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JIYANG

4
2020年9月1日

人文济阳
新济阳

责编：窦吉华 尹聪 美编：刘娟

本版电话 84232018 E-mail:xjyfukan@163.com

面前课本上的字一行行在她眼前闪过，却一
个也进不到脑子里去。以往看一遍就能记住的
公式、单词，现在背上好几遍之后，再反过来看，
竟然觉得没有一点印象。

以往让她觉得很无奈甚至有些反感的报
告会，却时时在眼前闪现。她站在讲台上，思
绪纷飞，神采飞扬。台下，那些学弟学妹们满
是崇拜的目光，掌声，一波又一波雷鸣般响起
……

有时，望着窗外随风摇曳的绿柳，一个念头
会突然冒上来：今天会有学校请我去作报告吗？
对报告会，她竟有了些许的期盼。

走出校门，她会暂时忘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
西，大脑会暂时地清静。

和肖晓和好后，她们两个人跟从前一样，还
是一起去餐厅，一起回宿舍，一起到教室。但肖
晓发现，金春雨不再那么爱说爱笑了，她总是默
默地走着，很少说话，也很少去看周围的一切。
她总是找理由不在餐厅吃饭，买好饭后，她更愿
回教室去吃。有时，她甚至不愿出去买饭，让肖
晓或别的同学给她捎回来。

除去宿舍和教室，金春雨很少在别的地方露
面。在教室里，她总是坐在课桌前，眼睛盯着面

前的书；回到宿舍，她会飞快地爬到床上去，打开
手机，一刻不停地忙着。有时快到上课时间了，
不是肖晓催她，她也想不到下来。有时晚上熄灯
很久了，她也不睡，躲在被窝里，对着手机不停地
忙活着。

以往下了课，金春雨总是和肖晓她们又拉
又拽地跑到楼下的空地上，无所顾忌地疯上一
阵。

大课间了，她会带了跳绳，到操场边上跳一
会。金春雨绳跳得很好，她跳得又低又快，别人
才跳了十来下，她已经跳到快二十下了；别的同
学跳上几十下就坏了，她不，几百下也不坏。所
以在剪刀、包袱、锤决定谁先跳的时候，肖晓有时
会和同学私下商量好了，不让金春雨先跳。别的
同学先跳，能跳好几个人，金春雨先跳，好多时候
上课的时间到了，她一个人也还没跳完。金春雨
学习成绩很好，但玩剪刀、包袱、锤她却不行，就
是肖晓不和同学私下商量好了“算计”她，她能赢
的时候也很少。金春雨从不计较输赢，即使知道
了肖晓她们做手脚，她也不恼，顶多撵着肖晓追
一阵，等到追上了，“逼”肖晓说一句“下回不了”
之类的话，也就算了。

可现在金春雨好像对什么都不再有兴趣，除

去那部粉红色的手机。课外活动的时候，肖晓想
拉金春雨去跳绳。这回，她私下也跟同学说好
了，剪刀、包袱、锤的时候，一定要让金春雨赢。

金春雨死活也不去：“操场上那么多人，去干
嘛？”

肖晓还是拉她：“你作报告的时候，台下的人
不比这多呀？你以前不是说了吗，人多才热闹
呀！去吧，都好长时间没跟你比了，你看一下，我
快赶上你了。”

“要不，明天吧。明天再去。”金春雨实在推
脱不过，只好这样说。

肖晓见她实在不想去，也不好太勉强她，只
得作罢。

等明天再约她出去了，她又会有新的理由：
作业还没做完呢；累了，不想动等等。反正就是
不出去。

就是在宿舍和教室里，金春雨也很少说话。
她有时是对着一本书看，好久也不见她翻一页；
有时又会望着某个不可知的地方静静地发呆，好
久好久。谁也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只
有面对那部手机的时候，她才会恢复到曾经学习
时的样子，认真专注到陶醉。

金春雨极少用手机打电话，她也确实没地

方可打。她的手机两块电池，每天都要充电。
有时她会想，周钰也有一部手机的话，那该多
好啊，想他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说话，或者发
个短信，或者直接在 QQ 上聊，想什么时候聊
就什么时候聊，想聊什么别人谁都不知道。那
多过瘾啊。

可是，他没有。唉！
肖晓和周钰他们本来商量着想找梅晓玫

老师说一下，让她劝劝金春雨的，但想到梅晓
玫老师现在心情也不好，也就不再好意思找
她。

梅晓玫老师的老公找到学校来闹了一场，
他说梅晓玫老师不管家不管老人也不管孩子，
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他找到校长，说要离
婚。任凭王副校长怎么劝说都不行。离开学校
前，他非要让梅晓玫老师一起回家。梅晓玫老
师说等放了学就回去，可他不干，趁喝了酒，拉
着梅晓玫老师的手，猛一下把她甩了出去。多
亏梅晓玫老师扶住了一棵树，才没有摔倒。但
她的手上却碰破了一块皮。副院长兼外科主任
吴家桥看也没看梅晓玫老师流血的手，钻进车
里，发动了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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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说现
在生活的节奏很快，人们在忙忙碌碌中安
享着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安康，可在
闲暇之余我的心中总有一份眷恋总时常涌
上心头，那就是我的家乡，一个曾经发生过
很多故事的地方。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我感
恩这个看起来并不大的村庄，在这里有我
幸福成长的童年经历和我努力拼搏奋进的
足迹，有我和家人幸福生活的永久写照，更
有我发自内心的对这方乡里乡亲们感恩，
感恩他们的相依相伴和无私的帮助和热情
的呵护，生活在这里的那段时光让我终生
难忘，在我的脑海记忆犹新，就似一股娟娟
的小溪在我的脑海里流淌，随记忆顺流而
下……

在这个小村庄曾经发生过很多的奇
迹，曾经方圆几里地外的村民都要来到这
个村落加工各种面粉，也是用电浇灌良
田，水利设施一体化的村落之一。一座小
型扬水站解决了全村百分之八十的良田
灌溉。就是这座电磨房解决了社员群众
的吃饭问题，那时人们用手推车或身背着
各种粮食，有的只有十几斤粮食也要开一
次电磨，可就是那个年代，在自己温饱还
没解决的公社社员却把最好的粮食，晒干
扬净上交国库，支援我们的国家的建设。
这也是那一代人最质朴和最值得可爱的

精神所在。在七十年代中期，这个村就拥
有了生产队的马车以及耕地的农机具，在
那个“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
的号召下，部分农村用大型农机具深耕作
业，试图改良耕地土质提高粮食生产效
率，缺乏水和肥料的农田产量是可想而知
的。不过，那时生产队只要解决好机械操
作的驾驶员的吃饭问题就行，至于其它费
用暂时不要收。深耕没有彻底解决粮食
的增产问题，生产队也没有剩余的钱来还
欠账，这也成为后来农机行业转为运输的
原因之一。大型农机农田作业暂告一个
段落，再次实现农村大型农机作业整整等
了二十年。

我们村没有用机械作业，把省下的钱
买成玉米磨成面熬粥，早晨只要社员带点
干粮和咸菜，玉米粥随便喝。这样吸引了
很多的劳动力出工翻地，采取记工分的方
式大搞农家肥来改善土质，也就是那几年，
村里大丰收。村集体的粮仓换上了一把大
大的新锁，牛舍里还养了两匹马，四个猪圈
满满当当，生产豆腐的加工间漂出阵阵的
豆香。并且，每家养了一只到两只绵羊，有
生产队集体放养，晚上把羊牵回家，羊毛归
集体所有。到了大枣成熟的时候就熏枣，
把熏好的乌枣运到外地去卖。一个不到二
百来口人的农村在当时也算得上富裕村。
可好景不长，缺乏正确方向引导的集体经

济有了利益的存在。常言道：有利必有
弊。利益的存在影响着个别人关系的融
洽，逐渐形成权与利的争执，随着生产队仓
库门锁的更替，生产豆腐的工具挂上了墙，
羊圈的顶棚也露着了天，猪圈同样也空空
如也，生产乌枣的地窖也被填埋，生产队的
大院只剩下一个养牛人，一头牛和一口水
井……

生产队的兴衰透露出一个道理：凡事
有了利益就会出现争执，有了争执就会化
为矛盾，出现了矛盾，就会影响态度，而态
度会影响着方向，缺乏正确引导的方向就
会失控，当失去了一切，也就明白了道和
理的正确存在。，可有时，“失败是成功之
母”这句话，不是对每个事都是公平的，失
败是共同的，可再次成功却不是永恒的概
率。

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他们毕竟曾经的
拥有过，对未来，在等待中把希望寄托给未
来，最重要的是他们保留着那份对未来希
望的盼望和信念……

这个村最近就要拆迁了，可这个村的
故事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

我时刻在眷恋我的的家乡，不只是它
的故事，还有这里的风土人情，更有陪我一
起生活可爱值得尊敬的父老乡亲，还有在
我心中的那份无尽的乡愁！

作者单位：龙海社区

心中的那份眷恋
◎张 勇

米面馍馍，顾名思义就是用小米面蒸的馍馍。
以前蒸米面馍馍用的米面不是在石磨上磨

的，而是上碾碾的。碾米面是很讲究，也是很费工
的。碾米面比磨白面还要费工。

碾米面需先捞米。将小米倒入清水中，用笊
篱捞出，倒在用梃杆穿的盖簟上晾晒、沥水，这叫
捞米。牛喜欢喝捞米水。捞米水饮牛，牛能喝得
肚子鼓鼓的，撑得吽吽地叫。腊月里，大街上听到
谁家的牛吽吽地叫，不用问，这家子捞米了。

盖簟上湿淋淋的小米，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
浮水一部分吃进米里，一部分沥掉蒸发掉，待小米
散酥后放到石碾上碾成面子，叫碾米面。

碾米面是个忙碌活。有管着看碾的，有管着
罗的，有管着整理罗的。管着看碾的，不时地喝赶
着老牛，在老牛拉着碾磙子一圈一圈不停地运转
下，瞅准时机，拿着簸箕将米或米糁均匀地添到碾
盘中心，将碾盘上循到碾盘边上待罗的含有米面
的米糁收到簸箕里，转给管着罗的。管着罗的就
一罗一罗地罗。米面湿，不好罗，为了下面子，罗

在罗床上搕得咔嗒咔嗒地响。尽管这样使劲地
罗，不长时间罗眼还是给糊住了，不下面子了，就
得换罗。管着整理罗的就晒罗就清理罗。碾米面
多是三几家的主妇合伙，碾了这家的再碾那家的。

蒸米面馍馍和蒸白面馍馍一样，也是先发
面。米面比白面发酵得快，容易发过了，发过了
酸。将米面发酵好，像蒸白面馍馍那般蒸米面馍
馍。蒸米面馍馍面硬了不好，米面馍馍硬了不好
吃。金黄色的米面馍馍，不酸不硬，就着大葱蘸
酱，吃起来别有一种米香。

以前，麦子稀罕。年来节到，人们总想把生活
搞得好一点，总想把窝头换成馒头，白面不多，就
蒸米面馍馍。但，米面馍馍远不如白面馍馍讨人
喜欢。

以前，过了年走亲戚，人们关心着吃，吃的好
不光是舌尖上舒服、肚子里好受，更是说明亲戚拿
着当回事。

过了年走亲戚，最关心吃的是半大小子。半

大小子，不老不小，在家里，尊老尊不着他，爱幼爱
不着他，有口好吃的难掉到他们嘴里。半大小子，
没娶媳妇没成家，在家里还算不上个人物，没有陪
亲戚陪客人吃饭的资格。半大小子，过了年肩负
着家庭使命去走亲戚，自然是关心着吃。

穷怕亲戚，富怕贼。过了年来亲戚，最怕的是
来半大小子，老人的俗话：“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十几岁的男孩子，正是长身子长个儿，正是装饭的
时候，大白馍馍两个不够三个不饱，吃得让人心
疼。

给姑母姑父拜年，给姨母姨父拜年，姑母姨母
当家主事的，吃好吃歹都行。姑母姨母不当家不
主事的，半大小子们也不去拜年。

外甥去姥姥家，给姥爷姥娘给舅舅妗子拜年，
总是要去的，不管姥娘姥爷当家不当家总是要去
的，那里是自己的一股血脉。去姥姥家拜年，要是
姥爷姥娘当家主事，自是没的说，要是姥爷姥娘

“退居二线”了，妗子当了家主了事，就有故事了。
有的人从姥姥家回来，进家就诉委屈：

“让俺吃的米面馍馍……”
进家就是不说，爹不问，娘总是要问的：

“让你吃的啥？”
要是午饭吃的是白面镆馍猪肉汤，晚饭吃的

是水饺，娘喜上眉梢，要是午饭吃的米面馍馍，晚
饭吃的杂面条，娘的嘴一下子就噘起老高，心里甚
至嘴里就说了：

“舅是亲娘舅，妗子……”
以前那么好吃的米面馍馍没了。石碾没了，

就是石碾还有，也没人费那个劲捞米碾米面了。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集市上的麦子5毛钱

1 斤，谷子 2 毛 8 分钱 1 斤。100 斤谷子出 70 斤小
米，如此算来小米4毛钱1斤，也不如麦子贵，当然
更不如白面贵。现在超市里买1斤小米的钱能买3
斤白面。

天下的外甥们可以放心了，过了年去姥姥家
拜年，不会有谁的妗子让吃米面馍馍了，白面馍馍
撑死你！ 作者系一中退休教师

人老了最多的是容易回忆。特别是在
触动一个什么物件时，马上就有好多连锁
的记忆在脑子里出现，就想把它记下来。
这不，前一段回到老家，远远发现一个不太
起眼的角落里，在野草丛中有一个圆圆的
东西，随着秋风时漏时展，好奇心促使我走
到近前仔细观看，原来是个碾砣子孤孤零
零的躺在那里，碾盘却不知去向。

石碾石磨，这可是当年人们赖以生存
的必备之物。人们从远古时代就知道用石
器将带硬壳食物捣碎而食之，不知从何朝
何代开始，人们又逐渐知道将颗粒粉碎，利
用火的作用将食物加工成熟而食之。这一
发现也大大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
们不知费了多少大脑才创造出石碾和石
磨，从而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数千年来，人
类在既没有电又没有机械的情况下，在动
力方面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工改造但始
终没有解决。除了人类自己用气力加工、
畜力加工，还发明了利用水作动力的水磨
加工（这当然是在有条件的地方）等各种加
工方法，这算是很大的进步了，但却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那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石碾、石磨在丰富了人类生活的同

时，也带来了不知有多少欢乐和忧愁。特
别难以想象那些重大的活动，如战争、大型
集会能有多少人在背后默默地劳作，为他
人做着贡献。

历史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英国人瓦特
发明了蒸汽机才得到了重大的进步，动力
机械才逐步进入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使
社会发展进入高速度。但当时中国是一个
封建闭塞的社会，对外界的新生事物很难
接受，所以被西方社会落下了不小的距
离。虽然一代一代的仁人志士，不怕牺牲
勇于探索，却未能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
貌。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解救了
中国，建设了新中国，使人民一步步走上幸
福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使中国彻底摆脱
了贫困，现在逐步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过
上了吃饭不用愁，种地不用牛；出门自驾
车，住宿有高楼；电话口袋装，办事手机搜；
路遥难相逢，微信对面瞅；公交满城跑，高
铁任风流；高速路通畅，天南海北走；生活
条件好，飞机来旅游；国内转不够，世界都
走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不是如此景象。
解放前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连小小的钉

子、煤油都靠进口。刚刚开始建设的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薄弱，百业待兴，又赶上自然
灾害和人为的种种因素，处处需要经济实
力支撑，国外的敌人卡我们的脖子，机械化
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人们的生活需要。因
此，在农村石碾石磨仍然是人们生活所离
不开的必须工具。人们靠它把那点不多的
粮食加工成粉，掺点野菜勉强度日。在农
村，粮食多一点的一般都是在石磨上加工，
而太少的只能在石碾上加工，因而石碾前
总是排号的不断，有时能等到半夜才挨
上。特别是逢年过节，更是让人等得心
焦。且只能靠人工，实在是辛苦。因为生
产队的牲口不但很少且饿的皮包着骨，根
本没条件给社员用。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
里，人们一面在生产队劳动，一面为生存而
努力着。我记得是到了文革初期，邻村有
了柴油粉碎机，人们才开始逐渐一步步甩
掉磨棍，艰难的走向机械化进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十年，我们也
从稚童少年变成满头染霜的老年人了。赶
上这幸福美满的好时代，实在是我们这一
代人的福啊。切莫辜负党的恩情，努力过
好每一天吧！ 作者系区退休干部

寻秋何必赴边山，
碧水环城戏白鹇。
昨夜甘霖清绿树，

今朝彩蝶舞花间。
凉风绕柳翻诗页，
韶乐穿林绘色斓。

善美济阳删旧貌，
先行区北展新颜。

作者单位：区税务局

（一）施策
领袖亲自定方针，
众志成城献爱心，
科学防治是关键，
中西结合是神丹。
（二）赞钟南山

民族脊梁钟南山，

老当益壮赴前线，
危难时刻何所惧，
精忠报国赤子胆。

（三）奋战
白衣天使忘昼夜，
全神贯注救病患，
党员先锋是旗帜，

火线入党偿夙愿。
（四）凯旋

援鄂战疫全获胜，
班师回府贺劳旋，
欢歌擂鼓动山川，
内外严防不松弦。

石碾石磨
◎陈玉堂

战“疫”诗歌四首
◎张善祯

米面馍馍米面馍馍
◎◎田邦利田邦利

七律·寻秋（平水韵）
◎魏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