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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歌赋

文秀，我们怀念你
□ 李敏生

文秀，归来吧！
四月的风吹得大地万紫千红，
你用心爱的吉他与春潮合奏一曲，
歌唱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

文秀，归来吧！
百坭村的老婆婆在等你。
她曾说起，
不该把这胜过亲闺女的好姑娘拒

之门外。
每当晚霞满天的时候，
她就把你常坐的小凳放在院里，
等你唠叨些家务琐言。

文秀，归来吧！
背篓姑个个想你。
你用过的那个大背篓，
大家传来传去，
一背才知道你好大的力气！

砂糖橘黄澄澄，
黄书记你领大家扩大种植面积，
用电商给家家户户换来甜蜜蜜。

节假日，孩子们来村委会寻找黄
阿姨！

有的说，黄阿姨做的奶茶香如蜜；
有的说，黄阿姨讲的长征故事最

有趣；
有的说，黄阿姨弹起吉他，唱的都

是动听的歌曲……

清明日，
孩子们带来刚刚摘下的黄色野花，
小心翼翼放在你的座椅，
花蕊上还留着晶莹的泪滴。

繁星满天，村委办公室挤满了人，
依然空着你的座椅。
大家都说，
我 们 的 黄 书 记 永 远 和 我 们 在

一起。

永远不会忘记，
你驾车在脱贫攻坚的路上跑了二

万五千里。
无情的山洪夺走了你年轻的生

命，
但你争做新长征战士的誓言，我

们都永远牢记！
你把党旗插在百坭村里，
我们永远高举！

（注：黄文秀同志生前担任广西乐业县百坭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
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
时代的青春之歌。2019年6月17日凌晨，黄文秀在返回驻村途中突遇暴雨洪流，
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
模”称号。）

华山晨韵。 乔佳伟 摄

一年之计在于春。 苗青 摄

这些年来，父母渐入老境，相互照顾感到力不从心，萌
生出想请保姆的念头。

经社区指点，他们找到附近信誉良好的家政公司。提
了要求和能出得起的薪酬，那位中年嫂子主管热情地说：

“正好我们有一个叫阿芳的在歇工。她的‘本本’齐全，真实
有效，干活利索，人也细心。我打电话叫她过来，看您二位
对其有无眼缘。先试工一天，不管满意否，雇主出八十元的
基础费用。如认可，双方签正式用工协议才能上岗哦！”

父亲一生都是靠口头承诺来处事，缺乏签约意识。没
想到，第一次当雇主，他预感届时下笔签字似有千斤重。和
坐在轮椅的母亲协商后，父亲说：“行。先让阿芳试工，费用
照付。我儿子一直做出口生意，协议观很重，让他来把关。
我理解，签份协议对双方都好嘛！”

阿芳试岗一天，父母很满意。第二天，母亲无法出去。
应约，我如期而至，在家政公司举行三方商谈。主管先问：

“阿芳，你认可雇主的工作环境吗？”阿芳认真地点头。接
着，主管把她的各种“本本”，包括身份证、健康证、中级营养
师证和从业资格证等摆出来，让我一一验证。主管话语严
谨地说：“她的工作能力和人品我们作担保，以维护公司的
美誉度。这是我们标准的用工协议，请一条一条地看仔
细。如有异议，在不违背总体原则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协商
修改。一旦签字，当事人应该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保
障自身的权益。”

父亲老眼昏花，对如何签约没概念，让我逐条讲解，能
办得到的就照章执行，办不到的再行协商。作为生意人，我
对家政公司按约派出员工的程序感到很欣慰。

身负重托，我把那七八张纸的内容逐条细读起来，的确
很详尽，也有可操作性。它把各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也将风险预估
得很足，产生纠纷的解决路径写得很清晰。譬如，划分了保姆的工作范围，烧饭，做卫生，
陪老人做理疗，晚饭后推轮椅上的老人“散步”；配餐不能只讲对老人胃口，要运用专业知
识提出合理膳食的好建议；保姆的个人卫生用品自理；每年有三次探亲假，分别规定假期
的时长，每次主雇方只出二百元路费，但不赠送实物；保姆的报酬根据当年的物价水平一
年一议；辞工须提前一个月告知，等等，不一而足。除个别地方需经商榷修改补充外，我觉
得这份协议经授权后可以代签。

因为有约在先，所以阿芳和父母相处得很愉快，心无芥蒂。她全心全力，无微不至，
干活到位，堪称优良，其工钱我们也从不拖欠。各方皆大欢喜。父亲总结道，市场法则
下，他的老一套看来是行不通啰！签正式协议，当事方都认真履行，不蒙不哄，就能大大
减少潜在的烦恼。

■品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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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和我一样，每天总有几个时刻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一个是早上送孩子上学前，无论醒得多早，临近上学的点总是匆忙的。
第二个是埋头忙完、饥肠辘辘的下班路上，想到这一天工作又结束了。
还有一个就是睡前。几乎每隔一两天都会提醒自己，要早睡早起，要有好的作息，因

为健康最重要，可是依然习惯性熬夜、晚睡。哪怕手机提前调成了飞行模式，但不困到那
个点，怎么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会想一想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什么被遗忘
的事？被什么扎了心，被什么暖了情？午夜里有莫名的感伤，有无奈的迷茫，也有难得的
清醒，就这样在复杂的情绪下，每分每秒感受着时间的流逝。

想起《度光阴的人》里的一段话：“我们生存于世间，常常误以为物质是立身之本，却忘
记了，光阴，才是自己唯一拥有的东西。”

光阴（时间）是这世上最公平的存在，穷人富人，领导下属，热恋的失恋的，快乐的难过
的，都拥有一样多的时间，它不会因为你失眠等待黎明的到来而快走一秒，也不会因为你
沉浸于幸福快乐之中而停下来。

我们来到人世，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使用时间、度过光阴的机会。有了机会，问题在于
怎么使用，这也是生活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所在。

快乐一天是过，难过一天也是过；安逸一天是过，努力一天也是过……这样对比的状
态有很多。且去选择你自己认为对的生活，在光阴中找到自我。

人各有命，命不由天，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其实是肯定了后天的努力加持。我们中
绝大多数人生来都没有含着金汤匙，现实里各种各样的难，但这就是各人的命。你必须要
爱上命运，然后才会爱上自己。

珍惜光阴，用不辜负的心态去生活。好的坏的，都是今天必须要经历的，也是成就你
明天的必要组成部分。

用完这一生，你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曾不止一次地想动笔写写河道上的清洁工。
因为每天早起来到河边晨练，总能看到那些撑着小船，迎着习习晨风，荡漾在河上打

捞垃圾的河道清洁工。他们忙碌的身影，让河岸两旁的行人都投去敬佩的目光。
在我们湛江市赤坎区，有南桥北桥两条贯穿城市中心而过的河流。平日里，每当茶余

饭后，居住在这座城市沿河周边的人们，都喜欢到这两条河的岸边闲庭信步、跳舞、打太
极，开展各种各样的健身体育运动。当人们享受清新空气和这河道两旁鲜花盛开的美丽
景观时，都念念不忘那些长年累月在河面上栉风沐雨、辛勤劳作的河道清洁工。

那天一大早，笔者就来到北桥河边，与两位清洁工进行了一次零距离的采风。面前的
李洪涛师傅，身材高大，理着短发，他是湛江本地人。从上个世纪80年代高中毕业，刚跨出
校门就开始干上这一行。岁月悠悠，屈指一算，他在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已度过了四
十多个春秋。站在李师傅旁边的另一位身材敦实，满脸胡子的师傅叫黄卫华，是四川达县
人，十多年前，经亲友介绍来到他乡的这个城市湛江，干上了这一行。

这两位师傅戴着头盔，穿着橙色工作服，天刚蒙蒙亮，就来到河上工作了。
干这行感觉辛苦吗？我随口而问。
干的时间长了，都习惯了，辛苦点没啥，只要河面保持干净整洁，河水不被杂物污染，

空气保持清新，我们工作辛苦点值得！他俩乐呵呵地回答说。
说得多好啊，这不正是他们环卫工人平时倡导的工作口号：辛苦我一人，干净千万

人吗！
众所周知，其实干河道清洁工是十分辛苦的。他们长年在露天作业，一年四季，春

夏秋冬漂流在河面上打捞被风吹进的残花落叶，废旧胶纸袋以及河面上游冲下而来的
各种生活垃圾。夏天，河道两边的水泥壁被烈日晒得热烘烘的，加上河面的水被太阳晒
蒸发而出的一阵阵热气向他们迎面吹来，使他们觉得十分闷热，厚厚的工作服被汗水渗
得湿淋淋的，极为难受；冬天，北风嗖嗖，河水冰冻，他们在河面上作业被寒冷的北风吹
得浑身发抖。此外，平时在河床上作业，一旦遇到刮风下雨，来不及躲避，常常被淋成

“落汤鸡”。
河道上的清洁工，虽然规定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制。但他们干起活来，每次都是超时

下班。据李师傅说，每天他们从河面上打捞的各种垃圾足有三、四吨之多，每次干完活都
推迟个把小时下班。

最辛苦时是在台风季节，一旦遇到刮台风下大瀑水，河道的上游冲下了无数的水浮
莲，布满了个别的河段。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台风过后必须及时清理，疏通河道，每天从凌
晨开始，一直干到夜幕降临。

李师傅说，干这行虽然日常比较忙碌辛苦，但一直得到爱人及孩子的支持关心，心里
感到莫大的欣慰。家里的一切家务全是爱人包揽了，念高中的孩子每次见他双脚跨入家
门，下班回到家，就给他沏上一杯清香可口的热茶……谈到这些，李师傅按捺不住心里的
激动，开心地笑了。

采风结束，太阳已升起一竿子高了。临别的时候，只见他俩用力把竹篙一撑，小船快
速得像一只轻盈飞掠过的春燕，一下子便到了河的中心。

望着这条被太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河流及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中一直在想：维护
一条河流的清洁卫生，多么需要这些平平凡凡的河道清洁工啊！

■百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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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小品

劳动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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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里的《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是对古代先民劳
动的一首颂歌，是人类最早的劳动号子。

伴随着劳动的不断发展，劳动工序的复杂化、劳动分工的细密及劳动方式的多样化，
在漫长的过程中，它不断地低吼着、放大着，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不同风格的号子，如工
程号子，搬运号子，农事号子，船工号子，作坊号子等。

打夯号子属于工程号子，也是我最熟悉的号子。小时候，村里人家盖房都要打夯。
打夯一般由六人组成，领绳的一人、扛夯的一人、抖绳的四人，领绳人既是打夯的指挥
者，也是打夯号子的领唱者。“黄道吉日呀——扎福根啊！”“哎！”“脚下萱呀——加三夯
啊！”“哎！”“四角硬呀——墩六墩啊!”“哎！”在一声声号子中，石夯上下翻飞，一下下有
力地夯在地基上。当打夯时间长了，打夯人累了，领唱者就要见什么喊什么“伙计们
呀——提点神啊！”“东边来了啊——花大姐呀！”在风趣幽默中，大家心情舒畅，缓解
疲劳。

抬木号子属于搬运号子，是抬木工人在抬木时吟唱的一种旋律。抬木号子由“杠子
头”领唱，其余的人接唱便于抬木行走时迈步整齐，使木头悠起来，从而平分压力，运走木
头。“哈腰挂了呀嘛嗨呦，嗨呦，直起腰了呀嘛嗨呦，嗨呦，迈步走了呀嘛嗨呦，嗨呦，顺直了
呀嘛嗨呦，嗨呦，轻轻放了呀嘛嗨呦，嗨呦。”随着最后一句呼喊，粗大的原木滚到了车厢的
木垛上。

在农事号子中，我最喜欢车水号子。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在生产队里踩水车，虽
然没有劲，但就是图个热闹。为了缓解单一无味、沉闷的机械动作，母亲就会唱起《二八佳
人》来：“号子吆声哪得听？闲来偶忆尚分明。铿锵野韵蛟龙口，满拂带花锣鼓鸣。脚下飞
轮旋碧水，胸中俚语逗红英。日行八百还原地，笑望秧田绿色新。”母亲唱完，张婶接着唱：

“二八佳人多娇女，天生美貌鲜如花。玉骨冰肌真柔软，扭扭捏捏实堪夸。轻言细语来问
路，西施昭君不如她。”然后，一直接力唱下去，直到收工。

故乡傍运河，我的老爷爷曾经在运河当过纤夫。老爷爷在晚年，曾经给我表演过纤夫
号子：“人员齐备吧！嘿呦；两膀晃开吧！嘿呦；大步一迈吧！嘿呦；一起跟来吧！嘿呦。”
爷爷告诉我：当年故乡漕运发达，常常有纤夫拉船靠岸停泊、装卸货物，也有大量船只逆水
南下，在通过“闸口”时需要纠正船只的航向，也需要大量的纤夫。老爷爷喊号子时，慷慨
激昂，青筋凸暴，彰显了当年纤夫拉纤的气势。

作坊号子据说是作坊工人为防止瞌睡，唱歌提神的号子，因故乡没有大作坊，我一直
没有听过。

劳动号子气势磅礴、豪迈嘹亮，深刻释读了劳动推动历史发展的哲理，表现出了劳动
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充分表达了对劳动的赞美和崇尚之情。

“立夏哉，吃豆哉”。立夏节气，有“尝地三鲜”之说，嫩蚕豆就是“三鲜”之一。立夏前
后，在江南乡间的房前屋后、田边河畔，一垄垄翡翠般油绿的蚕豆，开满了猫眼似的淡紫色
花，葱郁蓬勃的豆叶间挂满了日渐胀鼓的豆荚。每当炊烟袅袅之时，农家的院落前便有一
大篮新鲜欲滴的豆荚，老人或小孩坐在门口悠闲地剥豆，成为乡间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太平御览》载，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豆种，又称“胡豆”。因豆荚状如老
蚕，故名蚕豆。蚕豆性平味甘，不温不燥，有益气健脾、利湿消肿、养肝明目、强记健脑之功
效，营养丰富，老少皆宜，是难得的优质绿色食品，杨万里曾诗赞：“翠荚中排浅碧珠，甘欺
崖蜜软欺酥。”

蚕豆入口软酥，沙中带糯，柔腻适宜，美味可口，从嫩到老，从鲜到干，可配肉蔬，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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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熟蛋返生孵小鸡”的论文引发网络热议。不知道这熟蛋究竟是如何再
“孵”出小鸡的，这当然是胡扯。以前乡下养鸡是舍不得花钱买小鸡苗的，通常都是自家母
鸡自行孵化。大约是到了“春眠不觉晓”亦或是“行人欲断魂”的季节。母鸡们也开始有了
想当“妈妈”的感觉，光滑顺溜的羽毛开始蓬松起来，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也懒得走动了，
整天趴在鸡窝里不肯离开，这就是俗称的母鸡“抱窝”。这时候主妇们就开始张罗开了，找
一个竹筐子在里面铺上稻草、碎布头等做个鸡窠，再选上几十个鸡蛋。鸡蛋可不是普通的
鸡蛋，必须要是经公鸡“采过水”（受精）的鸡蛋。这种鸡蛋也不是每家都有的，只有养着公
鸡的人家才有。于是这段时间养公鸡人家的鸡蛋一下子就成了抢手货，很多想要孵小鸡
的人家都会拿着自己家的普通鸡蛋去换。乡下人淳朴厚道，尽管“采过水”的鸡蛋很紧俏，
但依然是一个换一个，绝不占便宜。

鸡蛋换好，用软布擦净，然后整齐地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鸡窠里交给“抱窝”的母鸡孵化
就行了。老母鸡孵小鸡是绝对尽心尽力，小心翼翼地趴在鸡蛋上，微微展开双翅，把鸡蛋
罩得严严实实；除了放鸡窠出来吃食，都是安静地趴在窝里的鸡蛋上，期间还经常用爪子
给鸡蛋翻身，以便均匀受热，等待着做妈妈的幸福时刻……

通常在个把星期左右，主妇要进行照蛋，将鸡蛋放在灯光下透过蛋壳看里面胚胎的发
育状况，若发现有“寡蛋”（没有受精成功的）要及时剔出，“寡蛋”舍不得丢掉的话可用韭菜
炒或者用面粉调成糊摊饼吃，有种很特殊的味道。三周左右，主妇会将鸡蛋放在温水里，
看蛋会不会“踩水”，在水里不动的鸡蛋说明胚胎已死亡，这些胎死壳中的“鸡”通常称“瘟
头鸡”。连壳放在灶洞里烧着吃特别香脆，但不管是“寡蛋”还是“瘟头鸡”通常小孩子都是
不让多吃，说是吃了念书“铁屎”（笨）。

三周过后，就能听到蛋里传出的小鸡啄蛋壳的声音了，突然的某个蛋壳上看到一个小
洞，慢慢变大，能看到小鸡尖尖的嫩嘴了，接着整个脑袋探出来了。小鸡努力用身子将蛋
壳挣开，看着小鸡艰难的样子，真想伸手去剥开裹着的蛋壳，但这样做主妇们是绝对不允
许的，因为往往会导致雏鸡的死亡。其实，生命若不经历痛楚与挣扎，会失去它应有的色
彩和意义。蛋壳终于彻底裂开，湿漉漉的小生命终于出来了，软软地躺在母鸡的腹下，享
受“母爱”的温暖。看着浑身浅黄毛茸茸的小家伙特别招人喜爱。接下来，小鸡们便陆续
地破壳出世，主妇们会及时地将捂干了毛的小鸡从鸡窠里拿出，放到小竹篮里用旧棉袄盖
好，以免被母鸡踩伤。

等整窝的小鸡们都出齐了，庭院一下子便热闹了起来，毛茸茸的小鸡仔，走起路来晃
晃悠悠，憨态可掬。围着母鸡妈妈嘴里不断地“叽叽”叫个不停。如果有猫或者狗靠近，或
者天上有老鹰盘旋时，母鸡就会迅速俯下身来，嘴里发出急促的“咕咕”声，于是小鸡们都
会以最快的速度钻到母鸡腹下，让人不得不感叹母爱的伟大。

除了春天有孵鸡，秋天母鸡也有抱窝的时候，但秋鸡没有春鸡个头健壮。有时还会出
现好几只母鸡同时想抱窝的现象，主人家若不需要孵鸡的话，总会无情地把想抱窝的母鸡
一遍遍地从窝里赶出来，或者干脆把母鸡扔到水塘里去，洗个冷水澡；或者扯两根羽毛插
在鸡鼻孔上；甚或做一面小红旗绑在母鸡的尾巴上等等，总之是想尽一切办法把想抱窝的
母鸡弄“醒窠”，好安心下蛋。

小鸡们翅膀长出老毛时，就会逐渐与母鸡分开，母鸡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庇护小鸡仔
了，也就是常说的翅膀硬了可以单飞了。这点比起我们人类的“啃老族”来说有着更积极
的意义。随着现代养殖技术的发展，如今已很少再有家庭式的孵鸡了，每当想起母鸡带小
鸡那其乐融融的场景，仿佛又回到童年的时光，回到了过去的家乡……

■故园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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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实惠朴素，《农书》上就有“百谷之中最为先登之物，蒸煮皆可食，代饭充饥”之说。若
要得其真味，吃出雅趣，必须是新鲜的嫩蚕豆，就像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所讲：新蚕豆之嫩
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采随食方佳。

“翛然山径花吹尽，蚕豆青梅存一杯。”嫩蚕豆是季节性很强的时令蔬菜，春末夏初，蚕
豆花落，结出饱满厚实的豆荚，这时的蚕豆最为鲜嫩，不论炒食或搭配荤素或做汤，皆软嫩
鲜美。杭州富阳一带多植蚕豆，有吃时鲜菜的条件。新鲜上市的嫩豆，质地酥软，只做鲜
蔬食用，滋味更胜，皮薄如缯，软糯细腻，味道鲜甜，如家常的清炒蚕豆，稍稍烹饪即成。将
剥好的蚕豆在油锅中翻炒几下，一颗颗豆粒便蹦跳着在锅铲上裂开了口。翠绿碧嫩的蚕
豆要趁热吃，用筷子轻拈一粒入口，舌尖轻轻一卷，豆皮就轻滑而下，轻微苦涩的味道伴随
着清香酥糯的豆仁，仿佛满嘴都是一股绿油油的乡野气息。

若想蚕豆可口软糯，剥壳须讲究，农家主妇懂得“一拗，二挤”，即拗断豆荚，再挤出
豆子。剥出的蚕豆不能水洗，否则会影响鲜嫩度。剥壳后，如豆子顶端像指甲一样的月
牙形呈浅绿色，说明蚕豆很嫩，可带壳吃。新鲜的嫩蚕豆十分鲜甜，无需其他食材搭配，
仅用油盐熟之即显其本味。蚕豆新而嫩，简单以腌芥菜炒之，看似不精致，然两味极其
般配，甚臻妙境。先将剥出的豆瓣水煮一下，再和洗好的腌菜一起焖炒，食之味道出奇
的鲜美，既有蚕豆的清甜，又有腌芥菜的咸鲜，口感互为衬托，相得益彰，滋味极赞，回味
无穷。

蚕豆焖饭不仅是个绝妙吃法，也是立夏一大食俗。新蚕豆剥去豆荚和内皮，挑软糯可
口的好米，再将肥瘦掺半的火腿肉切成丁，几样食材混搭一起焖熟。火腿艳红、蚕豆翠绿、
米粒洁白，米饭渗进油脂变得滋润，同时又吸收了蚕豆的清香和火腿的腊香，而蚕豆也借
了火腿的味道，这样一锅把各类食材的精华融合到极处的米饭，真是满屋飘香啊。若再讲
究点，可加些雷笋、豌豆、苋菜，就有了“五谷丰登”寓意。

时至初夏，嫩蚕豆鲜，烹食一盘佐酒，咂摸清甜之味，在微醺中送春迎夏，乃美妙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