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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树下

母亲的月饼

文 阿 Q

初秋的午后，修葺一新并东拓的南京
路步行街上，游人摩肩接踵，名店潮店鳞
次栉比。 中秋将至，又恰逢旅游节，我闲庭
信步地走上了这条“中华商业第一街”。

一路走马观花， 我最感兴趣的是食
品店货架上的各种月饼———品牌琳琅满

目：有杏花楼、新雅、稻香村、元祖；品种
各有千秋：有苏式、广式，网红新品；内馅
花样百出：有五仁、椰蓉、蛋黄、水果、甚
至还有腌笃鲜、小龙虾、螃蟹。 端详着这
些包装精美、造型新颖的月饼，我的思绪
却恍然回到了以前，想起了母亲的味道，
这味道倏而萦绕在我的鼻息、 倏而窜上
我的舌尖， 将我的时空切换到了儿时的
中秋节……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物资相对匮
乏，食品和生活用品多为凭票供应，我家
兄弟姐妹多，平时菜肴少沾荤腥。唯有捱
到了节日，饭桌上才会出现几道“硬菜”，

不过那时看着红烧肉、 油煎小黄鱼这些
菜色， 油然而生的满足感远胜现时今日
在饭店酒肆品尝丰盛宴席。

一年里头的节日里， 我最偏爱八月
十五的中秋节。 其实， 在那个年代过中
秋， 能吃上一整块凭票供应的五仁月饼
是一件很奢侈和幸福的事情， 而我家兄
弟姐妹多，常常只能“望饼兴叹”。母亲为
了让孩子们吃上月饼，便决定自力更生，
因地制宜寻找材料，自家制作。

八月十五前夜的掌灯时分， 母亲便
会催促孩子们早些睡觉，然后带上围兜，
一个人默默在灶头间忙活儿。 我们兄弟
姐妹一晚好眠， 殊不知母亲却在通宵辛
劳。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一方小巧的月饼
吃起来不过三五口， 做起来却着实费工
夫。揉面、发面、和馅、包制、烘烤，一道道
工序都极为费时费工。八月十五清晨，我
们都是被袅绕在屋内的阵阵饼香熏醒。
大家兴奋地来到灶头间探头探脑， 只见
母亲做的月饼有的形似圆月、 有的貌如

葫芦， 还有的像各种生肖动物……这些
月饼泛着金黄光泽， 心灵手巧的母亲还
别出心裁地用自制的小木块雕成花朵，
蘸了玫瑰色的食品色素在每个饼面表层

装饰，使得每个月饼都神形兼备、妙趣横
生。

我一手揉着睡眼， 一手拿起还冒着
热气的月饼，咬上一口便满嘴留香，瞬时
驱散了睡神。 尽管母亲做的月饼只有猪
膘梅干菜、豆沙红糖馅，但是我却百吃不
厌，视为珍馐佳肴。

吃着母亲做的月饼、 拉着父亲做的
兔子灯， 在物资匮乏年代里成长起来的
我，节日里的欢乐一点不少、平日里来自
家庭的关爱更是令我倍感珍惜， 我喜爱
舞文弄墨的爱好也是来自家庭的

影响， 从小就听母亲给我们讲神
话故事———天穹上的月宫里有翩

翩起舞的嫦娥、 辛勤酿造桂花酒
的吴刚 ， 还有一只可爱的月兔
……这些天马行空的内容让童年
的我浮想联翩，待到长大后，我也
希望通过字里行间的内容， 传达
有滋有味的生活百态。

年年吃着母亲的月饼， 听着
她循循善诱的教导， 高中毕业踏
上工作岗位后， 我便在母亲的鼓
励下撰文投稿， 在几百篇文章泥
牛入海渺无音讯之时， 还是母亲
激励鞭策我面对挫折， 切忌灰心
丧气，只有努力耕耘，才会等到收
获的那天。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
苦作舟。在勤勉读书学习练笔中，
我的第一篇文章终得付梓见报，
虽只是一篇“豆腐干”，但我仍是
满心欢喜。 这个好消息我第一时
间便告诉了母亲，但她却和我说：
“作为兴趣爱好的写作能出成绩
固然是好事， 但不可怠慢了本职
工作，爱岗敬业做出成绩，才最为
重要。 ”这话我一直铭记至今。

一年中秋节，杂志社赠送“杏
花楼、新雅、可颂坊”的月饼票以

飨作者，拿到奖励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
是母亲， 她慢悠悠地品尝咀嚼着名牌月
饼， 眯缝着眼笑着说：“这月饼做得精细
考究，味道真好！”然而，我总觉得母亲做
的月饼尽管“土”，馅也“土”，可那烟火气
的味道， 已沁入我的心扉、 融入我的血
液， 母亲月饼的味道， 在我心里是第一
的，也是唯一的，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
了。

如今，耄耋之年的母亲，犹如燃尽的
灯芯、随风摇曳的蜡烛，已很难再有力气
自制那我最钟爱的月饼了。目下，我也年
过花甲，走在灯光璀璨的街市，尝遍饭庄
酒楼的美味，而久久地漂浮在舌尖上的，
仍是那一方母亲月饼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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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小郑

人口普查老少齐动员

文 赵立礼

今日大国来点名，摸清家底绘前程。
普查万事须真数，缺少一人都不行。
携手交流多演练，耐心指导去传经。
共同磨剑锋愈利，严把各关精益精。

行香子·人口普查利万家
文 李骏

十亿神州，万里江山。 欲绘制雄伟诗篇。
华阳街道，积极争先。有动员会，宣传册，告知
栏。 耐心指导，精心准备，把好关，不畏艰难。
前程如画，锦绣家园。要共相守，共努力，共担
肩。

【风雅颂】

文 虞哲初

郑桂芹是华一居民区民心小区的

一位志愿者，从事居家养老服务，年纪
40 多岁。 平日里她骑着电动车串家走
户，足迹遍布华阳。 我们社区老同志
平日里都唤她“小郑”，年轻人称她“郑
阿姨”。

她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为街
道里 90 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烧菜做饭、洗衣刷地、陪伴看病取药、
闲话家常、调解纠纷……小郑总是有
求必应，经常是忙得顾不上吃饭休息。
有一天，我不经意间看到小郑留着一
截挺长的指甲，便不解地问：“怎么不
及时修剪一下？ ”她笑眯眯地答：“有
位阿姨喜欢我给她洗头时按摩头皮，
这指头光秃秃的，弄起来不得劲嘛。 ”

小区里有一位老太，曾深夜突发

急病。 慌乱之中，她第一时间想起的
就是小郑。 接到求助电话后，小郑半
夜里急忙起身，骑电动车载着老太直
奔华东医院抢救。 事后， 邻里们说：
“老太命真好， 万一头晕眼花跌落地
下，可不得了！ 幸亏得到小郑相助，救
回一条命。 ”

我今年已 90 岁高龄，独居多年，
且腿脚不便。 此前请的钟点工阿姨告
辞回乡无人帮忙，我很是着急。 2017
年居委会得知情况后，商量请小郑协
助，她欣然允诺，每天下班后来我家，
做家务一小时。 从此，下楼取报、买菜
烧菜、洗衣拖地，都依靠小郑帮手。 如
若我在使用手机中碰上了问题，也是
小郑过来耐心地帮忙解决； 此外，医
院配药 ，我也是请她代劳 ，远行更需
要她出力陪同 ， 这一来一去来回奔
波，小郑从无怨言。 前一段时间我背

上冒出一肿块 ，自己涂药不便 ，也是
她帮忙代劳 ，对我来说 ，小郑像自家
人一样亲近。

除了为老伙伴服务， 小郑还经常
抽时间为社区做工作。生活垃圾分类、
小区值班、 防疫宣传、 劝阻不乱穿马
路、小区张贴报纸、清除楼道杂物、在
邻里荟与大家促膝谈心……热心肠的
小郑总是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

当。
小郑不但人品好，还有理想追求。

3 年前，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孜孜
以求，接受组织考察。 小郑，是千万劳
动者的一员。她有美好的理想，追求进
步，争取加入共产党，难能可贵！ 我是
一个老党员， 有责任宣扬这种 “志愿
者”精神，“劳动者”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