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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园采桑为谁忙
| 曹友伦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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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茶浅饮

无意之中走进无锡老年大
学“茶与文化”课堂，我们的授
课老师在第一堂课上，激情阐
述了我国最古老的茶室，它就
是坐落于惠山的“竹炉山房”。

史料记载，在“竹炉山房”
汲泉烹茶的帝王将相、高僧隐
士、文人墨客不计其数。为感
知惠山“茶文化”，我们特意去
惠山“天下第二泉”的“陆子祠
茶室”游学，寻访“竹炉山房”遗
址。遥忆当年，竹茶炉燃着松
针，古人们依山傍水听松啸风，
在品茶饮茗之余，留下翰墨诗
章。

古人风雅，饮茶讲究“茶美
水美壶美炉美景美人美”。六
美兼备，真的是万种风情。

笔者未有高人逸士情趣，
时常一个人喝茶。一个玻璃
杯，几片绿茶叶，不要太醇厚，
不必太甘甜。在电脑里码字，
就把茶杯放在书桌上；在沙发
里看书，就把茶杯放在茶几
上；在阳台上晒太阳，就把茶
杯放在窗台上。淡淡的茶，因
其淡而不腻，便有了隽永的味
道。

给我们授课的海先生从事
茶业40余年，是国家一级评茶
师。他几乎每堂课上都会自备
品种各异的茶叶，让大家一边
听课一边喝茶，观察茶叶在沸
水中呈现的色香味形。奇怪的
是，这位以“老茶客”自诩的任
课老师，手里总是端一杯白开
水饮用。有同学好奇地发问，
老茶客为什么总是喝白开水？
海先生郑重其事告诉我们：“味
蕾是有记忆的。”原来这位高级
评茶师日常坚持喝白开水，是
为了在茶鉴赏和茶质量鉴评
中，让自己的味蕾保持高度敏
感，力求公道公平公正地评定
名特优茶叶。海先生的职业素
养，让我们在敬佩之余，对茶文
化又多了几分领悟。

去秋，在宜兴阳羡茶场游
玩，遇见一位采茶婆婆。婆婆
垂髫之年便随家人上山采茶，
今年已过百岁寿辰。那几天，
天气像过山车似的忽冷忽热。
老人感觉头昏脑热、咽喉发痒
发干，就煮了一锅茶水，灌在保
温杯里，连喝了两天，说是“出

了几身汗，头里清爽了，没啥事
了”。

我好奇地问采茶婆婆：“婆
婆，您喝的是什么茶？”

采茶婆婆笑眯眯地告诉
我：“这是隔年的老白茶。”

我追根刨底继续询问：“婆
婆，这老白茶是什么品牌？哪
里有销售？”

采茶婆婆见我对茶有兴
趣，兴致勃勃告诉我：“这是茶
农自己做的日晒茶，不是机器
烘烤的名特优茶。是我们采摘
完嫩芽嫩叶以后，把剩下来的
老梗老叶收拢来，经过日晒，等
茶叶自然脱水了泛红了卷曲
了，就收藏在密封的坛子里，过
了两三年，就成了老白茶。”

我恍然明白，采茶婆婆说
的老白茶，就是一味天然中药！

古人云：“茶乃百病之药。”
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人们
生了病就嚼食树叶草根试图自
救。《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
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
解之。”荼，即茶也。茶，伴随着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程，逐渐
成为人们物质生活的“柴米油
盐酱醋茶”和精神生活的“琴棋
书画诗酒茶”（又一说“琴棋书
画烟酒茶”）之中不可或缺的内
容。

曾几何时，年轻的我不喜
欢喝茶。大概因为味蕾过于敏
感，总是对浓茶的苦涩记忆犹
新。退休以后，在一个闲暇午
后，偶尔泡一杯清茶，观赏着茶
叶的嫩芽在透明玻璃杯中缓缓
起舞，慢慢抿一小口，舌尖上久
远的回甘盖过苦涩，随之而来
的神清气爽让人欲罢不能。从
此，淡淡的茶成了我的案头必
备。

与爱好喝茶的同道中人聊
天，喝茶和穿衣戴帽一样，因人
而异，因为饮食习惯与体质差
异，有的人喜欢陈香醇厚的茶，
那是老茶树的味道，有的人喜
欢清香鲜爽的茶，那是幼龄茶
树的味道。原来红茶绿茶白茶
黑茶青茶黄茶六大类茶，无所
谓好无所谓不好，适合你的就
是最好的。

笔者喜欢淡茶浅饮，简单
随性，也自有几分惬意。

太湖之北的湖边上，有一个大桑园。
年轻时，我的家就在大桑园的石桥河旁。

在大桑园，蚕农除了养蚕，就常在桑
田忙活。养好蚕就一定要种好桑。

在那时走进大桑园，首先看到的是纵
横交错的排水沟。桑树怕水涝，一经水
淹，桑树就会死亡。因此，每年蚕农总要
清理挖掘排水沟。除此外，在桑田除草、
翻土、施肥也是交替着要干的农活。

大桑园的桑树在蚕农精心呵护下，都
长得枝壮叶绿，特别精神。远眺这一大片
广袤无垠的桑海，只见绿浪起伏，和东边
太湖中翻滚的白浪遥相呼应。大桑园的
绿波和湖中的白浪，仿佛一直在竞跑……

养蚕季节（主要是春天），大多蚕农就
在蚕室饲养春蚕。在蚕乡，养蚕卖茧是蚕
农赖以生存的主要生活来源。

蚕农在蚕室养蚕，看似悠闲，其实并不
轻松。蚕儿不分昼夜地吃桑叶、排粪便（排
出物俗称蚕沙），养蚕人就只能围着蚕匾
转，就是在深夜，到时也得起床喂叶除沙。

养蚕一般是女人干的活，但在我们大
桑园，男人也养蚕。在农村时，我也养过
两次春蚕。在蚕室的每个日日夜夜，我真
正体会到了养蚕人的辛苦。在养蚕时，我
反而期盼到桑田采桑。

其实，采桑也不轻松，桑叶是蚕宝宝
的粮食，因此，采桑是不能马虎的。那时，
我总不明白，在野外到处可见绿叶植物，
但蚕儿为何非桑不食呢？后来，翻阅资料
后我才知道，桑叶中的水、蛋白质、糖类、
脂肪等都是蚕儿生长发育所必须的营养
物质。而桑叶中特殊的蛋白和糖类，更是
蚕宝宝形成绢丝液所必须的原料。

蚕农采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粗活。
蚕儿在各个蚕龄期对桑叶的要求各不相
同，尤其在蚁蚕期（幼蚕形似蚂蚁），甚至
每张桑叶都要经过仔细筛选。

第一次喂蚁蚕的桑叶更是挑剔，采桑
时要选择叶片新鲜、黄绿适中而又偏嫩的

叶子，一般在桑枝上的第二、三片嫩叶。
选叶不慎，会直接影响幼蚕的生长发育。

蚕宝宝在生长中只是不停地吃叶，只
有在休眠期才停止食桑。休眠时，它只是
呆呆地伸着脑袋睡，一动也不动。整个蚕
龄期，蚕儿要休眠四次。醒来时它们都会
脱去一层皮，每一次蜕皮，蚕儿就长大一
些。休眠醒来的蚕儿马上又要吃桑叶。
蚕农在难得的休养生息一天后，就又要到
桑田采桑了。

每当在桑田采桑，我总会想起李白的
诗句：“绿条映素手，采桑向城隅。”这时，
我也总会苦笑着伸出粗糙的双手，并不由
自主地望向白浪滔天的太湖……

蚕宝宝在第四次休眠（大眠）醒来，就正
式长大了。长大的蚕儿胃口也大，那时也是
蚕农最繁忙的日子。大蚕时期，不说蚕农在
蚕室喂叶更加费时费力，在桑园采桑也用上
了大号篾篮，一担篾篮的桑叶起码要一百多
斤。这时，待家的蚕农犹如后备军，也要上
阵了。妇女们只顾忙着在桑田采桑，壮年男
人就把满篮的桑叶担回蚕室。

采桑虽然很累，但我喜欢采桑。因为
在采桑时不但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还可吃
到桑椹子。大眠后的桑椹子熟了，成熟的
桑椹呈紫褐色，极像紫色的玛瑙，放在嘴
里，甘甜生津。有些还未熟透的桑椹是红
色的，吃着甜中带酸，却也别有味道。

大眠八九天后，蚕儿的胃口就逐渐减
退，行动也变得迟钝起来，蚕宝宝老了。
老蚕像玉石般晶莹剔透，在阳光的透射
下，蚕体呈半透明状，老去的蚕儿在这时
就要吐丝结茧。在此时，蚕农常围着蚕匾
搜寻老蚕。选中的老蚕捉住后就放在草
龙上，这叫上簇（也称上山）。只有蚕儿都
上了山，蚕农的采桑才告结束。

如今，大桑园早已消逝，取而代之的
也是以绿色唱主角的湿地公园。现在，每
当我在湿地公园中漫步，仍然觉得面前有
无边的桑海在涌动……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让金融服务走进客户心里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是民生银行的
企业使命，而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突出
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客
户提供有情怀、有温度、有品质的金融服
务，是金融行业提升服务水平，服务社会
民生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实践。

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
“你们民生银行可以给我们个体户加

急开单位账户么？我刚在商贸城开了三
个店，做五金生意的，急需开基本户，可以
帮我预约快一点办理吗？”2月8日，春节
假期刚过，民生银行无锡北塘支行接到蔡
先生的咨询电话。当天时间已到15时，
电话中支行业务人员立即指导客户通过
线上预约方式开户，同时与柜面对接开户
事宜。16时30分，客户带着营业执照、身
份证来到了网点，银行工作人员立即为客
户开辟小微企业绿色通道，1个小时后，
三个基本户顺利完成开户。同时，依据小
微企业减费让利原则，银行免收了开户
费、账户管理费等。客户办完全部手续
时，激动不已，对民生银行的高效流程和
贴心服务赞不绝口。

民生银行无锡分行积极践行“支付为
民、开户不难”的工作理念，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杜绝“一刀切”行为，提供简易开
户服务，提高开户便利，全面推出“企业开
户e”产品，通过线上预约、简单填单、进
度查询、快速交付、远程核实等优化小微

业务账户质效管理，并对所有小微企业执
行免收开户手续费、账户管理费、网银工
本费、网银汇款手续费减免等多项优惠措
施。

将服务做到客户心坎里
2月28日，一群外来务工人员走进民

生银行宜兴支行，咨询办理借记卡的事
宜。客户表示办卡是要用于发工资，但是
工作单位地址距开户网点较远。业务主
管耐心跟他们进行沟通，在进一步沟通中
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单位控股总公司在大
连，并通过系统查询到总公司在民生银行
其他分行开过单位账户。为此，银行工作
人员根据系统里单位预留的联系电话进
一步核实，得到了确切答案。最终，根据
综合判断，网点为六位客户办理了借记
卡，并按照账户分级分类管理办法给账户
设置了适配的转账限额。民生银行无锡
分行在提供银行账户服务过程中，坚持

“两个不减、两个加强”基本原则，统筹平
衡“优服务”与“防风险”两项工作，实施客
户分级分类管理，提升银行账户服务水
平，切实解决流动就业群体开户难问题，
积极践行“支付为民，开户不难”的理念。

践行初心使命，强化为民情怀，中国
民生银行无锡分行时刻将群众民生之事
挂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人民群众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