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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全市感染人数持续攀
升，不少新生儿和低龄儿童也经历了
新冠感染，市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儿
科急诊量激增。无论白天或黑夜，诊
室外，总有家长一边抱着生病的孩
子，一边焦急地看着手中的排号单、
紧盯着屏幕上滚动的排号……

“医生，我家孩子都吃了退烧药

为啥还是高烧不退？”“医生，我家孩
子才三个月，高烧都抽筋了怎么办？”

“医生，我家孩子咳到停不下来……”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孩子一
病，家长的生活灰暗一片！再坚强的
父母也难逃孩子生病后的担心、无
助、焦灼甚至恐慌。然而，孩子是“最
柔软的群体”，他们免疫系统、神经功

能等器官发育尚未健全，是新冠感染
后最需要关注的群体之一。

为守护好这“最柔软的群体”，帮
助家长解决“急难愁盼”，医院调整全
盘工作，最大限度“扩容”门诊、急诊
诊室、病区床位，全力以赴保障好患
儿就医用药。医护人员坚持带病上
岗、全员在岗、日夜坚守、同心值守战

“疫”。
儿科急诊，是医院里极具挑战的

地方，高强度、高负荷，诊室门口络绎
不绝，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焦急、担忧
的气氛。儿科急诊病区主任李洁介
绍：“急诊量持续多日高位运行，日均
达300至500人次，其中，危、急、重病
人比例有所增加，病区床位‘扩容’超
一倍，科室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和巨大压力，科室医护人员忍受着高
烧、头晕、全身酸痛等，都坚持‘轻伤
不下火线’，拼尽全力确保每名患儿
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义无反顾、坚
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从接诊情况来看，虽然患儿多为
轻症，但是高热引起的高温惊厥、急
性喉炎、急性肝衰竭等危急重症还是
有一定的比例，在疾病发展过程中，
孩子抵抗力弱，免疫力差，稍不注意
就会出现被病毒感染，引发肺炎、心

肌炎、脑炎甚至会合并出现这些疾
病。

“有一小部分阳性患儿还是3个
月以内的小婴儿，他们高烧超过39度
来看病，有的出现持续惊厥，这么小
的婴儿原本不应该出现在医院和病
房的，我们看着很是揪心！”儿科医生
程云心疼地说道，“自己苦点累点没
有什么大不了的，必须尽全力让他们
摆脱病痛，快快好起来！”
人手不够？那就加班加点。医护

中有不少高烧、咳嗽、浑身无力，但是
他们从未想过要请假，因为不愿让生
病的同事增加负担，大家依然坚持
着，坚守着，并肩作战！
药品紧张？那就短期内限量供

应、拆袋供应，确保每位患儿就医、用
药需求。安排专人每日密切关注药品
的动态使用和库存情况，快速完成药
品采购，极大缓解药品短缺现象，为
临床用药提供坚实保障。

截至目前，儿科整体运行平稳有
序，危急重症的孩子们得到及时、有
效救治。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
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从不惧怕困
难、挑战和考验，他们只希望所有的
孩子都能健健康康，“最柔软的群体”
正被他们用心、用情、用力呵护着！

24小时护航健康“不打烊”
本报记者 沈夙婉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张世巧 通讯员 宋
梦迪)2022年，裕安区紧紧围绕10项暖民
心行动目标任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不
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截至12月底,31项监测指标全部完成，
全区综合进度指数100%，各项行动圆满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聚焦“急”，往深里走。就业是最大的

民生，围绕就业促进行动，深化就业服务，
裕安区全年共开发青年见习岗位969个、
短期见习岗位450个、公益性岗位314个、
临时性专项岗位409个，分别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152%、107%、101%、114%；新增
技能人才培训2665人次；试点园艺场社区
和政务新区2个“三公里”就业圈示范创
建，扩大就业岗位供给。建立“政府主导推
动、社会力量参与、线上线下联动”的公共
就业服务“三公里”就业圈，搭建平台服务
企业用工需求，政策上门强化“援企稳岗”
落地，全力提升基层就业服务能力，努力
让群众实现快就业、近就业、稳就业。

聚焦“难”，往细里走。小处着眼、细处
着手，把停车、买菜、看牙这些群众天天有
感的难事办好，真正解民忧、暖民心。裕安
区围绕便民停车行动，配合市直主管部门
做好4处城区402个停车位规划建设工作；
完成海亮官邸地下和地上停车设施重新
规划改建以及柏林印象小区地下停车库
只售不租问题的整改；规范城区停车秩
序，做好公共充电设施建设，缓解市民“停
车难”问题。围绕文明菜市行动，对农贸市
场建设“软硬”并重，已完成2个城市菜市
和7个乡镇菜市的改造任务，解决“湿漉
漉”、“臭烘烘”问题。围绕健康口腔行动，
全面完成3-6岁、6-9岁儿童20%的涂氟
率、窝沟封闭率；牙椅数较上年底增加比
例完成100%；单独设置口腔科比例完成
117%；推广适宜技术3项，有序开展健康口
腔进校园活动，对50名基层口腔医护人员

进行专业培训，力解群众看牙“贵难烦”问
题。
聚焦“愁”，往实里走。关爱“一老一

小”，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有效缓解家
庭和社会养老、育儿负担。裕安区围绕老
年助餐行动，建成城市老年食堂(助餐点)
47个，农村老年食堂(助餐点)60个，创新

“老年助餐+”模式，支持慈善、志愿服务、
社工团体等加入，为老年人提供送餐、理
发等免费优质志愿服务；围绕老有所学行
动，裕安区建立“区—乡镇 (街 )—村 (社
区)”三级老年教育网络，城乡老年学校正
常开放，开设十多个专业，参与学习教育
活动的老人约3 . 74万人。围绕安心托幼行
动，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7所，新增公办园
学位1980个，秋学期幼儿园延时服务实现
全覆盖；申报备案托育机构9所，提供托位
784个，极大缓解“入托难”“入园难”“接娃
难”问题。

聚焦“盼”，往心里走。吃得更丰富、有
更多健身场所，享受更高质量的家政服
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裕
安区围绕“新徽菜·名徽厨”行动，开展新
徽菜师傅技能培训328人次，挖掘街区内
特色徽菜美食、网红小店，打造一批新徽
菜打卡地、商业圈。围绕快乐健身行动，完
成33个小区和108个行政村现有健身设施
的维修、改造和提升；1 . 3万人次参与体育
项目培训，5 . 5万人次参加赛事活动，努力
形成全民健身新格局。围绕放心家政行
动，新增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1家，培训人
员7748人，新增服务人员810人。采用“政
府搭台、政企合作、群众参与”的方式开展
放心家政进社区活动，构建“请得到、用得
起、放心用”的家政服务市场。

本报讯(裕残 记者 张玉)裕安区
残联扎实推进2022年度残疾人康复民
生实事工作，全面完成2022年度项目
目标任务。2022年，裕安区困难精神
残疾人药费补助项目任务数1164人，
目前已完成2066人，完成率177 . 5%；
残疾儿童康复项目任务数156人，目前
正在康复279人，完成率178 . 8%。两
项残疾人民生工程均超额完成任务。

为扎实做好2022年度残疾人康
复民生项目，裕安区残联早做谋划
多措并举。年初，区残联即召开民
生工程动员会，布置目标任务，做
好前 期准备 ， 与乡镇 、村三级联
合，通过多种手段对全区残疾人群
体进行广泛宣传，打好坚实基础。
项目申报过程中，区残联做好项目
审核，规范申报流程，完善档案资
料，对不符合项目条件的进行清退并
做好解释，应补尽补，应退尽退，确
保两项民生工程申报质量。同时，区
残联对2066名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
助项目受益人和279名残疾儿童康复
项目受益人逐一进行回访，并由主要
领导带队对两项残疾人康复民生工作
进行多次督查，保证民生工程项目效
果，确保两

项残疾人康复民生实事落到实
处，提高残疾人的满意度。

裕安民生

残疾人之声

金寨讯(汪 萍)近年来，金寨县花石乡坚持
把红色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重要内
容，用好金寨红色资源“活教材”，不断激发党员
教育新活力，推动党员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红色文化“活起来”。挖掘红色资源，把

“红色蓝图”越绘越红。通过深入挖掘整理辖
区红色历史故事，编辑红色历史资料供党员
群众学习参观；建强红色阵地，把“红色名
片”越擦越亮。充分发挥金寨红色文化众多、
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突出红色主题，整合
现有教育资源，丰富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县委
党校现场教学点，切实做到“有址可寻、有物
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传承红色精神，
把“红色故事”越讲越好。建立由党员干部、

“五老”志愿者、先进模范、驻村干部等组成
的红色文化宣讲团队及新时代文明实践平
台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00余场，让红色
旋律常唱常新、越唱越响。

红色资源“动起来”。开办“红色讲堂”，传
承“红色党味”。充分利用花石乡大湾村大湾组
县委党校现场教学点，科学设置红色文化教
育、警示教育、先进事迹等课程，通过忆一段

“红色历史”、听一堂“红色党课”、唱一首“革命

歌曲”等方式，让党员干部重温初心使命，接受
红色洗礼；搭建“振兴课堂”。组建红色宣讲队
伍，把红色故事宣讲搬到田间地头，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疫情防控、防汛减灾、经
济发展等“战场”履职尽责、敬业奉献。
红色教育“转起来”。探索“红色教育+组

织生活”模式，将红色教育融入日常。将红色
教育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
活中，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现场教学点、观看
红色影视、讲红色故事等教育，增强党员意
识，淬炼党员党性，学出坚定信念、学出对党
忠诚、学出使命担当；探索“红色教育+党课”
模式，将红色教育抓在经常。持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精神食粮。

裕安区全面完成

2022年度暖民心行动目标任务

1月1-3日，在叶集区举办的第二届
羊肉美食文化节上，各乡镇特产展示区
琳琅满目的特色产品让人目不暇接、爱
不释手。
秋梨膏也叫雪梨膏，是一道传统的

药膳，相传始于唐朝。以精选的秋梨为主
要原料，配以其它止咳、祛痰、生津、润
肺药物，如生地、葛根、姜汁、贝母、蜂蜜
等药食同源之原材料精心熬制而成的药
膳饮品，可用于治疗因热燥伤津所致的
肺热烦渴、劳伤肺阴、久咳咯血等呼吸道
病症。安徽果岭山庄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精选江淮果岭核心产区平岗原生态梨园
的优质晚秋黄梨，传承古法熬制提炼工
艺，加以现代化生产技术，熬制优质的秋
梨膏，备受消费者青睐。
据悉，叶集区江淮果岭基地建成面

积5 . 6万亩，稻虾、林果两大主导产业总
产值达6 . 8亿元。

本报记者 徐缓 文/图

三哥叫韦光林，他是我五伯的长子，韦家
我们“光”字这一辈，在十七位堂兄弟中他排
行第三，所以，他以下的堂弟堂妹们都叫他
三哥。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哥在金寨一中高
中毕业后，就回乡当了我们关山大队中心小
学的老师，也就成了我的老师。

三哥教书非常尽职尽责。他教我算术，也
教我语文。印象最深的是，他批改作业非常严
格。比如作文，学生写错了字，他就用红笔打
上一个红“X”，然后在旁边写个“冂”框，让我
们把正确的字填在那框子里后，他才在那个

“冂”下面再画一笔封上口，算是对我们的改
正作了验收。有一次我填的字还是错了，他又
给打上红“X”，再画一个不封囗的框，我不得
不查字典了，因为再错的话，三哥就要用教鞭
揍我了——— 那时乡下学生学习不认真或不遵
守纪律，都是要挨老师揍的。

那时乡下到学校念书的孩子不多，一间
教室十来个学生，有两三个年级的。我念四
年级时，坐在我前面的五年级同学阿明一篇
课文背了几个星期没背掉，我却听会了。上
自习时，我站在凳子上，闭着眼睛，模仿阿明
的腔调，摇头晃脑地背给同学们听：“他说是

灯，你就添油；他说是鬼，你就磕头。你粮食
吃在肚皮外……”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
没想到三哥已进了教室，走到我跟前，举手
对我脑瓜子就是几暴栗子，把我磕得眼冒金
花，后来我就很注意课堂纪律了。
三哥对我教育非常严厉，虽然我是一个

十分玩皮的孩子，中考时，我却以全公社(相
当于现在的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三合中
学。我初一还没读完，三哥被上级从关山小
学调到三合中学，又成了我的语文老师和班
主任。好像对我不放心似的，我到哪里念书，
他就追到哪里。只可惜后来没能追到高中。

三哥教语文，非常重视作文课，每周的作
文课必上，每位同学必须交作文。我念初二

的时候，学校要在全校选范文。三哥叫我好
好写，争取能选上。我上学路上经过白果园
生产队时，看到风吹金黄的麦田一浪一浪
的，联想到农民挥泪如雨的劳动情景，就写
了记叙文《在丰收的田野上》；在收音机里听
到人民医生李月华事迹后，我写了议论文

《学习李月华》，我在文中写道：“……有些人
学习成绩上不去，强调这原因那原因，就是
没有找找自身的原因。”三哥对我说，他非常
欣赏这句话。这两篇作文交给三哥后，三哥
又指点我反复修改，直到他满意，才将我这
两篇作文和班里被他看中的其他同学的作文
提交给校教务室，没想到我的两篇习作成为
我们初二年级独独被选上的两篇范文。

三哥不仅注重作文，在我们班他还单独
规定我们：每周必须交两篇日记。我那时已喜
欢上打篮球、打乒乓球，有时玩得把日记也忘
了。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拎起菜桶准
备回家时，三哥来到我们寝室，问我：“你日记
怎么没交？”我说：“哎呀，我忘了，下星期补行
吗？”他严厉道：“不行！现在就补！”没办法，我
只得返回教室，把两篇日记补写了。回到10里
之外的家里，无数的星星已在天空闪烁了。

三哥虽然对我管教十分严格，在生活等
方面却尽量照顾我。我们乡下在腊月杀年猪
后，有请人打猪衁的习俗。三嫂每年也喂养
一头猪，年底杀了猪，三哥就拎几块肉到学
校，请他的同事们。他在食堂里把红烧肉做
好后，叫住打好午饭的我，从锅里舀一大铁
勺肉扣到我饭碗里。那时我连饭都吃不饱
呢，可想那顿饭我是吃得多么幸福。

在我人生道路上，三哥是我的严师、恩
师。每逢我参加文艺汇演、体育比赛获了奖，
他就笑咪咪地看着我，表扬我。我是他的弟
弟，也是他最得爱的学生之一。如今三哥因
病去世已有五六年了，今天又想起他，写下
此文，以示怀念。

故乡的冬天，深沉且有趣。
年前，我家猪圈里的大肥猪一改往日的嚣

张气焰，饿了只敢轻声哼哼，变得低调而又温
顺。老母鸡也懂事起来，使劲地吃虫，卖力地下
蛋。我妈来鸡窝时，母鸡赶紧给自己的蛋做广
告：个个大，个个大。鸡蛋也算荤菜嘛，我妈很
满意，菜刀就丢到一边。
村东头的老槐树上，那对老喜鹊从秋天就

开始谋划，赶在大雪纷飞前，帮孩子们搭建了
三个窝，没有首付，不用贷款，建筑材料还不花
钱，这样的美事让讨不起媳妇的二愣子很是羡
慕，每天绕着树苦思冥想。他曾经和我讲，如果
他长了翅膀，肯定会飞到树上去和喜鹊做邻
居。
冬日里，卖

粉丝的老汉在
村口一声吆喝，
立即被女人们
团团围住，有带
鸡蛋的、有带鸭
蛋的，还有人带
鹅蛋换粉丝。女人说鹅蛋大，一个顶两，老汉不
干，说鹅蛋不好吃。讨价还价一番后，女人们满心
欢喜，粉丝拿回家放耳锅炉一煮，再加点鸭血、辣
椒和葱花佐料，整个村庄都香气扑鼻。筷子夹住
又长又滑的粉丝，能举到天上，得站起来往碗里
放，烫嘴又暖胃。丰乐河畔人管粉丝叫“礼貌菜”。
村里有个男孩不爱读书爱放牛，都叫他小

放牛。有两点不好，一是烟瘾大，槐树叶都能吸
两口；二是喜欢翻墙偷人家锅巴。土灶锅巴又香
又脆，是哄自家孩子的好零食。有家新媳妇经常
丢锅巴，恼了，悄悄放根香烟在锅台上，香烟里
塞个小擦炮，不伤人但吓人。有个冬日午后，小
放牛嘴馋，果然又翻她们家院墙来偷锅巴。小放
牛铲了锅巴揣入口袋，见锅台上有支烟，夹在耳
朵上便溜出去。后来，后来小放牛再没来偷锅
巴，烟也戒了。
在我们村，就属王老六家那只没心没肺的

狗子旺财活得最滋润。知道过年有骨头啃，快
乐得像捡着二百大钱，提着尾巴，一早屁颠屁
颠在塘埂上能浪好几圈。时不时对着邻村吼两
嗓子，引得远近的狗们跟着起哄；于是，那狗叫
声将丰乐河畔的村庄连在了一起。

年前的一个傍晚，大雪纷飞齐膝深。村里
王木匠去东家讨工钱，东家热情招待手艺人。
收到账、喝完酒，晕晕乎乎往家走。半路脚下一
滑，掉进路边的积肥坑里，一人多深怎么也爬
不上来。黄天雪地无人影，那时没有手机，呼救
也没人答应。在坑里待一夜，不冻成邦邦硬才
怪，王木匠酒吓醒了，只能在坑里吭哧吭哧转
圈圈。翌日一早，王木匠才听见有男人的咳嗽

声，赶紧喊：伙
家老表，我掉坑
里一晚上了，可
能救我上来？那
人吓一跳，慌忙
去附近村庄找
绳子，把王木匠
扯上来。王木匠

连连感谢，说要不是你和酒，我这条命就没了。
走，我请你去喝酒。那人没好气地说，你还喝
啊，是酒害了你好吧。王木匠思讨半晌，说没有
酒，大冬天的，我这一晚上怕是熬不过去哩。救
命恩人觉得也对，就欣然应允去搓了一顿。

腊月阳光正好时，勤快的小媳妇们赶紧突
击清洗家里的衣裳、被面。犄角旮旯里翻出一
大堆，撸起袖子哼着《走西口》，烧热水、找肥
皂，开始战斗。池塘边的几处石板在绿波中时
隐时现，棒槌舞噼里啪啦，光阴四溅。女人是水
做的，与水一番交融后哈着热气，端着盆子和
棒槌，迈着轻盈的步伐回家。回头看，塘埂那排
舍不得砍的芭王枝上，晒起了五颜六色的万国
旗。
时针没有追赶，却快得不像话。许多年过

去了，故乡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翻腾，一幕幕
残片唤醒了我久违的春情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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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别山，挺起英雄的脊梁，
不屈不挠，凛然高昂；滔滔淠史杭，
唱响时代的赞歌，百折不回，蜿蜒流
淌。

淠史杭，是当之无愧的“人间天
河”，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工程！它横
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惠及安徽、
河南两省四市十七个县区，是新中
国成立后最早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
工程。从1958到1972，淠史杭历时
14年建设，它不仅是一项宏大的水
利工程，不仅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奇
迹”，更是一种崇高而伟大的精
神——— 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
献、科学求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淠史杭精神，也
是延安精神的历史传承，是大别山
精神的时代诠释。

翻开淠史杭工程建设的历史画
卷，一幅幅气势磅礴的万人会战、气
冲霄汉的绚丽图景，历历在目，清晰
如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作为淠史杭灌区的水源主
体，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
龙河口五大水库和横排头水利枢纽建设成为工程的重要
节点，犹如耀眼的明珠先后镶嵌在大别山麓。

雄伟的佛子岭水库大坝屹立在群山峻岭之间。这是新
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这是淮河流域第一座水电
站，这是新中国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无数荣誉、无数
光环集于这座雄伟的大坝。坝上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一
定要把淮河修好”，凝重浪漫，饱含了多少江淮儿女的苦难
与辛酸，又蕴含着多少皖西人民的血汗、智慧与豪迈！

———“战天斗地许芳华，青春献给淠史杭。”这是对以
省劳模许芳华为代表的淠史杭工程建设者的真实写照，也
是对一代淠史杭人的诚挚褒扬与崇高礼赞！

——— 龙河口水库大坝，是粘土心墙沙壳大坝，没有用
一袋水泥，没有用一根钢筋，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
特殊的工程造就出特殊英雄，也只有这些特殊的英

雄，才能建造出这样特殊的工程。青春不再，记忆永存。如
今，汩汩流淌的渠水仍滋养着千万亩良田，仍诉说着建设
者们的丰功伟绩。

大别山功在革命，淠史杭兴利江淮。厚重的历史铸就
了皖西这片神奇的红色热土，灿烂的文化孕育了六安勤劳
智慧的英雄儿女。

弘扬淠史杭精神，倡导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
神、创造精神，着力培育时代新风；用好红色资源，深化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时代新
人。———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担当！
大别山起舞，淠史杭欢歌！沐浴新时代的春风，英勇的

皖西人民，将赓续伟大的大别山精神、淠史杭精神，勇毅前
行，奋力谱写现代化美好六安建设新篇章！

夕夕阳阳佳佳苑苑

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谢谢菊菊莲莲
EE--mmaaii ll ::4466774433667722@@qqqq..ccoomm

恩师三哥
韦国华

儿时的我们一年盼到头，最令人神往、激
动不已、兴高采烈的事就要数过大年了。因为
过年就意味着“穿新衣、戴新帽、吃美味、放鞭
炮”。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一过，年味就
渐渐浓了，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年”的味道，
家家户户都在不约而同地晾晒腊物，购买年
货，准备“年摊子”。然而，在那个物资供应紧
张的年代，如果谁家能在腊月里杀一头肥猪
过年，那简直是神仙都眷顾的逍遥日子啊！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

国大地，父亲在单位上班，母亲开始做点小
生意，家里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我
家人口多，住家院子大，有些剩饭剩菜倒掉
可惜了，奶奶决定养一头小猪，就算是“零钱
聚整钱”吧。
记得这是头纯种的皖西小黑猪，是初冬

时逮的，小时候喂着不觉得什么，一顿剩饭、
潲水拌上糠或者麸子就行了；随着它的体型
渐渐变大，事就多了，给它重新搭了个猪圈；
不够吃的，父亲联系豆腐店买豆腐渣。酱醋厂
的厂长是父亲好友，厂里熬糖稀剩的有糖渣，
于是哥哥和我就有事干了，每隔两个星期就
必须去把豆腐渣或糖渣运回家喂猪。让人难
为情的还是三天两头要去亲戚家开的饭店拉
泔水，当时我已经上初中了，用架子车拉泔水
走在街上若是被同学看见了，情何以堪？没办
法谁让俺们家穷呢，只好硬着头皮干。

随着时光的流逝，小黑猪渐渐地长大，
当年年底已长到100多斤，没有舍得杀，那就
继续喂着吧。又经历春夏秋冬一整年，眼瞧
着又到了年关，望着这头肥硕、足有300多斤
跨年的大肥猪，奶奶和父母决定杀肥猪过

年，日子就定在腊月十六。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当天一大早，杀猪

的师傅就扛着大木桶带着家伙什来了，看热
闹的小伙伴挤满一院子，两位师傅忙活一整
天才打理收拾完毕，除去毛、内脏、猪头等，
净重足有200多斤。

由于这头猪喂了一年多，肉膘子有一寸
多厚，肥肉在那个年代可是稀罕物，引得巷子
里的左邻右舍甚至别的巷子人都来买猪肉，
一个多小时就卖出去一大半。奶奶说：剩下的
给再多的钱也不卖了，留着自己家过年吃喽。
记忆中的镜头定格在大年三十，哥哥把

他的女朋友带回家过年啦，这可是双喜临门
的事啊，哥哥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们这
下也有了口福。哥哥做了凉菜、热菜20多个，
堆桌满盘的都是硬菜，卤猪蹄子、卤猪耳朵、
卤大肠、红烧排骨、清炖大棒骨等等，都是平
时吃不上的美味佳肴，全家人大快朵颐、开
怀畅饮。
此刻，整个巷子过年的鞭炮声此起彼

伏，不知为何小伙伴们都到这时候了还过来
凑热闹，纷纷过来打探：你家做的什么菜？咋
就这么香呢。噢！原来是被哥哥做菜的香味
吸引来的。
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

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令我回味无穷。如
今我们的生活质量比七八十年代有了天壤
之别，县城早已在九十年代末就不准许养猪
了，而那段“杀猪过肥年”的美好往事，已俨
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满满的回忆与谈资。如
何找回那失去的年味，而今也正成为每逢年
关人们都在关注与探讨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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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冬天
胡先友

过“肥年”
陈士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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