
复活啦！”此时，最爱捉弄我的爷爷故意
板着脸，对着家人大声说：“天底下没见

过这号人，有病了不吃药、
不打针，吃碗酸汤面叶就
好了……”

我每想到此，心便会
随着酸汤面叶的缕缕清
香飘回家乡的小院，回到
虽然贫寒却充满慈爱的
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