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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崇明糕、老白酒 化解你的乡愁
文 张熙觉（天山星城）

每次拿起一块厚实的崇明糕，

尽管隔着一层塑料薄膜，仍可清晰

地看到镶嵌在糕点里的红枣、核桃

仁、猪油块。 用鼻子闻一闻，总让我

想起了小时候生活在崇明的日子。

喝上一口崇明老白酒，总有说不尽

的乡间趣事。

崇明是我的家乡。 儿时每逢过

年，父母总要带着我往乡下跑。 返

回途中遇到大雾， 轮船要在长江口

抛锚、停航老半天。父母没有半丝怨

言，默默想着心事。反倒是我有些坐

不住了， 打开乡下亲戚送的农副产

品，看看老母鸡睡着了没有，大青鱼

是否活蹦乱跳， 还有那切成一长条

一大块的崇明糕。

每逢过年，无论城里还是乡下，

崇明岛上家家户户都自己动手，用

五谷杂粮蒸糕，取节节高（糕）之意。

小小灶屋里挤满了祖孙三代。 由于

乡下天气冷， 所以小孩都端个板凳

坐在灶口。看着不时窜出的火苗，闻

着越来越香的崇明糕味， 大人怎么

也赶不走这些小馋鬼。

如今崇明糕已变成流水线生

产，一改过去厚、重的特征，口味也

被越来越多“外乡人”接受。 但要我

说， 还是自家灶头烧柴蒸出来的崇

明糕更美味。

崇明又一宝是老白酒， 属于中

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酒曲使

用崇明当地的八二曲种， 喝上去清

爽甘洌。 我有次看到一老人吃力地

拎着一桶老白酒上船， 跟在后面的

小辈想帮他一把， 不料老人执意不

让。边上有陌生人戏言，别人拎了会

带走老白酒的香味的。

谈笑之间， 透出一股淳朴的农

家之情。老人嗜农家之酒，像抢自己

小孙女一样一路呼和着这桶酒，为

的是要用酒来化解自己多年的思乡

之情。

光影
饕餮

1

文 王士雄（天山星城）

4月，天山星城拉开了垃圾分类

攻坚战的序幕！ 在小区 5 处垃圾分

类定时定点收集处， 活跃着一百多

名志愿者的身影，每天轮换集结。我

也穿上绿色马甲，戴上橡塑手套，为

垃圾分类鸣锣开道，站岗放哨，感受

着参与志愿服务的文明之光。

那天，说也巧，上午 7 点，太阳

冉冉升起；晚上 6点 30分，下起蒙蒙

细雨。 我尝试了不同时段不同气候，

志愿者分拣垃圾的酸甜苦辣。 只见

居民们拎着塑料袋络绎不绝， 志愿

者工作的难点是不少湿垃圾中，掺

杂了塑料袋和餐巾纸， 我们一边指

导，一边弯下腰，在大塑料盆中分拣，

一包包地打开，一个个地捡出，忙得

不可开交， 遇上湿垃圾塑料袋打成

死结，解开来够呛！ 好在志愿者明明

的老伴来帮忙，助上一臂之力，撑伞、

打灯，配合“绿色积分账户”打卡，当

然，那些已规范分类的居民们，让我

们省心省力了， 他们是垃圾分类的

先行者、排头兵。 我们还见缝插针，

做好宣传。 去过三次日本的明明说：

“在日本，扔垃圾是‘生存技能’，连个

小瓶，也得瓶盖分离。”我感叹：“在美

国扔垃圾更麻烦，分类要按时间扔，

扔错了被罚款， 还会吃不来收的苦

头。 ”不少居民也七嘴八舌，传播各

国垃圾分类的成功经验。 阿秀阿姨

坦言：“垃圾分类并不难，分类指导翻

几遍，横看竖看琢磨透；家中只花半

分钟，干湿两袋蛮便当。 ”在旁的任

伯伯，见我们年过 70，动情地拍拍我

肩：“垃圾分类利国利民，造福子孙，

我们应人人参与，家家出力，我 85岁

了，开过大刀，心脏搭桥，当不了志愿

者，但能做‘广播员’‘督导员’。”听君

一席话，胜似一堂课，我点头称道：

“其实你也是志愿者啊! ”

我当志愿者，也有个认识过程。

去年，我患腰间盘突出症，组织上考

虑行走不便， 劝我不要参与了。 今

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小区组织“垃

圾分类我先行”的动员大会，我是小

区亭文化居民自治联盟的理事长，

挥舞着垃圾分类志愿者队旗， 递交

给队长金瑞，那瞬间，我思绪万千，

自己是个党员， 有点小病， 怎能退

却？“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我

重新认识志愿服务的重要性， 决心

学思践悟新思想，责任担当新出发。

垃圾分类志愿者，一个响亮的

名字，如今成了我们身份认同和生

活方式，在小区内，在邻里间，在聊

天时，三句话不离本行，不忘推进

垃圾分类那些事。 前几天，家人吃

晚饭，五岁的小外甥一听我讲垃圾

分类， 马上脱口而出：“干垃圾，湿

垃圾，分一分，就是宝。 ”“齐国荃小

朋友真乖 、 真棒 ， 外婆为你点个

赞！ ”我笑着问：“那么你吃的肉骨

头是什么？ ”他摇摇头：“不知道。 ”

女儿女婿异口同声：“小骨头湿垃

圾，大骨头干垃圾。 ”小外甥长“喔”

一声，我想大概还一知半解哦。

的确， 志愿者在收集垃圾桶旁，

走在最前沿，也是垃圾分类的“落脚

点”和“主战场”。 从垃圾分类，设置垃

圾厢房，集中清运垃圾，改变卫生习

惯等等，都要接受新事物，改变旧习

惯。 俗话说，百人百心，众口难调，让

好习惯撬开居民的心门， 有段阵痛

期，有的只顾便捷随地扔，有的混装

垃圾图方便，我们志愿者还免不了受

点“窝囊气”，通过党建引领，凝聚各

方合力， 居委会召开了一场场会议，

一次次协商，一份份方案，同时，志愿

者纷纷建真言、谋良策。 欣慰的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从“独角戏”变“大合

唱”；从“点难设”到“撬开点”，居民自

觉分类的准确率高了，报名志愿服务

的多了，设点阻力最大的减少了。

万事开头难，开弓箭不回。 天

山星城垃圾分类， 在磨合中前行；

志愿服务，在风雨中成长。 党总支

书记费卫新说得好：“志愿者是垃

圾分类的示范者、引领者 ，我们要

把队伍建起来，难题摆出来 ，共识

聚起来， 营造良好发展新路子、新

时尚。 ”我们志愿者发挥着桥梁纽

带的作用。 志愿者姚玉萍是业委会

成员，她和五个楼组长志愿者所属

1、3、5、11、13 号五幢楼片区，有 230

户居民。 她们热心服务，当好主角，

善于串门聊天， 协调门栋居民，与

居民良性互动， 营造自觉接受、认

同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

围，同时，善于倡导垃圾分类责任

管理方法，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挂

在嘴上、记在心里。 志愿者不推卸

责任，分类不达标，绝不放过门，责

任“亮剑”了，源头“动真”了，迅速

形成“责任效应”，开局八天 ，精准

分类率达 95%以上， 定时定点投放

率达 98%以上， 成为小区垃圾分类

质量最好，环境冲洗最干净 ，抓出

了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呢！ 为社会

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志愿者当听

到一声声“谢谢”，一句句 “辛苦 ”，

这是共同价值的认可，参与者获得

精神的满足，实现内心的充实。

垃圾分类志愿者， 使命光荣，

重任在肩！

《较量》

孙宁宁 摄

《秋色静美》

鄢迎春 摄

《喜形于“色”》 顾青 摄

当一回垃圾分类志愿者

七绝

春雨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古寺钟声响太空，春晨丝雨乱飘蓬。

庭院草木花千朵，尽在窗前一目中。

天仙子

书房夜读
己亥杏月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月夜闭门经史读，水荭红袖添香烛。

刘翁终日盼天仙，登草屋，赏文竹，

陋室纱窗灯暖沐。

七律

春日感怀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翠柳抽丝细絮扬，明珠耀目照家乡。

刚柔舞美花容艳，婉妙歌甜鸟语香。

碧玉河边留月影，黄金水道亮星光。

多枝红杏高墙出，万户千门话吉祥。

【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