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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地
方小吃。我的家乡——山东省
滕州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县
城，特色小吃多的像天上的星
星，数不胜数。不过，要说最有
名的便是菜煎饼。家乡的菜煎
饼，鲜香可口、满嘴流油的感
觉真的让人很难忘怀。

说起菜煎饼，名字虽然普
通了点儿，但味道绝对让大家
赞不绝口。滕州菜煎饼是滕州
的一张名片，也是滕州的美食
标志之一。走遍街头巷尾，菜
煎饼摊子随处可见。往往是一
位阿姨，一辆三轮车，车上放
着一个鏊子，柜子里放满调料
和煎饼，再撑起一把大遮阳
伞，足以吸引大批过往行人前
来品尝。你还没走到卖菜煎饼
的摊前，它那香辣的气味早就
席卷而来，让你嘴动心醉。走
近一瞧，加工完了的菜煎饼，
那叫一个诱人，煎得油光光、
黄灿灿的外皮，再配上那诱人
十足的馅儿，浓郁的香气儿直
往你鼻孔儿钻，保你心花怒

放、垂涎三尺。
菜煎饼不仅受人喜爱，做

法也比较奇特。
其实，菜煎饼的做法也十

分简单。第一道工序是烙煎
饼，在家可以使用白面和的
面在鏖子上摊入薄面糊，熟
后揭下烙出白面煎饼备用，
也可以使用五谷杂粮面烙出
五谷杂粮煎饼，还可以到集
市上买煎饼。菜煎饼的好坏
也主要取决于煎饼的好坏。
第二道工序是准备好做菜煎
饼的所有家什和时令菜 （比
如电饼铛、舀子等），然后把
准备好的菜均抓一点放入舀
子中，菜馅可用任意蔬菜：
白菜、韭菜、菠菜、瓜类、
萝卜、芹菜等，配以粉条，
豆腐亦可，依个人口味而
定，加入五香粉，油，盐等
佐料，用勺子搅拌均匀，当
然也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喜
好，在制好的馅儿中放各种
配料，能吃辣的就多放些辣
椒，增加它的口味。第三道
工序是把放入舀子菜和材料

反复搅拌2到3分钟为宜，然
后放置在一边，再等几分
钟，让材料充分释放，融入
菜内，让其入味。再放一根
切碎的火腿肠就更好了。第
四道工序是在电饼铛上摊上
一个鸡蛋，要摊均匀，稍一
定型就在其上面放置一张煎
饼，让鸡蛋贴在煎饼上，然
后把贴着鸡蛋的煎饼翻过
来放在电饼铛上，在把预
先 调 制 好 的 菜 馅 摊 在 上
面，接着在上面再放一张
煎饼，要用文火，还要不
停 的 转 动 ， 以 防 煎 胡 了 ，
到一定程度后，要翻过来
继续煎。第五道工序是把
煎好的一张皮先揭下来放
在一边凉着，再放另一张
皮，反过来继续煎。第六
道工序是把刚才揭下来的那
张皮放在最低下，其余两张
皮依次放在上面，并且有菜
的一面朝上，根据自己的口
味选择是否放上韭菜，三张
皮放在一起卷成桶状，然后
用小铁铲把烙好的菜煎饼切

开，放在一小块垫着木片的
棕色纸上。你们瞧，不一会
儿功夫，一块黄橙橙的、香
喷喷的菜煎饼就做好了。不
过，要想煎出美味的菜煎
饼，一定要有一定的烹饪经
验，要是掌握不了火候，把
菜煎饼煎糊了可就不好吃了。

制成的菜煎饼呈金黄色
状，外酥内软，馅心鲜嫩油
亮，松、软、热、鲜、香，
集多种味道和口感于一身。
轻轻咬上一口，又香又辣又
酥又脆，真是好吃极了！还
不时听见“咯吱咯吱”“咯吱
咯吱”的声音，菜煎饼的外
皮又酥又脆，里面的馅儿更
是五颜六色、风味十足，这
菜 煎 饼 可 真 是 “ 色 、 香 、
味”俱全。说到这儿，我都
馋了，你们呢！远方的朋
友，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了
我的家乡滕州，一定要尝尝我
家乡的菜煎饼，它一定会让你
大饱口福，乘兴而来，满意而
归。

煎饼卷大葱是山东的名

吃，曾一度风靡全国数百年。
滕州人亦以善于模仿著称于
世，继续开发煎饼的延续产
品，谁知一个不经意，菜煎
饼便横空出世，又一不小
心，就又弄了个全国闻名。
山东人钟情于煎饼，据说源
于秦朝，滕州人钟情于菜煎
饼却是近代的事。菜煎饼不
仅营养丰富，色香味浓，而
且吃起来方便快捷，既可当
早点，也可作正餐；既可作
宴席食品，也可作普通家庭
便饭。20 世纪 80 年代，菜
煎饼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农家
餐桌，流传走向城市的餐馆和
星级酒店，现在，滕州的菜煎
饼五色俱美，六味飘香；鲜嫩
可口，柔和宜人，突出传统风
味小吃的"营养、保健、食疗"
的功能，成为一方美食。

美哉，滕州菜煎饼！我希
望家乡的菜煎饼能让更多的
人品尝，让更多的人流连忘
返，让更多的人有菜煎饼情
节。我爱家乡鲜香可口菜煎
饼，更爱我美丽富饶的家乡。

鲜香可口菜煎饼
滕州市张汪镇城后张庄小学 张广荣

清晨，天空深邃，蔚蓝如
洗，整个大地一片静谧。我悄
悄走下楼梯，走出钢筋水泥林
立的居民小区，沿着山前曲折
的小径，任微风亲吻着脸颊，
贪婪地呼吸着山野的清香，开
始了一天的快乐行程——晨
练。

本以为今天起了个大早，
未曾想还是落在了刘大哥后
头。听，前边不远处，刘大哥
的口袋机正播放着悦耳动听的
老歌，在静悄悄的晨空中荡
漾。刘大哥，教了一辈子体
育，训练有素，85 岁高龄，
耳不聋，眼不花，每天
起得最早。他身板骨硬
朗，精神矍铄，手拄拐
杖，健步如飞，远远看
去，俨然像个青年……

身后跑来两个中年
人，气喘吁吁，大汗淋
漓。一个穿着大裤衩，
光着脊梁，一手提着装
着外衣的塑料袋。一个
穿着裤头背心，一手握
着矿泉水瓶，跑一段喝
一小口。这两位老师，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

东方欲晓，晨曦初
露。近观松柏葱茏，奇
花异草，争相缤纷；远
眺山岭迤逦，房舍俨然，宛如
一幅水墨画。
一会儿，早起的鸟儿，扑棱棱
飞出丛林，在天空中自由自在
地飞翔，唱着清脆悦耳婉转动
听的歌。有的鸟儿成群结队，
叽叽喳喳，相互追逐，由一片
树林扑棱棱飞向另一片树林。

晨练的人们，三个一伙，
五个一群，从四面八方，接二
连三陆续赶来。有的躯干伸
直，收腹挺胸抬头，简直在竞
走；有的快一阵，慢一阵，随
心所欲；有的老年夫妻，形影
不离，快慢自如；也有的一边
散步，一边听新闻，谈论着国
家大事；暴走的队伍过来了，
纵成列，横成行，踏着鼓点，
迈着整齐的步伐……

“啊——！”密林深处，
突然传来一声长嚎，冷不防会
被吓一跳，气定神闲之后方
悟，那是练嗓子的扯着嗓子干
嚎。
一对刚退休的夫妻，是对乐器

迷，每天带着二胡、笛子、葫
芦丝，来到山坡的树林中。不
知是谁，拉起阿丙的《空山鸟
语》《二泉映月》，惟妙惟肖，
动人心魄。葫芦丝吹响了，像
小学生初学，不成调。可两三
个月后，吹奏《月光下的凤尾
竹》《绿岛小夜曲》，乐声悠
扬，悦耳动听。人一旦对什么
着了迷，进步快着呢。

旭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
而出。初，像个鸡蛋黄，渐渐
地升起，周围有了日晕，日光
越来越强烈，放射出万丈光
芒，令人不敢直视。

广场上，着装整齐的
人 们 ， 个 个 精 神 饱
满，正全神贯注地跟
着音乐的节奏跳扇子
舞、练太极拳，动作
是那么娴熟、优美而
整齐。

一位 80 多岁的老
太太，出院后坐着轮
椅驶出小区，选一宽
阔 平 坦 的 地 方 停 下 ，
从轮椅上小心翼翼地
下 来 ， 以 轮 椅 为 拐
杖，在坦荡的路面上
练腿学步。

清晨，是中老年
人的天下。每人一台
新款播放机，有的拿

在手中，有的装在口袋里。老
年人最喜欢听老歌，旋律激越
欢快，优美动听，歌词意境深
远，雄壮豪迈。这些老歌在老
年人的生命中曾经留下深深的
记忆，只要听到或唱起这些老
歌，老人们就回到那追求理
想、日夜奔走的波澜壮阔的年
代，回到那充满激情与火花四
射的青春岁月……他们艰苦打
拼了一辈子，如今过上了连作
梦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无比
珍惜，万千感激……

一阵微风吹来，阵阵芬芳
馥郁的花香，沁人心脾，令人
心旷神怡。

一日之计在于晨，中老年
人对于清晨格外钟情。他们喜
欢把自己融入大自然，让大自
然洗涤、净化心灵，使天天拥
有好心情。瞧，中年人人人生
龙活虎，意气风发，老年人个
个老当益壮，神采奕奕，他们
沐浴着和煦的晨光，强身健体
迎朝阳，幸福快乐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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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来临，我和家人一
起去了向往已久的“莲花山”游玩。刚
到景点，就见景区门口人山人海，排队
的人们犹如一条长龙。一进大门，我们
都惊呆了！景色比想象中还美。

首先，我们来到“鼠尾草”园，那
里人不是很多。紫色的小花玲珑小巧，
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挺拔。绿色的
茎上长出的花简直跟薰衣草一模一样，
分不出来。这就是我喜欢的：美丽、优
雅而坚强的鼠尾草。

然后，来到了大片大片的郁金香
园，园里有许许多多的郁金香，有天蓝
色的、大红色的、粉红色的、深紫色
的，五彩缤纷的郁金香园和它一旁的风
车互相映衬着，形成了爸爸、妈妈喜欢

的欧式风格。
最后，来到了我期待已久的热带植

物馆和现代农业科技馆，馆里有很多我
没听说过和见过的植物，我对它们产生
了无比的好奇：热带植物馆的小黄番
茄、黑骑士番茄、迷彩番茄和绿宝石番
茄。现代农业科技馆里有超级长的丝
瓜，超级大的南瓜。我还偷偷的触摸了
冰凉冰凉的非洲冰菜和奇异的大黑圆茄
呦，欣赏着叫不出来名字的花、树、
果，不知不觉地结束了此次观光。

这次，“五一莲花山一日游”我们
玩得都很痛快，因为在这里我不仅学到
了很多知识，也得到了家人的陪伴，期
待下次的旅行。

辅导老师 冯蕊

莲花山一日游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四（4）班 陈奕金

Hi,大家好，我就是人见人爱，花
见花开的的钢笔，我虽不是万能的，但
是离开我却是万万不能的，缺了我们

“pen”家族，那人类的 IQ 便会直线下
降，没了我们，人类就无法计算，人类
就无法绘图，中国的钢笔汉字文化艺术
也将会化为乌有。

我是一支世界名牌钢笔-------
“英雄 616”，我的家族在 1959 年就出
生了，到现在，我们家族还存活着，可
算是钢笔中的“元老”了！

我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衫，头上顶
着一支雪白的钢帽，好似一位横刀立马
的大将军，打开夹克衫，里面有一个吸
墨器，是吸墨水用的，把我的头伸进墨
水瓶中，一捏，再缓缓的丢开，墨水便

进入了容器，然后便大功告成了，吸完
墨，喝足了饮料，我便可以为主人效劳
了，我出水不多不少，正正好好，主人
对我那可是爱不释手。

我与铅笔那可是天壤之别，铅笔简
直就是小儿科，写完后通常会让小主人
弄得“一手黑”，十分生气，而我呢，
只要主人认真用，小手就会干干净净，
而且用我写字也写得十分快，并且美观
大方，所以小主人对我爱不释手。

不过，我想对小主人说：“主人用
我时一定要注意用完要合上我的帽子，
不然我会不出墨水的！”

现在你对我有所了解了吧！至今我
还在小主人手中快乐地工作哪！

辅导教师 李襄

钢笔的自述
薛城区实验小学五年级12班 朱俊赫

栀子花又开了，白得像
雪，香的醉人。母亲生前居住
的房前，就蓬勃地开着这种清
幽的花，那是母亲亲手栽培
的。母亲十分偏爱它，每当花
季来临，栀子花盛开，母亲总
要摘下几朵放在枕边，或挂在
蚊帐沿、或用小蝶盛着，摆在
茶几上让来客和家人共享花的
芬芳。

去年花香正浓时，我趁
出 差 的 机 会 回 到 了 母 亲 身
边。黄昏后，一家人在桅子
花丛边纳凉。母亲随手摘下
好几朵，用线穿上给我戴在
胸前，顿是花香和母爱沁入
我心底，我感觉到了幸福与
美好的最高境界。然而，没
想到，那次出差回家，竟是
与母亲的诀别……

今年，桅子花开时节，为
纪念母亲的忌日，我告假专程
回到了母亲生前的旧居。清明
的细雨淅沥而缠绵，我独自漫
步在湿漉漉的林间幽径上，想
着人去楼空，看着苔藓遍地，
在加上雨水作孽，打落叶子片
片，一时间情主心境，意随思

绪，我感到了秋的萧煞、冷
清，揪心的思念和失落之感油
然而生。

唯有那朵朵怒放的桅子
花，像母亲敞开的胸怀，无声
地迎接我；也唯有那圣洁如雪
的桅子花，能代表我对母亲的
追念之情。就让母亲亲手种下
的桅子花与我心有灵犀，一起
默默地追悼母亲平凡而伟大的
一生吧！

母亲的一生就像桅子花般
的素洁无华，连她的名字都是
贤淑无华，她忌讳浮躁，又平
凡得像一朵不起眼的桅子，只
有当你走进它时，才能发现她
所具有的，像一缕缕清淡幽香
的桅子一样的德行。

母亲生前曾从事过教师、
会计、人事等工作，是一个文
化教养高，思想内涵丰富的女
性。她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很民
主，从来以讲道理为主，从不
打骂我们。在我们兄妹成长的
过程中，母亲不仅是可亲的慈
母，更是良师益友。

记得刚上小学时，母亲为
了培养我良好的学习习惯，要

求我放学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完成作业，然后收拾好学习
用具并放置在固定的地方，每
当我这样做好后，母亲总要夸
奖我，并给我糖块等饱含温馨
的小奖品。为了培养我的学习
兴趣和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我
写 《信鸽》 的作文时，母亲还
专门买回一只鸽子，并耐心地
指导我观察它的外貌特征、生
活习性、并给我讲鸽子的社会
功用、象征和平的意义等。那
篇作文受到老师的赞赏，也从
此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哥
哥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去住读，
母亲说这是为了锻炼哥哥独立
生活和处世的能力，母亲总爱
说：“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
风霜的”。

母亲像桅子花一样朴实谦
虚淡泊。我上高二那年，哥哥
考上了研究生，他是当时我们
机关大院里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感到非常自豪，于是奔走相
告。母亲却不喜形于色，还教
育我不要因无意的自夸而刺激
和伤害了别的同龄孩子，要谦
逊做人。在我人生的点点滴滴

成长中无处不凝结着母亲的教
诲和慈爱，母亲用她朴实而美
好的言行和博大的母爱熏陶了
我塑造了我。

母亲 因 心 脏 骤 停 ， 一 夜
间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她走
得那么匆忙，甚至没来得向
亲人们道一声别，没有留下
一字一句。母亲的为人和言
行，却早在我的心灵中，留
下了人间最宝贵的财富和永
恒的记忆。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
穿过一年的时空隧道，追忆母

爱慈爱无限的养育之情，恰似
屡屡桅子淡淡的芬芳。母亲辞
世的时候，我们没有制作纸
花，而是将一朵白色桅子花别
在胸前，和母亲门前大片盛开
的桅子花一起默默地寄托无尽
的哀思。

花开了，又谢了。岁月之
河无情地向前流淌，但只要桅
子年年花香，母亲的言行美德
就会像桅子一样在我心中久久
流芳。桅子花开有期，母亲留
给我的情感和美德之花，却永
远不会枯萎和凋谢！

栀子花香
张鲁玲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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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会忘事的，但母亲的一个背影
却始终缠着我，让我无法从记忆中抹掉，
而且，随着岁月的流失，越来越清晰起来。
那天，二弟打电话说，母亲的冠心病又犯
了，正住院治疗。我心里一阵紧张，忙请
假去医院。坐在公交车里，望着窗外呼呼
而过的白杨树，母亲的背影又开始在我眼
前浮现。

小时候，我是不愿意和母亲一块出门
的，因为她说话不大漂亮，让我听了不舒
服，每当和她一块赶集，见到熟人或亲
戚，她总要唠叨那句让我害羞的话：他快
干工，接他爸班啦。但直到父亲退休，我
也没干工去，开始因为年龄小，后来父亲
所在的单位枣庄市八里屯煤矿又解散了，
我终于没能接班。再后来，我考上师范，
和母亲一块出门，见到熟人，她又有话题
了，说我上大学去了。当时，我总觉得她
不会说话，很不愿意和她一起赶集，更怕
见到熟人。现在，他的话题又变了，说我
搬到城里去了，不在家住了。但这时，我
好像麻木了，不在讨厌她说这些，而且还
显得高兴和自豪。现在想来，过去真是太

不懂事了。
2003年，我生病住院，妻子在家照看

孩子和小店生意，我只好自己在医院打
针，第二天，母亲突然拎着一包被子走进
病房，她第一句话便说：不好也不吱一
声。中午，她给我端一碗羊肉汤，被我生
气的说一顿，因为我一点食欲也没有。晚
上，她准备在医院陪护，又被我说一顿，
她只好又拎着袋子，犹豫着回去了。
出院后，我还是不舒服，她知道了，决定
带我去看神婆婆，虽然我觉得她的办法迷

信，但她还是坚持要那样做，我也只好由
她去吧。她用三轮车推着我来到神婆婆
家，点上一炷香，便开始给神灵下跪、磕
头，只见她先双手撑地，然后双膝慢慢跪
在蒲团上，再直起身，双手合掌，，嘴里还
念叨什么，好像在说，神灵保佑，让我的
病快好，让她干什么都行，然后磕一个
头，再直起身，我发现她的眼泪在眼圈里
打转。祷告结束后，她又双手撑地，慢慢
起来，双手按着膝盖，才站起身来。母亲
的腰不好，她在做上述动作时，不知要犯
多大难为。神婆婆说，过两天，是黄道吉
日，烧些纸钱，还还愿就好了。母亲爽快
地答应了。母亲还说，花多少钱，她自己
包了，一分钱也不让我拿。回来的路上，
得爬一个山坡，她执意不让我从车上下
来，而是自己从车上下来，使劲地推着
车，一步一步往上挪。这时，我看见母亲
的背影：矮矮的、胖胖的、拱着腰推三轮
车的背影。

快四十岁的我坐在三轮车上，六十多
岁的母亲拱腰推着，在吃力地爬一个山
坡，这一幕永远印在我的心里。

农历 6 月 18 日是孙中兰老师的忌日。公元
1998年7月16日下午，因突发疾病，孙中兰老师
倒在了芳草萋萋的操场边，猝然而世，年仅52岁。

18 年了！青草黄了秋风起， 雪花落了燕子
又飞去。有时，踯躅在绿草萋迷的操场，我总会想
起那个血色黄昏，忆起孙中兰老师。

1989年，我初为人师，有幸得到了老教师们
的诸多教诲。早点名，我初识了孙老师。她中等身
材，齐耳短发，手提黑色帆布书兜，神情安详而严
肃。她总是早到阶梯教室，坐第一排。令我感受到
了她工作态度的严谨。在学校展室里，我看到了这
样一张照片：夜色围笼，白炽灯高挑，灯下，孙老
师脚蹬水靴，踏在泥泞中，手持铁锨，正伏身而
铲。这是学校初建的场景。在建校的艰辛岁月里，
孙老师舍家而不顾，带领女教工们奋站在第一线。
她读小学的女儿在作文里曾写道：“早上起床，妈
妈上班去了，我见不到妈妈。……晚上入睡，妈妈
还没有回来。我好想妈妈呀！”今天，回忆起在临
山脚下创建新校的那段时光，老教师们仍心怀感
念，激动不已。那时，人心齐，干劲足，不讲报
酬，乱石滩终于变成了平坦的校园。那是他们激情
燃烧的岁月！那是他们生命里流光溢彩的时刻！

孙中兰老师是薛城幼教事业的开创者。1987
年，她在薛职专主持开办了薛城区第一个幼师专
业，并任专业组组长。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撰写了数
十篇论文，荣膺省幼教学会会员，并传帮带出了褚
艳华等教学教研青年骨干教师，为薛城幼教事业的
发展，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教学中“爱”字当头
是她的座右铭，缘此，她赢得了学子们的由衷爱
戴。1994年，她患病住院，已毕业多年的1987级
幼师班的部分学子们得知，自发组织起来，轮值护
理恩师，在薛城教育界一时传为佳话。学高为师，
爱心无限，孙中兰老师堪为典范。

孙中兰老师去逝时正值暑期，停柩的日子里，
闻讯赶来哀悼的学子们络绎不绝。那个夏日的早
晨，我曾独自走进灵棚，仰望着孙老师的遗像，感
受到的是她人格的崇高，精神的不倦。在遗像前我
深深地三鞠躬。孙老师走了，匆匆复匆匆。令人扼
腕叹息的是，她没有领到过千元工资，闲适悠然颐
养天年的日子她也没有享受过一天， 更没有看到
如花似锦的新职专。

往事依稀，明灭或可睹。 当年，从西仓村搬
桌背凳跨过蟠龙河来到临山脚下创业的职专老教师
们，大多数已离岗休息，洒下汗水并遽然倒在这片
热土上的孙中兰老师也久已长眠于地。在薛职专建
校30周年之际，我写此拙文怀想他们的业绩，追
忆孙中兰老师，以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之意，亦是我
对职专挚爱情怀的袒露。

往事依稀

——忆孙中兰老师

枣庄理工学校 褚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