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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台的阿姨 我们的乐活农场

徐静到火车站服务台工作
两年多了，天天为南来北往的旅
客咨询服务，少不了被“谢谢”，
有点听麻木了。不过，有一种奶
声奶气的“谢谢阿姨”，甜蜜蜜
的，那是孩子的心声，她百听不
烦。

前不久，两个走失的孩子被
父母从服务台接走。徐静送他
们到检票口，本不想送到站台。
忽然4岁的小妹妹看到徐静不走
了，奶声奶气地对爸爸说：“阿姨
怎么不走啊！”听了这话，徐静赶
紧过去抱过孩子，孩子马上双手
搂着她脖子。这样一直到站台，
上车才不舍地松开。

孩子这么黏徐静，其实两人
才相处半个多小时。孩子是下
午两点钟与13岁的哥哥，从到北
京的 1462 次列车上交下的。他
俩本该与父母同行，苏州站上车
时，父母买的是硬座票，给他俩
买的卧铺。把他俩安顿到卧铺
车上，父母下车从站台走向自己
硬座车厢时，列车开了。看到父
母落在站台上，哥哥还好，4岁小
妹妹一直哭，到了无锡站交到徐
静的手上还在哭。

几乎每个月都有三四起这
样孩子与家长走失的事发生。
有的孩子会主动到服务台告诉
徐静“找不到妈妈了”；有的，原

地哭。看到这些孩子，作为两个
孩子的妈妈，徐静总是感同身
受，又心疼又焦急。为了安慰这
些孩子，她积累了不少经验，哄
孩子的饼干、薯片、棒棒糖等零
食是她常备的，毛绒绒小熊、积
木等也是她工具箱里少不了的。

4 岁小妹妹抱到服务台，一
直哭着说：“阿姨，我要妈妈。”

“好，阿姨马上就带你找妈妈，别
哭、别哭。”徐静一边哄孩子，一
边拿出零食与玩具。一会儿孩
子不哭了。然而，徐静不能走
开，走开看不到徐静又会哭。直
到孩子父母从苏州赶过来接走
孩子，徐静才脱开身干活。

同事们都说，徐静与孩子之
间有天然的亲和力。其实，一切
天然东西，都蕴含着付出。

徐静清秀苗条，热情又有耐
心，是孩子们喜欢的漂亮阿姨；
而且孩子不论俊丑，徐静的第一
动作就是把孩子抱在怀里，像抱
自己孩子一样。候车室不论哪里
传来孩子的哭声，徐静都要赶过
去瞧瞧。如果孩子一直哭，她就
会问家长什么原因。问完家长，
不放心还会问孩子：“小朋友，为
什么哭啊，别怕，想要什么跟阿
姨说。”徐静之所以这么爱管孩
子的“闲事”，她有一个“杞人忧
天”，怕这些孩子是被拐来的。

一天，天气非常热，在站台
上站一会，汗就湿透衣服。徐静
在等车的人群里看到一位三十
岁左右男子，用厚厚的小棉被裹
着一个婴儿，觉得反常便走过
去，用手扒了一下棉被，露出孩
子的脸，一看大概才出生几天。
徐静关切地问：“哎，先生！天气
这么热，不能把孩子捂这么紧，
要捂出病来的。”男子支支吾吾
没回答，往后退几步。徐静又追
上问：“孩子这么小，他妈妈呢？”
男子仍没回答，用手指指后面不
远处站着的一女人。徐静看过
去，那女人不像一个孕妇，二十多
岁，穿着裙子还搽着口红，一副漫
不经心的样子。按理，这时候女
人应该在家坐月子，不能出门
的。徐静觉得蹊跷，于是叫来了
值班员，最后终于搞清楚事件的
来龙去脉。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个
神经不太正常的盲流，路边生了
孩子，被地方救助站收留。两人
的车票都是救助站买的。看着可
怜的孩子和女人，徐静把情况告
诉了列车长，特别告诉列车长那
男人不会带孩子，请她们多关照。

两人车票到山东滕州，当天
列车比较拥挤，想到才出生几天
的孩子，要经历这一路颠簸，徐
静的心便一阵紧缩，久久不能平
静。

最近一个周末，十多位同窗
相聚农家乐，一群人自带食材、
佐料、料理机，让周末厨房来了
个传统烹饪与现代料理的完美
融合。

厨房大灶主要让太湖大籽
虾、苏北鲫鱼走油，一些菜肴爆
炒。在大蒸箱内高温蒸鱼、茄
子、山药、玉米、南瓜。料理机专
做点心、果汁、煲汤等。

在旺火与铁锅的翻拌中让
食材散发出本质的香气与质感，
在文火的炖烩里激发出食材鲜
美的本味。

而料理机的高密度不锈钢
内，时间温度正反转的设定让洗

菜、发面、煲汤、蒸肉如鱼得水、
轻车熟路。

食材的选购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环节，湖鲜鱼虾等种类的选
购，要考虑适合食客们的口味，
数量恰到好处。当然切配的刀
功亦是衡量家厨水平优劣的标
准之一，而适合切丝与片的软质
食材，与剁鱼肉硬质食材各式刀
具的标配亦是硬核。

合理、巧妙的食材搭配，是
每道菜成功的一半。食材的时
鲜、搭配的绝佳，能让食客们的
味蕾充分被激活。

蟹粉香椿炖豆腐、虾籽茭
白，是典型的两道食材组合佳

肴，蟹粉的鲜肥、香椿特有的清
香，与滑嫩的豆腐遥相呼应，口
腔的满足不会没有道理。

而菌类、培根、虾仁与芦笋
在高温爆炒交织中，一定会诞生
一种鲜嫩美香的混合口感。即
使最简单的一道青菜，若蒜泥煸
香清水面筋做伴，这样的炒青菜
我想你不会不喜欢。

尊重食客们个性化的口味，
辣酸咸甜调味小碟的配备必不
可少，虽然是细节但决定整宴的
人性化服务，往往一只白馒头配
一碟重辣，对好辣的食客是一个
口感的惊喜。油爆虾配上胡椒
粉、香菜定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要让闷热的气候有所缓解，
糟卤毛豆、鱼虾之类，不失为是
一种选择，选新鲜上乘的食材或
煮或干煎，冷却后用糟卤卤之，
冷藏12小时即食之。

“高中老同学经常会晒一下
他亲手制作的美食，往日是一饱
眼福，今天是大饱了口福，味道
棒极了，铁牛大厨辛苦了。”“同
学情在美食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几位同学当晚发朋友圈如
此赞道。

相聚是一首歌。老同学们
都到了花甲之年，在传统厨房与
现代料理机的碰撞与融合中，便
有了一个美妙的时光。

体弱的我曾经对劳动是有份惧怕的，因
此发奋读书，为的就是有一天能脱离这样的
劳动。

应该说，我的目标实现了，我当上了教
师，也脱离了土地。可是，不知为什么，从脱
离土地那一刻起，我反而一天天地失落起来，
更确切地说，是慌张起来，那时候少年的我，
不明白这种慌张是什么，多年以后，才明白这
是一种叫乡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不仅没有
随着时光而消失，反而是被岁月一天天地拉
长了，一直长到那句击痛无数人心的话——
望得见的山水，却回不去的故乡。这句话，让
多少人午夜梦回，潸然泪下！我也不知多少
次梦到了家乡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不知多少次梦到跟着妈妈后面种菜点
豆子的场景；不知多少次梦到和小伙伴们在
田野里拾稻穗采野花的快乐。

人啊，总是在失去时才知道什么才是最
珍贵的。因此，当得知在某处购房可以同时
拥有自己的土地时，我们几户人家无一不欢
呼雀跃。分田仪式上，我们几家和其他业主
一样，满怀憧憬地规划着我们的种植（这情景
真让我想起来我中学时学到的那篇课文——

“分马”，这篇课文节选自作家周立波小说《暴
风骤雨》，写了农民在党的阳光下土改过上好
日子的故事），或许大家都和我一样，虽然离
开了土地，但那田野里四季变换的色彩，收获
的快乐，植物生长的美丽，以及儿时在土地上
自由欢腾的情景都深藏在心里。

田分下来了，应我们要求，我们几家的土
地分在一起，看到属于我们标签的那一刻，我
的心里那叫一个激动！以我的宏伟目标，是
要种上好多东西的，可是，毕竟我们都有工作
在身，不能时时刻刻来呵护这片土地，但让我
们辜负这片土地，那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愿
意的。于是我们就决定了种山芋、玉米、豆子
和大白菜，听听，这是不是让人很亲切的农作
物？它们也是我们一日不可缺的食物。大自
然给予我们最珍贵的东西，总是那么平凡质
朴，且不求回报，只要用心爱护即可，比如清
风明月，山川河流，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和食物。我的母亲就曾经说过，人养土一阵
子，土养人一辈子。

说干就干，那个周末，我们几家相约着
各自带上锄头铁锹水桶，骑着电瓶车就往我
们的土地而来——我们的土地啊，那叫一个
兴奋！到了地头，男人们二话不说，甩开膀子
就挖地，没想到这几个文质彬彬的公务员、教
师和公司高管，干起农活来这么麻利，不禁对
他们刮目相看。相比之下，我们几个家属要
弱一点，我们只拔草，点种子，下山芋苗子和
浇水。干了一上午，地挖好了，一垄垄也平整
得有点样子了，我们就跑到青龙河的树荫下
休息，我们有的脱下鞋子，把脚伸到清凉的河
水里戏水，有的拿毛巾掬着河水擦脸，我则踩
着清浅的河水寻觅着我喜欢的小石头。休息
了一会儿，盛大而悠闲的野炊开始了，说盛
大，是因为天作穹庐地作桌椅，还有比空调清
爽的山风；说悠闲是我们没有慌急慌忙地做
几菜几汤，就把我们带的水果在河水里一洗，
还有辣椒酱、卤菜、笋丝、啤酒、大馍和面包，
那感觉真的是很舒爽的。

俗话说自己用了心的东西自己疼，我们
的几分地也是一样，打那以后，我们就常过去
转转，拔拔草捉捉虫什么的，特别是我家那
位，闲下来就惦记着这几分地。有劳动就有
收获，虽然咱种的东西不及父母辈菜园里的
那么丰茂，可毕竟是有了收获，新鲜的毛豆，
纯天然的蔬菜时时上了我家的餐桌。更有意
义的是，我们几家常常结伴而行，团结耕作，
共同分享，累了几个人就打打小牌，或者野
炊，或者到附近的农家乐小饮几杯，于我们繁
忙的人生平添了几分家常的暖意——这，也
是我们的乐活农场给予我们的另外一种馈赠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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