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2年 9月 24日

星期六 感悟人生

□张必强

“ 红 米 饭 ，南 瓜 汤 ，挖 野 菜 当 干 粮
……”听到这首歌时，再次牵动了我的
情思，唤起我对歌词中南瓜的感情。

春分节气后，气温渐渐升高，父亲在
自留地的坎边挖了坑，见缝插针种上几株
南瓜，因为平地里舍不得种南瓜，要种玉
米等其他粮食作物，而南瓜的藤只知道疯
长，从来不会嫌弃地块的位置和贫瘠。

到了夏天，青色的南瓜开始长大。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吃嫩嫩的南瓜，可
是父亲一般是不会轻易摘回来的，除非
是家里实在没有其他菜吃了。

南瓜从春天播种到秋天收获，颜色
由嫩绿到青绿到黄绿，最后随着飒飒秋
风，呈现出持重敦厚的黄褐色。

收获的季节家家果飘香，户户瓜满
院。收获后，父母会把南瓜进行挑选分
类，一排排堆放楼梯的台阶上。

蒸南瓜最简单。煮饭时母亲将南
瓜切成小块，米水下锅后，放上竹条做

成的蒸格，摆上南瓜块。饭煮熟了，南
瓜也熟了，那米饭的清香混着南瓜的甜
香 从 锅 盖 缝 隙 里 钻 出 来 ，老 远 就 闻 到
了，肚子不由得“咕噜咕噜”叫起来。

南瓜籽是南瓜藏在心腹中的宝贝，
属休闲食品中的佳品，我吃完南瓜还有
一个更大的期盼，那就是南瓜籽。

南瓜是乡村别具韵味的一抹风景，
是童年回味悠长的一道佳肴，是记忆里
历久弥新的一片深情。时过境迁，如今
南瓜通过多样的烹饪方式，已成为人们
餐桌上的一道道美食。

粗茶淡饭最养人，寻常瓜蔬滋味长。
南瓜的营养价值高，有解毒、护胃、养颜、
降糖、降压等功效，既当菜又可以当粮。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南瓜藤、南
瓜花都成为烹饪界的新宠，南瓜子更具有
驱虫、预防肾结石、降压之功效。

岁月的河流哗哗流淌，然而记忆里
那个魂牵梦萦的老南瓜依旧不动声色
地散发着阵阵醇香，如夏日清风，轻轻
拂过那些清贫的日子，因为有了南瓜，
才会浸着甜绵绵的香味。

岁月深处南瓜香

□王翠萍

与“ 学 习 强 国 ”相 识 ，已 两 年 有
余 ，起 初 我 把“ 学 习 强 国 ”学 习 当 作 一
种 任 务 ，遵 从 领 导 要 求 下 载 注 册 后 认
为 这 是 领 导 交 代 的 一 项 工 作 ，必 须 按
要 求 完 成 。 于 是 我 每 天 都 自 觉 地 学
习 ，但 也 仅 限 于 浏 览 一 番 ，获 得 积
分 。 把 学 习 停 留 在 表 面 上 ，“ 积 分 到 ”
而“ 眼 不 到 ”“ 心 不 到 ”，缺 乏 学 习 的 自
觉性和主动性。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我 发 现“ 学 习
强 国 ”中 涵 盖 的 内 容 非 常 广 泛 ，有 时
政 要 闻 、新 思 想 、文 艺 文 化 、军 事 、法
律 、医 药 卫 生 等 等 ，提 供 文 字 、视 频 、
测 试 等 学 习 方 式 ，学 习 形 式 多 样 ，轻
松 愉 快 ，让 我 尽 享 学 习 乐 趣 ，让 我 每
天 的 生 活 变 得 更 加 充 实 。 慢 慢 地 ，打
开“ 学 习 强 国 ”成 为 一 种 习 惯 ，成 为 我
每 天 打 开 手 机 第 一 件 要 做 的 事 ，成 为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甚 至 是 夫 妻 间 相 互 督
促 、谈 话 交 流 的 共 同 话 题 。 只 要 有 空
拿 起 手 机 不 再 是 刷 微 博 、看 短 视 频 ，
而 是 打 开 学 习 强 国 看 看 ，读 文 章 、听
广 播 、写 留 言 、做 习 题 ，当 你 完 成 这 些
学 习 任 务 后 ，会 拿 到 对 应 的 学 习 分
数 ，让 你 感 到 学 习 的 效 果 ，让 你 体 验
每 天 一 点 一 滴 的 进 步 。“ 学 习 强 国 ”平
台 有 强 国 商 城 ，学 习 过 程 中 不 但 可 以

得 到 学 习 积 分 ，而 且 能 拿 到 点 点 通 积
分 ，兑 换 点 点 通 积 分 ，不 会 减 少 学 习
积 分 ，点 点 通 积 分 可 以 免 费 兑 换 流 量
券 和 精 品 图 书 。 这 样 ，学 习 的 同 时 还
能拿到补贴，寓学于乐、乐此不疲 !

在学习上不怕慢就怕站。刚开始
我 的 积 分 排 名 比 较 靠 后 ，经 过 一 番 研
究 我 发 现 ，只 有 提 高 四 人 赛 、二 人 赛 ，
挑 战 答 题 的 正 确 率 才 能 保 证 积 分 排
名 不 掉 队 。 于 是 ，我 把 每 次 的 错 题 都
记 到 一 个 小 本 上 ，有 空 就 翻 翻 。 而 这
种 学 习 积 极 性 也 带 动 了 单 位 的 同 事 ，
同 事 之 间 形 成 一 种“ 比 学 赶 帮 超 ”的
学 习 氛 围 。 每 天 大 家 都 会 自 主 地 进
行 学 习 ，把“ 要 我 学 ”转 化 为“ 我 要
学 ”，任 务 压 力 不 经 意 间 转 化 为 学 习
的 动 力 ，学 习 的 热 情 也 空 前 高 涨 。 为
此 ，单 位 的 参 与 度 与 积 分 情 况 一 直 都
在 市 里 位 于 前 列 。 在 市 委 宣 传 部 对
2021 年 度“ 学 习 强 国 ”学 习 之 星 进 行
评 比 表 彰 中 ，单 位 被 评 为 全 市“ 学 习
强国”模范学习组织，我和其他 3 人被
评 为 优 秀 学 员 ，还 有 1 人 被 评 为 优 秀
供稿员，1 人被评为学习标兵。

目 前 ，我 的 年 度 积 分 位 居 单 位 前
列 。 今 后 ，我 会 一 如 既 往 利 用 好 这 个
平 台 ，养 成 重 视 学 习 、善 于 学 习 、终 生
学 习 的 习 惯 ，争 做“ 学 习 强 国 ”的“ 学
习达人”。

（作者单位：朔州外事办）

用好“学习强国”争做“学习达人”

□符春兰

中午回家的路上，有一位骑摩托车
的男子带着一些玉米秆走在我前面，我
没有超过他，而是一直慢慢跟在他后
面。那些玉米秆子让我想起了儿时仅
有的几年难忘的乡村生活。

我 小 时 候 ，村 里 还 没 有 联 合 收 割
机，村民们在七月中伏时挥汗把小麦穗
子带秆割回场面，在场面上碾了后经过
艰难的“扬场”工作，把小麦颗粒用麻袋
收起来，把麦花秸秆收拾回去堆在自
家大门外，我们坐在高高的麦秸堆上
面 ，玩 溜 滑 梯 游 戏 。 麦 花 秸会钻到衣
领里、头发上，折腾散麦花秸堆还会被
大人责骂，但是我们小孩还是玩儿得乐
此不疲。收拾完麦子，秋分前后抓紧起
土豆（防冻），国庆节假期掰玉米，最后
寒露时收冬白菜，到霜降时地里就“光

趟”了。
依稀的记忆中，最为深刻的印象是

土豆很沉很凉，土豆田里间种的南瓜总
是给我们惊喜，南瓜又好看又大，我们
小孩总是搬不动。掰玉米最愁人，因为
会脖子酸手疼，最后的收割冬白菜更是
冻死个人。丰收时节，牛车、驴车响着
铃铛从大路上走过，老人和小孩、妇女
可以坐在车上，男人们就跟在牲口后面
赶车。真是“从前，车很慢”啊！村里养
三轮车的人家是富户，会特别受欢迎，
沾亲带故的人会来抽烟“约车”。干完
农活后，男人们彼此帮忙的会请人吃
饭，割上猪头肉买上高粱白，坐在炕上
吃吃喝喝吹牛瞎说。女人们累得蓬头
垢面，但是笑得合不上嘴，孩子们虽然
参加秋收很辛苦，但是看到院里的玉
米、窖里的土豆、南房的白菜，也是心满
意足了。想着自己的学费有了，衣服、
好吃的也会有的。

丰收节忆丰收

□刘明礼

秋分，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元稹
的诗说：“乾坤能静肃，寒暑喜均平。”顾
名思义，“秋分”不仅将昼夜平分，也把
秋天分成了两半。

“昼夜平分后，月光如水凉”。随着
秋分日的到来，暑气明显消退。灿烂秋
阳，习习秋风，蓝天白云下，小河瘦了，
没有了昨日的喧啸，聒噪的蝉声也戛然
而止，寂静了许多。

秋分，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用
冷雨悄悄一泼，就把田野晕染成五颜六
色，用风儿轻轻一吹，就奏响了丰收的
乐章。放眼沃野，玉米像裹在襁褓中的
婴儿，等着农民抱回家。红红的高粱，
行将走进美酒飘香的酿池。黄灿灿的
稻穗，仿佛在向大地鞠躬致谢。大豆挂
满豆荚，像一串串绿色的风铃。一架架
南瓜，有的灰白，有的暗青，有的赭黄，
有的赤红。大白菜青翠欲滴，如一片绿
海。辣椒饱享着烈阳，红得似火，耀眼
夺目。田边地头的扁豆，缠缠绵绵，开
出一片片白色的、紫色的花，结出一簇
簇月牙般的荚。挂满枝头的苹果，像脸

蛋红红的小姑娘；粉红的石榴，点起一
树小灯笼，明艳了整个秋天……所有的
果实，都在这时甘甜飘香、饱满丰盈，
就连野花野草，也红彤彤黄灿灿粉乎
乎地圆润起来。徐徐秋风，把弥漫乡间
的瓜果、稻谷与泥土的芬芳，一路传送
到远方。

“ 白 露 早 ，寒 露 迟 ，秋 分 种 麦 正 当
时。”如今许多地方的农村都实现了机
械化，站在地头打个电话，联合收割机
就把粮食装上了农用车，直接拉回家。
紧接着秸秆还田，高效又环保。庄稼清
茬后浇遍透水，施足底肥，趁墒情合适，
播种机把麦种耩到地里。没有了曾经
的人欢马嘶、打场拉耧，如今的秋分，更
多的是丰收的喜悦和轻松的惬意。

庄稼归仓了，忙碌了大半年的农民
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他们悠闲地转来
转去，瞅瞅成堆的粮食，顺手摘几个笑
崩了口的石榴，抽空打了家里的红枣和
核桃。猪肉炖粉条、二两老白干、一碗
新米饭，就是一顿心满意足的饭食。对
于农民来说，丰收是最大的愿望，也是
最快乐的节日！

秋分，收获着一年的喜悦，也播种
来年的希望……

秋分日·丰收节

□杨仲达

夏日最后残藏的影子倏然消失，漫
长的白昼变短，火辣的日光不见。短袖
衬衫换上长袖衬衫还要加上外套，晚上
睡觉已盖上了薄被。被子是温暖的，午
夜时分，夜凉如水。这时不觉开始回
望，春夏如在眼前，却都已远去。在连
队的那些时候，训练归来，暮色笼罩，天
气凉了，一队人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
……”太阳和红霞恰如其分，将暮色与
秋天的浓烈味道混合在一起。那个时
节，在黄昏时排队开饭，再唱上一首歌，
天就已经黑了。大家排着队一起去吃
饭，吃完了一个个地回，回来的时候，往
往平添了许多心事。

秋分来了，昼夜平分，也是寒暑平
分。董仲舒《春秋繁露》载：“秋分者，阴
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此日太

阳几乎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昼夜等
长。而在此后，白昼一天比一天变短，
直到冬至。

秋分也是秋天的一半。它是立秋
之后再数的第三个节气，每个节气是 15
天，所以 45 天时正是一个季度即三个月
的一半。这时，秋天正过去一半。最早
的中秋节，原是在秋分这天的，它才是
真正的中秋。中秋节最为重要的活动
是祭月，由于秋分这天并非月圆之日，
所以后来才渐渐将八月十五月明之日
定为中秋节。

古今中外文人写秋天最好的文章，
我以为是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这或
许是我的偏爱，但郁氏文笔确实传神，
他准确把握住了秋天的节奏。他说江
南的秋天总是让人看不饱、尝不透，而
北国的秋，却特别来得清、来得静、来得
悲凉。他所写的清静和悲凉，分明是我
心中秋分时节的秋样。

秋分意境

□刘均红

不知怎的，从这个秋天开始，我有
了紧迫感。我明白，我的紧迫感来源于
自己想了一辈子的事，没有做好。从写
下第一篇作文起，我就梦想当一名作
家。我想天马行空地书写变幻的天空、
生长的大地、神秘的高山、隐秘的河流，
还有村野小径与脚下的禾田。

但是，偶尔将笔拿起，却往往眼高
手低，写得寡淡无奇。有时，我也会苦
思冥想，谨慎下笔，结果亦杂乱无章。
至今，也无半篇文章可触发我的得意。

秋季是反省的季节。我不想说是
为生活奔波，使我无法坚持阅读和思考
来取得写作上的进步。这不过是托词
罢了，我应承认自身欠缺的是意志与决
心。我的业余生活没有计划，过于随
意。每晚，我饶有兴趣地刷视频、看抖

音，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当手酸了
抬头看一眼表，已过子时。我在一分一
秒中抛弃了时间，也抛弃了自我。

如果四季是一段乐章，那么秋天应
该是高潮部分。秋天意味着收获，而我
依旧两手空空。

压抑了一个夏季的呼吸，在秋天里
变得无比舒畅。美好的事物总是飞快
地在我们眼前走过。似乎仅仅经过一
个短暂的午睡，再下楼时就见树木的叶
子 已 被 秋 风 染 成 明 黄 或 羞 答 答 的 绯
红。原来秋已深了。

看 到 飘 落 的 树 叶 ，内 心 竟 感 到 安
然。反思到症结所在，赶紧改正，马上
去做，就好了。只要现在动起来，最后
也会收获云卷云舒的悠然吧。

我要采撷几片秋叶，把它夹在本子
里，激励意志，启发灵感，去书写一篇篇
令我满意的文章，以慰这多思的深秋。

秋 思

我引一段郁氏的文字吧：“在北平
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
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
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
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
下训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
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
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
自然而然地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北方的秋色，被一个南方人写得这
样有味道，这让北方人觉得对不起自己
的家乡。郁氏又说，中国的文字里有一
种说法叫“春女思，秋士悲”。那么，秋
士悲的又是什么呢？美好的事物吧，它
让人神往，也让人失落。郁达夫此文中
所提到的《秋声赋》和《赤壁赋》两篇古
文 ，都 是 写 秋 天 ，也 都 写 到 人 生 的 隐
痛。秋分虽是好时节，一年好景君须

记，然而盈虚有数，盛极而衰，草木一
秋，过了中秋也就衰败了。

有一年，老师在古代文学课上，大
约讲到秋境，老师鼓励我当堂念了一首
诗，我只还记得一句：“秋天是一件蓝色
的工作服。”我并不怎么写诗。我在空
军部队服役，那时候在地勤中队维护飞
机，都穿工作服而并不是军装，但我也
有一件空军服。那种蓝色深深地吸引
着我，它是和蓝天一样的蓝。那时，我
们空军部队附属的公寓、俱乐部、小卖
部、学校，基本上都冠以“蓝天”，叫蓝天
公 寓 、蓝 天 俱 乐 部 …… 我 们 也 常 常 唱
着：“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
烂……”只有秋天的天才那样高远。

秋分时节，已是秋风浩荡，我还清
楚地记得，一阵阵的秋风浪一样地掠过
我曾经服役的机场和天空。

□郭德诚

秋风飒飒，叶子，落了一地，只有朝
天椒，像火炬一样，一支支、一簇簇，仍
倔强地举向蓝天。任风呼啸，凌寒屹
立 ，用 一 身 鲜 红 ，在 萧 瑟 中 标 识 着 自
己。真如一首诗描绘的那样：一生从不
酿春愁，翘首高天傲劲秋。老去辣浓红
似火，风风雨雨未垂头。

这盆朝天椒，得来纯属偶然。我有
个大花盆空着，老张隔墙撂过来一个纸
包，说一排花盆，中间一个空着，像掉一
颗门牙似的，多难看。

我种花是外行，更没种过菜，花，也
是啥好种种啥，都是些矮牛、仙人掌、虎
皮兰等好伺候的主，为装点一下环境。
原是一片翠绿，这盆朝天椒的亮相，让
那片绿的沉静，一下注入了灵魂。它红
艳艳的，挺胸而立，一簇簇，如列阵排
兵；浓荫绿叶，似山峦翠峰，红星点点，
如戍边哨兵，衣甲鲜明，威武雄壮，把一
排花，都衬得很是精神。

朝天椒，你别看它个头小，极辣，这
也是我没想到的。如果你喜欢辣味儿，
按平常量放入，第一口，准辣得你合不
拢嘴，出一脑门子的冷汗。此时，你才
能明白，什么叫尖辣，它是一种锐利的
刺激，并伴有灼热感，让你浑身一震，立
马打个激灵。

我喜欢喝汤。不论是牛肉汤、羊肉
汤，还是豆腐汤、丸子汤，都喜欢挑点辣
椒放进去，感觉只有这样，喝完才舒服。
在汤馆，你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大
碗汤，上面漂着红油，那人埋头吃得呼
呼噜噜，满头大汗，末了，擦一把嘴，一

声响亮地干咳，昂首挺胸，满面春风地
走了出去。那个舒服劲儿，难以言表。

有人说，辣，不是一种味道，而是由
辣椒素、姜酮、姜醇等对细胞的一种刺
激，除了舌头，其他器官都能感觉到，比
如 说 眼 睛 、皮 肤 …… 只 要 有 神 经 的 地
方。出汗，就是刺激的结果。我不知味
道是怎么划分的，但我知道“酸甜苦辣
咸”中有它，这样看，应当说辣同刺激，
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我喜欢吃辣椒，不仅是感到香辣痛
快，尤其是经过一种轻微的刺激，那种微
微出汗的感觉，也让我十分享受，身体，
有一种被刷新的轻松感。尤其是饭菜没
味儿的时候，多少挑进点辣椒，搅动一
下，你再吃，肯定会别有一番滋味儿。

这 盆 朝 天 椒 ，摆 在 这 么 多 的 花 盆
中，格外醒目。妻子说，一溜花盆，中间
摆盆菜，感觉怪怪的，不过整体看，确实
美。在我看来，这主要是朝天椒一身鲜
红，像火一样熊熊燃烧，打破了花们绿
色原有的寂静。花们一直按原有的方
式活，也就一直按原有的方式想；按原
有的方式想，也就屏蔽了外部世界，出
现了一片翠绿的寂静。朝天椒，不管不
顾，辛辣朝天，用把把火炬，去点燃新的
生活，搅动原来的秩序，并带有强烈的
刺激感，顿时，让一切灵动活泼起来。

我喜欢朝天椒这种“枝头独立任炎
寒，如箭如矛敢向天。百碾千棰身作
粉，依然辛辣志毋迁”的鲜明个性。观
赏，它就是花；调味，它就是菜。不管是
花还是菜，它带给我的不仅是赏心悦
目，还有那微微出汗的刺激，和精神为
之一振，刷新自己的感觉，以及无边的
遐想。

秋 日 朝 天 椒

□袁秀兰

中秋节前后是热火朝天的秋收季
节，也是收土豆的时节。土豆地里车水
马龙、人声鼎沸。箩筐口袋全部派上了
用场，一镢头下去，土豆蔓带着土豆从
土里跳出来，一窝又一窝。拾土豆的
人，把土豆从蔓上拽下来。刨土豆的人
汗流浃背、拾土豆的人腿酸背疼，但心
里都充满欢乐和喜悦。

有一年秋天，我上初中的时候，我
们班种在学校前面那块地的土豆大丰
收。班主任王老师和我们一起把土豆
收回来，然后围成一圈，把土豆放到一
口大铁锅里洗。我看到锅边漂浮着一
个淡粉色的小土豆，就努力想把它捞出
来，可总也捞不到。后来我瞅准机会，
用力把小土豆从锅里捞出来，一边捞一
边想，这小小的土豆怎么这样重呀。拽
出来一看，这哪里是小土豆，原来是王
老师的小手指头。因为我近视，错把王
老师的小手指头当成了小土豆。这件
事让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笑声差点儿
把那口洗土豆的大铁锅掀翻。

收土豆的时节常会发生些有趣的
事，比如，发现土豆地里藏有一丛可食
用的蘑菇；比如，藏着一个野鹌鹑窝，里
面有一窝鹌鹑蛋，或者是野鸡窝和野鸡
蛋，让人惊喜。据说，有个村子里的一
户人家在谷子地收获一大袋土豆。谷
子地里哪里来的土豆呢？原来是鼹鼠
把人们种下的土豆种子抱“回家”，因为
某种原因没有吃掉，土豆发芽长出来
的。藏在土豆里的时光，有多少关于土
豆的有趣故事呀！

湿 漉 漉 的 土 豆 地 、亮 瓦 瓦 的 蓝 天
空、银色的云朵儿、收土豆人们的红头
巾绿头巾、各种色彩艳丽的花衣服，构

成一幅特有的田园画，给人淡淡的美和
浓浓的乡土情。田野里到处是阳光般
的笑脸。土豆的光芒照耀着忙碌的日
子，照耀着庄户人朴实无华的生活。

收完土豆之后，还有一项活动，就
是再去地里挖捡土豆。因为收完土豆
的地，还是有不少土豆遗落在泥土里。
于是人们扛着锄头去收完土豆的地里，
再一遍遍地搜寻拾捡。几个人自愿组
成一个小组，一垄垄一锄锄慢慢挖掘。
有时候一锄就可以挖到 1 个大土豆。有
时候挖很大一片也挖不到 1 个小土豆。
挖出来的土豆装进自己的口袋或箩筐，
就像捡到宝贝那么开心。孩子们怀抱
着小小的希望，跟随在大人们身后，捡
起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欢乐。

土豆是庄稼人一年的蔬菜。它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土豆能做好多好吃
的，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炖和炒。炖土
豆，洗干净土豆不去皮，直接放铁锅里
煮。煮熟了，剥皮直接吃，原汁原味、绵
香可口。土豆捣成泥，加上各种面，做
成各种面食——莜面土豆鱼儿、白面土
豆饼、粉面土豆饺子……土豆去皮，切
成丝或片，放油加佐料炒熟，香而不腻，
超级好吃。土豆炖粉条、土豆炖牛肉炖
羊肉炖排骨，好多美食都与土豆有关。
土豆怎么做都好吃，顿顿吃、天天吃，不
觉 得 腻 。 土 豆 还 有 一 种 特 别 的 做 法
——烧土豆。约上几个伙伴到野外烧
土豆，整个过程，心中充满期待。烧土
豆看似简单，实际上也需要一定的技
巧，土豆不能直接放火上烤，否则很容
易被烧成灰。烧土豆要选一个平坦的
地方，附近要能拾到柴火，又必须是离
树林远的河畔开阔地。

带 上 足 够 吃 的 土 豆 到 达 目 的 地 。
先在附近把干草树枝拾捡在一起。把
土豆放在柴火下。噼里啪啦，点燃柴

土豆住在记忆里

火，土豆就埋在烧好的柴火末里面。它
们在柴火末里慢慢煨、慢慢煨，十几分钟
后，就烧熟了。从柴火堆里搜寻出土豆，
捡几片树叶包在手上，捡起土豆用木棍
轻轻擦去烧焦的皮，金黄色的土豆肉就
露出来了，吃一口喷喷香。如果带上葱
酱、榨菜之类的，吃起来口感会更好。有
的人一不小心，脸上涂抹了土豆皮烧焦
的黑灰，马上变成了“花脸猫”，逗得大家

哈哈大笑。烧完土豆，要注意把周围的
干草杂物都清理干净，烧过土豆的火一
定要完全扑灭，预防引起野外火灾。

回忆与土豆在一起的日子温馨而
甜美，朴实无华的土豆弥漫着沁人心脾
的馨香。土豆不仅是一种农作物，能做
种种美食，它实际也是我们小时候最熟
悉的小伙伴。土豆一直住在泥土里，住
在我们的记忆里。

（上接第一版）
“我愿意，行，行！”工作人员多次叮

嘱 他 ，“ 要 慎 重 考 虑 ，最 好 征 求 家 长 同
意。”一向行事稳重的他连说几个“行！”
并当下决定如果采集日正好与公务员
考试时间撞上的话，他哪怕放弃公务员
考试也要前去采集。陈泰龙勇敢的决
定让工作人员心生敬佩。

因为怕父母担心，陈泰龙考虑再三
终究没有将此事告诉他们。“等捐献完回
家休养时，我会耐心地给他们解释。再
说，我健健康康地站在爸妈面前，就是最
好的证明。捐献并没有那么可怕。我希
望更多的亲人、朋友加入到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队伍中来。”陈泰龙笑着说。

为什么陈泰龙会如此爽快答应救
助他人？原来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心参
与公益事业，捐献造血干细胞只是他积
极投身志愿服务的闪光一瞬。

陈泰龙从大一时就开始了自己的
献血之旅，截至目前，累计献血 2700 毫
升。就是在一次献血中，他采样登记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志愿捐献者。陈泰龙平时话虽不多，但
内心火热、细腻和善良，大学期间他便
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到
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到福利院陪伴孩
子学习和玩耍，虽然他平时也不爱多说
话，但却尽量多陪老人说话，用陪伴来
关爱老人。今年 4 月，太原疫情防控的
关键期，家住太原的陈泰龙主动前往社
区报到成为志愿者，他每天组织居民有
序开展核酸检测、抗原检测、协调物资

调配和维护现场秩序等，得到社区领导
和居民的交口称赞。

“捐献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需
要进行一整套专业、系统的流程。”陈泰
龙说，全身检查、高配等过程中，一路都
有市纪委监委同事们的关心与帮助。

“这是真正的救人一命，务必全力
支持保障。”朔州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
同志赞赏道。提起这一切，陈泰龙深有
感慨：“ 这 次 成 功 捐 献 ，离 不 开 单 位 领
导 和 同 事 对 我 的 大 力 支 持 ，经 组 织 上
妥 善 安 排 ，让 我 多 休 息 、多 静 养 ，全 身
心 做 好 捐 献 。 我 不 是 一 个 人 在 战 斗 ，
组 织 的 关 爱 、同 事 的 鼓 励 为 我 克 服 恐
惧、勇于担当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我
为有幸加入朔州纪检监察系统这个大
家庭感到自豪。”

陈泰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志愿者的大爱情怀，诠释了新时代纪检
监察青年干部的担当。“这次我能配型
成功，给远方的小妹妹带去生的希望，
真的很开心。但现在仍有很多人对捐
赠造血干细胞认知不足，导致参与度不
高。我衷心希望通过自己
的捐赠，带动更多人参与
进来，为更多人的生命接
力、续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