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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星期五沛沛张：辑编刊副池杯流

腊月，一

场漫天飞舞的

雪花，把故乡的远山、

绿油油的麦田、房屋村

庄装扮成一个洁白无

瑕的童话世界。一股腊

月的味道便从冰天雪地的田野中悄然醒动，让沉睡的村庄

萌动着新春的气息和生机。

故乡的腊月是香香甜甜腊八粥的味道。腊八，在故乡

是一年中除了中秋和春节之外最隆重的节日。腊月初七晚

上，妈妈便开始准备熬腊八粥的食材，粳米、糯米、薏米、黑

米、红豆、黄豆、绿豆、黑豆、芸豆，再加入莲子、桂圆、百合、

枸杞、山药、山楂、核桃仁等等，林林总总共十几样。泡米、

泡果、剥皮、去核，精挑细选后，打来清澈的井水，开始熬

制。先武火后文火，从深夜一直熬到第二天早上，整个屋子

都香气扑鼻。当太阳暖洋洋地照进窗户，妈妈温柔地呼喊

着：“起来吃腊八粥了！”我一骨碌爬起来，迫不及待品尝起

来。腊八粥滑润细腻，香甜可口，豆子糯米已经酥烂到柔若

无骨，粥黏糊糊得极富弹性，含在嘴里，入口即化，绵软丝

滑；吃到肚里，浑身上下温暖如春。

妈妈总是让我给左邻右舍送去一碗，叔叔阿姨乐呵呵

地接过去，再还回来一碗他们做的腊八粥。父亲对我们说：

“过完腊八，就算开始过年了。吃了左邻右舍的腊八粥，就要

将一年的积怨、不快、烦恼、疲惫统统收卷起来，让喜悦和善

良在腊月尽情绽放。”果然，吃了腊八

粥，暖暖的情谊便温馨了整个村庄，平

日的纠结和不快幻化成宽容的微笑和

甜甜的问候，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故乡的腊月是酥脆可口爆米花的

味道。一入腊月，“爆米花喽！”一声长

长的吆喝伴着拨浪鼓的声响一传来，

整个村子就沸腾起来。这是走街串巷

嘣爆米花的师傅。师傅每到一个村子，就会受到极热情的

款待。这家端碗面条，那家送点白面馒头，师傅从早上开始

一直忙到晚上。家家户户都会给孩子们爆上一袋子爆米花

当零食。孩子们围拢过来，看着师傅把金黄的玉米粒装进

爆米花的大肚铁锅里，用钳子把封口拧紧，添上一铲子煤，

拉开风箱，开始不停地转动锅具。我们则在一旁流着口水

焦急地等待着。过了十几分钟，师傅停了风箱，把长长的口

袋套在锅具顶头扎紧。我们跑得远远的，捂紧耳朵，只听得

“砰”的一声巨响，一股白烟腾空而起，口袋里聚满了气，鼓

鼓的，立刻闻到一股爆米花的香气。孩子们欢呼着跑过去，

白花花的带着金边的爆米花从袋子里倒出来，你一把我一

把吃起来，焦香焦香的，腊月的村庄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故乡的腊月是绵软筋道烤红薯的味道。小时候一到腊

月，每天晚上，妈妈就把红薯洗干净放笼上蒸熟，晚上睡觉

前把蒸熟的红薯放在灶台的炕肚里。第二天早上，我和哥

哥上早自习时，从炕肚里取出来的红薯经过一夜温烤，热

乎乎的，外焦里嫩，还筋道得很。在寒冬腊月点点星光的早

晨，拿着暖暖的烤红薯上学，一边走，一边吃，一边暖手，那

温暖的、香香甜甜的滋味一直伴我成长，伴我度过虽生活

清苦但精神快乐的童年。那暖暖的烤红薯里藏着的是爸妈

对儿女永远的牵挂。

故乡的腊月是红红火火春联的味道。贴春联是我们

家最为看重的过春节的节目。爸妈左挑右拣，挑一些祝福

来年五谷丰登、平安幸福的春联。腊月二十八一大早，爸

妈把我和哥哥叫起来，先把门框上去年的旧春联揭掉，再

把门框擦得干干净净，妈妈则在厨房早早把面糊和上，上

锅做成糨糊，开始贴春联了。我和哥哥找来剪刀把春联剪

开，把糨糊抹上，递给爸爸，兄妹俩常常为哪个是上联哪

个是下联争得面红耳赤。爸爸笑呵呵地看着我们俩，慈爱

地说：“呵呵，别争了，左为上联，右为下联，亏你们都是小

学生了还不知道这些！”我和哥哥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

地笑了！

春联一贴上，整个农家小院过年

的气息更加浓郁了，红红的春联带来

满园的喜气，父亲高兴地踱着方步乐

开了花，我和哥哥像两只快乐的小鸟，大声

念着：“一年四季春常在，万紫千红永开花；

福星高照全家福，春光辉耀满堂春；精耕细

作丰收岁，勤俭持家有余年……”

故乡的腊月是杀鸡宰羊过大年的味道。一到这个特殊

的月份，即使是再清贫的家庭，在浓郁年味的熏染下，也都

情不由己变得阔绰起来，杀鸡宰羊，糖果礼物，办置年货，

应有尽有。“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敲锣

鼓；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

九，买壶酒；大年三十，吃饺子……”一家人团团圆圆围坐

在红红的炉火旁，吃着丰盛的年夜饭，看着春节晚会，过年

的喜悦映红了每个人的笑脸……

如今，故乡离我越来越远，腊月，成了我守望家乡的一

坛老酒。每每只要打开一条小缝，那绵软的、香甜的、筋道

的、焦脆的味道，便陶醉着我的思乡之心；每每只要尝一小

口，便会有彻骨的思念和深深的期盼，让我迫不及待不顾

一切踏上回故乡的路，去拥抱故乡的山山水水，去拥抱父

母渐渐被岁月染白的头发，被岁月佝偻的身躯，去品尝魂

牵梦绕刻骨铭心腊月的味道。

腊月的味道里有我青春年少永不磨灭的记忆，腊月的

味道里有父母情

深意长永不凋零

的爱怜，腊月的

味道里有无

论何时何

地都将滋

润终生

的乡

愁。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

郁郁青青。大山依恋着幽幽的绿荫，

风儿吹拂着烂漫的山花。俯视云山之

下，云雾化作林海滔滔。是谁，让这片

土地郁郁葱葱？是谁，让这片土地色

彩斑斓？是吃苦勤劳踏实肯干的父老

乡亲，是默默无闻的林业工作者们。

他们是育苗工作者，风雨中为

苗撑腰，霜雪中为苗木披衣。他们春

风满面，勤劳无悔，为汝州把春色永

存。他们是造林工作者，天当被，地

当床，怀抱星月，头枕大地，身躯紧

贴秃岭荒山。他们的梦想是绿水青

山，待到黎明时，又拾昨夜梦，继续

描绘秀美山川。他们是森林管护员，

在密林深处，留下了多少巡护的足

迹，又有谁能数得清？为了守住这美

丽的绿色，他们精心呵护每株树木，

不让病虫危害，不让大火吞噬，不让

违法者砍伐。用强烈的责任心和严

格的工作态度守住每一片来之不易

的绿地。他们都是绿色梦想的设计

者、传播者、实施者。他们承担着汝

州的重要生态建设任务，涉及退耕

还林、国家储备林、全市造林督察验

收、森林抚育、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湿地公园、林政管理、林业产业发

展、森林城市创建、野生动物保护、

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多项

工程任务。在繁忙的工作中有多少

林业工作者在默默无私地奉献着。

他们勤于工作，为了保证工作质量

和进度，“5+2”“白加黑”早已成为习

惯。因为工作忙碌，他们顾不上照顾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哪里有需要，哪

里有任务，哪里就有林业人冲锋在

前的身影。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

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为付出而后

悔，没有为忙碌而埋怨。因为，他们

心中一直有个林业梦。

春季，植树造林。发挥职能作用

为全市人民做表率，掀起植树造林

高潮；夏季，病虫防控。通过地防和

飞防的联防措施防控食叶害虫的成

灾面积；秋季，督察验收。保证一年

的造林成果，为汝州的林地面积继

续增彩添绿；冬季，计划安排。制定

任务分解目标，推进全市林业工作

有序开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稳步增进。四季交替，

景色纷繁，唯一不变的是我们林业

工作者们对那片绿色的热情。这种

热情是凝心聚力的兴林之魂、强林

之魄。时至今日，林业人就是靠这份

热情凝聚力量、团结一心、奋发进

取，才取得今天的辉煌成绩。

寒来暑往，几度春秋。没有勤劳

智慧的林业工作者挥洒的汗水，哪

里会有这四季如画的大好河山，林

业工作者以润物细无声的模范言行

装扮着汝州的绿水青山。有一种东

西，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这种东西

有虚有实，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在

心中产生一股巨大的力量，它叫做

梦想。林业人口中的“无山不绿，有

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

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就

是我们汝州林业人的梦想。

参天大树能够挺拔耸立

靠的是深扎大地的根默默撑持

凌云高楼能够气势撼人

靠的是厚重坚硬的基石寂寂执着

那么

我们靠什么来支撑壮丽人生

那就是一个词

诚信

心与心之间 诚信是桥梁

人与人之间 诚信是原则

爱与爱之间 诚信是基石

情与情之间 诚信是明月

诗人海涅说 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花

作家乔叟说 诚实是人生最高的美德

科学家富兰克林说 失信你永远也难以挽回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说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老实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汝州精神

引导经营者增强价格自律意识

我们在大力推进“信用汝州”建设

开展“价格诚信单位”评选活动

由市物价办 广电总台携手合作

为的是共同构建稳定有序的价费环境

为的是促进汝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各行业 各单位 消费者

遵循公平、合法、诚信原则

能为我们提供价格公平合理的商品和服务

成为评选中的佼佼者

诚信的商场 不能容忍注水肉 注水人

祥和的医院 不能容忍假器械 假医药

和谐的世界 不能容忍假商品 假价格

良心的田园 不能容忍假种子 假农药

我们可以失去一切

决不能失去诚信

人无信不立

让我们千金一诺

诚信是衡量人心的尺度

诚信是划分是非的准绳

失去诚信

就会失去真正的快乐

我们的汝州精神

是崇文尚德 实诚谦和 开明担当 求实创新

我们的处事原则

是诚信为本 光灿如金 炽诚似火

诚信是金 没有诚信就没有人性的光辉

诚信是玉 没有诚信就没有灵魂的皎洁

诚信是海 没有诚信就没有思想的广阔

诚信是山 没有诚信就没有人格的巍峨

诚信是“诚” 真诚 赤诚 坦诚

忠诚于事实 忠诚于职业 忠诚于祖国

诚信是“信” 坚信 忠信 守信

守一颗良心 守一句诺言 守一种道德

诚信 是我们做人的基石 不可动摇

诚信 是我们做人的信誉 不容否决

诚信 是我们社会的良心 民族的美德

诚信 是我们生命的血脉 庄严的底色

诚信是衡量人的尺度

诚信是成功时的硕果

诚信是中国梦的力量

诚信 是我们华夏民族伟大的魂魄

腊 月 的 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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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院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虽然已经消失

四十多年了，但那些趣事，似乎发生在昨天。

牛院是专门养牛的地方，那时养牛主要

是用于农耕，不像现在养肥了卖掉赚钱。牛院

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土地改革之后，走入大

集体时期才产生的。因生产队里没有耕种的

机械设备，所有农活除人力外，都靠耕牛去完

成，每个生产队里都建有一个专门养牛的大

院子，院里养有十来头耕牛，两头耕牛为一

组，由一个人（叫“牛把儿”）喂养，一间草棚或

是土坯青瓦房，牛把儿平时都和牛在一起生

活。牛棚里有一个青石槽，后边拴着两头牛，

石槽旁有一个简易床，供牛把儿睡觉，人和牛

吃喝拉撒都在牛棚里解决，人们也都习惯了

牛粪的气味。生产队都有五六个犁耙经验丰

富的社员专门负责养牛耕地。平时犁地、耙

地、拉粪、拉庄稼都要用耕牛。两头牛拉一辆

牛车，牛车轱辘是生铁铸造的，中间是木制的

轴，上面是木制的车棚子，两边有护栏，前面

伸出一个木杆，木杆上一个横杆，方便把两头

牛套在一起，拉动车辆。牛车是当时生产队里

最笨重也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了。农村有些

青年结婚还用牛车去接新媳妇，每逢有人结

婚，要提前给生产队长协商，让牛队长安排毛

色纯正的红牛，并在牛头的犄角上绑上红绸

子布，以示吉利，车里铺上芦苇编制的席，再

放上大红被子，就成了婚车。

由于牛有吃草反刍的习性，喂牛的时间

都在夜里，所以，牛把儿和其他农活相比，还

是比较轻松的。

牛的饲料都是生产队里的小麦、玉米、红

薯等农作物的秸秆，精料都是一些棉籽饼、黄

豆饼、黑豆等。

小时候，没有文化娱乐设施和场所，每逢

农闲，特别是冬天，夜长睡不着觉，都爱去牛

院里玩耍。由于生活困难，去牛院的目的是乘

机弄点作为牛饲料的黑豆放在火上炒一炒

吃，又焦又香，吃完后牙床上粘着黑乎乎的黑

豆皮。

因为牛把儿半夜起来喂牛很辛苦，牛队

长还安排给牛把儿一顿红薯面条，煮点干红

薯叶，浇上蒜汁，在牛院玩耍还能蹭上一碗，

吃着真美。

在牛院玩，最主要是听牛把儿讲故事，一

些年长的村民由于阅历丰富，心中都有好多

逗乐的笑话和故事（叫“喷瞎话儿”）。最爱听

的是那些鬼故事，有时听到半

夜还不回家，越听越害怕，越怕

越想听。牛把儿们有时讲到关

键处故意吊胃口，不讲了。这

时，有人就会说：“老叔，接着

说，接着说。”有人开始献殷勤，

抓过牛把儿手中的铜质旱烟

袋，把烟锅里装满烟片，递到手

上，从脚下火堆里抽出一根燃

红的木棍帮忙把烟点着。一次，

牛把儿一连讲了好几个鬼故

事，吓得我们不敢出门，好像故事中的妖魔鬼

怪就在牛棚门口。那时，没有照明电灯，到处

都是黑乎乎的，一个发小走到家门口，拨开大

门，摸黑进家，正好院内放着架子车，车把儿

朝外，只顾往前走，车把儿一下撞到脸上，吓

得他哎呀一声：“有鬼！”扭头就往外跑，一口

气跑回牛院，最后牛把儿提着马灯，把他送回

家中。

那时，我十来岁，大哥也在生产队里当过

几年牛把儿，晚上，我和大哥一起去牛院睡觉，

为的是半夜能跟着混一顿红薯面条吃。半夜醒

来时，不见了大哥，牛棚里两头牛因争抢饲料，

互相殴斗，我吓得蜷缩一团，两头牛越斗越凶，

我急忙下床，穿上鞋子，一溜烟跑回家。大哥端

着面条回来时，不见我了，就把面条端到家里，

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去牛院睡觉了。

如今，当年的牛院早已荡然无存，耕地也

不用牛了，在农村偶尔碰到几头牛，也是村民

养肥后卖掉，成了农民一项可观的经济收入

项目。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时牛把儿讲的

故事，大部分还都是正能量的，都是教育人要

多行善事，不要作恶，作恶必定会受到妖魔鬼

怪的惩罚。

牛 院 记 事
●孟学礼

下雨天，

是乌云娃娃们聚会的日子，

乌云娃娃们趁太阳爸爸出门，

赶紧办了个大型聚会，

它们开心得居然掉下了眼泪，

眼泪落在小朋友身上，

“哇，下雨了!”

聚 会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 二（七）班 代晨泽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