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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是荷香季节。每年的这个季节，我总会想

起母亲，想起她做的荷叶饭。

记得儿时，我家的旁边就有一个小池塘，原本池塘一

直闲置着，后来母亲说，不如拿来种莲藕吧，既可以供观

赏，等到莲藕收获时节，又可以给餐桌增添一道佳肴。于

是，父亲便从集市买回几斤藕种在了小池塘里。夏天来

临，满池塘绿油油的，荷叶亭亭如盖，荷香阵阵弥散，看着

闻着，好不惬意！

一天，母亲把老去了的荷叶一一割下来，洗净，然后

放进锅里，再放上米，随后又放入一些腊肠、胡萝卜、瘦肉

丁、鸡蛋、香菇、白糖、食盐、味精、生姜、葱花等，盖上锅

盖，烧火。我有些纳闷，问母亲说：“妈，您这是在煮什么

呀？”母亲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这呀，叫荷叶饭，可好

吃了，准保你喜欢！”我似懂非懂地挠挠头。

不一会儿，水被烧开了，一缕缕蒸汽噗突噗突地把

锅盖顶得咯咯响，那蒸汽瞬间盈满整个屋子。浓浓的香

味直入鼻翼，闻着那香味，不禁让人惊叫：“好香呐！”半

个小时后，掀开锅盖，轻轻装上一碗，细吞慢嚼，鲜滑柔

软，唇齿留香。母亲说，荷叶饭具有清热解毒、健脾开胃

等功效，是夏季的佳品，多食用既能养生又能健体。

那时，正好我患有积食，胃口糟糕透了，总是这不想吃，那

不想吃，母亲为了让我多吃点，曾尝试过多种方法，都不奏效，

后来她从一本医书里看到了一个偏方，说荷叶可以治疗积食，

于是母亲便想出了做荷叶饭的办法。果然，自从母亲做了荷

叶饭后，我的胃口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

的夏天，荷叶飘香时，母亲都会为我做荷叶饭吃。

后来，我去了远方读书，毕业后在一个遥远的城市工

作，每年只有春节才有空回一趟家。每次回家，母亲总会

惊喜地说：“可把你盼到了。”一边说着一边从厨房的梁上

拿出一捆干枯的荷叶，“这荷叶是今年夏天留下来的，想着

等你回来时再煮，可是一直都不见你回来，如今回来了，可

用得上咯！”说着，便拿着那捆荷叶去洗。这时，我突然发

现，母亲的发已苍白，身子也已瘦削，步履蹒跚，顿时，我的

心一阵抽搐：原来，母亲老了，可这么多年来，不管是风霜

雪雨，还是流年偷换，她依然年年不忘的是她的孩子呀！

看着眼前的母亲，我不禁泪眼婆娑，上前一把将她拉

住：“妈，您歇一会儿吧，这回让孩儿做一回荷叶饭给您

吃！”母亲咯咯地笑了：“你是读书人，手脚嫩，这些粗活我

来就好了！”说着便拿着荷叶去洗了。

待母亲把荷叶饭做好后，我足足吃了三大碗，那一

刻，我发现，母亲做的荷叶饭是我吃过的最好吃最香的食

物，因为，那里面藏着母亲深沉的爱！

夏

荷叶香香母爱浓 □ 林金石

居闹市，向往山林。2018年仲夏，应友人之约，几

位好友同游了繁昌县长寺山，入住山边的“原

居·春谷民宿”，圆了我的向往山林之梦。此地青山如

黛、绿水如碧、茂林修竹、民居古朴、青堂瓦舍、小巷曲

深，让我留连忘返。

长寺山，位于繁昌县孙村镇长寺村境内，在钳口水

库上游，属钳口水库集水山谷。长寺山有两条冲，一为长

岭、二为寺冲，长岭冲为西北东南向，寺冲为东北西南向，

北高南低。两冲水流均入钳口水库。此山属丘陵低山，

山体不高，海拔有三四百米，植被茂密、杂树繁多，郁郁葱

葱，特别是长岭冲有两处竹林十分壮观，是登山的好去

处。两处竹林的竹子十分茂盛，每棵竹子有碗口粗、十多

米高，个个挺拔向上，随山就势连成竹海，微风吹拂，竹叶

沙沙，进入竹林，林外暑气即刻烟消云散，不知不觉满口

生津。此山由于偏僻，鲜有人来，山上亦无登山之路，但

山势平缓，沿着山溪，皆可到达山顶或竹海深处。

春谷民宿，就在长岭冲西山竹林怀抱之中，被竹林

包裹着，以深浅巷道相连，串在乡间蜿蜒的小路上，像镶

嵌在青山绿水中的宝石，点缀着那山那水。春谷民宿，

是按照国家绿色发展的政策要求，响应“要搞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号召，利用长寺村闲置的农房改造而成的，

随原居民房屋庭院的自然面貌而修葺，修旧如旧，外观

基本不动，进行室内改造，增添卫生浴洗和文化设施与

环境布设，方便客人居住。春谷民宿庭院花木葱笼、古

树参天、修竹亭立，室内生活和文化设施齐全，融入乡村

民俗，伴以山光水色，温馨宜人，使客人感到就是自己的

家，极解怀旧、乡愁、地域文化之渴。

入住春谷民宿，开门见山，推窗见绿，呼吸的是山野

清新空气，闻的是花香、草香、树木香，听的泉声、鸟声和

蝉鸣，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以什么都去想，

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听任一袭清风，让时光静静的流淌。

入住春谷民宿，夜晚静谧，无灯火耀目，只有满山遍

野的萤火虫漫舞，远处或许传来一两声犬吠，把你牵引

在乡间的小道上，远离了市井的喧闹，不再想争逐名利，

放缓脚步，物我两忘，享受着归田园居的富有，或者给

被创的心灵疗伤。

入住春谷民宿，你可以享受美食。这里的美食是典

型的徽菜风格加南北风味，适合南来北往的众客人。这

里美食，美在食材，鸡、鸭、鱼、肉、时蔬等皆是当地所养

所产，绿色食品，纯天然之材，加之山泉烹煮，其味美可

想而知。记得在此吃过的红烧小鳜鱼，那种鲜美，真想

连汤汁都扒在饭里。在这里，你可以大快朵颐，也可以

细细品味生活之美。

到春谷民宿，你可以一个人来，静静地在这里思考，返

朴归真；你也可以两个人来，畅叙幽情，享受闺密；你也可一

家人同来，寻找城市所没有的慢节奏和不被打扰的天伦之

乐；你也可以像我们这样，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这里

同乐，登山涉水，感受江南灵秀 、画里最美。

久

游长寺山入住春谷民宿山庄 □丁先

手把青秧插满田 □王富强

朝布袋和尚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插秧偈》：“手

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

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艰辛的劳动场景被诗歌涂上一层

艺术色彩，乍眼一看是乎蕴藏着雅致和参悟，在我的记

忆中，其实插秧是最苦、最累、程序最多的一项农活。

家家户户对插秧都非常重视，只有秧插到田里才能

长出丰收的稻谷。将水田耕犁好、施点打底肥、放上适度

的水，做好插秧前的准备工作。父亲晚上找几位邻居协

商帮忙事宜，第二天大清早便带领他们来到秧田拔秧。

人多力量大，不到两个小时就把秧苗全部拔完了。用

竹篮装着，挑到待插的水田边，站在田埂四周，把秧苗均

匀地抛撒开，前后左右间隔适中，星星点点的布满水田。

插秧前先拉好秧绳，每隔一米拉一道绳，在这个

宽度里要插五棵秧。根据当天的风向判定是从田的

左边还是右边开始，这叫插顺风秧。只见插秧的人左

手拿着一把秧，拇指与食指从中分秧，每次不多不少，

数量均匀。右手拇指和食指夹住秧苗的根部迅速插

入泥中，一边插一边往后退，手与手、手与脚协调一

致，配合紧密。经验丰富的人插秧，你听到的只有欢

快的水声，宛如玲玲悦耳的音符在谱线上跳跃着。而

且前后左右距离匀称，横平竖直，就像用尺子量过一

样，一眼望去，真是舒服。

看着大人们娴熟的插秧动作，那份利落，那份洒脱，

真让人羡慕不已。于是，我卷起裤腿，弯下腰插起秧

来。可秧苗一到自己手里就不听话了，心想扯下四五

棵，结果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这还不算，插下去的秧苗

东倒西歪，连自己都觉得难看死了。看似简单的劳动，

也讲究个中的要领和方法，生活这座大舞台就是让新人

慢慢地历炼、渐渐地提升。

秧田里的劳动环境是恶劣的，背上是烈日暴晒，胸

口是暑气蒸烤，还有蚊蚋叮咬和浑身柔软的蚂蝗附在小

腿上吸血。因为是刚参加生产劳动的原因，我的忍耐性

太差了。长时间的一种劳动姿势，感觉腰酸腿痛，双脚

不由自主地来回挪动，因为脚挪动踩出的泥坑就多，如

果一株秧苗正好插在泥坑里或是边缘，秧就有可能在水

的浮力下漂苗。有时索性跑到田埂上坐一会，或是站在

原地扭动腰肢。父亲用一句通俗的民谚提醒我：不怕慢

就怕站。听到这话我便狠狠心咬咬牙，使出浑身涓埃之

力。人的意志和承受力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只有经过

一番烈日的暴晒、高温的炙烤、机械的重复，才能深刻体

会到什么叫粒粒皆辛苦。

家乡一年种两季水稻，也要插两次秧，在不断的劳

动实践中，我插得一次比一次好。后来家里插秧不再请

人帮忙了，我和父亲相互协作，一天一块水田，每当完成

所有的劳动作业后，人才轻松地舒上一口气，放松一下

疲惫的身心。薄暮湮没，白天忙碌的村庄渐渐沉寂下

来，圹埌的田野飘来阵阵凉爽的晚风，呼吸着饱满酣畅

的乡土气息，踏着长庚星萤萤之光回家歇息。

三天后，我栽下的秧苗苍翠欲滴，它们在新的田地

里开始返青生长了。清晨，我肩扛锄头走在窄窄的田埂

上，欣赏随风摇曳的嫩绿的禾苗，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

感，哼上一段小曲抒发内心无限的快乐。

唐

难忘那年突击征集
□马政保

起合钢，年纪大些的合肥人都很熟悉：当年合肥

乃至安徽的骨干企业，全国有名。然而，自从合钢

被马钢重组后，合钢这个名字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回

想起合钢被重组的一幕幕又仿佛就在眼前。

2006年5月，合钢的主业被马钢重组，一个运行近

五十年的国有企业面临重大改制。当时合钢档案馆的

职工都被“分流”走了，有一天，公司办公室领导突然找

到我，要我把合钢档案收集管理工作接下来。那可是

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啊。我向老档案员咨询，又去市

档案局向一位曾经在合钢工作过的同志请教，答案是

一致的：特殊时期，突击征集。

一天，《合钢报》报社张总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来

到他办公室，只见满地纸屑，几个人正在整理资料和私

人物品，张总编指了指文件柜的一摞报纸说：“这是所

有的《合钢报》合订本，一期不少。”我如获至宝，急忙叫

来同事，把几大捆报纸收到办公室，后移交到档案馆。

这是我负责档案管理工作征集到的第一批资料。

一年多后我又接到了征集合钢电视台历年影像资

料的任务。原电视台李台长帮我把所有的资料片清理

出来，最终移交到馆内。这里面有历年各级领导视察

合钢的影像资料，有新闻片和专题片等。

财务档案的征集不仅量大而且颇费周折。合钢钢

铁主业生产厂都有财务科，几十年的运行留存了大量

财档。合钢公司专门印发了文件，编制了接收时间表，集

团财务总监亲自督促。可是，原单位财务人员有的退休，

有的在竞聘新岗位，根本无暇办理移交。我联系马钢（合

肥）公司办公室，请求给予支持，这样，几个厂的财档才开

始整理，提供清册。可是正在往馆内送时，新公司制定了

严格的出门制度，我又协调办理统一出门手续，保证了移

交工作的顺利进行。

移交时正值7月高温酷暑，六层高的馆楼没有提升机，

我带领手下秘书、打字员、勤务员人背肩扛，把一摞摞账簿、

凭证、报表收入馆中。那些又薄又脆的纸片，有1956年合

钢建厂的第一张凭证，有依稀可辨的账簿，都十分珍贵。

2006 年 5 月 1 日起，新公司全面运行。合钢决定

将续存单位全部搬到合钢股份公司楼，面对人去楼空

的综合办公楼，我仔细搜索着。原办公楼门厅上方镶

嵌着十余块合钢获得的主要荣誉和资质，我带人小心

翼翼取下；门柱上斑驳的“合钢集团有限公司”木制大

牌被拆卸，用板车送到馆内。

见到一些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也尽可能征集。我

征集的合钢历年电话本就有十余个版本，这些电话本

的发放范围、编制单位、装帧印刷都不一样；我还收藏

到几本影集，上面有合钢劳动模范的工作照，还有战斗

英雄丁晓兵到合钢作报告的照片；在花冲公园旧书市

场，我见到一本专辑，这里面记载了1975年六三0会战

故事，立即买下，送到馆中。

合钢保卫处和劳资处的历史资料多，有的关系到个

人隐私，我找到续存单位负责人，要求入馆。那些案件卷

宗、招工名册、介绍信底根、股权证书才统统收入馆中。

转眼间，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那些征集来的东

西也不都符合进馆要求（后来才知道，进馆收藏也有

“门槛”），但是，面对这些记载着合肥市工业文明的介

质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作为档案

管理人员只能突击征集，只为将来少一些遗憾而已。

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