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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更好的
自己
□丁香 文/图

□许双福 文/图

又闻炒豆香

“二月二”
大参军
□王耀奇 文/图

■家庭相册

■图片故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
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
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青春岁月

□切吉卓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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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孩子大多都有过儿时
下河捉鱼的经历， 捉鱼的本身不
在于鱼， 而在于一种乐趣。 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小孩子们很少有
玩具 ， 除了在野地里疯跑滚爬
外， 下河捞鱼摸虾抓螃蟹可以说
是最大的享受了。

我的小时候自然也少不了这
些。

故乡的村庄紧临着一座水
库， 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每
当汛期来临 ， 水库里的水位上
涨， 水从溢洪道溢出， 从几丈高
的悬崖上哗哗而下。

此时闸门大开， 洪水汇入河
中向南流去。 库中的一些鱼儿也
随之而出， 使下游河水里的鱼儿
突然多了起来。 那时村里会有很
多人下河捉鱼， 小孩子们捉， 大
人们也捉， 捉鱼成了那个季节村
里的一大美事。

我们在享受河趣的同时， 也
享受到了鱼的美味。 因为天天捉
鱼， 所以也就天天有鱼吃。

那时吃鱼很省事， 直接在河
边把鱼弄干净后拿回家 ， 撒上
盐、 花椒叶、 葱花、 辣椒腌一会
儿， 再放进锅里用水煮了吃， 爽
口不腻， 很有滋味。 由于抓的鱼
多， 加之那时上学需要交学费 ，
我们常常还把捉到的鱼儿拿到集
镇上去卖 ， 卖的钱再拿去交学
费。

一次我和哥哥一大早便起床
去水库下面捉鱼 ， 哥哥先用石
头、 杂草围出一个小的水塘， 然

后我们一起把小水塘里的水舀
干。 才舀掉了一半的水， 就见鱼
儿成堆地翻着白肚在水里挣扎。

我们忙活了好一阵子， 捉到
了满满一木桶鱼。 我们抬着木桶
回 家 ， 草 草 吃 了 一 点 饭 ， 便
把 鱼 放在篮子里抬到二十里外
的集镇上去卖。 记得那天一共卖
了4元钱 ， 我们买了不少糖果 ，
回家时一路高歌伴着小鸟们的清
唱 ， 那种幸福感至今还记忆犹
新。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集体大
捉鱼， 那年我8岁， 春季天旱了
很 久 ， 水 库 里 的 水 干 得 快 要
见 底 了 。 一天上午我跟着大人
们去了水库， 只见水库里人山人
海， 熙熙攘攘， 估计全村的人都
来了。

水库下面是个锅底样的坑，
有多年的大鱼沉在水底。 所有的
人都跳进了水里， 库里像下了一
满锅饺子似的， 一会儿水就搅浑
了。 鱼儿翻跳起来， 只见有的人
拿棍子打， 有的人用箩筐捞， 有
的用盆子舀。 我那时太小， 鱼儿
在我的腿上脚上乱窜， 可就是捉
不住。 忽然岸上有一群人围着高
声吆喝， 我赶快跑过去看， 原来
是有人用铁棍敲晕了一条一米多
长的大鱼， 好多人都围过来啧啧
称奇 。 那次几乎家家都满载而
归。

最美年少捉鱼时， 几十年过
去了， 可儿时捉鱼的情境仍历历
在目。

最美年少
捉鱼时

2010年三八前夕， 单位领导
送给我们女同胞一份大礼： 到苏
杭旅游。 女同胞们听到消息个个
欢呼雀跃。

毕竟， 放下家里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 离开依赖人的老公、 纠
缠人的孩子， 到外面潇洒几天 ，
想想就惬意。

那次南方之旅， 大家都玩得
很尽兴， 每到一个景点， 都精神
抖擞， 开心得不得了。 一阵又一
阵的笑声回荡在南方湛蓝的天空
和澄澈的山山水水中， 一张张笑
脸定格在照片里。

晚上回到旅馆， 大家还聚在
一起打牌、 谈心， 把平时没时间
说、 不好意思说的话都敞开心扉
推心置腹地交流。

大家都感觉， 在一起共事十
几年了， 好像那几天才真正地认
识身边的她。

返程的车上， 大家都昏昏欲
睡， 我却一点困意也没有， 我忽
然想到， 大家彼此成为同事， 在
一起共事少说近十年， 多的甚至

都二十几年的光景了， 这是多么
难得的缘分啊！ 回去以后， 还算
可以写点东西的我， 是不是写点
什么， 把大家的性格脾性、 共事
片段诉诸笔端， 然后装订成小册
子， 为我们的相识做个记录， 为
我们的共处做个总结， 为以后我
们退休做个纪念。

回来之后， 说干就干， 因为
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所以都是
下班之后自己留在办公室加班鼓
捣， 先是文字书写每个人， 然后
搜集照片。

大约不到一周的时间 ， 3万
字、 50张图片加排版印刷， 全部

搞定。
当我把那本以这张出去旅游

的集体照作为封面、 以 《写你写
我写她， 共度三八》 为书名的小
册子拿给我们分管妇女工作的领
导看的时候， 这位久经职场的女
领导竟然当场热泪盈眶！

大家纷纷传阅那本小册子，
从里面找到了有关自己的文字和
图片 。 大家不停地对我说着感
谢， 自己的举手之劳换来大家发
自内心的欢喜， 我很感动， 也很
开心。

现在的三八妇女节已经被大
家叫做女神节了， 其实不管是妇
女还是女神， 关键是我们自己不
忽略自己， 不轻视自己， 遇见更
好的自己。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 山西沁
县也在胜利中解放了。 政府不断
领导农民开展土改 、 反奸等运
动。 特别是动员青年们参军参加
解放全中国战斗成了当时的主要
任务。

当年经过八年抗战， 全县参
军参战牺牲的人已超过了一万多
人， 兵源严重缺失。 但是经过各
级领导的反复动员， 人民群众深
刻地认识到参加解放军解放全中
国的伟大意义， 各乡各村的青年
及青年妇女们踊跃报名参军。

这时县委又传达了一个重要
通知， 要在沁县等老解放区、 党
的基础好的地方挑选一批优秀青
年， 具体条件是： 翻身农民、 思
想进步 、 优秀青年干部 、 体格
好， 组成保卫毛主席先锋队。 经
过层层严格选拔 ， 我父亲入选
了， 直接赴延安编入中央警卫营
担负保卫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
警卫任务。

在这次动员参军活动中， 许
多报名参军的青年入党的要求更
强烈了， 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找党组织， 经过审批， 一些参军
青年实现了入党的宿愿。

还有未婚的参军青年， 男女
双方父母催着办婚事， 女青年觉
悟高， 不要彩礼， 不乘花轿， 步
行到男方家， 结完婚后送丈夫参
军。 在参军送行的人群中出现了
许多妻送郎、 父送子、 姐送弟的
动人场面。

经过几天的动员审批工作，
全县共有五千多名青壮劳力参加
了解放军， 为人民解放军队伍注
入了新的力量。

此时正值农历 “二月二 ” ，
因此有人编了首歌谣： “二月二
大参军， 五千健儿登征程。 保卫
国家为人民， 坚决消灭顽固军。”
(右一为父亲王进荣）

二月二龙抬头 ， 又被称为
“春耕节”、 “农事节”、 “春龙
节”， 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在我的记忆里， 二月二不仅
是理发， 还有炒豆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我们
家因父亲的工作调动， 从北京的
总部搬家到了湖北省房县的通信
团。

那时 ， 整个国家经济匮乏 ，
过年时才能吃到的一些花生、 葵
花籽之类的吃食， 平时是看不到
的。

可每在二月二时， 母亲会炒
些黄豆、 玉米以及其它豆类， 如
果家里没有这些 ， 就炒一些面
豆。 将面和好， 擀成1厘米左右
厚的面饼， 切成条状再切成丁，
跟炒黄豆一样在锅里炒熟。

和面的时候在面里加些盐 、
花椒以及其它香料。 每次母亲都

多炒一些，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
母亲给我们抓上一把， 当作我们
的零食。 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吃食， 但对于我们来说， 真是
高兴得不得了， 舍不得一口吃一
个， 而是将一丁面豆从中间咬开
吃， 给要好的同学几个， 就跟过
年一样兴奋。

听母亲讲， 为什么二月二要
炒豆豆， 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
说： 武则天当了皇上， 惹怒了玉
皇大帝， 传谕四海龙王， 三年内
不得向人间降雨。 不久， 司管天
河的龙王听见民间人家的哭声，
看见饿死人的惨景， 担心人间生
路断绝， 便违抗玉帝的旨意， 为
人间降了一次雨。

玉帝得知 ， 把龙王打下凡
间， 压在一座大山下受罪， 山上
立碑： “龙王降雨犯天规， 当受
人间千秋罪； 要想重登灵霄阁，
除非金豆开花时。” 人们为了救
龙王， 想到了玉米就像金豆， 炒
一炒开了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
就这样， 炒 “金豆” 救了龙王。

每到二月初二这一天， 家家
户户就爆玉米花吃， 这种 “天上
人间， 融为一体” 的民间故事，
是人们渴望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的美好愿望。 二月二的寓意是美
好的， 龙抬头理个发， 借吉日给
自己带来好的前景。

在物资丰裕的今天， 可能这
些炒豆豆已不是像样的吃食， 但
人们还是要吃上一些 ， 图个吉
利， 祈福一切安好。

又到二月二。 此时， 我又想
起了儿时的幸福时刻， 闻到了母
亲炒豆的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