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副池杯流

今天中午下乡回来时路过老家，突然很想母亲，就

顺道回了趟家。我刚跨进家门，母亲既惊喜又责怪我不
提前打招呼，说没给我准备好吃的。我笑着说：“妈，我
最喜欢您擀的红薯面条了，咱们就吃红薯面吧？”

记得小时候，因红薯产量高，为填饱肚子，家里
种了很多红薯。红薯收获后，除了下入地窖中留存新

鲜的外，母亲都会挑拣上好的红薯切成厚薄均匀的
红薯片，撒在晒场上晒干，然后磨成红薯面粉，给我
们做红薯面条吃。

母亲先将红薯面用响锅水（快要烧开的水）烫和
好，再将白面用温水和好，用白面擀成一个大大的圆
片，将红薯面也擀成稍小一点的圆片，然后将红薯面

片放在白面片上包好，再压到一块，擀成大大的薄
片，等厚薄均匀适度时切成红薯面条备用。

红薯蒜面条不同于其它的炸酱面等，需要各色
各味的卤汁与炒菜臊子，红薯蒜面条的“绝配”只是
简简单单浇上一勺蒜汁的调料。红薯面条的功夫不
仅仅在面上，还在看似简单的调料上，而这个看似简
单的调料却也包含着母亲煞费心机的暖暖爱意在里
面。

蒜面条的蒜汁制作很有讲究。调料主要是大蒜，

其次是小叶麝香，蒜和麝香是调料的最佳搭档，但却

有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一定要先采摘麝香叶，如
果先剥大蒜，大蒜的气味一染到麝香菜上，麝香就会
枯萎直到干枯死去。因此每次妈妈都催促我先摘麝
香再剥大蒜，麝香要采选取最顶端的小叶片，才够嫩
够鲜。

把剥好的大蒜、麝香叶洗净，加上适量的盐、十
三香、花椒、八角、五香粉等，喜欢辣椒和姜的也可以
放上青红辣椒、姜块一块捣碎，等捣碎成泥状，再放
进去适量的味精、酱油、醋、芝麻酱、小磨香油、油泼
辣子等，用羹匙顺时针反复搅拌，直到调料汁变成糊

状。调好的汁液里大蒜的雅白，麝香的翠绿，辣椒的

红艳，姜块的乳黄，丝丝缕缕悬浮在碗中央，沉沉浮
浮飘摇自在，最上面飘着诱人的油花花，看起来就让
人馋得直流口水。

备好调料后，万事俱备，只欠下锅了。
母亲将红薯面条下锅，面条快熟时加入菠菜、绿

豆芽、白菜、韭菜等时令蔬菜，捞出后用冷水“拔”一
下，防止粘连，然后加入一汤勺调料，搅拌均匀。

搅拌中，面条黑白分明，白的纯洁如雪，黑的厚

道滋润，各色蔬菜翠色诱人，还等什么，大快朵颐吧！

那蒜的辣香，麝香的奇香，小磨香油的浓香，芝麻酱

的滑溜醇香，一起沁入鼻息。吃一口，甜中夹着香，滑
中带着筋，清爽利口，好解馋啊！让我不由得胃口大
开，百吃不厌。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红薯和蒜，让一碗极为普
通的面条色香味俱佳，任何其它的高档面条都无法
比拟，望而却步了。

一位回族朋友自从尝了我们家乡汝州的蒜面条
外，就深深爱上了它，不可自拔，最后毅然娶了一位
汉族姑娘，就为了能天天吃上美味可口的蒜面条。用
他的话说，一天不吃想得慌，两天不吃憋得慌，三天

不吃那就要命的呀！

虽是玩笑话，但毫不夸张地说，红薯蒜面条真的
是家乡最具特色的平民美食，可谓老少皆爱、妇孺皆
喜，人人离不了的味道。

这么多年了，不管走到哪，我都忘不了家乡的红
薯蒜面条。那小小的擀面杖，擀出的是甜甜的幸福，
那一口简简单单的红薯蒜面条里，藏着妈妈的爱，藏
着咱普普通通老百姓的淳朴实诚，那里面有妈妈的
味道，有家乡的乡愁，有甜蜜的思念和亲情，常常馋

到我不能自已，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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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汝州舒画卷
●李晓伟

巍巍九峰起沧桑

汤汤汝水蕴华章

崇文尚德纳百川

山水汝州是家园

从不忘初心 撸起袖子加油干

到春和景明 绿水青山

从建设美丽家园 到打造山水宜居绿城

我们豪迈的脚步 走出了汝州大地秀美画卷

春华秋实 天道酬勤

我们用汗水浇灌累累硕果

自强不息 百折不回

我们以实干取得各项事业长足发展

我们坚持以建设人民满意城市为核心

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

我们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我们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

砥砺奋进永登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砥砺奋进 勇往直前

这是我们不变的铿锵誓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汝州大地风雷起

乘风破浪正扬帆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市

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市

河南省水生态文明城市

首批省级森林城市

中国十佳绿色城市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

我们用一颗颗热血沸腾的初心

编织出一串串闪耀的光环

沧海横流起 敢为天下先

卓越济民生 画好同心圆

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我们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

奋力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

条条战线传捷报

秀美山川绽新颜

汝州儿女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深化开放招商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

我们积极优化营商环境

全面深化放管服

大力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全力以赴谋发展

汝瓷小镇 温泉小镇 森林康养小镇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我们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努力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实施农村厕所革命

实施造林绿化工程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大发展

新农村 新亮点

绿色崛起 重担在肩

只争朝夕 舍我其谁

村村皆美景 处处是花园

我们战酷暑 斗严寒 不惜流汗 不畏艰难

实施道路改造提升工程

实施公共服务提升工程

我们的绿色出行和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如霞光映红了群众幸福的笑脸

棚户区改造工程 生态水系建设工程

让汝州的树更绿 草更青 花更艳

以水润城 以绿荫城 以文化城 以业兴城

歌不尽汝州大地落彩虹

唱不完汝州旧貌换新颜

我们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

我们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还有那清清的汝河水

碧波荡漾 芳草连天

绿柳垂绦 鱼翔浅底

鸟语映花香 大桥越两岸

霞染汝州 山水相依

初见惊鸿 再见倾城

守望汝州 五湖相连

凝心聚力 众志成城 直挂云帆

我们携手并肩 埋头苦干

用心血凝结出奋斗者的苦与甘

我们砥砺前行 奋勇争先

用成就彰显了不同凡响的汝州范儿

山水汝州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万众一心只争朝夕

建设我们的大美家园

绿色满山川 锦绣绘满园

宜居的汝州 你是如此美丽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奋进的汝州 你将更加绚烂

让我们乘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春风

为建设山水宜居绿城砥砺奋进

勇往直前

让我们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去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每每看到城里人到偏僻村

庄，就会投去羡慕的眼光。那时，“城里人”因为经济条

件好，穿的、戴的、用的都比农村人光鲜、靓丽、讲究。

每当听到周围的人说有亲戚在城里生活，让人羡慕

死了。

曾几多时，“城市”和“城里人”，成了农村人向

往的地方和羡慕的群体。记得我十来岁时，才荣幸

的第一次和大人们一起进城。那时，记得汝州（临

汝县）城区只有中大街和望嵩路交叉口西北角处

“临汝县百货大楼”一幢三层楼房，中大街两旁还

都是晚清时期的瓦房，大部分的房坡上都长着瓦

松，很是稠密，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听说要和大

人们一起进城，前一天就美得睡不着觉。回去后，

把在城里的所见所闻向周围的人说说，感觉真的

很自豪。

都知道，由于农村人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

食”，一年四季靠自家地里生长的作物维持生计，

只要舍得下力气，就会有吃不愁的日子过。农作物

成本不高，对于亲朋好友的往来吃喝一向大方，从

不计较，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农村人很厚道！不信

你到一些偏僻的山区农村转转，每逢吃饭时间，你

若碰到素不相识的村民，他们大都会热情的和你

打招呼，让你到其家里吃饭，并且是很诚恳的邀

请，绝无虚情假意，让你感到十分温暖和亲切。

我自从在部队退役还乡后，有幸在城里觅到

一份工作，娶妻生子。刚上班那几年，四处漂泊，租

房居住，先后搬过五、六次“家”。在酒醉后，也曾望

天感叹：“啥时在汝州城区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

地？”后来，省吃俭用，多方努力，终于在城区搭建

起了属于自己的“窝”，逐渐摆脱了生活困境。

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恋家”观念在心里越来越来占据

重要位置，虽生活在城区，户口也早已“农转非”，但自己始终认为

“我是乡里人”。

工作闲暇之余，开上车，携妻带子，不由得就往农村老家驶

去，看看当年把我养大的老屋，和淳朴的乡邻说说话，与当年的发

小、同学一起回忆逐渐淡忘和远去的童年趣事，真是惬意。每到一

处，都会有人热情地打招呼，遇上饭点，自然有不少昔日的乡邻诚

恳地让你到家里吃饭。若是秋天收获季节回老家，就会有人到自

家的地里掰一大兜新鲜的嫩玉米放到车上，有些把刚从地里刨出

来带着新鲜泥土芳香的花生装到车上，南瓜、红薯和各种蔬菜自

不必说，全是纯天然、无公害的。你若不要，人家还真不高兴呢。

遇有老家人进城来，还会时不时顺便捎来些新鲜的东西：玉

米糁、红薯面、细粉条等等。有时太多，吃不完，和邻居及朋友分

享，周围人会品尝着乡土味道的土特产，羡慕地赞叹到：“有个农

村亲戚真好！”

常年在城区居住，家里不免会出现水管漏水、下水道堵塞、房

间改造等一些让人“头疼”的琐碎烦事，只要打个电话，老家的人

就会带着工具前来修缮，从不计较工钱。隔三岔五，几位老家人进

城闲玩时拐到家里，自己会热情的到大街上弄几个小菜，打开珍

藏已久、清香扑鼻的陈年老酒，举杯共饮。几杯酒下肚，又勾起了

家乡的回忆，说说老家的“家长里短”，边说边喝，总有听不完的新

奇故事。当听到老家人说，村里谁谁在外地打工挣了不少钱，谁谁

也在城里买了房子，谁谁家孩子考了重点大学，感觉甚是欣慰。

而此时此刻，自己也自豪的感言：“做个农村人真好！”

一九七五年电影队下放到公社管理后不久，王寨

电影队在叶遂兴队长倡议下，自己设计制造了临汝县

电影系统第一辆流动放映车，这种放映车既运送方便，

又可做放映桌用，减少各大队演电影时到处向群众借

桌的麻烦。因而受到老百姓称赞，得到领导的肯定。后

来这种车子推广到临汝县整个农村电影队中使用。

这种放映车，从外型上看与普通架子车没有多

大区别，只是长度与宽度稍微加大了一点。其车身长

度3.1米，车身宽度1.1米，车把由两根长约4米直径不

同的大小钢管套合制成，晚上拉长用三根绳子一固

定可做银幕杆子。车轴长1.2米，加重轮盘，车条由6号

钢筋焊接改制。放映时，先从车后把车底板掀起，然

后再把车底板下的支架掀起固定好作桌腿用，灯杆

绑后，就成了放映桌。当影队转点时又恢复车子，放

映设备正好装上装满整个车厢。

纸坊公社的放映车，首场是在康街大队放映。当魏

干基、谭国强、石春友三人拉着放映车到大队部时，大队

会计惊讶地问:“你们亲自拉着车来，送电影机的人呢”？

三人回答:“电影系统开展便民活动，今后拉车要常态

化”。大队会计说:“你们这样干真是服务到家了！”在上

陈将银幕挂好后，其中一位老者对着大家说：“过去说盛

世出凤凰，您看看现在，唱戏不用大队打台子，看电影不

用大队埋杆子借桌子，还不接不送。上级为咱老百姓想

得真是周到，这世道好，真是好！”

在自拉放映车活动受到一路赞扬时，放映人也

遇到了不少的苦恼！

有一次从纸坊公社湾李大队到王楼大队转点，谭

国强和石春友拉着车。正遇伏天高温，加之路况高低不

平干驾辙，车子走着左右闪晃。走着走着突然“啪”的一

声，一个车轮爆胎了！怎么办？石春友对谭国强说:“卸车

吧，我这人熟。你先等着，我把车轱辘背到村上找人补

补！”他走后，谭国强一个人想寻树乘凉，可四方环顾，

连一棵树也看不到。无奈屈身在歪斜的车厢下躲避太

阳，虽然没受太阳直射，但暑气难忍，弄得他通身流汗。

大约一个半小时，石春友才将轮胎补好背来。

有一次从杜村大队往牛王大队转点，正值伏季，

一路上三个队友谈天论地，还时不时哼两句电影插

曲。刚走到与郏县交界处，老天变脸，黑压压乌云把

太阳赶得无影无踪，天空低得让人害怕。大家马上意

识到“天要下雨”！急忙将放映车盖好油布，拉上车一

溜小跑。突然头顶一个闪电跟着一个炸雷后，瓢泼大

雨顺势而下。约二十分钟雨停后，红煤土路，为难了

三个拉车人。虽距武巡大队半里的路程，但红煤土粘

泥和车厢紧紧抱团，象刹车片一样，把车轱辘卡得死

死地不能动弹。他们只好走走停停投投泥，弄得是满

头大汗，浑身是泥，一会儿连拉车气力也没有了。碰

巧一个熟悉的电影谜伙计后面赶来，热情地帮助我

们把放映车送到大队。

一九七六年初冬的一天，气温突降。王寨电影

队从城关公社刘庄大队转点下陈。那年因汝河公

路桥搭得晚了一点，一般行人过往都走铁路桥了，

可拉车者必须蹚水。看看水边薄薄的冰凌子，王国

成和陈克新心里有些踌躇，但又别无选择。只得脱

鞋袜挽裤腿，下水拉车。二人拉到中流，车又被乱

石堆堵得不能向前。不得已，两人又挽挽袖子扒石

头。寒冷加着西北风，当车子拉过河后，王国成的

手与小腿冻得起红发痒，此后，每年进入农历九月

就不敢用凉水洗脸了。一旦沾住凉水，手脚奇痒，

成了他的一个老病根。

后来，由于农村政策变更和电影市场的萎缩，流

动放映车同农村电影队一起走入了历史。但是，那段

拉车放映的岁月，永远镶嵌

在了一代农村放映人的心

里，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

当
个
城
里
的
农
村
人
真
好

●
孟
学
礼

擀出幸福滋味来
●孙利芳

流动放映车的记忆
●王国成 谭国强

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