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月琴
五月的沙澧河畔，热闹非

凡。五月的漯河，好戏连台。
风景秀丽的沙澧河风景区红

枫广场像一位盛装的新娘，被各
种花灯打扮得靓丽多彩。沙澧河
畔霓虹闪烁，到处洋溢着节日的
喜庆氛围。“食全食美 漯在其
中”2024年漯河市食品文化旅
游宣传月活动吸引了来自四面八
方的人们。轻盈优美的舞蹈、妙
趣横生的相声、神秘莫测的魔
术、字正腔圆的戏曲联唱……参
加演出的演员，大多是名家名
角。他们齐聚漯河，为广大市民
和外地游客奉上了一场精彩的文
旅盛宴。

5月1日晚上，“辣艺荟萃·
远古回望”河南省优秀民间文艺

节目展演拉开帷幕。这些节目，
有的是市级非遗，有的是省级非
遗，还有的是国家级非遗，如陕
州锣鼓书、西平大铜器、牧野战
鼓，还有小时候经常看到的舞
狮、舞龙、抬花轿……都说众口
难调，但这个晚上的民间文艺节
目展演花样繁多、亮点频出，恰
到好处地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欣赏
需求。依我看，众口难调的原因
还是“调料”太少、太单一。看
我们沙澧河畔的这一场大放异彩
的精神文化盛宴，你还会觉得众
口难调吗？

最让我难忘的是5月2日晚
上的“铿锵滚烫·沙河唱响”河
南戏曲专场演出。当我看到舞台
前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听到那一
句句耳熟能详的唱词的时候，恍

然有一种小时候在村里看戏的感
觉，周围摩肩接踵的都是亲亲的
乡邻。但是，在看到舞台上那闪
烁的灯光和红枫广场周围装饰着
的彩灯时，我清楚地知道，我在
现实中，我在美丽的沙澧河
畔，台上倾情献唱的都是河南
戏曲界的名家。此刻，我最遗
憾的是不能把父亲母亲带来，
让他们近距离目睹他们心中偶
像的风采，近距离感受戏曲的
无限魅力。父亲母亲都是20世
纪5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
同的爱好——看戏。豫剧、曲
剧都是他们的心头好，河南戏
曲演员的点点滴滴他们聊起来
也是如数家珍。幼年时，我跟
着父亲母亲看了不少的戏。如
今，听着舞台上豫剧 《朝阳

沟》《风雨行宫》《香魂女》选
段、曲剧《李天保娶亲》《红色
娘子军》选段那字正腔圆的唱
腔、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对我
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如果
能带着父亲母亲到现场聆听这些
名家唱段，他们一定特别满足、
特别感慨：是什么样的城市这么
有魅力，让那么多的戏曲名家在
同一个夜晚聚在一起登台演出？

红枫广场上，每周六的
“只有漯河”千架无人机表演，
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5月
3日晚上的千架无人机表演尤为
出彩。一架架无人机像变魔术
一样在空中组合出各种图案，
有腾飞的巨龙、美丽的仙女、
正在发射的火箭、手擎国旗的
宇航员，还有“食全食美 漯在

其中”的巨型字幕等，让我不
由暗暗惊叹科学技术的发达。
何止是无人机科技，漯河的食
品行业更是行业中的翘楚。火
腿肠、方便面、胡辣汤……无
论哪一个，拎出来都有响当当
的名声；无论哪一种，说起来
都叫人垂涎欲滴。当我看到
2024年首批漯河礼物评选名单
的时候，更是为家乡漯河感到
无比的骄傲和自豪。除了食
品，还有很多的漯河品牌、漯
河文化、漯河元素在全国都叫
得非常响亮，怎不令人感慨万
千！

观美景、尝美食、品盛宴，
食品名城、魅力漯河，正以绚丽
的姿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至沓来。

观美景 尝美食 品盛宴

■安小悠
五月是“食全食美 漯在

其中”2024 年漯河市食品文
化旅游宣传月，能写的素材太
多了。这也想写，那也想写，
一边担心厚此薄彼，一边又想
面面俱到，我只能以笔为镐，
尽力深挖，以期掘得清泉一
泓，蘸来写一写我所知道的漯
河的“食”和我眼中的漯河的

“美”。
5 月 3 日晚，我带着孩子

步行来到沙澧河风景区红枫广
场，只见十里灯廊华灯璀璨、
游人如织，“魔力食足”游园
秀正在举行。舞台中央，魔术
师手持“月光宝盒”，响指一
弹，盒中闪现一根贾湖骨笛，
让人惊呼，接着轻轻一吹，又
变出一大盒双汇火腿肠，现场

分发，观众为之沸腾。儿子有
幸分得一根椰果肠，是他最喜
欢的口味。

看着儿子吃得津津有味，
我忽然想起南街村的北京方
便面。说起漯河特色小吃，
绕不开它；说起童年味道，
也绕不开它，我们叫它“老
北京”，从小吃到大。那时表
姐在方便面厂上班，每次休
假都会给我和弟弟带回一大
包 碎 方 便 面 。 面 虽 然 是 碎
的，但味道不变，所以我和
弟弟最盼望表姐来。就像咸
味 来 自 大 海 、 香 味 生 自 阳
光，一个人对味道的记忆与
成长和经历有关，饱含着对
旧时光的深情眷恋。

我在福州读大学时，工程
学院的小袁同学家是南街村

的 。 有 一 次 他 给 我 打 电 话
说，送我的礼物放在宿管阿
姨那里，叮嘱我去拿。等我
去 拿 时 ， 发 现 竟 是 一 大 包

“老北京”，千里之外吃到家
乡味，那激动之情堪比海外
游子吃到妈妈做的菜。虽然
后来我们相隔千里，但这件
事我一直记得。

前天看报纸，双汇、南街
村皆被评为首批漯河礼物推荐
品牌，真是实至名归。记得幼
时每逢春会，亲朋好友带来的
礼物不是北京方便面就是双
汇火腿肠，都放在西屋我的
书桌上，那是一年中最富有
的日子。春会过后，方便面
和火腿肠可尽情吃。方便面
揉碎了撒上辣椒粉干吃，或
拿开水泡着吃，没开水时拿

凉水泡得外软内硬也吃过。
方便面配火腿肠，就如炸鸡
配啤酒，是完美组合，是回
忆中绕不开的味道。它们是
漯河的符号，无论是外地朋
友来漯，还是本地人外出，
行李箱里少不得它们，对前
者而言是来过的证据，对后
者来说是故乡的慰藉。

随后几天，通过直播，我
看了河南坠子 《食全食美我
的家》、相声 《叫卖声声》、
舞蹈 《好收成》《独杆轿》 及
唢呐演奏 《百鸟朝凤》 等，
都是极富漯河元素的节目，
非常精彩，让人心生身为漯
河人的自豪感。此外，让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戏 曲 《朝 阳
沟》 的经典选段，“你要愿走
你就走，我坚决在漯河干他

一百年……”戏词一改，不
仅更接地气儿了，还能让人
会心一笑。

何其有幸，我挚爱的这片
土地上，有美食、有花、有
河、有可爱的人、有动人的传
说……这么多年，安吾心处，
只有漯河。在我家的橱柜里总
少不了几袋“老北京”、少不
了几包“王中王”，吃上一
口，就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
变回了那个眼神亮晶晶的小孩
子。

晚风轻抚，我牵着儿子的
小手走在回家的路上，最初不
知如何下笔的苦恼在晚风中消
弭了，忽然觉得，即使什么也
不写，也不减我对漯河的爱的
分毫！晚风再起时，我就沉醉
其中了……

沉 醉 晚 风 中

■王春红
5月3日晚的漯河夜空，灰

黑色的天幕上，没有一颗星
星。

突然，正在沙澧河风景区
红枫广场观看节目表演的人群
同时昂首观望，只见闪亮的

“繁星”排着整齐的方阵，在
人们的注视中缓缓前行，闪烁
着向广场上空移动。顿时，暗
淡的天幕上“繁星”点点，夜
空璀璨。刹那间，星河欲转千
帆舞，“繁星”眨着眼睛变换
队形，天空出现了一条五彩斑
斓的游龙，继而是翱翔九天的
凤凰，接着是腾空的火箭，栩
栩如生的宇航员……充满魔幻
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当天
空中闪烁出现“千机飞只有漯
河”几个流光溢彩的大字时，
现场的观众无不交口称赞，拍
手叫绝！

此时，“魔力食足”游园
秀正在进行魔术表演。这是

“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2024
年漯河市食品文化旅游宣传
月的第四场演出，著名魔术
师丁德龙、马志、崔奇骏等
纷纷登台献艺。他们用精湛
的技艺“变”出各种漯河美
食，大有源源不断、取之不
尽之势，现场的观众被带进

一个充满魔幻的真实世界，
真可谓是“魔力食足”。我很
想一探究竟，可无论怎样睁
大眼睛，终是无法看出这些
魔术手法的奥秘。

思 绪 飞 扬 ， 我 心 激 荡 。
这样的视听表演，这样的文
化盛宴，我从来没有想到会
如此充满魔力。回想这些年
来漯河的发展变化，就像有
一双魔力之手在悄然推动，
只要你稍不注意，崭新的市
容市貌就会不经意间展现在
你的面前。

不知从哪一夜开始，沙澧
河岸边的树木都披上了霓虹，
河水碧波荡漾，树木流光溢
彩，徜徉其中，如走在梦幻之
境。照射灯投在地面的一幅幅
画面，有波涛翻滚的大海、花
团锦簇的春天、傲霜凌雪的红
梅……一幅喜鹊在枝头欢叫雀
跃的画面刚投射出来时，一个
小男孩飞快地跑上前，却见地
面上喜鹊依旧，小男孩脱口而
出：“妈妈，你看，人来鸟不
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
座网红桥——澧月桥飞架澧河
两岸，吸引着每个听说了它的
人都去打卡。几个月前，它还
是另外一副模样。似乎只有短

短几天的时间，绿色的施工防
护网撤掉后，它就成为现在的
新模样。我目睹了它的变化，
却深感它变化太快。真正的速
度是看不见的，像风起云涌、
日升月落，也像技艺精湛的魔
术师的表演。

漯河历史悠久，不说作为
字圣故里的文脉底蕴、贾湖遗
址的远古笛声，单是作为食品
名城享誉全国的这一殊荣，就
足以让每一个漯河人自豪！在
中原大地麦子即将成熟的季
节，漯河这座美丽的小城捧出
最丰盛的食品，敞开胸怀迎接
天下宾客。双汇、卫龙、南街
村，一个个响当当的食品名
牌，已成为人们舌尖上的经典
味道，成为千家万户生活中有
滋有味的美食。

在漯河这方热土上，每一
缕升腾起的人间烟火下，都有
一个低头俯身吃苦耐劳的漯河
人。我想，这就是漯河发展变
化的魔术师——勤劳智慧的漯
河人民。

生为漯河人，我是幸福
的。我会用心去倾听这座城
市跳动的脉搏，用肌肤去感
受这座城市的烟火的温度，
用脚步去丈量脚下的每一寸
土地……

魔 力 漯 河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
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
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
启迪人生。邮箱：siying3366@163.com

征稿启事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周桂梅
民间有句俗语：“好吃不

过饺子。”饺子，是一种将人
们的心情和味蕾连接起来的
美食。每一顿饺子都有一个
故事，每一次品尝都能让人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一张小小的饺子皮，包着家
人的关怀，包着岁月的记忆。

转眼，又一个春天悄然降
临，期待已久的十里春风正
拂面而来。田野里，麦苗返
青，一望无边。站在绿油油
的田埂上，望着田间各种鲜
嫩 的 野 菜 ， 那 种 细 腻 的 滋
味，不停地在我舌尖跳动，
勾起了我的许多往事。

记得多年前，我的小女儿
刚出生不久。因为是第二次
剖腹产，我需要在医院静养
一个星期。住院期间，我一
滴奶水都没有，身体还非常
虚弱。出院回到家后，母亲
除了为我煎中药，还挖一些
野菜包成饺子让我吃了好疏
通经络。其中，荠菜与鸡蛋
搭配包出来的素饺子让我终
生难忘。当时，刚好是农历
二 月 初 ， 我 们 家 离 河 堤 很
近，河堤上有各种野菜。刚
开始，母亲用荠菜包饺子，
后来用鲜嫩的艾草尖、枸杞
尖、蒲公英、车前草、地木
耳等搭配炒鸡蛋变着花样包
饺子。每次用这些野菜包饺
子时，母亲都非常用心。她
把这些野菜淘洗干净后，只
挑拣鲜嫩的给我包饺子，其
他 的 留 下 来 焯 水 后 凉 拌 着
吃。母亲用焯野菜的水给我

下饺子吃，一来营养丰富，
二来功效倍增。没想到孩子
满月后，我的奶水充足了，
气色也好多了。这些野菜饺
子，不仅治愈了我一受凉就
咳嗽的毛病，还缓解了我肩
膀疼、胳膊疼的症状。等过
双满月后，母亲又割一把二
茬韭菜搭配鸡蛋、藿香、茴
香包成饺子，让我食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亲渐
渐 老 去 。 记 得 母 亲 80 岁 那
年 ， 她 的 哮 喘 病 越 来 越 严
重，加上牙齿不好，什么都
吃不下去。她在弥留之际用
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想吃一顿
韭菜饺子。当时正值深秋，
大部分韭菜正在出韭花，已
经有点儿老了。我挑选了一
把最嫩的韭菜在破壁机里打
成碎泥状，和炒鸡蛋搭配在
一起，包了一碗韭菜饺子端
到母亲面前。母亲美滋滋地
吃了两个饺子，然后欣慰地闭
上了眼睛。也许是我们家和饺
子有缘，养父患病住院期间，
附近的小吃店都吃遍了，没有
找到符合他口味的食品。他心
心念念想吃一顿素饺子——萝
卜豆腐馅饺子。因为养父患的
是肺癌，萝卜能够清肺，豆腐
可以补充蛋白质。经医生同
意，我隔三差五就会给养父包
一顿萝卜豆腐馅饺子吃。

随着季节的变换，我会挑
选一些蔬菜和野菜，调配馅
料 ， 包 一 顿 素 饺 子 犒 劳 自
己。有人说：“饺子，是母亲
手 中 的 温 暖 ， 是 家 庭 的 相
聚，传承着爱的味道。”

一碗素饺子

■张 琪
“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

息。”这句偶然从书中看到
的诗，让我深深回味，久久不
能忘怀。

如今的城市里，桐树比较
少见，而我小时候生活的小县
城里，桐树却随处可见。每年
春天，桐花开满枝头，粉紫色
的花朵像一片片彩云，让整个
小城都如梦如幻。

桐花开在清明时节。古时
的人们把花开时吹过的风叫
作“花信风”，意思是带有开
花音讯的气候，而清明时节
的花信风便是桐花。“一候桐
始华，二候田鼠化作鹌，三
候虹始见”，意思是桐花开放
之后，草木繁茂的春天才真
正到来。

小时候我家门前就有几棵
桐 树 ， 根 深 叶 茂 ， 枝 丫 交
错，高出屋顶许多。花开时
节的傍晚，满院子都是桐花
甜甜的香气。全家人坐在桐
树下吃饭时，头顶那一树繁
花就像一大片氤氲的晚霞，
常有桐花飘落在桌子上，甚
至掉进碗里。

我和小伙伴经常在晚饭后

坐在桐树下玩，把掉在地上的
桐花串起来，做成花环、手
串，戴在头上手上。

桐花还是餐桌上的美味。
小时候生活条件差，田野里的
各种野菜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
味。据说桐花清肺利咽、解毒
消肿，所以极受人喜爱。桐花
开的时候，心灵手巧的家庭主
妇把桐花摘下来，洗干净，热
水烫熟后用冷水浸泡，挤干水
分后剁馅包包子、包饺子，
不等饭做好，那股草木的清
香就让人垂涎欲滴。桐花拌
上 玉 米 面 和 白 面 上 笼 屉 蒸
熟，浇上香油和蒜汁，更是
一道不可多得的佳肴。还有
桐花烙饼，软香清甜，如果
再加上一勺白糖，那滋味不
亚于今天的各种鲜花饼。

如今，桐花已成为我记忆
中遥远的一片紫色云彩。唐代
诗人元稹曾寄白居易诗云：

“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
白居易回：“桐花半落时，复
道正相思。”多么美好、多么
让人羡慕的朋友情谊啊！

怀念那桐花满树的岁月，
怀念能一起窃窃私语到天明的
小伙伴。

关于桐花的记忆

夜晚的彩虹桥（油画） 杜联军 作

泛舟沙澧（水彩） 王 远 作

一

食品名城景色醇，连台好戏绽清芬。
河山胜景迎祥瑞，文化流芳处处新。
云入画，水怡人。红枫助阵捧丹忱。
八方宾客闻香至，论剑高峰献美芹。

二

五月沙河万帜红，虹桥远跨势威雄。
忽闻战鼓如雷作，遥看千舟似蛟龙。
风浅笑，柳扬鬃。健儿竞渡快无踪。
听凭邻座惊回首，我自欢呼声若钟。

三

沙澧门开迎远朋，美食含笑列奇峰。
卫龙突起惊天下，双汇居中取互赢。
携老友，逛名城。万千气象画中凝。
小吃可有牵情处？胡辣汤里舞渡风。

四

数百非遗一望殊，民俗古韵向天铺。
葫芦烙画开诗境，剪纸轻灵入画图。
捏面塑，劲头足。泥巴树叶攥成珠。
漯河饱蘸云中墨，挥就文旅盛宴书。

五

五彩灯光映夜空，千机列阵竞葱茏。
小城文旅方成器，沙澧风流水是宗。
逢盛世，两河淙。“三城”共建焕新容。
痴情最数食博会，诚意年年擎满盅。

鹧鸪天·食品名城
■王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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