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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翠光阁

清风乐
颂党的二十大

◎蓝竹友

日照神州东方红，吾党成就众元功；
特色社会伟旗帜，深化改革重中重；
科教兴国百业荣，人才强国创新梦；
国家安全社会稳，强军护民大国雄。

0.3，犹如一泓甘泉
———有感于财政评审精细化管理

◎胡小君

北乡的原野，小山迭叠，低缓连绵。
山体斑驳，山路蜿蜒,土壤贫瘠。
稀疏的松树，零星的灌木。
每逢雨季，沟涧横流，
四处渗透，土路泥泞难走。
有民谣：

“雨天如油缸，
天晴如刀枪。 ”
一座座小山，
降水量本不多，水源更不充沛，
每逢雨季，不积小流，水随意地流淌，
待夏季来临，任干涸肆虐。
水穷山秃，若不改变，
山区的贫困，
经年累月，世世代代……

山区小财政，
若山谷里的小溪，涓涓细流，
源不多，水有限。
怎么办？
财政评审，
最重谋节流，
如何谋？
踔厉奋发，担当鉴衷肠，
守正创新，螺丝壳里做道场。
2018 新定额，重社保，规费足，
过渡期，可调整，这里谋划做文章。
项目虽小，个数如小山，
每笔乘以 0.3，一年节减也可观，
经年累积，聚沙成塔，四载高达 6 亿 3。
没有待见，就视而不见，
有情怀，生念想,
过渡期内独步寻芳，
用心赢取无限风光。
财政管理，开源节流相得益彰，
省下资金铺康庄，
乡村振兴创辉煌。

山区小县，
丘陵小山。
植被不茂，降水不多，
水源本不丰沛，
然沟壑小涧，
雨水随四季静静地挥霍流淌。
每座小山，犹如每个评审工程，
加个截止阀，做个节流，
围个小水潭，
潭水蔓延，终会涵养四处沙舟，
渐渐的，渐渐的，
……
哪天坐在山巅，
满眼望去，
一片片绿丛中，
阡陌纵横，楼宇井然，
滚滚麦浪，菜花飘香。
如此乡村，
绝美的风光……

春分天气， 千花百卉争明
媚， 正是龙游农家制作霉干菜
的好时机。

霉干菜，农民的当家菜品，
可以用青辣椒炒，用红辣椒炒。
可以用油炒， 没有油就加点盐
干炒。 条件宽裕的农家用点猪
肉炒炒，味道更好。 春夏秋冬四
季，几乎是一年吃到头。

还霉干菜之本原， 在过去
的龙游， 家家户户都要制作霉
干菜，且数量极多，尚属农家备
常菜品。 原料以芥菜为主，也有
萝卜菜、雪里蕻、油冬儿等等。
其制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
是收割鲜菜洗净晒干， 而后切
碎加盐揉搓出汁腌制数日，再
晒干蒸熟，最后晒干即成，耗时
个把星期。 菜品形状有的比较
粗糙，有的则相对细碎。 大多根
据个人所好和家庭主妇的手艺
而定， 并无章法约束。 咸淡适
度，香味浓厚皆为上品。 龙游有
名的德辉酥饼、宏继酥饼、大街
酥饼等，外观色泽金黄，掰开可
见裹入了细碎的霉干菜。

就我个人而言， 吃霉干菜
有两个阶段，感受是又喜又怕。
第一个阶段是 1970 年前后，在
湖镇中学求学。 那个时代，农家
子弟住校的，都一个模式，一日
三餐，都吃霉干菜。 每个星期回

家一次， 就是带一大罐霉干菜
再去上学。 山区的同学，路途较
远，个把月才回家一次。 回校的
时候，背回一个大竹筒，装的也
是霉干菜。 霉干菜的优点是不
会发霉， 但是营养价值实在太
差。 都是十六七岁的人，正是长
身体的时候，天天吃这个，严重
影响发育。 一日三餐都吃一份
霉干菜，除了咸味，剩下的就是
霉菜味。 寝室里，一到饭点，满
屋弥漫着浓浓的霉干菜气味。
虽然内心生厌， 不过没有别的
菜蔬可以选择， 餐餐吃霉干菜
吃得胃口麻木。 隆冬季节，学校
组织我们去修洪畈水库。 带的
还是又咸又硬的霉干菜， 一点
油花都没有。 胡同学是干部子
弟，他也带霉干菜。 打开罐盖，
喷喷香， 霉干菜上面泛着白花
花的猪油， 馋得同学们连口水
都快流出来。 若干年后，我才知
道这道菜名“霉干菜扣肉”。

第二个阶段是在 1978 年。
停考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 我
有幸中榜，走出封闭的农村，成
为天之骄子，跨入大学之门。 那
年我已 24 岁，上学拿生活费和
助学金，可以维持生计。 但母亲
是 60 岁的农村老妪，仍在自食
其力，让我于心不忍。 家中无分
文收入，手头拮据。 每到开学，

母亲都要我带上两罐霉干菜到
学校。 同学中象我这种情况的
也不少见。 实是无奈之举，贫穷
自救罢了。 时至今日， 无须咀
嚼， 肠胃里依然蠕动着霉干菜
的咸味。 偶尔打个嗝，霉干菜的
味儿就喷出来了， 真的很不好
受。 因为是当年吃了太多的霉
干菜，以至于后来的数十年间，
我一看到它就心里发麻， 不敢
往霉干菜碗里动筷子。

毕业后， 我在一所农村初
中任教，有许多住校生。 见到他
们吃的也都是霉干菜， 随即慷
慨陈辞，“今天多吃霉干菜，就
是为了以后少吃霉干菜。 ”引来
一阵欢呼声。 其实，这是我的肺
腑之言，也是励志之言。

前不久，读到《霉干菜为什
么叫“博士菜”？ 》一文，把霉干
菜说成“精神标配” 的“博士
菜”。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客观
存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因为我有亲身的体验， 在社会
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 能吃饱
饭便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佐饭
之菜，无法挑剔。 这是没有办法
的办法， 并不是我们有鱼有肉
不吃，而喜欢去吃霉干菜。 至少
是我，吃了许多年的霉干菜，并
无“精神标配”之感。

霉干菜
◎余怀根

环河又安静了下来。 无论
是流光溢彩的夜间， 还是朝霞
欲出的晨曦， 环河都似一位偏
爱古怪但又睿智的慈怀仁者，
静静地端坐于荣昌广场之畔，
莲池水雾之上。 柳须拂面，周围
二千（有朋友测过一圈二千米
有余）。 可她仍想男女老少舒心
的嬉戏打闹声在眼前响起，仍
想听到稳健而不急促的脚步声
从身旁踏过。

环河一直就是荣昌广场附
近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有
每天早起的中青年“晨跑大
队”，也有每天晚饭过后各个年
龄段都参与的“散步大军”。 夏
季的夜晚， 这条最多能容三人
并排而行的步道便异常热闹。

“噎咪啦？ ”

“噎过吧！ ”
这是隔河对岸两位熟人

见了面，在招呼问候“吃过饭
没”。 还有一些听不清、辨不明
的声响，把整条环河填充得满
满的。 来环河健身的人都会发
现，为了不碰撞、少摩擦、免影
响，大伙儿前进的方向都是一
致的，处处呈现一幅和谐相融
的景像。

环河除了供市民日常休闲
健身之外， 还有许多热闹非凡
的时刻。 记得 2009年秋参加龙
游“石展节”，当时活动就选址
在环河北岸。 那时，全国各地的
石品齐聚环河。 大到庭园屏风，
小到玛瑙首饰， 每件石品都精
雕细琢而成。 沿河北岸，光衬着
影，影和着声，此起彼伏。 人在
河边走，影在水中流，好一幅流
动的“清明上河图”。 有些外地
的石商，把帐篷安在河边，健身
者晨跑路过时，急忙放轻脚步，
细细欣赏他们的石品， 也能静
静地聆听这些艺术品商海飘泊
者的幸福鼾声。 那个时候，龙游
发糕、 龙游小辣椒等美食风味
被更多的外地人所熟知。

环河又安静了下来。 记得
上次环河静下来时， 龙城正在
进行“阳性清零”保卫战，居家
就是对战疫最好的配合，因此，
环河四周静悄悄。

而这次是全面放开的当
下，不查行程，难辨阴阳。 这时，
环河上晨练晚走的人们又有顾
虑了，为了家人，再次选择了居
家。 国人对家的情怀传承悠久：
可否用我一人的承担庇护家的
平安？ 能否用我的生命换回儿
子的重生！ 这都是对家和家人
最真切的诠释。 顾好自家，心系
大家，情怀国家！ 让我们从市民
走向公民。

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若
要在全国构建起阻断新冠病毒
传播的屏障， 就需要 80%以上
的人群首先感染新冠病毒。 如
若是真，为了我们的国家，我愿
成为“筑屏人”。

“阳”来了不可怕，只要我
们挽臂成环，劲往一块使；情系
国家， 拧成一股绳， 心往一处
想。 十几亿国人的爱国情怀，浩
浩荡荡，气势磅礴！ 这气势定能
环抱成无坚不摧、 无难不克的
“心河”“心海”。“阳康”过后，这
种精神、 这份力量一定能将我
们的龙游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
好， 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越来
越强大！

环河不仅仅记录个人脚
步， 同时也记载着时代风云，
让我们迈开步伐，把环河边叩
击“幸福之门”的“鼓点”越擂
越响。

◎徐丽颖
环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