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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 □王自亮（长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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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出平湖
□陈国众 摄

红枫碧透
□陈国众 摄

用手机记录生活，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将眼前的风景定格。爱家乡，更爱镜头里的新乡，为文明新乡点赞。
来稿要求：展现新乡城市美景、宜居环境、风光地标、美丽生态等方面，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
投稿请发至邮箱：pywbmywy@126.com

小时候，农村家家做饭都是烧地
锅。所谓地锅，就是用砖或土坯砌锅
台，上面放一口大锅，前有灶口，后有
烟道，旁边还架一个风箱。这地锅有
的设在院子里，完全露天；有的就在院
子角落，搭上个简陋的棚子。要烧水
做饭了，木柴或是茅草塞进灶口，木箱
拉动，随着啪嗒响声，一团团火苗跳动
着，从灶口钻出来。不多时，一阵阵香
气就从锅里冒出来。此时，烟道上也

有一股青烟冒出。
每天傍晚，家家做饭，一股股青

烟就从各个院落飘出来，像一条条丝
带，悠悠然而去，成为乡村最动人的
一道风景。乡村妇女站在院门口喊：
二蛋、三狗，回家吃饭了。就像敲着
木棍唤回家的鸭儿一样。很快，不远
处传来几声应答，腾起一阵灰尘，一
个个玩得土头土脑的孩子跑回来
了。若时间长了，还没有人应答，那

声调就急了。
乡下的孩子都是散养的，乡村就

是一个大的运动场，一方乐园，尽可让
孩子们自由撒欢儿。在这方天地中，
他们玩得快乐，玩得自然，玩得纯粹。

渐渐长大，曾经见惯了的乡村一
切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地锅变成
了煤火，煤火变成了天然气灶，那炊烟
自然也就不见了。

不管走到哪里，看到炊烟就觉得
亲切，看到炊烟就觉得美，坚硬的心
变得柔软，孤独的人也不觉得孤单。
炊烟成为一种意象，早已融入我们的
血液，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基因。让
每一个乡村走出的儿女，痴念不已，
梦萦不已。

有个朋友一直独身，大家劝她，她
说，她等待的是一个炊烟升起的地方。

是的，烟火人间事，最美是灶
台。从少年到成年，从成家到立业，
碌碌奔忙，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一个属
于自己的炊烟升起的地方，每个人都
在萦系着炊烟升起的地方。那是烟
火人间，那是百味人生，那又是最朴
素、最浪漫、最深情的地方。它象征
着爱和温暖，象征着那种平淡朴素的
家和生活。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
一起慢慢变老。”我说这世界上最浪漫
的地方，就是那飘着青烟的灶台。

炊烟升起的地方 说原阳是吃货的天堂绝不过分。因为
走在原阳的大街上，那门头招牌琳琅满目，
最引人注目的都是饭店。大到川、豫、湘、
粤各个菜系，小到蒸、煮、卤、炖各种类别，
大饭店，小特色，可全！

原阳的特产都和吃有关，原阳大米、原
阳凉粉、原阳烩面、原阳黑米醋四大特产无
一不是吃。就连最具特色的原阳话，在老家
一见面就问：吃了吗？原阳人好客，朋友邀
约，常说的话就是：有时间来原阳吃烩面。
怪罪走出去的老乡见面少了，也是说：也不
来吃烩面了？仿佛忘了烩面就是忘了本，美
其名曰：上车饺子下车面，张嘴闭嘴玩个吃。

不仅是饭店多，也不仅是特色全，原阳
人把吃玩大了！原阳成立了预制菜产业
园，啥都有，啥都做，家里只要有天然气、
水，就能做出各种美味佳肴来。有人跑淄
博去吃烧烤，去西安吃个泡馍，那是去吃个
感觉，到了原阳你会发现，你长途跋涉所吃
的，居然是跑了个路！

吃在原阳，美食在原阳。

吃在原阳

寒秋临湖月朦胧，
波动万顷烟气生。
行人寥无车马稀，
即回故舍温春梦。

寒秋临湖
□李艳芳（新乡市）

□诗词采撷

□老家味道 □娄渊民（原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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