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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腊八，冻掉下巴，喝碗八宝粥，
再冷也不怕……”进入腊月，一首孩提时
代的歌谣又在故里大地响起。唱得，让人
恨不得生出翅膀飞回老家，燃起一堆熊熊
烈烈的干柴火，再熬一锅滚滚沸沸的腊八
粥。

在故乡，进入腊月的仪式，是从一
锅锅甜糯糯、香喷喷、烫乎乎的腊八粥
开始的。离春节还有一箭之遥，村里的
人们就已按捺不住了，仿佛满满溢溢的
一闸水，想要痛痛快快释放一场。此时
熬腊八粥，正好拉开了红红火火的过年
序幕。

雪，将村庄的天空擦拭得无比鲜亮，
那是一种十分撩人的青色。太阳，照在
村边小溪，明晃晃的，非常刺眼，却叫人
无比欢欣。腊八前夕，这里成了最为繁
闹的场所。溪水哗哗哗，人们在这里淘
洗“八宝”，白糯糯的粳米、粉嘟嘟的莲
子、金灿灿的玉米、乌红红的枣子、碧莹
莹的绿豆、赤艳艳的红豆，以及其它农产

品，一担担、一筐筐、一篮篮，交交织织，
喧喧闹闹，宛如一幅色彩明丽的民俗水
彩画卷。

最令人怦然心动的腊八节终于到了！
天刚蒙蒙亮，村巷已是人声鼎沸。家

家户户，炊烟袅袅。当村长的父亲，在门
前的雪地上堆起一根根劈柴，上架一口乌
亮亮的大锅。母亲将昨夜浸泡好的“八
宝”湿漉漉舀起，与一坨坨明矾似的蜜黄
黄的冰糖一起倾入锅里，然后添水，与锅
齐平。随着柴火呼喇喇腾涨起来，紫蓝色
的火舌尽情地舔着锅底，不一会儿，粥沸
腾了，咕咕嘟嘟，再一会儿，满院飘香，惹
得一条条狗儿兴奋地围着锅儿转，更惹得
一家人饥肠辘辘。

腊八粥，除了要熬，还要会搅，关键在
火候。粥有黏性，容易粘锅，不会搅拌，不
会拿火，轻则会糊，重则夹生，白白浪费。
父母熬八宝粥，十里八乡有名。当粥熬到
七八分熟时，父亲会将火儿改小，母亲会
加快搅拌频率，此时不宜再添水，要不然，

熬出来的粥味一团稀散，味道不正。
此时，一只只蓝花大碗早已摆在一

旁。随着父亲一声“熟了，起锅——”，只
见母亲皓腕灵活一转，那一柄红锃锃的铜
勺宛如一尾金鲤飞快跃起，一眨眼，一碗
滚烫烫、香喷喷、晶亮亮的八宝粥盛得满
满当当。当双手捧起碗儿，只见热气袅袅
而起，粥面浮着一层清闪闪的油质，地地
道道的农作物，经父母之手，在这故乡传
统佳节里，嬗变为人间最香暖、最甜润、最
喜气的美食。

端起碗儿，正准备痛痛快快喝一场之
际，一声“慢——”却在耳畔响起，是父亲
的声音。所有人都惊诧不已。父亲擦了
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轻声地嘱咐：“第一
碗，由你送给病床上的外婆。”我听话地端
着碗朝屋里走去，外婆见了，顿时激动了
起来，双手颤颤抖抖，深陷的眼眶霎时泛
潮，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一句“我的好
孙子，我的好乖儿哟——”，令人愧疚，又
令人欢喜。

“第二碗，咱们分头送到村里的孤寡
老人。”父亲说完，率先舀起满满一碗，走
向了村子最西头的鳏夫李老汉家。见此，
一家人纷纷行动起来。“第三碗，咱们再送
给左邻右舍。”依照父亲的吩咐，我们送完
了最后一轮。一串串大大小小的脚印，留
在了村里的雪地上；一滴滴热热乎乎的汗
水，溶入了乡间的腊八节。

剩下的粥，才是一家人的。当我连喝
三大碗时，小肚皮被撑得圆鼓鼓，感觉劳
动过后进食，真香！父亲见大家将最后一
碗粥喝得净净光光，语重心长说道：“腊八
节，包含的不光是八类宝贝食物，还应有
八种传家宝，它们是孝敬长辈、照顾孤寡、
和睦邻里、关爱生命、热爱劳动、勤俭节
约、懂得感恩、诗意生活，大家要牢记在
心。”

一年一年的腊八节，一锅一锅的腊八
粥，换来了一家人的和和美美，赢得了全
村人的亲亲热热，见证了好日子的红红火
火，香、甜、浓、暖，永远永远……

甜 甜 腊 八 粥
刘 峰

1985年深秋，菏泽地委组织发动了
扶贫工作。这也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扶
贫。地区教育局抽调了四名年轻干部，
赴东明县黄河滩区扶贫。我被任命为扶
贫工作队长，挂职东明县王店乡党委副
书记。我们乘坐两辆满载捐献物资的大
卡车，向东明县出发。

我们驻扎的村子是杨庄行政村。该
村下辖五个自然村，紧靠黄河。村民在
生产堤上端着碗吃饭，脚下就是汩汩滚
动的黄河水。因为河水泛滥，好多房屋
被洪水冲垮，将要成熟的庄稼也被洪水
卷走。老百姓的吃住都成了大问题。

进村后的第二天，我们把地直教育
系统捐赠的棉衣、棉被、粮票和钱款，发
放给贫困家庭。那天，整个村子像过节
一样，人们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党和政
府没有忘记咱们，派工作队帮咱脱贫来
啦！”接着，我们和村干部一起，分头带着
钱和粮票，走访慰问特困户。其中有个
叫黑妮的男孩，十四五岁，父母双亡，房
屋也被洪水冲塌，就住在草庵子里。我
们把最好的棉衣、棉被送给他。还安排
党员宋贵元负责照顾他，让他衣食无忧。

我们在杨庄村工作了一年多，曾多
次召开动员会，号召全村干部、党员和广
大群众，齐心协力向贫困宣战。同时，我
还常到王店乡其他扶贫点，检查指导扶
贫工作。在那里我们帮助群众采购种
羊、种兔，大力发展养殖产业；大力开展
副业生产，编织学生跳绳，制作黑板擦，
帮助他们到各学校销售。为了尽快脱
贫，我们多方筹集资金，在全乡第一个架
起了高压线，为各家各户通上了电。在

办电时，我患胸膜炎(重者可危及生命)住
进了地区医院，病未痊愈就出了院，奔赴
架设电线的紧张施工中。

在扶贫工作中，我们和父老乡亲
同 甘 共 苦 ，朝 夕 相 处 ，结 下 了 深 情 厚
谊。杨庄的干部群众来菏泽办事，总
要看望我们；我们去东明时，也要去杨
庄转一转，看看村里的变化。前些天，
有幸去了那里，原来的杨庄村已经找
不到了。在党中央和省市县的大力支
持下，投入几十亿元，在黄河滩区建造
了许多特大村台。杨庄和其他几个村
子集体搬迁到一个大村台上。这里全
是纵横整齐的街区，红瓦白墙的楼房，
宽阔平坦的水泥道路，学校、医院、超
市，一应俱全，再也看不到过去的那破
旧的村舍和泥泞的道路。滩区农民终
于摆脱了洪水的困扰，过上了安定幸
福的生活。

望着那滚滚奔腾的黄河水，看到黄
河滩区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心潮起
伏，感慨不已。我们的脱贫工作，正像这
奔腾的黄河水，后浪推前浪，一棒接着一
棒干，终于搬走了这座贫困大山。在我
们党发起的这场脱贫的伟大战役中，我
们冲锋在前，打响了第一仗。在我国有
八亿人口脱贫的历史丰碑里，也有我的
一份付出，一份贡献。

黄河滩啊黄河滩，是我曾经付出过
心血和汗水的黄河滩，这是我献出过青
春、差点“光荣”了的黄河滩；这魂牵梦绕
的黄河滩，是充满希望的黄河滩。她必
将续写出更加辉煌壮丽的篇章，迎来更
加美好的明天。

难忘黄河滩

一个城市要有一个城市的烙印，这个
烙印是什么？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名人
生活过的地方和像我们一样生活在这里人
的家。

家是什么？家又是什么，有亲人、有朋
友、有我们童年的记忆。记忆里最深刻的
是什么，是小孩子常常吃到的美味、常常去
玩的地方和大家都知道的地方，这个地方
就成了这样城市的参照物也可以说是地
标，这个地标也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不
管过去了多少年多少代，这种记忆会让他
们时常提起，“我们家就在老电影院附近
住，我们家就在老电影院东面那条街住”分
享给他们童年的玩伴和下一辈的子女。所

以说，不同时期要有不同时期可以给这个
城市留下的烙印，这就是情怀。

一旦游子回到故乡，去找寻他的记忆
或者父辈们津津乐道的地方，一个也没有
找到的时候，他们会很伤感，有种被故乡所
抛弃和找不到家的挫败感。就像我多年前
去内蒙古，有个老者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
山东，他说我也是山东人，老者又问我是山
东哪儿的？我说菏泽。他说：“我爷爷给我
们说我们是曹州府的。”我笑着说：“这位爷
爷，我们是一个地方的，曹州府现在叫菏
泽，我们是老乡。”哈哈，这让我想到——

“我乃常山赵子龙，现在该说我是石家庄赵
子龙”。

就拿济宁来说吧，有着几百年京杭运
河繁华漕运重镇。南来北往的商客聚集在
这座城市,人们称它为江北小苏州,运河岸
边的白墙灰瓦,小桥流水,还有那狭长的竹
竿巷,享誉中外的玉堂酱园,处处有着江南
的风韵。由于城市建设拆掉了白墙灰瓦等
有特色的老建筑，失去了这个城市原有的
文化底蕴所在。让老一辈的人感到失落，
让来到这座城市的过客没有留下什么深刻
印象。

出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东明人会
说东明的 72牌坊、清水桥、东明湖和我们家
就在老衙门附近住，还有我小时候常常去
哪里玩；50至 80年代的人会说我们家在东

明老电影院或老戏院附近住，或常常说一
到夏天去哪里看露天电影，还有百货大楼
和新华书店附近……说话间脸上都会洋溢
着满满的幸福感。今年东明湖修建一新，
很多人去看，找寻湖边旧时自己家的位置、
儿时常去捉鱼的地方、湖岸寨墙坡上采摘
的野枸杞……

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城市
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留下了一个城
市的记忆，就是留下了游子归家的心。游
子们没有了家的归属感，就会觉得自己已
经无法再融入其中，已然变成了客人。少
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儿童相
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城 市 的 烙 印
尹严岩

高 铁 圆 梦 鲁 西 南
张贵堂

菏泽高铁来啦！菏泽东站作为鲁西南
最大的高铁站，也是未来鲁南高铁和京九
高铁的交会点，鲁南高铁菏泽段的开通，标
志着菏泽市正式进入高铁时代。菏泽到济
南的时间缩短至 1小时，对菏泽市跨越式发
展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鲁南高铁的开通使一条高铁串联三大
圈层，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
圈融合发展、一体发展将迈上新台阶。同
时，也是加快推动突破菏泽、后来居上的
先行示范区。通过突出创新元素、彰显菏
泽特色，将菏泽打造成全省高质量发展引
领区、创新发展先行区和深化改革试验
区。

忆往昔，岁月不堪回首。想当年，从菏
泽出远门到外省地市，都是要坐老式长途
大巴车。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菏
泽的县乡镇去济南，头一天要做好计划，时
间上和心理上都要有所准备。首先要坐
小公交到县城，然后再乘坐县城到济南的
大巴客车。当时没有高速公路，只能走普
通的省道公路，中间经过郓城县、梁山县、
东平县、平阴县和长清区等地方。有的公
路是年岁老了，路面斑驳不堪，坑坑洼洼，
客车走起来有许多的颠簸，就如年迈的老
牛喘着粗气，行走得很慢。有时中午 12点
多才走到长清地界，经常要在路边店吃点

午饭再赶路。因此，从菏泽到济南要用多
半天的时间。后来有了高速公路，从菏泽
到济南大约三个多小时就到了。现在鲁
南高铁通车了，从菏泽到济南速度更快
了，时间更短了！一个小时就到了！想一
想，比一比，从当年的多半天八九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再到一个小时，这是怎样的
变化？这是伟大的变化！这是时代的进
步！

想一想，坐上高铁去串门，一个字，
快！早晨从菏泽出发，一个小时到济南。
然后，乘坐市区公交车游玩济南的著名景

点：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九如山、五龙
潭、动物园等。然后，再沿着济南的商业
街、风味小吃街购物，尝尝风味小吃鲜。
如果你是济南的朋友，也可以乘坐鲁南高
铁来菏泽做客，在每年的牡丹国际文化旅
游节去曹州牡丹园赏牡丹，看看姹紫嫣红
的菏泽，鲜花开遍。顺便闲游西汉吕后故
里，喝碗单县羊肉汤，品其味鲜而不膻，香
而不腻，那叫一个得劲。顺便吃个吊炉烧
饼，美美哒！

千年梦想，今朝梦圆。菏泽高铁的开
通，济南菏泽当天来回，畅游大明湖、趵突
泉、千佛山，“赏牡丹”“喝羊汤”，一个都不能
少。也可以来到宋江故里山东郓城，畅游

“水浒好汉城”，品尝当地名吃何家壮馍、吴
家驴肉、吕家糊粥、皮家烧鸡等。

诚邀天下朋友带着亲人好友，登乘上
与风竞速的鲁南高铁列车，一起来领略菏
泽——鲁西南这座“牡丹之城”之美吧。

作为一名菏泽人，几十年来目睹了鲁
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变化。感悟到中国
共产党建党百年历程中，坚守初心，秉承
人民至上的宗旨，给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
福祉。唱支山歌给党听，喜庆高铁到家
乡。祝福家乡菏泽乘伟大时代之风，腾飞
于鲁西南广阔天地，走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

北风呼啸
是她唱给这个季节的歌谣
雪花飘飘
是她献给这个季节的舞蹈
风中吹落的
树上最后几片树叶
是你写给这个季节的句句诗行
天高云淡
承诺的是

她对下一个季节的期望
银装素裹
告白的是
她永久的誓言
腊月
一个如诗如画的季节
一个继往开来的季节
一个蓄势待发的季节
一个辞旧迎新的季节

不忍伤害，
无心伤害，
就怕无意中，
以高尚的理由伤害。

毅然决然地离开，
也许是，
最好的选择。
至真至纯的友谊，
永驻心间。

让满天飞雪，
卷去彼此的思念；

让圣洁之花，
绽放于高山之巅；
让无情的孤独，
恣意缠绕；
内心的坚守,
执着如山。

也许，
漫无边际的期待，
是人间最凄美的风景。
也许，
若干年后的邂逅，
是世上最美丽的晚晴。

程连华
腊月

冰 清
天 籁







































曹曹曹 风风风

孙新峰

李保珠 摄

冬景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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