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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儿，恁找谁啊？”记者走进新
郑市城关乡敬老院，一位头发花白的
老大爷热心地询问着。

“我们是报社的，来这儿看看大
爷、大娘们的生活啊！”听了记者的
话，老大爷乐了：“俺们在这儿过得可
自在，比自己在家孤苦伶仃的享福多
了！”

随着老人走进敬老院，只见院
中楼房亮丽，道路平整，健身器材摆
放有序，老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
天、下棋，无忧无虑，精神矍铄。

在敬老院刘玉环副院长的介绍
下，记者进一步了解了老人们在这儿
的生活。敬老院里现共有 60 多位

“五保”老人，九旬以上的就有好几
位。该院占地 16亩左右，80多间房，
具备居住、游乐、医疗、洗浴、饮食、保
健等综合功能，周边环境清幽，非常
适合老年人居住。

敬老院为了保证老人们吃得
好，专门成立了“吃饭管委会”，由院
里 5位身体硬朗、思想活跃的老人组
成，收集老人们对饭菜的意见并反馈
给厨房事务长，以便改进。餐厅还制
定有食谱，每天的饭菜不重样，荤素
搭配，保证老人们的营养需求。

“该吃饭了把饭菜都摆好放桌
子上，老人们吃着方便。有些行动不
便的，工作人员把饭端到他们面前，
让老人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厨房
事务长介绍道。随后他又热情地指
引记者来到了后院，只见两大块菜地
生机盎然：“这买菜不方便，大伙一商
量，就把这空地改成菜地了。老人们
种点自己喜欢的蔬菜，自食其力，就
跟锻炼身体一样，吃着方便也放心！
后院俺们还养了猪，逢年过节还杀头
猪给大伙改善生活呢。”

“恁来看看俺住的屋，可干净，

每天有专门的人给俺们打扫卫生
嘞！”在一位大爷的带领下，记者来到
了老人们的公寓，客厅里沙发、电视
齐全，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屋里床铺
整洁，地面干净。原来，敬老院里老
人们用的被褥、衣服，有专人负责购
买、清洗；牙刷、卫生纸等日常用品，
统一发放和更新。

69 岁的田丙堂老大爷告诉记
者：“院里还给俺们办了新型农村养
老保险，每个月国家还给俺们发点儿
钱，零花钱也有了！”

敬老院定期给老人们安排健
身、娱乐活动，逢年过节都有特别安
排。今年4月份，敬老院还组织了30
多位老人去开封旅游。

看着这些老人在敬老院里颐养
天年，其乐陶陶，记者心里也暖融融
的，禁不住在心里默默祝福老人们幸
福安康。

又是一年中秋至，又到花好月圆时。
天上的月儿圆圆，人间的情意暖暖。

网络传递两地情
今年中秋别样乐

9月20日，新郑市薛店镇观沟移民新
村村民李仕臣，透过窗户，望着灿烂的阳
光泻满整个大地，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对他来说，意义深
远。这不仅是他在新郑度过的第一个中
秋节，更重要的是，他准备国庆节当天结
婚，新娘是个新郑女孩。

提起与未婚妻的相识，李仕臣有点不
好意思：“一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感觉都
挺好的。”说到这里，朴实的他甜蜜地笑
了。今年 1 月份，李仕臣提前来到新郑工
作，5月，“媒人”感觉这个“观沟小伙子”不
错，就想撮合淅川移民和新郑本地人的第
一桩婚事，把新郑女孩吕战红介绍给了
他。两个年轻人见过后，对对方的印象都
很好，一来二去，就走到了一块。

在与记者交谈中，李仕臣打开了电
脑：“与还在南阳的朋友约好了，一会儿

要视频聊天。”“我叔叔们还在南阳上
班，舅舅家在邓州，很多朋友都在南

阳。他们国庆节要来参加我的婚
礼，所以，中秋节就不相互走

动了。我们经常这样子‘看
着对方’聊天。”他告诉

记者。
今 年 在 新

郑 和 在“ 老
家 ”淅

川

一样，会在八月十五晚上，大家吃着团圆
饭赏月。现在一些亲朋好友都经常和他
在网上联络，了解彼此的情况，有些还希
望通过他在新郑找到一份工作。这两天
他们都在讨论着中秋节怎样度过，共同抒
发望月怀乡之情；同时，也顺便交流一下
工作和生活中的体会。坐在旁边看儿子
聊天的李妈妈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
真的。越到八月十五，就越想亲人。大老
远的，幸好有这电脑，能让我在网上看看
他们。”

团团圆圆过中秋
今年月圆不寂寞

“爷爷，我们来看你们来了！”阴历八
月十一大早，西亚斯学院的学生们怀着对
老人的思念，带着对亲人的祝福，载歌载
舞，来到光荣院和老人们提前同庆中秋佳
节。

“我们经常来，大部分都和爷爷们十
分熟络了！”李汉涛告诉记者，“我们当中
有很多不是本地的，爷爷们就是我们在这
里的亲人。中秋节了，我们要来这里一起
过个团团圆圆的节日。”

“心里高兴啊，可盼着他们来呐。”光
荣院的老人们坐在休闲室，一个个翘首期
盼。一阵脚步响起，飞来了欢歌的种子，
休息室里顿时炸开了锅。看着为自己剪
指甲的林莎，老人马振清脸上洋溢着幸
福：“小林，爷爷也想你啊，学习没落下
吧？好好学习，多练本事，也是对国家做
贡献啊！”

抚着王软成老人头上碗大的伤疤，韩
亚娣不禁湿了眼眶：“爷爷，您16岁就上战
场抗美援朝，为国家奋斗了一辈子，落下

了一身的病痛，您后悔吗？”“不悔！

孩子，先有国，后有家啊！”
欢声笑语不时传来，学生们

为老人带来了精心准备的节目，
老人们也不甘落后，这不，唱戏的唱

戏，唱歌的唱歌，今年已 82岁高龄的张
福来老人还即兴为大家表演魔术呢……

中秋前夕做顿饭
既表孝心又团圆

八月十四早上起来，今年 12 岁的婷
婷问：“妈妈，今天早上吃啥呀？”妈妈回答
道：“冰箱里有月饼!”婷婷灵机一动说：“中
秋节到了，我要给爸爸妈妈做一顿饭。”

父母没有在意女儿的话，依然忙碌着
自己的事，婷婷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按时
去上学了，但是“拎走”了妈妈平日里用的

《美食大全》。婷婷先选定了要做的菜目，
就趁上午放学后到附近的菜市场去购
买需要的材料。下午放学后，婷婷
早早地回到家中，像模像样地
开始了自己的“做菜之旅”。

首先把黄瓜洗净，
切成 2～4 厘米的黄
瓜段，并把黄瓜里
面 的 瓤 掏 出 。
第二步，把油放
进锅里烧热，然
后放入瘦肉，把
瘦肉烧熟之后
再放入酱油，再
把肉放进黄瓜
段里。第三步，
把鸡蛋打散之
后，再把面粉放
进鸡蛋里，比例
是 2 ︰ 3，用 筷
子把它们搅匀
之后放进微波
炉内高火转 2
分 钟 就 好 了 。
最 后 一 步 ，把

鸡蛋饼放在盘子里，在鸡蛋饼上面放上黄
瓜，在一段黄瓜上放一个荔枝。再把黄瓜
瓤切碎撒在上面。好了，这道美丽的“翡
翠龙眼”就好了。

接着婷婷又做了“南瓜饭”、“掌上明
珠”等几道菜。做完了，把这些菜端到饭
桌前，让爸爸妈妈品尝。

“中秋节因女儿的特殊礼物而显得更
有意义。”婷婷的妈妈欣慰地笑了。

昨日，新郑市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中秋经典诵读活动。 图为该市外
国语小学学生在表演配乐诗朗诵“中华韵
中华情”。

月饼，是中华民族的特色食
品，具有很浓的中国文化，如何
体现月饼这一文化色彩呢？从 17
年前开始从事月饼生产，白淑霞
和她的祥隆公司就开始思索。把
企业文化与黄帝文化紧密结合起
来，注册嫘祖商标，从最初的风
味月饼到如今的文化月饼。教师
出身的白淑霞，每一步棋子都创
意无穷，又有浓郁的文化味。

品质，90%来自意识，10%来自
知识。正如白淑霞分解“企”字时
说，企业如果没了人，那企业就停

“止”了，合格的产品不是检验出来
的，而是生产出来的，所以对员工进
行定期的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对
每个管理岗位都进行了细化。让他
们知道品质就是在他们手中打造出
来的，品质就在每一道工序中，将目
标定为考核合格率达100%。

在祥隆，无论是干了十几年
的师傅，还是几个月的营业员，无

不佩服白淑霞抓质量、抓服务的严
格。祥隆用的原料都要经过她亲
自到厂家看后，索证、验收，才能使
用。师傅打面只要她用手一摸，都
知道合格与否，一看就知道用心做
了没。

祥隆不惜大量投资购置日本
高科技饼模造型机压制月饼，确保
每个月饼表面平整；使用意大利蒸
汽热风炉来烘饼，烘出来的月饼色
泽金黄均匀；利用日本自动化机械
包装，不经人手，卫生可靠。

“我们要用品质服人，不仅是
味道和价格，祥隆做的就是品质文
化。”白淑霞有精辟的见解，品质文
化是一种循环活动，也就是让人理
解品质、让人重视品质、让人欣赏
品质及让人接受品质。

新郑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文化积淀深厚。韩非、白居易、
许衡等历史名人，流芳千古，光耀
史册；裴李岗文化遗址、黄帝故里、

郑韩故城等名胜古迹，星罗棋布，
熠熠生辉。如何将本土非物质文
化遗产挖掘整合，使之与月饼糅合
于一体呢？这一直是白淑霞思考
的课题。为此，她花了几年时间研
究新郑文化。

白淑霞最早的灵感来自于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纪念品“黄帝丝
巾”，遂萌发“炎黄御月”的概念。
从那时起，祥隆经历雏形、定型、提
升几个阶段，最后到包装、成品，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几年的进
化和沉淀，“炎黄御月”、“皇家手
提”、“咱家福饼”深受市民的喜
爱。祥隆从视觉到内涵，成为名副
其实的大品牌。

“从包装盒看黄帝统一华夏，
百十元就可以吃到新郑几千年的
文化。”现在，祥隆的员工可以自豪
地向客人如此推销。

在经历了17个春秋的不懈努
力和千锤百炼后，如今，祥隆已经

在新郑、内蒙古拥有 20 多家连锁
店。祥隆把文化贯穿包装和生产
中，强调吃出美味、吃出文化、送出
文化。

白淑霞经常告诉员工，“咱们
从事的是甜蜜的事业、阳光的产
业。要用甜蜜的心对待顾客”。如
今，祥隆月饼以其“低脂、低糖、低
碳、绿色环保”，以及“不油腻、不上
火”的独特优势，赢得社会各界人
士的喜爱。

而感恩文化也是祥隆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白淑霞说，没有国
家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就没有
祥隆今天的成绩：“我们感恩帮助
过我们的人，而用心做好企业，多
参加公益活动就是最好的感恩。”
多年来，白淑霞所带领的员工团队
为汶川地震灾区等地奉献爱心，她
先后牵头送温暖 30 多次，慰问病
残、贫困家庭，奖励失学儿童 100
多人次。

中秋节的由来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根据我国

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
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
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起源的另一个说
法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子成熟
的时刻，各家都拜土地神。中秋可能就是秋
报的遗俗。

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
在《周礼》一书中。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
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
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中秋节
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春节齐名，
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也是我国仅次于
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节这一天人们都要吃月饼以示“团
圆”。 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
天祭月的礼制。在民间，每逢八月中秋，也有
拜月或祭月的风俗，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
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慢
慢的，月饼也就成为了节日的必备礼品。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
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突厥靠月饼隐
蔽的传话得胜，八月十五凯旋，此后，吃月饼
成为每年的习俗。 万斌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今年中秋节又逢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据了解，今年的中秋月将在北京时间的 23
日（八月十六）17 时 17 分最圆。但因为届
时天还没黑，市民将无缘见到最圆的中秋
月。

中秋月最圆的那一时间，由于月亮还离
地平面的高度较低，且太阳还未落山，天空较
亮，人们还不能看到它。要等到天完全黑下
来之后，才能开始欣赏中秋月。

专家提醒，晚间欣赏中秋明月，只需用肉
眼就行，如果要将月亮表面包括环形山等影
像都看得更清晰，则需备上一台小型望远镜，
倍数在20至30倍就可以了。 若凡

又见明月
又是一年明月夜，又是一年团圆时。独

自静静地依靠在窗前，望着那挂在半空中一
轮明月。稀疏的白云淡淡地散落在天空，被
月光衬托得那么雪白，深蓝色的天空望过去
却是那么高远。

我喜欢中秋的感觉。秋天是收获的积
蓄，又是收获的开端。说她是积蓄，是因为夏
收悄然而去。说她是开端，是因为秋收正迈
着硕果累累的脚步迎面而来，融着人内心即
将收获的欣喜。

回首夜空，带着透玉般亮泽的月亮已悄
悄地藏入了云中，宛如出水芙蓉般地让人不
禁动情，几朵飘过的云彩掩盖了那一份羞
涩。几千年来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但不变的
却是那一轮明月。望着她不免多了一丝遐
想，在这茫茫的月光中似乎是记录着过去的
点滴，又似乎在书写着美好的未来。

我喜欢中秋的美满。在这一刻，全家人围
桌而坐，彼此祝福、共赏明月、边吃边谈，万里无
云境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清澈的月、清澈的
天、清澈的情感，在天上人间合而为一之时，合
家共赏中秋月不愧为人生的一大佳境。自古
月亮、月饼就像是团圆的象征，为亲人留下一块
月饼，寄托着淡淡的忧思。咬一口月饼，在口中
缠绕的一丝丝甘甜若有若无，就好似空中的月
亮一样忽近忽远却让人回味留恋。

再回首夜空，几片浮云随风而去，又一
次掀开了月亮那银色的倩影，静谧的月光静
静地散落在大地上，闭上双眼，耳边回想起肖
邦月下奏鸣的夜曲，此刻的心情是如此的平
静。可惜月亮永远不是完美的，那中间的几
块黑影仿佛就是传说中的广寒宫。“每逢佳节
倍思亲”，不知久别人世红尘的嫦娥会不会有
同样的思绪？回想着往事，远远望着那绝美
的月色，沉思着那段被人类纷纷传诵的佳话，
不免落下两滴清泪……毕竟“月是故乡明”
啊！ 李梦溪

太极舞出夕阳红
——访新郑市太极拳

爱好者乔均喜
本报记者 赵锡铭万斌

一位62岁的老人，多次参加省市太
极拳赛事，获得金牌7枚、银牌5枚、铜牌
8枚；2004年开始义务教拳，坚持七年如
一日，辅导、教授 2800 多名太极拳爱好
者，组建新郑第一支太极拳队——轩辕
太极拳队。他，就是乔均喜。

满是银丝的头上戴着一副耳机，高
且瘦的身体上斜挎着小音箱，这是乔均
喜最通常的打扮。由于年轻时的忽视，
40岁以后，乔均喜渐渐觉得腰椎和肩周
有些不适。正准备求医问药时，机缘巧
合，他结识了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
陈世通，从此开始练太极拳。渐渐的，腰
不痛了，肩周炎也好了。

体会到太极妙用的他，开始向自己
的街坊邻居“推销”太极拳。“原来我早上
跑步，后来他跟我们说学太极拳管治病，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跟他学了，还真管
用。”65岁的刘老汉是第一批参学的，后
来也成了“助教员”。在乔均喜长期的游
说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学习太极拳
当做晨练的“必修课”。

“能不能组个拳队，让更多人学习
太极拳，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呢？”乔均
喜开始有了新的思索。2004年，乔均喜
开始组建起了轩辕太极拳队。一组队，
许多人就犹豫。“我们都以为跟乔老师学
太极要收钱，就没有报名。”一名老学员
道出了大家的担忧。面对着旁人的误
解，乔均喜早上晨练时，用音箱“打广
告”：“我是义务教拳，不收钱。”听到消息
后，许多人加入拳队学习太极拳。

经过 6 年的发展，轩辕太极拳队已
有学员近百人，每年都会受邀参加省市
太极拳赛事，并获得了许多荣誉。面对
荣誉，乔均喜总是一笑了之，从不过多谈
起，仍是继续义务教拳。农民、公务员、
老师、外来务工人员，甚至在新郑居住的
外国人都慕名来学习太极拳。空闲时，
他还义务到学校、机关教太极拳，忙且快
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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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迎“双节”
拜祖活动花样多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路军 孙耀

坤）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为了给游客们
营造节日的气氛，黄帝故里景区将开展“一炷
香、一颗红枣、一幅好照片、一段传奇故事”等
系列活动。

登陆黄帝故里景区门户网站：www.
hdgl.cc，游客就会看到“双节”活动精彩纷呈，
可以参加一元一炷心香、许一个心愿、佑一生
平安的“一元拜祖”活动，拜祖先、捐功德、获
赠景区500年古枣树所结贡枣的“一颗红枣”
活动。另外，景区还开展“有奖征集”活动
——征集游客在景区参观拜祖时虔诚敬香、
默许心愿、温馨感动留下的一幅好照片和一
断传奇故事，获奖者有精彩的礼品。游客关
注最多的还是“赠品留念”活动和“拜祖套
餐”，届时，请香的游客将获赠一枚拜祖纪念
章。双节期间每天上午 9：50、下午 3：50，景
区还举行专场拜祖仪式；同时隆重推出的故
里祠敬香仪式，还可以以不同方式完成游客
的祈福心愿。

生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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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月圆时

百姓故事汇

白淑霞和她的月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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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的第一个中秋节，移民和老家的亲人在网上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