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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觉得，上一个春天的花还没看够，这一个春天又赶趟来了。就像一位作者
说，开春了，我们的眼里、心中，藏着的那些美好秘密，开始发芽了！这一期点题征文
就写写：开春想做的几件事。当然，好好做一件，也是美好的。

来稿请投至：423443445@qq.com，标注“点题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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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春天
□李万虎（宁夏银川）

两个人的厨房
□卢海娟（吉林通化）

每年三月份的时候，我喜欢驾车去贺兰山
脚下的沿山公路寻找春天。一个晴朗的中午，
车随意停下来。找一处空旷的向阳坡坐下来，
静静地观察聆听。你会发现，城市的春天还没
完全苏醒过来的时候，田野里的春天已经是一
片繁忙的景象。野草发了芽，尖尖的、嫩嫩的、
绿绿的，只是混合在那些枯草叶片中并不那么
显眼。冬眠的各种虫子，早已出了洞穴，晒起
了太阳，甚至发出一星半点的叫声。

春日里，坐在那样的山坡上，置身大自然
的怀抱，享受自然之美，放松身心，思绪就会情
不自禁回到故乡，想起很多开心的事情。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跟着大伯去山上的
地里春耕。放眼望去，路两边的山上还是一片
荒芜。我漫不经心地走着，突然，走在前面的
大伯一声惊呼，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我原
以为是野兔、野鸡之类的，等跑过去一看，只见
一大片迎春花密密麻麻地匍匐在向阳的山坡
上，金黄色的花气质非凡，格外艳丽，让人心生
欢喜。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春天，也是震撼了
我幼小心灵的春天。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美食名片。我太懒，
至今没去研究过代表银川的美食名片。但每
次从贺兰山回来，我会心心念念地去同心街买
一份鸡蛋灌饼。在我心中，鸡蛋灌饼也是银川
的一个美食名片。因为，在我去过的不少西北
城市中，银川的鸡蛋灌饼最称我的心，最对我
的口味。

至于什么时候喜欢上鸡蛋灌饼，我已记不
清，但对它的喜欢已经根深蒂固了。单位没搬
迁的时候，在小巷口有一家鸡蛋灌饼店。老板
的做法是把鸡蛋液灌进烙至半熟的饼内，继续
煎烙后再放进炉灶内烤，烤好后抹上酱，夹生
菜、土豆丝、火腿肠，吃起来酥脆鲜香。我上班
的早餐，复习考研的晚餐，大多都是吃他家的
鸡蛋灌饼。

这个春天，如果有想做的事情，那一定是
去贺兰山寻找春天，回来时美美地吃一份鸡蛋
灌饼。

我做饭，老公帮忙打下手。
老公不帮忙，坐沙发上玩手机，我肯定会生

气。他帮忙，我可能更生气。
中午吃什么，菜单往往来自头天晚上。要

减肥，还想吃肉，据说鸡胸肉是首选。老公爱吃
甜，准备做个糖醋鸡胸肉，灵感来自于糖醋里脊。

准备好食材，随自己心意切成条。老公看
网上的做法，说我切的条不合格，粗细不均。

细一些，不是更容易加工？
老公可不这么想，说我瞎弄，不按要求做。
本着不吵架的原则，我闭口不言。
如何裹上面糊油炸，意见还是不一样，老公说

是要把生粉放到肉里抓，要反复放三次，抓三次。
我嫌麻烦，只把肉稍稍调味，准备放到面糊里裹。

油烧得足够热，我把肉条放到面糊里裹好
下了锅，老公还在他的思绪里，非要把面糊倒到
肉上，准备抓。

我白了他一眼，直接把小钵里的肉倒进面
糊碗里，才不让他抓。

他还在絮叨，说那个碗太小，施展不开。
油已经热了，我的火气也快要控制不住啦。
我端着碗，背对他，气呼呼把肉搅拌一下，

再用筷子把粘满面糊的肉条下入锅中。实践证
明，这样炸出来的肉条很漂亮很成功。

老公抻长脖子看了看，没挑出毛病，摘下手
套，拿了个大笊篱继续帮忙。

他一点也不偷懒，我放锅里一个肉条，他立刻用

笊篱搅拌，搅得锅里满是碎屑，肉条都粘到笊篱上了。
我让他不要动，等肉条定型，他说，不动，肯

定会煳锅。笊篱依然很忙，又捣又敲——真是
千般无奈呀，我承认我和他就是一双平行线，思
维不会有交点。

我恨不得把沾满面糊的筷子敲到他的脑袋
上，把他脑袋里的糊敲出来；我恨不得把他手里
的笊篱抢过来，扔到他脸上去。但是，冷静，这
种事只能想想，毕竟，孩子就要回来了，等着吃
饭呢，可没功夫吵架。

老公跑前跑后，操作台满满当当。两个人
的厨房，注定南辕北辙。

我只是想，那些不做饭的女人是怎么做到
的？有位女同事，天天发她老公做饭的视频，那
人从冰箱里拿出冷冻食材，不洗，直接下锅炖
煮。换作是我，实在无法接受！

我们家，我一直是主厨，常常被帮手搞得措
手不及的主厨。

孩子回来了，老公终于不再帮我，开始去盛
饭。我终于可以从容地起锅烧油，加番茄酱、
糖、醋调汁，把小盆里炸好的肉条裹好，盛在我
准备好的盘子里。

厨房里，鸡飞狗跳之后，总会有几个小菜战
战兢兢地出炉。餐桌上，小菜们被挑挑拣拣，被
品评诟病之后，还是进了我们的肚肠。

不太成功的小菜，不太成功的日子，每一
天，都如此。

江南的早春乍暖还寒，那些蛰伏了一
冬的野菜就已经感知到了春天气息，不顾
寒冷早就把嫩芽伸出了土壤。

每年此时，墨绿闪亮的艾叶青团，升腾
着暖暖香香的热气儿，诱得我魂牵梦绕。
它的香味也飘呀飘，飘洒在家乡的每一寸
土地，充盈着每一个父老乡亲的心田。

做青团，先从采摘野艾开始。野艾也
是一位春天的赶集者，迫不及待去感受春
天的气息。这时的野艾还很小，匍匐着长
在枯黄的野草当中，不注意看还难以发
现。只要天晴几天，气温上升，野艾便挺立
身姿迅速长大。这时，就可以呼朋唤友拎
只竹篮，带上小剪刀到田野里采野艾了。

刚剪下的野艾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芳
香。不觉中，竹篮里满是一堆翠绿鲜嫩的
野艾，看着就叫人满心欣喜。回家后，母亲
把刚采摘回来的艾叶倒在地上，拣去老叶
杂物，收拾好再洗净，等锅中水开以后，加
入食用碱，把艾叶放入开水中焯下水即刻
捞起。这时的叶子绿得如墨，仿佛整个春
天的绿意都浓缩在了这儿。艾叶煮好了，
连同汁水趁热掺进早已准备好的米粉中。
把粉团用力反复揉动，使其有韧性为止。
不久，一个大大的绿色粉团就出现在我们
面前。用湿布盖上醒上几分钟就可以包青
团子了。

接下来，母亲要叫来左邻右舍帮忙包
青团子，家长里短闲聊着，气氛一下子热闹
了起来。先从粉团上摘下面皮，搓揉成圆
团，用指头在中间戳一个洞，用大拇指和食
指卡在粉团两侧，然后一边旋转一边捏。
很快，一张圆圆的馅皮做好，仿佛是一只小
碗呈现在眼前，再把馅料填进去，慢慢将馅
封住。呵呵，一个胖乎乎模样可爱的青团
就做好了。

做青团子的馅料主要分咸甜两种馅
料：咸的有酱干、笋丝、腊肉等馅料；甜的有
豆沙、枣泥、芝麻糖等。母亲知道我最爱吃
甜的青团，每次做都会多做一些。为了便
于识别青团里面的馅料，母亲把甜馅料的
青团印在模子里，这样，青团的周边有齿
纹，表面上一个“花开富贵”的图案。等青
团全部做好了，将青团放入蒸笼，上大锅旺
火蒸熟。蒸熟的青团油光发亮，氤氲的雾
汽里透着诱人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

刚出笼的青团还很烫手，趁着升腾的
热气，我就迫不及待抓了一个，烫得“哇哇”
直叫，左右手不停来回倒换。酱干馅料的
一口咬下去，腊香扑鼻，满嘴冒汁；而芝麻
和豆沙的甜馅料在爽滑的青团粉皮包裹
下，犹显劲道十足，软糯适口。

如今，虽然远离家乡，但每到清明节，
我都要带上孩子回家扫墓。现今母亲年纪
大了，腿脚也不利索了，但母亲依然不改以
前的习俗，早早备好食材，请邻居做了不少
艾叶青团，等我回去吃。

小时候软糯的艾叶青团是解馋的，如今
的艾叶青团是解乡愁的。咬上一个艾叶青
团，舌尖味蕾里熟悉的味道慢慢溢出。母亲
还是用那慈祥而安静的眼光看着我……

最是青团解乡愁
□江初昕（江西九江）

不负春光。摄影沙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