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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初二，我国民间又称为
“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传说，
天上主管云雨的龙蛰伏了一冬天，这
一天被春雷的轰隆声惊醒，抬头飞腾
升天，行云布雨，迎接春天的到来。
从此以后，雨水会逐渐增多起来。民
间广泛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的民
谚，为此这一天也叫“龙头节”，人们
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庆祝，以示敬龙
祈雨，让老天佑保丰收。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在我国
的民俗尤其是节日习俗中，食俗占
的分量很重。寻常的家常便饭，一
旦和节日牵连起来，便去除了世俗，
洗掉了平庸，摇身一变成为身价倍
增富含寓意的节日食品。二月二也
是如此，龙是民间最受尊崇的神灵
之一，人们在二月二这天享用的珍
馐美味，无不加上龙的头衔，沾有龙
的气息，比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

煎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吃“龙
须”，吃米饭叫吃“龙子”，吃汤圆叫
吃“龙眼”。

在乡间，二月二吃煎饼是一个
流传很广的传统食俗。乡谚说：“二
月二刮大风，家家户户摊煎饼；二月
二龙抬头，家家户户细丝流”“二月
二龙抬头，家家户户稀汁流，人家流
来俺不流，俺家少米缺绿豆”。民间
的说法是，二月二是龙王的生日，摊
煎饼是为龙王庆生。煎饼是龙王的
胎衣，吃煎饼是为龙王嚼灾。龙王
掌管着雨水，替龙王嚼灾就是为了
祈求风调雨顺，保证庄稼有个好收
成。再说，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一
年的春耕劳作就要开始，全家人吃
顿团圆饭，改善下生活，软香可口的
煎饼也算是农家难得的美食了。

从小到大，我最喜欢吃二月二
这天早上母亲在鏊子上摊的荠菜煎

饼了。记得小时候，每到二月二的
前一天，母亲就会让我带着竹篮和
戗锅刀，到返青不久的麦地中挖一
些鲜嫩的荠菜，回来择洗干净后，晾
在锅排上等着第二天用。二月二的
早上，母亲早早就起了床，将荠菜切
碎放入盆中，再加一些葱花儿、姜末
儿，撒上细盐、花椒面，从面缸里挖
出一瓢白面，舀些清水用筷子搅拌
成面糊。开始摊煎饼了，母亲将鏊
子支在临近灶房的空地上，我负责
坐在旁边烧火。

麦秸燃烧起来了，母亲手里掂着
油壶开始往鏊子上抹油，黄澄澄的菜
油受热后吱吱乱响，氤氲的香味直往
我的鼻孔里钻。鏊子烧热后，母亲一
手端盆，一手拿勺子舀面糊，转圈儿
浇到热鏊子上。鏊子中间高四周低，
面糊在鏊子上四面流淌蔓延。母亲
手疾眼快，迅速用木铲来回扒拉，左

抿右铲，将面糊厚薄均匀地摊成平展
展的圆饼状。那时候没有平底锅，更
没有电饼铛，在中间高四周低的鏊子
上摊煎饼，绝对是个技术活儿。手劲
小了，面糊摊不均匀，厚薄不一致，而
用劲大了，则把煎饼弄得块块拉拉，
极不完整，不过遇到此种情况，有经
验的人自有补救措施，赶紧舀一勺面
糊将烂成碎片的煎饼修补完好。不
多时，受热后的面糊凝固定型，母亲
一手执着木铲顺着煎饼四周迅速一
旋，另一只手提着煎饼轻轻一揭，翻
转过来将另一面略微一烤，一张薄溜
溜黄澄澄香喷喷的煎饼便做成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吃一顿煎饼
也是改善一次生活，往往是母亲摊
着，我和哥哥姐姐吃着，等到母亲忙
活完了，锅排上的煎饼也所剩无几
了。如今想起荠菜煎饼那香软可口
的味道，仍是回味无穷，唇齿留香。

民间纪事一
我称共同值守防疫卡点的

同事为战友。
一曰此疫非同小可，它想

要吞噬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
说“防”，不如说是有仗要打，要
守卫幸福，就要像战士一样，向
邪恶开战。

二曰同事像战士一样，无
畏无私。家里再大的事，一处
理就上岗，从不空岗；一米八大
个的兄弟，腿肿得站不稳，依然
坚守；文弱弱的小姑娘，河边风
吹得感冒头疼，服点药，继续为
市民测体温……不厌其烦。没
有战士的品格，何来如此情怀？

三 曰 招 之 即 来 ，来 则 能
战。孩子的啼哭声中，家人的
嘱托声中，坚定地摇摇手走向
卡点。询问、登记、测量、叮咛，
一气呵成，满满的爱心。

瘟疫来得不是时候，它搅
乱了春节的温情。好在，我们
已经携力扼住它的狂虐。

瘟 妖 虽 狂 舞 ，山 河 美 景
在。初春的天湛蓝湛蓝，她想
留给每一位战士，写就“这个战

场 我战斗过”的诗篇。
二

抽空到航空港区送人。一
上绕城高速，十分流畅，提前到
了下站囗。导航提醒:防疫检
查。我马上想到一个词:硬核。
车移动一下停一下，我扫好二维
码，填写个人信息。因慢生烦，
好在检查人员一个一个有条不
紊地测体温，没一落下的。

是的，每个人必须接受检
测。铁的法纪面前，谁都不能
搞特殊化。这场瘟疫，如果能
让大家有点收获，也不枉经历
此劫。

昨天，防疫卡点附近的草坪
上，不知名的野花悄悄开放，摇
曳的绰姿，正迎接春天的到来。

三
从出入登记到凭证出入，

从一户一码到出入划卡。市民
们都理解并配合，甚至下楼取
个快递，也能如此地认真。因
为他们知道，这些都是为了大
家好，也为自己好。一张出入
卡，一个双手奉上，一个郑重迎
接。这场战疫的取胜是必然

的：硬核里的殷殷温情，一定会
赢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点赞并祝福郑州市民，这
才是国家中心城市的样子！

四
疫情下固然有冷酷和冷

漠，但美好和乐观俯拾皆是。
从战友文茹拍摄的照片

里，我一下子认出了他。他住
的地方在卡点西侧，是郑大三
附院的一位医生。他从小区里
进出，从不规律：早上七点出
门，晚上八点或十点回；或许，
刚上楼，就会再出门，到医院
去。除了医院卡点外，还有火
车站的新任务。他说，可能还
会随时奔向救治前线。

每次见面，除了相互热情
的招呼之外，就是亲切地嘱咐：
辛苦，照顾好自己！经历了这
次疫情，从不沾酒的他居然邀
请：这次战疫胜利后，咱们兄弟
喝两杯！

同在卡点值班的战友铭
生，他的爱人也在这个医院，他
说爱人也会随时上前线的时
候，低沉的声音是满满的担忧。

患难见真情，珍惜这份美
好，但愿成为我们人生的习惯。

五
七天前，从安阳回来的小伙

儿，一说要隔离，勃然大怒：限制我
的自由。

耐心地劝说后，他表示愿

意隔离，以保证健康。
昨晚隔离结束后，他从商场

采购了满满的两兜蔬食。到了
卡点，他惊叹：节后从没见过这
么多人，真神奇。他要求工作人
员全身消毒，一遍，两遍。

在笑声中，他拎着给养上
楼，边走边自言：没事，坚决不
外出。

自律是自由的花朵，自由是
自律的果实。没有自律的自由，
怎么会有和谐与稳定？在郑州
能感悟到这一点，也不枉郑漂一
回，肯定会受用一生。

六
在大桥头卡点值勤已经二

十一天了。这个卡点设在中原
路与大学路交叉口西北角腹
地、金水河北侧，负责 704 户
2400 多常住居民的出入、登
记、检测，加上锻炼的、遛狗的
市民，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时令虽已雨水，但二十多
天，仿佛经过四季：傍晚至凌晨
时分，西北风被大学路东的高
层拦截，在省煤勘院门口的广
场上徘徊几圈，沿金水河道西

行，风刺骨，穿鸭绒祆，二十分
钟准冷透全身，即使再裹上一
件军大衣，工作时原地跑步，才
能留点热乎；中午时分，太阳照
在金水河上，问询、登记、测体
温、送生活用品，忙得直淌汗，
几日里，冬、夏如此分明。

尽管如此，许多战友都选
择来这个卡点值勤。与市民的
交往，才让大家倍感春华秋实
的欣慰。许多居民的出行习
惯、工作单位都已熟悉，有个战
友连居民常遛的每个宠物狗名
字都记得。认真细致热情的工
作态度，让居民对卡点工作有
了新的认识：有主动要求捐款
的，有对工作人员嘘寒问暖的
……昨晚一位不留姓名的大姐
给战友们送来抗病毒的口服
药，战友建松说：“正是因为有
市民的践行和支持，才让我们
感到工作的成就和温暖！”

夜深了，小帐篷的灯光依
然明亮。一位下夜班的市民匆
匆往家赶，他告诉我：“看到小
帐篷的灯光和带红袖箍的干
部，我心里踏实多了！”

乡俗乡情

♣ 梁永刚

二月又二龙头动

防疫卡点日记
♣ 张富国

逆行者逆行者（（国画国画）） 赵赵 曼曼

诗路放歌

庚子迎春
♣ 何广才

其一
罡风何日扫瘟尘，还我江山淑气新。
复令工商喧井肆，更教牛女会云津。
名园再萃赏花客，胜境重徕揽秀人。
举国同心驱噩梦，翌晨仍旧是阳春。

其二
瘟魔岂可太猖狂，试看兵民斗志昂。
尝拔三山迎旭日，更巡四海固金汤。
挽澜自有经纶手，惩恶当凭铁石肠。
华夏齐挥倚天剑，斩除魑魅醉春芳。

抗击劲吹嵩岳风
♣ 张国臣

鼠年江汉走瘟虫，抗击劲吹嵩岳风。
大禹开门口先罩，嫦娥回宅手忙冲。
人人防疫持谨慎，户户读书驱钝蒙。
众志成城春烂漫，峰登峻极数英雄。

驱清霾瘴好迎春
♣ 杜冠章

南来未及洗行尘,一览诗群满眼新。
方喜木神过洛浦,已惊瘟鬼渡江津。
魔高自有降魔策,国泰欣凭治国人。
明烛纸船烧正起,驱清霾瘴好迎春。

莫道寒云遮冻土
♣ 海 盈

其一
滔滔病疫漫江城，塞北岭南黎庶惊。
举目街区无影迹，低头微信有深情。
医生列队驰援去，军旅戎装解困行。
施策科学凭指引，桃花陌上待新晴。

其二
年交庚子起瘟尘，喜色稍逊往岁新。
村县方言呵故土，江城夜曲动云津。
请缨前线彰肝胆，宣讲荧屏惠亿人。
莫道寒云遮冻土，狂飙过后即阳春。

誓将瘟孽照天烧
♣ 杨德本

临危援汉响征召，除疫军民尽舜尧。
荆楚封城忙会战，乡关设卡堵妖逃。
白衣连夜不辞苦，勤务舍家忘却劳。
更有汤池雷火阵，誓将瘟孽照天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