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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微博秀

@潘昶永：从乐清市出发，沿
着灵山一路前行，当我们驱车在
盘山的公路上，沿着弯曲的道路
往下走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山谷
里的村落，石墙瓦片，在秋日的雨
天里有些凄凉。走进黄檀硐古村
这片土地，一接触到她的地脉之
气，烦躁的心顿时就温婉恬静下
来。幽静的古村在历史的长河
里，究竟存在了多少个年头？

@傅灿良：10月的萧山湘湖，
秋意盎然，市民在宁静的湖畔散
步，聆听秋蝉低呜，把心情放在甜
甜的秋天里。

@张辉：深秋时节，余姚大岚
镇柿林村民在采摘柿子。柿林村
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种植柿子历
史，因柿子而名柿林村。每年入
秋后，柿林村的柿子开始成熟，由
青转变成红色，悬吊在树上极为
美观，故当地又称其为“吊红”。
全村现有柿子树 3000 多棵，年产
柿子10余万公斤。

@龚国荣：10月18日，宁海县黄
坛镇逐步村，人间仙境般的云海美
景。变幻的云雾缠绕在山谷与金黄
田畈，远山、村落、山林交相辉映，层
峦叠嶂，婀娜多姿，恍若仙境，构成
了一幅和美的山乡秋景图。

@梁臻 叶小平 郑琳健：秋高
气爽，正是秋游时节。船帮古镇、
云和县紧水滩镇石浦村的石浦花
海景区，面积一百多亩的各色鲜花
竞相绽放，引爆当地乡村旅游。国
庆期间，石浦花海接待游客15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800余万元，成为
当地旅游市场的一匹黑马。

@姚峰：舟山市定海区金塘
岛仙居社区种植专业户陆兆祥带
领帮工在种植中药材“贝母”。中
药材“贝母”是金塘岛上的特色农
产品，全岛种植面积约1700亩，今
年在市场收购价降低的情况下，
仍为当地农户增收1000万元。

@张建成：深秋，从空中俯瞰
武义县俞源古村村口太极田，田
里的彩色水稻已呈现出金灿灿的
色彩，一片丰收的景象。

龙游 余怀根

在 龙 游 ，衢 江 以 北 称 呼“ 北
乡”。据明代《石峰余氏家谱》记载：

“天泽爱衢属之龙丘瀔北石峰地方，
山明水秀，携家属而卜筑兹土石峰
之西隅，相离，半里许，有一烟村，名
上余者，山不高而秀雅，地不俗而清
幽，幽可伏龙，雅堪西凤。”

北乡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美食
多多。而大多数人都认可这一说
法：北乡美食圆粿为冠。明代后期
始，北乡的家家户户，在农历十二月
廿四，为了感谢神仙老佛的指点，都
要搓圆粿当祭品，祭拜老佛，遂成风
俗，传承至今。

根据古书的描述，这一天，村民
们会想方设法买猪肉，做豆腐，挖冬
笋，下地拔葱蒜，做出大大小小的圆
粿。圆粿圆圆，寓意美满幸福，事事
顺利，或供奉于祠堂，或拜祭于祖
坟，或供于灶台，或摆于村口。这一
天也正是灶君上天呈善事的日子，
为了糊住灶王爷的嘴，让灶王爷多
说人间的好话，那用糯米做出来的
圆粿就成了最理想的祭品。

北乡圆粿的制作过程极其复
杂，主要包括浸米、炒制馅料、揉粉、
搓团、水煮等环节。

圆粿所用的米粉有一个专用的
名字叫“七日粉”。家庭主妇取出上
年秋收留下的上好糯米，剔除杂物，
放入木桶或水缸里，灌满井水，连续
浸泡七天七夜，然后捞起，清水沥干
后放进石磨，磨成米粉浆。接下来，
她们会在竹筐里垫上滤布，滤干水
分，把粉块放到竹匾上，在烈日下暴
晒七天，再用石磨磨成细粉，“七日
粉”才算大功告成。

圆粿馅料以猪肉、豆腐为主料，
切成颗粒状，虾仁、鸡肉辅之，其他
馅料随时令季节变化有所不同，如
萝卜、冬笋、笋干、嫩南瓜、青豆、冬瓜
等普通蔬菜，都可以做圆粿的食材，
加香葱、大蒜、生姜、辣椒炒熟备用。

揉粉环节，先把“七日粉”倒入
盆里，然后一边加温开水，一边和粉
搅拌、揉搓，直到把松散的米粉和成
一坨光溜溜的粉团。和粉的用水很
有讲究，不能用滚烫的开水，水太
热，米粉就直接熟了搓不成圆粿皮；
水太凉，包出来的圆粿，一下锅就会
皮开馅漏，一锅好看的圆粿马上就
成米粉糊。

搓圆粿时，先从大粉团上掐下
一个小粉团，搓成一个圆球，左手托
住，右手大拇指在中间的位置摁下
一个洞，其他手指配合着大拇指在
粉团周边的地方，如做陶碗一样把
粉团捏成酒盅状，四周粉皮厚薄均
匀，没有破洞，然后再用勺子往里面
加馅，再给小酒盅一样的圆粿收
口。收口是一个技术活，不同于给
包子收口，包子用手指，圆粿收口靠
的是虎口，一路过去，收口才光洁平
滑，最后留住一个尖尖的小尾巴，像
个桃子。

圆粿下锅也有讲究，得先把锅
里的水烧开，然后把圆粿一个个放
入锅里，开始的时候，圆粿都沉在水
底，随着水温的升高，圆粿的粉皮会
从外到内渐渐地熟透，然后一个个
浮出水面，这时候，圆粿就可以装碗
了。圆粿装进青花瓷大碗，再浇上
由葱蒜酱油等调味品配制的汤料，
撒上一把葱花，好客的主人就把一
碗浓香扑鼻的圆粿端到了你的面
前，让人垂涎欲滴。

北乡圆粿，形状相似于汤圆，糯
而不粘，香软可口，粉皮精到，是人
见人爱的特色美食。它洁白，有视
觉上的美；它柔软，有触觉上的美；
它香甜，有味觉上的美。乡人胡琨
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武进士，曾
任重庆总兵。他赞誉家乡的圆粿，
玉洁持身和谐处世，冰清本质淡泊
生活。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北乡圆
粿也不再是过年的祭品，而是一年
四季皆可品尝的乡村美食。

北乡圆粿

重访将“常回家看看”纳入村规民约的安吉孝丰镇

千年孝文化，涓涓润心田

本报记者 聂伟霞 县委报道组 陈毛应 通讯员 陈宣卿

今 年 重 阳 前 夕 ，安 吉 县
孝丰镇赋石村的老人迎来了
一个无比幸福的节日——孝
子节。

去年此时，赋石村把“常回
家看看，为父母烧顿饭”列入村

规民约。按照约定，今年“孝子
节”，外出的 100 多位子女要回
家陪伴父母，集体为老人烧顿
香喷喷的饭菜。

今年深秋，远行的赋石人
如约回来了吗？

孝子节当天，赋石村张灯
结彩、“孝子歌”悠扬激荡，回家
探亲的小车一直排到了村外。

“今年比过年还要热闹，这
么多孝子回来了。”81 岁的村
民邵彩香满脸笑意，在大儿子
莫承高搀扶下迎面走来。

“去年，看了《浙江日报》
‘回家为父母烧顿饭’的连续报
道，我觉得很惭愧。母亲年事
已高，应该回家陪陪母亲，尽尽
孝。”莫承高红着脸说。

邵彩香老人有 3 个儿子、1
个女儿，早在 10 多年前，孩子
们相继去云南昆明创业，如今
事业蒸蒸日上，子女们都在昆
明安家落户，只剩年迈的老母
亲留守老家。即便是春节，全
家人也难以团聚。在老人的记
忆中，一家人已有 10 年没吃上
团圆饭了。

在赋石村，像邵彩香一样
的留守老人有 600 多人。近年
来，新农村面貌发生巨变，村民
生活逐渐富裕，老人不愁吃穿，
唯一期盼着孩子能常回家看
看。去年，赋石村将“常回家看
看，为父母烧顿饭”正式列入村

规民约。
“这样规定的目的，主要是

提醒村民，不但要常回家看看，
还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孝顺
父母。”赋石村党总支书程品良
说，烧顿饭是件很小的事，但对
父母来说，能吃上一顿子女烧
的团圆饭，可以让他们重温家
的味道。

去年 12 月，莫承高兄弟 3
个第一次聚在一起开了家族会
议，决定从 2015 年元旦开始，
轮流回家照看老母亲各 4 个
月。今年元旦，小儿子放下手
头的生意回来陪伴母亲 4 个月
后，5 到 8 月份，老二也按照约
定，回来陪伴母亲。

今年 9 月，莫承高也回来
了。每天，除了照顾老母亲的
生活起居外，他还时常陪母亲
聊天，带着她出去走走看看。

“不愁吃穿，还有子女常伴
身旁，晚年的日子过得比蜜还
甜。”享受着四世同堂天伦之乐
的邵彩香老人笑呵呵地说。有
了儿孙陪伴身边，与去年记者
采访她时相比，老人的笑容更
加灿烂了。

“孝子节”欢声笑语

上午 9 时，在赋石村水库
脚下，40 多张方桌分两排排
开，老人们在子女的搀扶下，越
聚越多，相互打着招呼。

一只大锅灶在空地上支
起，蓝色的火焰窜得老高，子女
们齐心协力，开始准备午饭。
老人们的媳妇、女儿围着围裙，
有说有笑地做着豆沙卷。只见
她们把豆沙卷用一层洁白薄如
纸的糯米皮包裹着，整齐排列
在铁盘子里。

“放油锅里稍微一炸捞起来，
咬着松松脆脆，吃着香香甜甜，老
人们很爱吃。”52岁的章义凤在
一旁介绍道，“这可不是一道普通
的菜，它叫‘婆媳一家亲’”。正如
眼前这些为老人精心设计的菜肴
一样，章义凤平时也无微不至地
照顾着80多岁的公婆。

“现在，有些人看到老人就
厌烦，可我们家，老人最稀罕，3

个媳妇对我很体贴。”章义凤
81 岁的公公章继杭说。章继
杭有 3 个儿子，都在安吉工厂
打工，平时很少回来。去年，

“改版”后的村规民约发到儿子
们手中，兄弟 3 人仔细反复看
了后，决定每周至少回家一趟
看望老父亲。

“孝是天经地义的，以前
是没钱被人笑，现在是不回来
孝顺父母会被人笑话。”章义
凤说，每个星期，她和另外 2 个
弟媳抢着回来给公公洗衣做
饭。今年村里举办“孝之宴”，
章继杭第一个报名参加，与儿
子媳妇们共享天伦。

“相亲相爱一家人”、“天伦
之乐”、“婆媳一家亲”、“同甘共
苦”⋯⋯在子女们的巧手中，24
道孝子菜热腾出炉，大家坐在
一起分享着孝心与关爱所带来
的甜美味道。

“孝之宴”最美味道

“子女常回家看望父母，可
以增进感情，加深彼此的理解，
减少家庭矛盾，赋石村成了一个
和谐的大家庭。”赋石村委主任
杜培生说。据他统计，以往村里
的家庭纠纷每年不下 200 件，今
年接到家庭纠纷不到 20 件，大
多是夫妻之间的小矛盾。

“子女回家多了，对村庄的
发展也更关心了，各项建设推进
顺利有序。”程品良感慨万分，

“就拿今年村里的污水处理惠民
工程来说，原本想着污水处理在
实施过程中会涉及村民的利益，
工作将很难开展，万万想不到的
是，仅两个月时间就完成并通过
验收。”

赋石村历来重孝，其所在的
孝丰镇，也是个孝文化底蕴深厚
的千年古镇，二十四孝中的“郭巨
埋儿天赐金”、“孟宗哭竹冬出笋”
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均出于此。

近年来，镇党委政府一直着
力挖掘传承弘扬孝德之风，建孝
文化主题公园、孝文化馆和孝子
长廊等，使得孝文化在人们的生
活中得到传播和发扬；镇里还开
发出孝子饼、孝子茶和孝子酒等

“孝字号”文化产品，让孝文化渗

入到点滴生活中。把“常回家看
看”列入村规民约，正是大家共
同的心愿。

在安吉下汤村，同时也举办
着“孝之宴”。下汤村总支书赵
森华说，去年他们村也把“常回
家看看，为父母烧顿饭”列入了
村规民约。席间，54 岁的廖小
红正给耄耋之年的公公、婆婆喂
饭。两年前，公婆都患了中风，
廖小红始终照顾着两位老人的
饮食起居。

如今，在孝丰镇，“孝”已成
了一种彼此间相互“攀比”的可
贵情怀，村民之间比“孝行”，邻
村之间也要比一比孝心。千年
孝文化在村与村之间流传。

在南台社区，张福珍奶奶和
养母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七十
载。虽已人到古稀，张奶奶仍和
百岁养母同住，悉心照顾，怕养
母冻着、热着。养母车祸卧床
后，张奶奶给大小便失禁的养母
每天换洗三四遍。城北社区张
炜敏，辞去工作照顾卧床的公
公，用坚强和微笑照顾公婆达两
千多个日夜。

孝如水，流淌于心，虽微渺，
却如涓涓细水总是长流。

“孝之行”幸福长流

北乡圆粿。 吴森邦 摄

赋石村老人把“传家宝”——家风家训制成画框，传给子女。 吴鹏飞 聂伟霞 摄

家风家训框，是一家人幸福生活的见证。

10月20日，是安吉孝丰镇赋石村“法定”的孝子节，200多位在外子女如
约回家看看父母，并集体为老人烧顿香喷喷的菜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