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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征稿启事

““齐齐迹迹””副副刊刊为为宣宣传传推推
广广齐齐文文化化而而生生。。因因为为齐齐文文
化化的的兼兼容容并并包包特特性性，，她她也也接接
纳纳广广义义上上的的齐齐文文化化稿稿件件，，比比
如如涉涉及及聊聊斋斋文文化化、、鲁鲁商商文文
化化、、黄黄河河文文化化等等与与本本土土文文化化
相相关关的的内内容容。。

投投稿稿邮邮箱箱：：ll zz cc bb ff kk@@
112266..ccoomm，，或或登登录录““文文学学现现
场场””网网站站，，选选择择晨晨报报《《齐齐迹迹》》
副副刊刊板板块块投投稿稿。。来来稿稿请请注注
明明联联系系电电话话、、通通讯讯地地址址、、邮邮
政政编编码码。。谢谢绝绝一一稿稿多多投投。。

□ 蒲章虎
“鲜玉米来——— 熟棒子！”

“又香又甜的黏棒子！”
随着早市上一阵阵的叫卖

声，浓浓的特殊的玉米鲜香味
儿，溢满街市，溢满夏日的晨
空——— 好香，好甜，好诱人！

我最爱吃鲜玉米，从小就喜
欢，它是我一生的钟爱和口福。
不过，我老家那个地方不叫“玉
米”，而是叫“棒子”“棒槌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
后，我家分得零零碎碎三四亩贫
瘠薄地，每年都以种、收小麦和
棒子为主。小麦产量低，棒子产
量高，所以，棒子是我家的主打
粮食。每年麦收后点种、中秋前
收割，只此一季。每到收掰棒子
时，我爹、我姐去地里掰棒子，我
和娘就在家剥棒子；甚至一家
人，晚上聚在萤火虫般的煤油或
电石灯下，一边啃着甜似甘蔗的
棒子秸，一边剥着、辫着自然成
熟且颗粒金黄、干硬的老棒槌，
偶尔抓到一两个晚熟的“青”棒
槌，我就赶忙藏到自己屁股底下
的玉米皮里，等待我娘第二天一
大早上锅煮熟的“嫩棒槌”，美美
地饱餐一顿。为了保证进口入
腹的棒子那特质的清香味不变，
我什么饭菜都不吃，只装一“皮
囊”棒子粒。真过瘾！但是，我
娘在煮青棒子前，都要严格检查
一遍：凡是颗粒饱满的、比较“老
成”的棒子，都会剔捡出来，晾晒
在院子里；只留下些因授粉不
好、“营养不良”、颗粒不多的“老

人牙”或棒子棵上后来长出的第
二茬、还不成熟的“二棒槌”，才
给我们煮着吃。娘说：“煮上几
个尝尝鲜，这个是‘渗粮食’，吃
着玩，不打饥困。”我却说：“早晨
饭我光吃它，别的什么也不吃，
你看‘顶粮食’、打饥困不？”说
着，就一手一个小熟棒子，左咬
右啃、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高兴
了，我和小弟章豹还玩起啃玉米
粒的游戏：看谁一次性啃的一长
条粘在一起的玉米粒多，多者为
赢，少者即为输。因弟年龄小、
手小，当然我是赢家，小弟极不
情愿地将自己手中的玉米粒放
到我的面前：“你手大，俺手小，
赢不过你，不和你玩了！”娘在一
旁看着、笑着，再三叮嘱道：“你
别欺负你弟了……小心，吃多了
不好消化，撑着肚子，你可别找
我！对了，我把那几个大一点的
熟棒子，穿起来挂到屋檐下晒着
了，等冬天下雪了，再给你们煮
煮吃！”可我只顾眼前吃个饱，又
往书包里塞上了几个热棒子，蹦
出家门上学去了……

再后来，我当兵离家18年，就
几乎与“熟棒子”隔绝了。偶尔部
队野营拉练到农村，能吃到老房
东家慰劳的几个“熟棒子”，绝对
是“口福”不浅。有一年我回家探
亲，正逢秋初，已经分田到户的我
家，地里的棒子已经颗粒饱满、接
近成熟。娘知道我是个“棒槌虫
子”，爱吃“这一口”，就催着我弟
弟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去掰几个青
棒子给我煮煮吃，并叮嘱道：“带

上镰刀，把掰了棒槌的秸棵砍了，
别让人进地偷咱的！”“嘿！娘的
警惕性还怪高呢！”

部队转业后回到淄博，工作
单位虽离老家并不算远，但回家
的次数还是有限的，也很少吃到
家里娘煮的“熟棒子”了。每到
这个时节，每见春玉米———“新
棒子”上市，我总是“第一时间”
到早市上、大集市上买来“吃
鲜”、当“顿饭”。近几年“老玉
米”价格随势上涨很大，煮熟的、
早市叫卖的“热棒子”，便宜的一
块五1个，贵的两块钱以上；生
的，十块钱5个、6个、8个……1元
1个，这些价位的玉米我都买过、
吃过。尤其是现在上市的新品
种“甜玉米”（又叫水果玉米），个
大、粒多、黏糯、香甜可口，极合
我胃口。所以，我买，我老伴买，
我女儿也给我买，煮好后放在冰
箱里，随吃随热，几乎天天不断。
就是冬天，也经常到超市买几个
冷藏玉米回家煮着吃，尤其是早
饭，一个熟玉米解决问题，不动
任何饭菜，习惯如初。老伴嗔怪
地笑道：“行，这样好！光吃棒
子，省下我做菜，我愿意！”

据讲，玉米味甘性平，具有
开胃、益肺、清热、利胆、延缓衰
老等功能。在所有主食中，玉米
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几乎是
最高的。还听说，吃煮玉米对糖
尿病人有很大好处，玉米中含有
的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物质自不
必说。嗬！我的“熟棒子”，我的
美食！我的最爱！

熟棒子

□ 马海霞
祖父和外祖父同村，两家

隔着一条胡同，但风水大不
同。外祖父是教书匠，祖上出
过举人；祖父是石匠，深刨家
族历史，搜不到一位文化人，
当代读书郎也皆不是读书的
料。祖父怕人嘲笑，对外常
说，不是家族人不聪明，是风
水问题，祖坟不冒“秀才”这股
烟儿，没办法的事儿。

那年，祖父想改风水，不
顾外祖父的“成分”问题，顶着
压力，让父亲娶了母亲。

还好，我成绩优异，初中
毕业会考全年级排名第二。
祖父看到了希望，见人就汇报
我的成绩，在他眼里，全年级
第二和全国第二差不离，高中
再努把力，就能高中状元。

进了重点高中，都是好学
生，我优势全无，成绩渐渐稀
松，但祖父不知道这些，我也
不向他汇报，他还沉浸在孙
女就是状元郎的美梦里，每
次家族聚会，祖父都把我隆
重推销出去，特别是祖父的
六个女婿，为了哄老岳父高
兴，也把我夸得好像真中了
状元一样。

一次祖父过生日，家族
里的男人都喝高了，小姑父当
着众人表态，我若考上大学，
他支援两千元，众姑父也不示
弱，纷纷响应。两千元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绝对是个大数
目，那是小姑父大半年的泥瓦
匠收入。

下午姑父们酒劲儿消散
了，又赶紧把话往回倒，小姑
父说，海霞若能考上清华，我
奖励她二千元；若是考上省内
重点大学，我奖励她一千元，
若是考上普通大学，奖励五百
元。众姑父们也跟着点头，赞
同小姑父的提议。

高三下半学期，祖父得了
肺癌，高考前半月，祖父离世。
去世前，祖父拉着我的手，似
有话说，父亲说，放心吧，你孙
女肯定是状元郎。祖父用微

弱的声音说，不用给她压力，
考过“孙山”即可；若落榜了，
也不许数落孩子，那是风水
问题。

院子里，小姑父顺着祖父
的话给我解压，用不着有压
力，考啥啥好。大姑父爱开玩
笑，一针见血地说：“你这几个
姑父都穷，讲真，五百元我们
拿着也沉甸甸的，你小姑父的
意思是考个二百元的大学荷
包最得意。”

祖父走了，带走了祖坟上
刚冒出的那股青烟儿。高考
成绩出来，母亲对我一顿臭
骂，多年来冉冉高升的希望，
就此破灭。我的成绩羞于启
齿，但我还是考过了“孙山”，
只不过成绩不理想罢了。

从高考完第一天，到高考
出成绩那天，亲朋们一直挂念
我的成绩，特别是六个姑姑，
几乎每天一问。成绩出来后，
母亲觉得没面子，我更是无颜
见江东父老，躲在家里不敢踏
出家门一步。那天，姑姑们来
了，她们听说高考放榜了，一
刻也沉不住气，跑来我家问问
考得如何。母亲一挂脸，说，
考得不好，辜负了大家厚望，
还说我都没脸出门了。

姑姑们挤进屋内劝我，鸡
汤倒了一锅又一锅，我还是不
见半丝笑容，最后小姑拍着我
的肩膀，说：“海霞，我跟你说
句实话吧，不是你实力不行，
是咱祖上风水不好。”大姑也
附和说：“臭姑父烂姨夫，有这
些不想掏钱的主儿念叨着，风
水能好才怪。你爷爷留下话
了，考过‘孙山’，能有学念就
是胜利。”

姑姑们把我说乐了，我这
成绩解救了多少人的荷包呀。

多年后，想起我的高考，
满满的暖阳，感谢我的“戏精”
亲戚：考得好，他们会说是我
实力所致；考砸了，他们不嘲
笑、不鄙视，而是吐槽风水问
题。我在他们心里，永远是

“硬核”状元郎。

那年高考
我的“戏精”亲戚

□ 郑峰
古往今来，无数的哲人墨

客慨叹：时光飞逝，人生易老。
的确，十年，二十年，对于广袤
无垠的太空来说，只不过是流
星般的闪光，可对于有限的人
生，却是一段不算太短的岁月。
这期间，可以碌碌无为，平淡如
水；可以做出丰富多彩、波澜壮
阔甚至惊天动地的事业。而在
眼前的这份《鲁中晨报》，对于
我来说，确有无数记忆涌上
心头！

朝夕间，晨报已经走过了
二十一个春秋，步入他的青春
年华！这期间，从我主管宣传
口算起，迄今共同度过了十七
个年头。

盛夏的早晨，坐在窗前的
书桌边，遥望蓝天白云，翻报阅
文，往事依依，如丝如缕，脑际
间忽然飞出了新派诗人舒婷的
诗句：“无数被摇撼的记忆/抖
落岁月的尘沙/以纯银一样的
声音/和你的梦对话/世界也许
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很大很

大。”
一张报纸，也许不是很重

量的媒体，但它在一个地区的
作用也许真的很大很大。

晨报创刊时，我正在张店
区任区委书记，当时大众日报
社的分管负责人曾来找我，征
求有关意见。作为驻地负责人
又因个人的文字缘分，我当然
是欣然赞赏并表示全力支持。
不久报社又商讨社址建大楼
等，我也曾积极提出些建议。
2003年春，我出任市委宣传部
部长后，第一批调研的单位就
有鲁中晨报。在具体的宣传工
作中，我明确提出：将晨报列入
市宣传口的重要工作议程，并
及时与大众报社的负责人沟通
协调，使这份服务淄博、覆盖鲁
中地区的省属报纸，成为与市
属新闻媒体同等重要、融为一
体的生力军。在宣传淄博，弘
扬地域文化，推动改革创新，针
砭时弊，弘正抑恶等方面，功不
可没，成为淄博社会各界喜闻
乐读的报刊。

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
后，应邀不时为晨报副刊写点
文字。特别是孙宏弢先生任总
编后，我们之间联系更多了。
对于我写的那些文字，他是很
诚心地欢迎和尊重，使我不能
懈怠，总要时不时地战胜懒倦，
挤出点牙膏，以酬期望。对于
这点，几位文友曾调侃说：你成
了晨报的专栏作家了。我说，
这些散兵游勇，只是供大家茶
余饭后，忙碌之隙，以遣闲时、
消永夜，犹如吃多了油腻的东
西，喝一口清茶、酸梅汤之类，
也许另有一番滋味吧。

此时，窗前已是旭日东升，
金光普照，夏天特有的晨光时
刻。抚报沉思，浮想联翩，天马
行空。淄博这片齐鲁大地，文
脉千载，圣贤名家如星汉灿烂，
熠耀千古。晨报在此地创刊成
长，实为三生有幸！

二十一年，正值青春年华，
才力鼎盛之时，祝贵报：不负盛
世，扬帆劲航，迎日逐云，高擎
文化旆旌！

正是青春好年华
——— 贺鲁中晨报创刊二十一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