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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大人望插
田，小孩望过年。”小孩子
盼着过年为的是有新衣
穿、有鞭炮玩，更重要的是

有好东西吃。中国传统的节
日，吃总是最能体现节日氛围的，

尤其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更是如
此。因而，拜年是我们小时候最乐
意做的一件事。

拜年，在老家是有许多讲究的，
正月初一一般只在同姓宗族叔伯之
间往来走动拜年，初二开始从舅爹
爹、家婆家开始拜年，再到其他亲戚
家拜一遍，然后被拜过年的人家也
要回拜一遍才算结束。拜年的时间
通常不超过正月初七（即“人日”）。
拜年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通常有
人上门拜年了，被拜的一方在对方
走的时候还要馈赠些糕点，俗称“回
箩”；若所带的礼物中有糕的话还要
让拜年的带回去的，寓意糕（高）来
糕（高）去；小孩头一次上门要给红
包……

当然，拜年的过程中一些细小

的规矩不注意的话也会惹出不少
糗事来。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正月
去一远房亲戚家拜年，父母亲因有
事不能前去，母亲便让我带着年幼
的弟弟去拜年。由于是第一次在
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拜年，母亲
头天晚上就将拜年中要注意的事
项左叮咛右嘱咐，什么到人家里要
有礼貌、见长辈要称呼人；不该吃
的不要吃，不能拿的不要拿……我
们一边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一边
盘算着明天会有哪些好吃的东
西。第二天，走了五六里山路才到
亲戚家，我与弟弟分别拜过了长
辈。不一会儿，亲戚家端出了两大
海碗长寿面“烧茶”（一种礼节性正
餐前的佐餐）。看到碗头上横放着
的鸡腿，黄亮亮、油汪汪的，实在诱
人，但想着临行前母亲的嘱咐，我
咽了咽口水没敢动筷子。那时拜
年“烧茶”的鸡腿一般都是不能吃
的，主人家端出来放在碗上也是做
做样子，客人只吃掉碗中的面条，
鸡腿端回去还会留着应付下一个

拜年的客人，除非主人家提前将鸡
腿撕碎了才可以吃。可能是那天
走了几里山路有点饿了，我只顾自
己吃面，也没在意弟弟。忽然间，
一抬头发现对面的弟弟正用筷子
在碗里不停地忙活着，像是在翻找
着什么东西。我连忙轻声问他：

“找什么呢？”没想到弟弟的回答吓
我一跳。他竟然说有颗牙掉进面
条里了。这时，我才发现他嘴角似
乎有血渍，连忙问怎么回事？弟弟
不好意思地说，鸡腿啃不动，生拉
硬拽中把一颗松动的牙给扯掉
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忘记告诉
他鸡腿不能吃的，连忙帮他擦掉嘴
角的血渍，悄悄把面条端了回去。
亲戚还以为我们“作礼”不肯多吃，
还来回客气了大半天。

乡下人拜年吃茶时，宾主双方
总要先客气一番，一般客人都不会
完全吃掉，用面条招待的话要挑一
点出来，是荷包蛋的话也要少吃两
个，这也是乡间的礼数，尤其是妇
女们来拜年更是如此。邻家有个

小男孩最喜欢吃荷包蛋，每次客人
来拜年总能得到几个“剩蛋”吃。
有次一亲戚来拜年，家里照例用荷
包蛋“烧茶”待客。不知是客人忘
记了还是可能真的饿了，竟然把主
人家端上来的 4个荷包蛋统统吃
了。在一旁等着“捡漏”的小男孩
看到客人手中空空如也的蛋碗，立
马呼天抢地号啕起来，又是哭又是
闹的，把客人弄得摸不着头脑，连
忙上前想去扶他。没想到小孩子
童言无忌，边哭边说：“你好贪吃，
把我家鸡蛋都吃光了。”客人方才
恍然大悟，顿觉无地自容，束手无
策。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由拜年引
发的一些吃的糗事也不会再有了。
拜年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再也不
是单一的走亲访友的串门了，足不
出户就可以通过电话、短信、QQ、微
信等多种形式来给亲朋好友拜年。
但不管形式如何改变，拜年这种中
国传统的年俗还会继续传承发扬下
去。

岁月回眸，时光焕然。又是一
年春节至，不由唤起了儿时在昏黄
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温暖的火盆
旁，边烤火边听长辈讲故事的守岁
记忆。

除夕之夜，全家人照例要聚在
一起吃年夜饭。在布满岁月痕迹的
八仙桌上，每道菜都是祖母、母亲和
姐姐精心制作的，承载着许多美好
寓意，如：“长蒜”代表幸福细水长
流；“红烧鲤鱼”寓意年年有余；“油
炸年糕”寓意步步高升；苹果寓意平
平安安；桔子寓意大吉大利……

享用完丰盛的年夜饭，母亲起
身去厨房生一个铜火盆，端到堂屋
中间，再上楼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炒
花生、炒瓜子、炒薯片、饼干、花生
糖、芝麻糖等装满干果盘，并用滚
烫的山泉水泡一壶春茶。爸爸把

家中最亮的那盏马灯，以及几盏用
墨水瓶和牙膏壳做成的煤油灯同
时点亮。灯花盛情地怒放着，矮小
的土砖房内显得特别温暖明亮。
我和哥哥、弟弟换上了簇新的衣
裳，爱美的姐姐用鲜艳的红丝巾扎
着一束高高的马尾辫，连成线的灯
光映照在屋子里，衬得我们的脸蛋
红扑扑的。

“我们长征那会呀……”祖父穿
着长长的青布衫，左手扶正烟斗，右
手用铁丝掏着忽明忽暗的烟锅，“吧
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故事便随着缕
缕青烟飘散开来。祖父是1931年
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
千里长征。他讲的故事自然大多与
长征有关，我们听得格外入神。讲
完故事后，祖父悠然自得地斜躺在
睡椅上，慢条斯理地把烟锅弄灭，然

后接过父亲递过去的浓茶，眯着眼
睛慢慢享用。

祖母上过中学，知书达理。她
紧紧抓着我们的手，讲诚信故事“财
主和金锅”，讲爱情故事“牛郎织女”

“白蛇传”……但我最爱听的，还是
“老鼠娶亲”这样的民俗故事。

“古时候，守岁是要到稻田上去
守的，这样来年才能风调雨顺，庄稼
才有好收成。”16岁就当生产队长的
父亲永远都是这句开场白。他慢慢
地吐着烟圈，先向祖父汇报庄稼的
收成和来年的农事计划，然后给我
们讲述二十四节气、十二生肖、天干
地支，讲“诸葛亮借东风”“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父亲讲得有滋有味，
哥哥姐姐听得如痴如醉，完全不理
会依偎在母亲怀里早已沉入梦乡的
我。

时光缓缓流淌，如今农村家家
户户都有了大彩电，守岁的内容也
悄然发生了变化。除夕之夜，一家
人坐在沙发上，边聊天边看春晚，茶
香袅袅，笑语盈盈，其乐融融！女儿
是个开心果，她模仿春晚的表演画
面，一会儿唱歌跳舞，一会儿钻到祖
母怀里嗲声嗲气地吵着帮她挠痒
痒，一会儿抢走哥哥手中的擦炮，被
哥哥追着满屋子跑……我从父母的
眼神里，逐渐读出了享受天伦之乐
的幸福感。

不知不觉间，春晚已接近尾声，
农历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父亲急
忙拉上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鞭炮
到大门口燃放。忽然间，此起彼伏
的鞭炮声带着乡亲们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希冀，在村子上空久久回荡着、
回荡着。

在岭南，腊味是众人餐食里十
分偏爱的美味，也是新年中难以割
舍的一道佳肴。秋风乍起时，每逢
阳光明媚的日子，总能见到主妇们
拎着一串串腊味，置于家门口的竹
竿上，任爽风轻揉，阳光浸润，使晾
晒的腊味获得醇厚绵长的滋味。腊
鱼、腊肉、腊肠……阳光未曾偏爱，
可它们却各有各的滋味。这其中，
我钟情做法最简单、最具包容力的
腊肉。不为其他，只因多年前从千
里之外来到异乡，一位本地大姐给
我端来一碗腊肉煲仔饭，在春节前
夕安抚了我迷茫无助的心。

久居江门，我已渐渐抹去故乡
和异乡的边界，总会在秋风起时买

上肥瘦均匀的五花肉，回家改
切成一指半宽左右的长

条，用绳索串起来放在

一旁备用。而后用生抽、白糖、白
酒、十三香调成酱料，将五花肉逐一
放入，先顺着猪肉的纹路揉搓几个
来回，让五花肉尽情地吸收酱料，再
将五花肉整齐摆放在酱料里，静置
一整天，任酱料的滋味丝丝渗入五
花肉的纹理，填满肉眼难见的狭小
空间，然后便可取出晾晒。借着正
午阳光，腌制好的五花肉悬挂在家
门口的竹竿上，接受阳光的洗礼。
与夏日狂放无忌的灼热相比，秋日
阳光无疑是儒雅温和的，一点点带
走腊肉里的水分，只余酱料的醇香
和阳光的厚重。经过月余的晾晒，
腊肉的颜色变得深沉，肥肉橙黄晶
莹，瘦肉酱红幽深，轻捏腊肉，脂肪
丰盈，肌肉坚韧。这些饱含生活温
情的生晒腊肉已可以去接受亲友的

品味了。
浓浓的年味里，以腊肉低调的

性格，一般是不会占据餐桌最中心
的位置的，可餐桌上却处处能见到
它的身影。家人最喜欢的是腊肉
炒芥蓝，清新脆嫩的芥蓝吸收了腊
肉风味十足的油脂，腊肉也因为有
了芥蓝的加入，不再油腻且处处藏
着温润。而一道腊味合蒸则紧紧
抓住了我的心，来自老家湖南的烟
熏腊肉和本地的生晒腊肉在餐盘
上相遇，一方是饱含湖湘风味的浓
郁热烈；一方是尽可能保留食物本
真味道的柔和包容。令人惊叹的
是，两者味道并未冲突，竟隐隐融
合，成为一道他乡与故乡味道相融
相生的难得美味，所有的思乡愁绪
都在此刻得到慰藉。最令所有人

着迷的莫过于腊肉煲仔饭，用老家
带来的大米煮成晶莹剔透的米饭，
适时放入切成薄片的腊肉一同烹
煮，腊肉被米饭吸收了油脂后，依
旧浓郁咸香，但却肥而不腻，温润
可口，米饭吸收了腊肉的油脂后，
米香浓郁，食之神清气爽，心中倍
感满足。正如本地人所说的“宝物
沉归底”，锅底那层金黄色的饭焦
才是煲仔饭的灵魂所在，入口咸香
焦脆，引人想起儿时与表兄弟们争
食锅巴的美好往事。

今年是我安居江门的第13个年
头，父母也从故乡来到我所在的城
市过年。在我家的年夜饭菜谱里，
腊肉作为了一道主菜，摆放在餐桌
显眼的位置。

钟瑞华静 守 光 阴 一 岁 新

张磊拜 年 糗 事

腊 肉 里 的 温 情 李钊

梅苑春语
李乐

（一）别梅

绿水无忧 因风皱面
幽梦梅香 熏透惦念
拈花浅笑 阔别眷恋
蘸一笔似水深情
写一阙岁月如歌
是谁任文字在指尖绽放 开出一片凄

艳

是我，伫立梅苑 与梅别离
从晨曦初放到暮色合闭 冷月的清辉

锁了一地
我所要别离的不仅是你 还有那似雪

如月的梦想
试问，有多少梦想值得追赶 有多少追

赶随梦飘散
我的笑容透进悲伤
你的背影卷走希望
挥挥手，你奔向匆忙
挥挥手，我无声凝望

梅说，告别也有新生
告别晨曦 迎来了晚霞
告别青春 采撷了从容
告别伤痛 理解了幸福
用一颗安然的心 在告别中汲取一份

懂得
尘封记忆 打开光阴
只一个转身 便是花开彼岸天 海阔此

地始
寻一处清欢 在素洁的日子里 笑容更

嫣然

（二）寻梅

入梦雪山中
一阵梅花开起
风雪将你凝练成朵朵血红 点缀这胭

脂殆尽的隆冬
你却用生命宣告：春天，一定来到！
世界也因此欢乐：鸟儿迎春飞翔，鲜花

列队成行，风把梦想带到海港
啊，我们仿佛不曾有过悲伤

梦深邂逅时
看，那一抹惊红，烂漫了冬季
闻，那一缕暗香，散发着清幽
刚直倔强的性情 呈现她旷世的绝艳
冰清玉洁的品格 释放她淡然的高雅
嗅着你 每一寸呼吸 都浸润着穿透肺

腑的馨香
听着你 每一个梦境 都披上了朦胧飘

逸的霓裳

梦醒斜阳处
温热的泪滴划过腮旁
铮铮的骨啊 终于绽放了这百转的柔

肠
漂泊的人啊 终于觅得安心停靠的地

方

（三）倚梅

别说春日无梅！梅苑之梅，花开四季
一朵梅 总在人们的想象里玉洁冰清

地开放
一朵梅 总在诗人的诗针下被绣入岁

月锦纶
因她坚强：寒风吹拂，残雪浸润，梅依

旧独步早春，斗雪吐艳，凌寒留香
因她纯洁：梅之色，冷艳不妖；梅之香，

清淡幽雅；梅之姿，苍古清秀
因她无私：不学桃花逐春水,不比柳絮

舞春风。梅把春天赠送,把巨寒留存

别说花开无果！梅苑之梅 将是盛开
在纸上的言辞和思想

你看，岭南秀色上雕梁，梅之警句刻心
墙，西厢花阵在摇晃，东边走廊行人忙。梅
苑换了新装——

园中，梅的身影在流连；
天空，梅的清香在悠扬；
桌前，梅的精神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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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水店
昆仑山泉

20元/桶 买10 桶送2桶

华山泉
一品怡
电话：3517777 3555666

6780701 6780702

20元/桶
买10送1
20元/桶
买10送1

市区旺街200个
灯箱广告位招租
每个5平方米 50个起租
招租电话：13902886183

靓房出售
江门保利中宇花园3楼126平

方米，4房2厅，毛坯送1000平方米
平台，售220万，电话13822467068

2022年9月27日，我公司在台山市台城北坑工业区10号从事餐具消毒过程中，出现水污染物超标排
放违法行为，此行为违反了有关环保法律，对环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事后我公司全力整改，我司立即停止
生产经营活动，杜绝超标废水外排，购买废水处理设施，目前生产废水排放达标，对以上违法行为我公司及
法定代表人深感愧疚，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没有异议，并诚恳接受和严格执行相关环保行
政处罚决定，在此就本公司的违法行为向社会诚恳作出公开道歉，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履行企业环保法定义务，主动执行环保处罚决定；
二、公司自上而下全面落实环保主体责任，高标准实行规范化环境管理，正常运转各类污染治理设施，

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履行环保社会责任，在守法达标基础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做保护环境

的良心企业。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法人代表人或经营者签字：

台山市台城益民阳光餐具消毒服务部

2023年1月26日

台山市台城益民阳光餐具消毒服务部公开道歉承诺书 江门市华睦五金有限公司废酸
综合利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告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方式和途径
链接：https://www.huajinsteel.com/about-12-165.html查

阅，或前往以下通讯地址查阅纸质版
（2）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址：https://www.huajinsteel.com/about-12-165.html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众及单位
（4）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
（5）起止时间和联系方式
自2023年1月19日，10个工作日内。
建设单位：江门市华睦五金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伟军 联系电话：0750-6538027 邮箱：JameLiWa

＠126.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睦洲大道中8号

江门市华睦五金有限公司 2023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