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年春节，我们几乎都是在北京度
过的。在京工作的儿子越到节日越忙，过
年也难得回枣庄老家，只能我们去北京与
儿孙团聚。

过去父母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过
年，兄弟姊妹无论早晚都会回老家，全家
大团圆。大家围坐在大大的餐桌旁，主桌
坐不下就把饭菜各分两份，拉开茶几，年
幼的晚辈单开一桌，边吃边看电视，和谐
而温馨。

父母去世后，几十年来一直由母亲操
持年节的习惯随之已矣。虽然我们兄妹
也想逢年过节再像往常那样携儿带孙欢
聚一堂，无奈各家都有各家的现实，真要
大团聚相当困难。营造年味的人没了，年
味自然也就淡了。

对下一代来讲，我们无疑成了那个操
办年味的人。于是，儿孙在哪里，哪里就
是我们的春节。不仅我们会主动去孩子
身边过年，不让他们耽误工作，还学着母
亲在世时的样子，明知吃不了那么多，依
然顿顿都做一大桌子菜肴。老一代营造
年味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的手里。

在北京过年，实际上比在枣庄老家轻
松得多。虽说我们退休后跟着孩子到京
城生活，断断续续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却

并未完全融入北京。不要说同一个小区，
就是同一座楼、同一个单元，邻居间彼此
也并不熟悉。本来在京的亲戚朋友就不
多，再加我们时来时往，周围的人际关系
尚未建立起来，过节应酬便比老家少得
多。许多人家都回了原籍，整个小区空空
荡荡。没有人串门，也没有一众孩童的吵
闹，安静得异乎寻常。微信、视频等方便
的虚拟活动，代替了家乡好友间面对面的
交流。泡上一杯香茶浅酌细品，更觉这恬
静安然的生活，像极了杯中缓缓舒展的茶
叶那慵懒散漫的样子。过去没有一年能
完整地看个除夕晚会，这几年居然把个春
晚直看到“难忘今宵”。

远离家乡，年味是最容易让人眷恋的
味道。我幼年时正逢生活困难，对过年的
理解，更多的是穿新衣、戴新帽、吃水饺、
放鞭炮。到了儿孙的童年，丰衣足食，吃
喝不愁，我们小时的那些热望全都稀松平
常，连沿袭了千百年的春节放鞭炮的习俗
都戛然而止。每每读到“爆竹声中一岁
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著名诗句时，只能
把燃放鞭炮的热烈与欢快付诸想象。北
京汇聚了全国的美食，丰富到想吃什么都
能过足口腹之瘾。吃腻了大厨的佳肴，尽
可以按自己的爱好在家里烹饪，满足挑剔

的味蕾。京城的味道和家乡的味道糅合
在一起，让整个春节，除了玩、玩、玩，就是
吃、吃、吃。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舒冬在“健
康 大 拜 年 ”栏 目 中 那 句“ 每 逢 佳 节 胖 三
斤”，不免让人深有同感。

毕竟北京与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乡风俗不同，尤其是春节这个京华习俗展
现最为集中的时段，最能让我们这些外地
人好奇。近年来，北京恢复了沉寂的地域
文化传统，开放了庙会、游园等极富特色
的民俗活动，让我们体会了京城市民最真
实的生活和最地道的民俗。在京过年，除
了新冠疫情那几年窝在家里没有外出，我
几乎都要去现场体验庙会之乐。北京最
负盛名的地坛、厂甸、八大处和远郊的古
北口、红螺寺、丫髻山等传统庙会，以及颐
和园、陶然亭、大观园等传统游园胜地都
逛了个遍。它们再现的老北京传统节庆
的历史风貌，让人于古朴的京畿民俗风采
和繁华的城乡集市活动中，勾起了对历史
的记忆，也满足了一个外地人对古老京城
文化传统的好奇心。

连我自己都纳闷，为什么一大把年纪
了还那么喜欢逛庙会？这大概与打小刻
下的庙会印记有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我老家不远就有处庙会，每年定期举

办。连续几天，都是万商云集，人如潮涌，
锣鼓声、叫卖声此起彼伏。生活困难时期
令人眼馋的牛肉汤锅、丸子汤锅和炸油
条、炸糖糕的大锅前，总会挤满了人。说
书的、唱戏的、耍把式的精彩不断，许多从
未见过的物品和稀罕的玩艺都能在庙会
中展现。后来，庙会在文化大扫除中被取
缔，那热闹的瞬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再后来，因为工作繁忙，即使恢复了庙会
也没有时间去参与。退休后，时间富裕起
来，才有机会找回久违的感觉。

在京过年，除了逛庙会，逛书店也是
个极有意义的选择。北京的书店多，逢年
过节更会提前备好新书货源。这对爱书
的人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与熙熙
攘攘、喧扰不休的闹市不同，书店里寂然
无声、恬静宜人。不论是开在清代老屋里
的平房书肆，还是现代高楼大厦的多层书
店，都散发着浓郁的书香气息，有着独特
的历史感的味道。我每次只要走进书店，
都觉得时间过得飞快，翻不了几本书，大
半天倏忽而过。书店里的静雅氛围最能
感染人，一旦沉浸下去，就像进入一个别
样世界。忽略了时间，忘却了疲惫，碰到
心仪的书掏钱去买也不会在意价格。选
书，买书，读书，由一本书再到另一本书，

犹如拾级而上的探索，缓急由心而动，风
景愈高愈美。

北京是首都，在北京过年，不免油然
而生对历史和先辈的崇敬和景仰之情。
有一年春节前，我们专程去天安门广场瞻
仰毛主席纪念堂，凛冽的寒风中排队等候
的人络绎不绝。与我一起走出纪念堂的
在京退休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他每年春
节期间都会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祭奠一
生都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伟大领袖。今
年正月初二，我从琉璃厂由西向东逛完厂
甸庙会，穿过几条胡同，一直走到大栅栏、
前门，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虽然已过了
毛主席纪念堂开放时间，但徘徊在纪念堂
前的游人依然众多。还有人恭敬地向着
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鞠躬致意，让人
于庄严神圣中肃然起敬。过春节怀念家
乡的一切，更怀念人民领袖和人民英雄，
怀念我们的先辈。

心灵的港湾并不只属于那个熟悉的
老家，静心享受生活何处不归途。凝结着
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春节习俗，是一种氛
围、一种渴望，更是一种参与、一种感受。
在春节这个一年中最该隆重的日子，无论
故乡还是他乡，适意而逍遥的过年体验，
到最后都成了记忆中不灭的浓浓年味。

他乡过年也逍遥 □常永坤热眼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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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只有具备了奋
发向上、孜孜以求的精神，干事情才会有持
之以恒的韧劲，才会有不断前进的动力。
清明节临近，父亲离世近一百天，我知道思
念会常在但不应沉溺悲伤，遂提笔将忆起
的父亲许多的往事记录下来，既有平凡的
发光瞬间，也有难忘的点点滴滴。

我的父亲叫沈善义，1935年3月出生，
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复员退伍回
到家乡工作，1991年退休。父亲一生工作
40年，包括参军18年，地方工作22年。

1951 年 6 月，作为风华正茂的热血青
年，父亲和其他一些年轻人积极响应国家
号召，报名参军。1953年3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海军学校开始招生，经过健康体
检、文化考试后，父亲被第二海军学校录
取。届时该校机械系设4个班，每班学员约
35人，在校统一着海军士兵服装。学校有
外籍技术专家老师授课，每月一次到校内
实验室进行实际操作。在校时，有一位姓
史的老师对父亲帮助极大，教父亲写得一
手好字，手把手地耐心指导动力机械的操
作过程。毕业考试时，父亲考得很顺利，三
位监考老师当场评了五分满分。其他功课
像海军基本常识、内燃机动力操作演示、打
靶等项目也都是五分。父亲也因此被评为
海军学校第一批优秀毕业生。

父亲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屿战役。
1955年1月18日，父亲所在的东海舰队第

26巡逻艇大队炮击了东侧的敌人碉堡，炸
开了缺口便于登陆，每艘舰艇发射 130 多
发炮弹，同时还担负着救生救护任务。父
亲与参战的战友们大多是初次上战场的新
兵，既兴奋又有些紧张，关键时刻老战士沉
着稳重的表现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役结束后，父亲和参战人员荣获集体二
等功。

1954年7月至1969年6月，父亲先后
担任东海舰队 26 大队护卫艇上士、轮机
长、艇长、中队长，海军温州水警区作战参
谋等职务。父亲在部队结婚成家，母亲随
军，在部队养育了我们兄妹3人。

1969年上半年，部队实行减员，大批干
部复员返回故乡，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我们
全家回到了枣庄市。父亲被安置到市电机
厂，工厂内有部队的军代表驻厂。全厂职
工不足百人，一排平房就是厂办公区，有车
工车间、冲压车间、铸铝车间、嵌线车间、钳
工车间和安装车间，工人大多是新毕业的
中学生和社会待业青年，基础普遍较差，技
术参差不齐，老师傅带徒弟边教边学，情同
父子，亦师亦友。

当时，市电机厂是一个刚成立不久的
新厂，各种生产原材料也不充足，生产能力
还很薄弱。后来，有了新的生产任务，全厂
职工精神振奋，干劲十足。父亲认为落后
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思进取。在嵌线车间
他虚心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动脑
筋改进工具。父亲用铁自制了T型压角工
具，使用便利，又不伤线包的绝缘，受到大
家称赞，很快被推广使用。后来，他又和工
友一起琢磨研制出一台机械棍式涂漆机，
涂漆均匀，省时省力。

父亲在车间工作的几年，为提高设备
效率，制作了小型简易设备4台、电机调压
测试仪1台，革新生产工具2项，父亲凭借

一贯的勤奋和这些成果，很快被评为机械
工程师。

1975年，父亲被调入市机械电子工业
局，主要负责向省机械厅申报生产所需原
材料、配套产品计划等，推介本市生产的电
机、机床、标准件、风机、通用设备等产品，
他经常出差，参加国家机械部、省机械厅等
各种订货会、调度会、协调会，为全市机械
电子产品产销四处奔波，风里来雨里去，任
劳任怨。

在我的眼里，父亲平凡而伟大。回忆
父亲走过的人生路，有成绩，有委屈……这
些都伴随着他的成长和进步。父亲始终在
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父亲是军
人出身，对自己的行为要求很严，自爱自
强、生活俭朴。家乡的亲人只要有困难，父
亲都是尽心尽力想办法去帮，有时还挤出
自己不多的收入尽绵薄之力。父亲一生堂
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他是那代普通
党员的形象代表，也是我学习的榜样。父
亲经常教导我们：一是凡事要拼搏。凡是
事业有成的人，无不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
拼搏精神。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
出油。二是凡事讲大局。讲大局就是站位
要高，站位高就是要讲政治。人贵有自知
之明，以大局为重，才能团结更多的人。三
是凡事有担当。担当是责任，是能担事。
有担当肯吃亏，任何事情才能往前推。事
不避难，义不逃责。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
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
父亲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时时督促着我
积极向上，不断自我完善。

2023 年 12 月 29 日傍晚，父亲微笑着
和我们告别。遵照父亲遗嘱，丧事从简，不
打扰单位和亲朋好友。父亲的离世，留给
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温暖的回忆。祝福父
亲，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病痛，一切安好！

忆我的父亲 □沈道坦亲情天空

清明节临近，父亲离世近一百天，我知道思念会常在但不应沉溺悲伤，遂提笔
将忆起的父亲许多的往事记录下来，既有平凡的发光瞬间，也有难忘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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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岁月匆匆流逝，
转眼已过知命之年。我当市、区政协委员30
多年来，尽责担当，勤学躬行，探民情、听
民声、写民意，架起联系群众的“连心桥”，
画好履职尽责的“工笔画”。

回首履职历程，我倍感珍惜，更觉责任
沉甸，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感恩之余即兴
口占：“协商议政建真言，盛会堂前聚众贤。
献策同心齐共进，知行勇毅梦新篇。”

作为政协委员、民革党员和党外干部，
从 1993 年至今，我先后担任薛城区政协委
员、枣庄市政协委员、薛城区政协副主席，
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一名履职30年的“老委
员”。

认真履职，积极建言。近30年来，我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先后提交了近 100 多件
提案，还撰写了大量的社情民意和调研报
告，积极为枣庄和薛城的发展鼓与呼。我的
许多意见建议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
采纳，其中：2014年社情民意《关于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的建议》 被省政协采用，并报
全国政协；提案 《关于整合我市城区物业管
理资源的建议》《关于加强我市残疾人康复工
作的建议》《关于大力发展我市现代物流业的
建议》 等被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社情民意

《关于依托枣庄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建
议》 被市政协社情民意 （2015） 第 1 期采
用。我先后被评为市、区优秀政协委员，以
及省、市优秀民革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也多次应邀走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议政
版”直播间。论文 《新农村残疾人文化建设
的现状与思考》，在由光明日报、联合日报共
同举办的“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政协委员建言献策”征文中获

得全国三等奖。本人还当选为民革山东省十
一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全省的大会。

醉心公益，矢志传承。作为政协人，我还
积极履行委员职责，以艺术文化之姿参与爱心
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我先后
为残疾人和困难家庭、慈善事业捐款和捐赠字
画价值约4万多元，《农民日报》《联合日报》等
多家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我的书法作品《自作
诗》参加了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并主办
的“善行天下——中国当代书画名家救助贫困
儿童作品展暨慈善拍卖会”，在北京时代美术
馆预展和拍卖。组织枣庄民革书画家向云南
灾区义捐书画作品，为灾区同胞献爱心。坚持
25 年组织开展“枣庄民革书画家送春联下基
层”活动，《人民政协报》《团结报》《枣庄日报》
等媒体多次进行报道。以艺术助力慈善、服务
社会的同时，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公益活动中，
这将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情系两岸，翰墨缘深。作为政协委员和民
革党员，我不遗余力与台湾书画艺术界人士加
强联谊和交流，宣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
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每年春节、
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我与台湾艺友名人互致祝
福问候。发表于《团结报》的我的署名文章《两
岸翰墨缘》，记录了我与台湾名人陈立夫、释广
元等的艺术情谊。我与台湾来薛城艺术交流
的书法名家陈树勋先生现场创作书画作品，并
互赠留念。同时，本人多次应台湾艺术团体之
邀，创作书画作品赴台湾参展，并于2003年10
月赴台湾参加书画艺术交流活动。此外，我创
作的书画作品曾先后被时任新加坡总统王鼎
昌、瓦努阿图总统巴尼、香港特首董建华、澳门
特首何厚铧等收藏并函谢，进一步扩大了枣庄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我当委员三十年
□姚三石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岁月匆匆流逝，转眼已过知命之年。我当市、区政
协委员30多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画好履职尽责的“工笔画”。

岁月如歌

万物随春醒，无论山坡上还是田野间，
一抹青绿都会如约而至。此时，荠菜被春风
摇醒，悄然绽放，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荠菜，又称“护生草”，先春萌发，是最
早返青的报春野菜之一，还具有清肝明目的
药用价值。苏东坡说荠菜，“虽不甘于五味，
而有味外之美”，并盛赞它是“天然之珍”。

儿时第一次吃荠菜，便问母亲是何物，
她忙着出门，只敷衍我：“就是地里的野
菜。”我恍然大悟。待春来，一心牵挂美味的
我，便萌生了挖荠菜的想法。放学后，我和
小伙伴走向田野里、小溪旁，看那点点白色
花莛似小珠落玉，柔嫩的叶子一层层匍匐在
地，越挖越有趣。田埂上，一片欢笑，久久
回荡。漫野芳草绿，一片荠菜香。

挖完荠菜回到家，我便催着母亲给我做
饺子吃。她拗不过我，就先挑去枯叶、洗
净，锅里加水烧开后，放盐，滴入油，将荠
菜焯水、捞出。再放入冷水，片刻后挤出水
分，切成细碎状，和进备好的精肉，调馅
儿，放油、盐、十三香、味素等搅匀。最后
加入一个蛋清，顺时针搅拌均匀，饺子馅儿
就大功告成了。紧接着，母亲会施展她的

“绝活”。那手法熟练到无人能比，总是能够
将揉面、包馅儿、擀皮儿等一系列繁琐的工
序，一气呵成。我吃惊地站在那里，看着母

亲的手舞动，那一双被岁月亲吻过的手，总
有着惊人的娴熟度，诉说着生活的智慧。

水开滚煮，顷刻间，饺子们便如小精灵
般整整齐齐地排列开来，圆滚滚的身躯透着
诱人的可爱。等到饺子出锅，母亲会先盛出
一小碗给我。咬一口，饺皮柔韧，荠菜的清
香和精肉的爽滑交织在一起，唇齿间充盈着
鲜美的汁液。“妈，这也太好吃了吧！”我吃
了一碗又盛一碗，直到打着饱嗝才放下碗
筷。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脸上露出
了满足的微笑。

长大后，每年回家的次数有限，以至于
总会想起家乡的荠菜。前段时间回去，母亲
一见我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阳春三月
三，荠菜当灵丹，古人都说现在正是吃荠菜
的好时节，你回来了啊，真好……”一瞬
间，泪满眼眶，原来，惦记着荠菜的不只是
我。再次端起那碗荠菜饺子，我粘在母亲左
右，一步都不想远离，就想在那香气扑鼻中
寻找她眼角的满足。我知道，那不仅是一碗
饺子，更是母亲深沉的爱呀。

荠菜香，即心底暖。它不仅是故乡的味
道，更是母爱的象征。纵然夜幕降临，我也
会带着心底的光，照亮前进的路。无论走到
哪里，那份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都会成为
我前行的动力。

春风十里荠菜香
□李玉静

荠菜香，即心底暖。它不仅是故乡的味道，更是母爱的象征。纵然
夜幕降临，我也会带着心底的光，照亮前进的路。

生活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