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卤面，可以说是每一个汝州人心心念念

的一顿饭，也是汝州人最喜欢吃的一顿饭。能

隔三岔五地吃上一碗家里人蒸的卤面，其中

的幸福滋味，足以冲淡为了生活摸爬滚打的

心酸困苦，足以感受到一股子来自家的浓浓

亲情。

汝州人爱吃面，更爱吃卤面，卤面几乎是

每家每户都会做的一道面条，它的做法是蒸

出来的，吃起来非常的美味。

特别是父母做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在哪里

都吃不到的。买上二斤湿面条，割上一块五花

肉，在家中自己蒸制。吃的时候再配上一碗鸡

蛋酸汤，就上一瓣大蒜，就足以让人吃得鼻尖

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而且卤面是不管怎么

吃都不会腻，以至于常常让人一不留神就吃

撑。以至于每个人吃完，都会幸福地感叹一声：

滋腻。

我国历来就有着南方和北方的地域之

分，不管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美食文化领

域，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就拿美食而言，都说

南方的水稻，北方的面。汝州地处北方，以一

些面食为主，而卤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卤面，虽然出身于家常，但其地位在汝州

人的心中实在不寻常。

据传，卤面起源于河南，由菜和面条蒸制

而成，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东

汉时期洛阳白马寺建成后，每天都有人来顶

礼膜拜，白马寺附近的餐饮业也就红火起来

了，许多人在路边设摊叫卖。在这种情况下，

一种方便实惠的面食就流行起来了，当时人

们叫它路面。后来，随着路面的烹制方法的不

断改变，演变至今，人们便叫它卤面了。

蒸卤面的制作方法很简单，营养也很丰

盛。它所需要的食材包括：面条，蒜薹（豆角

芹菜亦可），五花肉，黄豆芽等。当然，这是最

普通的做法，讲究一点的，还会加上一把细

粉，以增加口感的柔软度。而素卤面除了以

上的菜品之外，只要把五花肉换成了鸡蛋即

可。

将面条放进盆子里加入适量的油，搅拌

均匀，加油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面条在蒸的时

候互相粘连，接下来锅中烧水开之后，把拌

好的面条放在蒸笼上，面条一定要均匀地铺

开，这样才能够让面条熟得均匀。上汽之后

开始计算时间，蒸制15分钟左右。在蒸面条

的过程中，将蒜薹（豆角、芹菜）切成段儿，五

花肉斜刀切成片儿，准备几个八角、几颗花

椒和几颗小茴香，还有适量的葱姜，接下来

就要进行炒制。

据有经验的人讲，在炒制之前一定要热

锅凉油滑锅，接下来再开始炒肉，这样炒肉不

容易粘锅。

炒菜时，锅中加入适量的油，油热之后下

入八角、花椒等配料，煸炒出香味之后加入葱

和姜继续煸炒。随后下入五花肉，煸炒出有油

脂，在锅中加入适量的酱油给肉片上色，然后

将准备好的黄豆芽下入锅中，翻炒到豆芽表面

没有水分的时候，下入芹菜和豆角。大火翻炒，

快速炒熟，再倒入几勺水，为的是汤多一点，好

浸润面条。

面条蒸好了，倒入盆子内，与刚才炒好的

菜料混合搅拌均匀，让面条充分地吸收汤汁。

这样做出来的面条才会更入味，口感也更劲

道。接下来将拌好的面条均匀地放在蒸笼上，

大火继续蒸，过一会儿就可以出锅装盘食用

了。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蒸卤面的面条选用

细而扁的新鲜面条，拿起来要稍微湿润一些

的，千万不能用挂面。另外面条放入菜中搅

拌，一定要搅拌均匀，这样出锅的面条才不会

因为没有搅拌好而呈现出花狸虎般一块白一

块褐的颜色。

如今的快节奏生活，让出身家常的卤面

走上了街头、走进了饭店，成为一种便捷的食

品。这样的卤面，吃起来虽然快捷，但存在问

题不少。比如，家常的卤面是面条和菜一起

蒸，为的是让面条吸足汤汁。而店家为了让面

条更好看，配菜更新鲜，便把二者分开制作，

分开放置，有人要时才将二者放在一起。这样

的卤面，面是面、菜是菜，完全没有了那种入

口醇香、和谐统一的美妙滋味。

所以卤面胜在家常，必须得自己家里做

的才是那个味。

另外，吃蒸卤面最爽的就是就一瓣生大

蒜吃，一口蒜一口面，面香肉香蒜香融合在一

起，直让人欲罢不能。

吃不了生蒜的人，还可以就糖蒜吃，卤面

一定要有蒜味才会爽。

除了大蒜，还有一个隐藏吃法，那就

是———把蒸卤面剩到下一顿，炒炒后更好吃。

这时，软软的蒸面变成焦焦脆脆的炒面，这绝

对是最好吃的剩饭。

就这样，一碗卤面，从自家的炉火中走

来，几十年了，那味道好像一点没变。

饱盈盈的豆角，细细的面条，诱人的肉

块，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让人想起家乡那袅袅

的炊烟。虽然如今的美食数不胜数，五彩斑

斓，但都代替不了那碗热腾腾的卤面，因为，

卤面里有不老的记忆，嚼一口面条，就一瓣大

蒜，便充满了浓

浓的思念。 汝 州 名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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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我们遇到了一位特别的老师，他用特别的教育方

式，给我们营造了一个人人爱学习、个个争进步的氛围，短短一

个月时间很多同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尹甲辛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原来的他学习不好、脾气

暴躁，别人不经意间碰他一下，他就出口骂人。每次考试他都是

倒数几名，背书也是背得很慢，字还写得跟蚯蚓一样，扭扭歪

歪，非常难看，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但是，自从升入五年级之后，

他就有了明显的改变。

吴老师曾经教导他：“人如其字，字写得好了，才能有崭新

的一面。”所以在吴老师的指导下，尹甲辛慢慢地学会了正确的

捏笔方法，虽然有时候还是写得龙飞凤舞,但比起以前，已经好

了太多了，让人看了觉得舒心多了。看来只要用心练习，他是能

写出一手好字的。

吴老师鼓励他要自信，一定要战胜自己，在课堂上积极回

答老师的提问。现在，虽然还存在不少缺点，但比起以前，也算

是有了明显的进步，每次背书也不再是最后几名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采用了老师的搭桥方法。正如吴老师所说，他正在一点

点地蜕变，就像还没从肉球里钻出来的哪吒，只要一出世，未来

的成就一定不可限量。

尹甲辛现在的行为习惯已经变得非常好：上课认真听讲，

不做小动作，下课和同学友好地玩，不再因为一点小矛盾就冲

着别人大骂。有时，老师让打扫厕所

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不嫌脏，

不怕累，为同学们尽心尽力地服务。

现在的尹甲辛改掉了许多毛病，

慢慢成为班级里受人尊重的好同学，

相信他一定会成长为一个有成就的

学生。

浪淘沙·国庆
大阅兵感言（新韵）

●张长年

我想问大家，你认为最牛的嫁妆是什么？

您也许会说：“70年代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

车、缝纫机、录音机）；80年代是冰箱、彩电、洗

衣机；90年代是空调、音响、录像机；现在当然

是房子、车子、票子嘛！”

诚然，谁不希望自己的嫁妆光彩体面啊？

但我却最喜欢父亲送我的嫁妆。

22年前，我结婚时，父亲郑重地从箱子底

下取出来一把铜算盘，交给我说：“咱们家世

代是农民，没有钱财珠宝给你做嫁妆，这是我

唯一值钱的物件，你选择了当会计，就要像这

算盘一样，为国理财分毫不差，为人修身堂堂

正正清清白白。”

旁边我的老师看见了，笑着说：“大哥呀，

你这算盘嫁妆送得好，历史上著名的康熙秀

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就是一身正

气、两袖清风的典范。他女儿出嫁无钱置备嫁

妆，他便给女儿画了一幅兰竹图，还题了一首

诗：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

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利芳收了你这

嫁妆，在会计道路上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接过父亲的铜算盘，我的思绪一下子回

到了小时候。

那时，父亲是村里给社员记工分的记

分员。每天晚上父亲忙完农活，就坐在煤油

灯下，打着这把老式的大算盘噼里啪啦给

社员们记工分，每次父亲一打算盘，我就会

特别安静，乖乖地听着，有时还高兴地笑出

声来。

在我们农村老家，有个风俗，每到小孩一

岁生日时，家里人会找来很多东西放在小孩

身边，看小孩会抓什么，最先抓到的就可能是

他未来的梦想。我一岁生日那天，听妈妈说我

一把抓起了父亲的铜算盘，乡亲们都说：“不

得了，这利芳啊长大了是个管账的。”父亲笑

着说：“这是我平时用，她见得多了，长大了干

什么还要看她自己喜欢什么呀。”

我五岁那年年底，村里要按照工分给社

员们分粮食。村长到我家找父亲说：“今年村

里开销大，你想办法把这笔账从社员们的工

分中扣除吧！”父亲说：“这咋行？乡亲们辛苦

一年了，都指望着工分分粮食，怎么能摊到他

们头上？”村长生气地甩下一句话：“你怎么脑

子不开窍，只要你动下算盘珠子，神不知鬼不

觉，谁会知道？”

我看见父亲的纸烟在黑夜中一闪一闪，

听见父亲翻来覆去折腾了半夜。第二天，父亲

拿着他的铜算盘和一本厚厚的账簿，噼里啪

啦，张家多少，李家多少，账记得公平、真实、

完整，大家高高兴兴分了粮食满意地回家了。

轮到我家了，只剩下半袋子小麦。我妈说：“咱

家怎么这么少？”父亲说：“村里开销没法报，

先用咱家的粮食顶上了。”“人家都是想法子

自己多分点，没见过你胳膊肘往外拐的，拿自

己的顶公家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那天，父母第一次吵架，母亲赌气回了娘

家。父亲带着我去外婆家，对母亲说：“咱手里

这把铜算盘就是公平的秤砣，咱不能从乡亲

们口粮中扣啊。我要是想不来办法，村里换个

心术不正的记分员，以后乡亲们的日子可就

不好过了!”母亲含泪原谅了父亲。

那年，虽然我们家分的粮食只够过年吃

饺子，但我们全家依旧快乐和谐，父亲的言传

身教和清脆的珠音让我一下子懂事了，“长大

了也要当会计”的梦想便在我幼小的心灵深

处扎下了根。

接下来，每次父亲一打算盘，我就缠着父

亲要他教我，父亲乐呵呵地教我背珠算口诀：

“一上一，二上二，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三下五去二……”每天在清脆的珠音中入梦

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转眼到了报志愿的时候，父亲一直希望

我长大了当一名老师，说会计太费心。但儿时

那清脆的珠音不时在我耳边响起，我鬼使神

差背着父亲自作主张偷偷改了志愿，报考了

会计专业学校。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父亲才

知道我改了志愿，他没有批评我，而是意味深

长地说：“记住爹几句话，选择了会计，就不能

有一丁点的私心杂念，要守得住原则和清

贫。”

几年的学习生活让我掌握了财务会计专

业知识，并很快走向会计工作岗位，还遇到了

心中的白马王子。

想到这，我对父亲说：“爸，您放心吧，我

会好好珍藏这把算盘，我会一辈子守得住清

贫，一辈子管得住自己的。”

结婚后不久，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话。

一次，单位经理出差回来后拿着一打票据找

我报销，我一审核，有很多票据超出了报销标

准，我说：“这些票据不符合财务规定，不能报

销。”“我已经签过字了，有我的批准你一个小

小的会计还怕什么？”我说：“这是财务制度，

您作为经理更应该遵守，我也是为您和单位

负责，这样的票据真的不能报销，您还是拿回

去吧。”看我坚决不接受他的票据，他“悻悻”

地走了。

第二天，我在抽屉里发现一个盒子，里

面装着一盒茶叶，还有一张字条：“这是我

出差时给你带的上等茶叶，那些票据你赶

紧报销吧！”看着这包茶叶，我的心里像揣

了一只小兔怦怦直跳，整整一天我都处在

矛盾之中。

晚上，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按制度，肯

定不能报销，但是他是部门的领导，若不报

销，以后就会给我小鞋穿呢，怎么办呢？

纠结之中，我看到了父亲给我的传家宝

铜算盘，拿起来一拨啦，清脆的珠音立刻回响

耳边，父亲的话也直入耳膜：“选择了会计，就

不能有一丁点的私心杂念，要守得住原则和

清贫。”

“明天就把茶叶还给他，坚决不做对不起

自己良心和职业道德的事情。”拿定主意，我

才安心睡去。

第二天，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把茶叶还

给他并向他道歉时，他爽朗地大笑起来：

“好样的，果然没看错你，财务交给你我就

放心了！从即日起，你就是财务科的主管会

计了！”

后来，我一直牢记父亲的教诲，在会计

岗位上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现在已取得

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审计师等资格，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

一切都归功于父亲的言传身教，都归功于

父亲给我的嫁妆铜算盘，都归功于父亲的

家风家训。

一把铜算盘，在别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

但在我心里，却是世上最珍贵的嫁妆。它教会

我堂堂正正做事，为国理财一分一毫精打细

算客观公正；它教会我清清白白做人，不贪不

占坚持准则清正廉洁守品如玉，牵引我一生

做人清白严于律己，它带我的精神财富让我

一生受用不尽踏实心安。

最 珍 贵 的 嫁 妆
●孙利芳

尹甲辛进步了
●上河小学五一班 梁一 辅导老师 吴占国

不蒸馒头蒸卤面
●李晓伟

我们两个聊了一

会儿，我发现，这位年

轻的习书记待人很亲

切、很随和，言谈举止

很沉稳，但是因为他太

年轻了，我感觉他还有

点学生味儿呢。聊了一

会儿，他就起身告辞。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

见面，很简单。

我和近平的第二

次见面，是我有一次

到县里去汇报工作，

碰到近平，跟他打招

呼，聊了几句。后来，我们就没怎么见过面，直到我调到

县委工作。

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从那以后，我在近

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就比较多了。

1984年8月，我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党群工作，我和

近平的办公室挨着。那个时候，我们干部实行粮食定量，

食堂伙食也不好。再一个，我们经常开常委会，有时候开

到很晚，散会后食堂早就“打烊”了。近平因为家不在这

里，吃饭都在食堂，所以一旦赶不上饭点，就要饿肚子。

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就请近平来我家吃过几次饭。近

平很随和，我爱人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不挑剔。

采访组：您从1983年到县委工作就和习近平同志

搭班子了。那个时候，您对他的工作有什么印象？

王玉廷：在和近平一起搭班子工作期间，他对我的

帮助很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体会比较深

的有四个方面：一是他用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

组织制定了正定繁荣发展的目标和战略；二是他高效

组织人才队伍，组织动员起正定繁荣发展的力量；三是

他着力创造繁荣发展的环境，为正定发展创造了良好

条件；四是他扎实开展了正定繁荣发展的实践，给正定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

句话是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讲

出来的，而早在30多年前，他就本着这个信条来做工

作，为正定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那个时候，国家以粮为纲，正定县又是“农业学大寨”

的先进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这个荣誉放在第一位，所

以征购指标相当高，导致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副业也发

展不起来。老百姓没办法，要到周围县里买山药干、红薯

干才能填饱肚子，生活很苦。近平为了给正定减轻粮食征

购压力，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

在近平的努力下，正定成为石家庄第一个通公共

汽车的县。上世纪80年代初，离石家庄市区15公里的正

定县，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往返，火车也没有几趟，运

力不足，很不方便。长途汽车在正定火车站设了一个停

车点，县城里的人要想去石家庄都要走5里地去火车站

坐长途客车，并且班次少，很拥挤，开车时间也不固定，

有时候等半天不走，有时候赶过来，车已经满员，就坐

不上了。无奈之下，有的人就选择骑自行车去石家庄，

但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算是“大件”，也要凭票购买，很多

老百姓买不起。这种情况下，近平与石家庄市委书记积

极沟通，开通了石家庄市至正定的201路公共汽车，每

15分钟就发一趟，不仅大大方便了正定老百姓的出行，

也为石家庄市里的人到正定参观旅游提供了方便。这

是近平为正定做的一件惠民生、顺民意的实事，在老百

姓当中反响特别好。

80年代初，城乡普遍都用蜂窝煤当燃料，用来取暖

和做饭，不仅污染大，而且很费事。近平为了改变这种

状况，跟石家庄市要了一批煤气罐的“户口”。当时，石

家庄能用上煤气的家庭还不多，他就给我们正定要来

了一批煤气罐，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 （未完待续）

国画 ●岳云 作

游玩何必赴长途，看遍小城当有殊。

北面风穴多静谧，南端花海自欢呼。

沙滩闲坐沐夕照，寨上前行观日出。

若是心头难过瘾，九峰赏罢去东湖。

（注:寨上，指石榴嘴寨;九峰，指九峰山）

大美汝州（新声韵）
●兰晓辉

汝水凌空月二钩，凭栏极目尽江州。

山衔楼厦霞飞挂，湖捧鸳鸯鹭伴游。

四面欢歌呈玉翠，八方画栋竞风流。

别乡数载归原籍，一步三瞻酩酊悠。

汝州颂（新声韵）
●樊忠义

犀甲耀寒光，铁血儿郎。三军统帅靖八荒。十亿骄

然弓箭手，狩猎天狼。

淬火铸铜墙，震慑强梁。雄师威武捍龙疆。七秩峥

嵘寰宇鉴，盖世无双。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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