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饺子
＞流光碎影

◎李国民

周末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去吃烧烤。

报完菜不久，一名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烤

串。“是不是咱点菜多，免费送的？”我的话把

大家逗笑了，就在大伙讨论着吃还是不吃时，

一名领班带着刚才上菜的服务员匆匆赶来。

“对不起，刚才上错菜了。”领班说着，又

指着旁边的服务员解释：“她刚来，业务有点

生……”此时，那名服务员的脸上写满了不

安、胆怯和羞涩。

我正想开口，一位朋友率先说道：“没关

系，我们还没动，你们可以拿走，也可以记在

我们的账上。”其他朋友也都随声附和。

上错菜的服务员轻轻舒了一口气，那名

领班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说道：“看你们点

的菜不少，我们还是端走吧。”

烤串端走后，那位率先说话的朋友给我

们讲了个故事。

一天，他和朋友在饭店吃饭。席间，服

务员端上一道菜就走

了。一会儿，服务员

急匆匆跑来说自己

上错了菜。朋友一

时兴起，故意夹了

一筷子菜放到碗里

说：“来，大家开吃

了。这是你们上错

的，不能拿走，也不能算在我们账上。”

服务员顿时哭了：“我是暑假打工赚学

费的，把菜钱掏了是小事，这份工作可能

就丢了……”

朋友最后说道：“我太混了，咋能开这样的

玩笑？”后来他不光掏了那道菜的钱，还特意跟

饭店老板说明了情况，向服务员道了歉……

“干啥都不容易，要多些理解和包容才

对。”朋友的话至今还回荡在我耳边。

（作者系宜阳县中医院工作人员）

上错菜
＞凡人小记

◎周毅

在物质匮乏的日子里，吃顿香喷

喷的饺子便是奢望。那年拉架子车

送饺子的情景，让我记忆尤深。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生活清

苦，母亲好像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过中秋节总能让家人吃上香喷喷的

船形饺子，品尝几块甜倒牙的月饼。

1978年，我正上初中。中秋节那

天清晨，母亲起了个大早，先仔细洒扫

庭院，接着就包了一锅猪肉野菜馅儿

饺子。年逾六旬的爷爷最爱吃饺子，这

次却唠叨着要去给我父亲送饺子。

过端午时，父亲正在岭尖地干

活，突然接到去化肥厂上班的通知，

他高兴地撂下耙子、铁锨，匆匆赶往

20多里外的单位。

当保管的父亲忙得像陀螺，中间

没回过一次家。中秋节到了，腿脚不

灵便的爷爷很惦记他，让我和小叔拉

架子车，陪他去给父亲送饺子。爷爷

坐在四脚木墩上，驼着的背紧紧靠住

车框，抓牢装饺子的暖水瓶。吱吱扭

扭，一路颠簸，三个小时后，我们赶到

父亲所在的仓库。父亲流着泪吃完

香喷喷的饺子，并向爷爷立下“军令

状”：他不怕出力流汗，誓夺红旗当标

兵！爷爷左手捋着花白的胡子，右手

拍着父亲的肩膀为他鼓劲。

我们到家已是下午两点，终于吃

到了久违的饺子，农家小院飘出甜蜜

的欢笑。

春节放假时，父亲兑现了诺言，

果真拿回一张红底黑字的奖状，上面

写着“年度先进库管员”，爷爷郑重地

把它张贴在正窑墙壁上。

如今，40多年过去了，爷爷、父

亲、母亲先后去世。我们爷仨拉车送

饺子的温馨画

面永远定格

在我的记忆

里，散发着

历久弥新的

浓浓亲情。

（作 者

系孟津区白

鹤镇居民）

我从没吃过荆芥。小区一位阿姨说荆芥

好吃又好种，我便萌生了在家试种的想法。

阳台上有一个闲置的大花盆，我让爱人买

回荆芥种子，撒到已松了土、浇了水的花盆中，

上面又覆上一层土。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总会第一时间跑到阳

台，看看花盆里的情况。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小

喷壶，看到表面的土干了，就适当喷一些水。

第五天早上，我还像往常一样去查看情

况，惊讶地发现荆芥芽苗破土而出，那星星小

芽泛着浅浅的绿，我忍不住大叫起来。

我的喊叫声惊醒了爱人和儿子，他们都高

兴地跑过来，还讨论者着炒着吃，还是凉拌吃。

在之后的日子里，荆芥一天一个样，没几

天就把花盆挤满了。

我掐了一大把洗净，加入盐、醋、生抽、

香油搅拌后端上饭桌。尝一口，清脆利口，

还有种独特的清香在唇舌间蔓延。爱人和

儿子也都连声称赞，儿子竟一口气吃了半

盘菜。

荆芥苗越掐越旺，掐过没几天就又长出新

芽。我也物尽其用，荆芥捞面、荆芥煎饼、荆芥

馅饼、荆芥蒸菜……隔三岔五换着花样端上饭

桌，一家人百吃不厌。

有一天看书时，无意中看到了对荆芥的描

述，说它是药食两用蔬菜，不仅能增强人体免

疫力，还具有祛湿、解暑等功效。

荆芥好种、好吃还用处多多，我想，明年一

定要多种两盆。

（作者系涧西区北方社区居民）

种荆芥
＞生活百态

◎郝彦霞

前两天，吃过晚饭，在女儿的提议下，我们

一家人一起出门散步。

一路上，微风习习，吹在脸上，格外舒适。

我们沿着路边的青石板漫步，边走边聊，时而

仰望天空，时而观赏周边的美景，轻松且愉

悦。我跟媳妇说：“以后天天晚上能这样散步

该多好啊。”

“这有啥难，只要你多迈开腿，别老憋在家

里就行。”媳妇略带责怪地说道。

女儿听了连忙说：“爸爸，你天天都不陪我

出来玩，等我将来长大了，你就再也没机会

了。”女儿的话戳中痛点，我憋得脸红，顿时哑

口无言。

仔细想想，真正放下琐碎的事情，静下心

来，和孩子聊聊天、散散步的机会少之又少。

此时，我对“时间不等人”这句话有了更深的

理解。

作家刘墉说过：“许多爸爸在孩子的图画

里，没有手。为什么？因为在孩子的记忆里，

爸爸像一团影子，总是抓不住。”爸爸工作太

忙，很少有时间陪在孩子身边，久而久之，在孩

子的心目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这是多么尴

尬的处境啊！

抬头一看，女儿已甩开我们很远，在前面

飞快地奔跑，看着她幼小的背影，想到她十几年

后已然成人，我立刻喊住她，和媳妇三步并作两

步追上去，两双大手拉住了一双小手……

（作者系嵩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陪女儿
＞家有儿女

◎冯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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