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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路 上

瞬间心情

安康的众多美食，就我个人而言，酸菜面
算得上是翘楚。

纵观安康10县区饮食习惯，无论早中晚
饭都有酸菜面那靓丽的身影。它不仅在饥荒
年代让当地群众得以果腹并繁衍至今，也成
为人们乐享太平盛世时调剂饮食的不二选
择。值得一提的是，从面粉的选择到面的做
工、酸菜的腌制与炒制，各县区都有明显的差
异，地域特色也比较明显，而我独爱汉滨区素
有“金子招牌”之称的“小安康”酸菜两掺面。

自打记事起，老家灶房里就有一个土里
土气的陶盆总盖着木头盖子，上面压着一块
黑不溜秋的大石头。夏秋季节，这陶盆里装
满了豇豆、黄瓜，或是四季豆、青红椒，或是包
包菜、整根芹菜；冬春季多以萝卜缨、白菜、芥
菜为主。每当揭开盖儿，一股浓烈的酸味扑
鼻而来，清澈透亮的酸水也跃入眼帘，整个盆
子上面是没有一丝“白花”的。

这时候，母亲总会盛出约莫一斤半的小
麦粉，再与大半碗豌豆粉（有时也会是蚕豆
粉，极少是绿豆粉）充分混合，加入适量的白
水揉搓起来。不一会儿，一个光滑圆润、面色
略暗的面团就出现在面盆中。母亲随手用稍
微湿润的毛巾将面团盖起来，以达到“醒面”
的效果，确保做出的面条劲道、顺滑、口感
好。这期间，母亲也不会让我们闲着，她会吩
咐我或弟弟，去把土灶的火点燃。而她会将

沤好酸菜捞出，用力地挤出酸菜中原本的水
分，用刀切成细碎适度的条状，收拢后再挤一
次水分，抖散后放入大碗备用。随后，母亲会
把菜板清洗干净，再拿来几只干红椒，配上几
根青葱（冬天会用蒜苗替代），切碎后放在菜
板上。

一切准备妥当，这边的锅也热了。母亲
先倒入一些菜籽油，然后拿着锅铲从瓦罐中
撬起一坨杀年猪时炼制的猪板油，加到微热的
油中，待油微微起烟时，迅速有序地放入切好的
干红椒、青葱、碎酸菜和少许豆芽，连续翻炒几分
钟，加盐和清水，盖上锅盖，等酸汤沸腾后，再
加入小半碗酸菜原汤，再次沸腾后盛到海碗
或一只小盆中，酸菜面的酸汤便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擀面。
母亲将案板用水洗净，擦干，撒上玉米面

儿作为“铺面”，再将先前的面团放上去，手腕
手掌同时用力，来回用力几经揉捻，面团变得
更光滑时，再次撒上“铺面”。之后，母亲用一
米长的擀面杖多次反复推擀，不多久，一张薄
厚均匀，形似满月，大如米筛的生面皮就出现
了。母亲将这偌大的面皮折叠几次后，整齐
有型长条状的面坯便匍匐在案板上，这时，母
亲再将面坯切成宽窄均等的条形，拿一根拎
起来一抖，一根细长、顺滑的面条就展现在眼
前了。

面擀好了，锅里的水也烧开了，可以煮

面了。
母亲将面条的一端轻轻拿起，抖落多余

的“铺面”，往锅里一扔，像飘带一样的面条就
在沸水里跳起了舞。几分钟后，面熟了，母亲
把面捞出来，盛进碗里，再浇上先前炒制的酸
菜汤。一碗清冽酸爽、香辣可口、味醇解腻，
面条筋道光滑、唇齿留香的地道酸菜面就大
功告成了。因为制作面的原材料，是小麦粉
和其它杂粮粉的混合，这酸菜面又叫酸菜两
掺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体会到，那
一碗酸菜面里，有妈妈的味道，也有岁月的
传承。

工作后，我在汉滨区以外的兄弟县安了
家，有机会品尝了老家以外的很多美食，却唯
独忘记不了老家的酸菜面。

老家的酸菜面与他处不同。比如妻子家
系里的酸菜面则是以酸菜肉丝、酸菜土豆丝
或者腌坛子肉丝为佐料，面条也是干挂面，而
不是手工面。好奇地问了一下，回答是当地
人平时都忙于农活和日常生计，觉得吃一顿
手工面费时间不划算。

再后来，我在临县兄弟单位工作，单位食
堂也做酸菜面，那里的酸菜虽然也是腌制，却
都是从菜市场买的，全然没有了老家酸菜的
那味儿。有一次，在养管巡查中，无意发现路
边有制作酸菜的好材料，便寻了个周末约上

三五同事，在河边寻觅那油亮深绿的身影。
不多久，一大包野菜已收入囊中。这是做酸
菜的绝佳原材料。回到家，我不厌其烦地摘
选、清洗、晾晒、断生、入锅、放引、压实，一气
呵成。四五天后，看着一铝锅菜体颜色黄亮、
汤水清纯的酸菜，忍不住舀起清汤尝了下，
嘿，那回甘悠长的酸味儿真的回来了。那一
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母亲的那一碗酸菜面。

如今，在我的执拗和亲自操作下，酸菜面
已成为我和家人，甚至妻子娘家至亲的主食
之一，只是在面粉中不再添加杂粮粉了。我
把父母亲也接到了我的身边，如此一来，那单
纯的小麦粉在母亲手中变成了饱含丝丝母爱
的玉带，而我更是享受了每周至少两顿的手
擀酸菜面。

我挚爱那一碗酸菜面，还有一个原因。
小时候偶遇感冒发烧打喷嚏，没有食欲，母亲
总会给我煮上一碗热乎的酸菜面。酸辣脆爽
的酸菜，配上煮得软烂些的面条下肚，趁热
喝下酸汤，头上便微微冒汗，再盖上被子
睡一觉，醒来就又是生龙活虎、满血复活了，
这样的奇效让我对家乡的酸菜面格外地刮目
相看。

这样一碗普普通通的酸菜面，满足了我
儿时的味蕾，也时常撩起我心底的记忆。这
应该就是人们的说乡愁吧。

（作者供职于安康市公路局）

一碗酸菜面

茶乡之行，赏心悦目；茶香知味，
心旷神怡。

“春风一笑绿山冈，喜见银芽处处
芳。兰指翻飞随蝶舞，采来云雾压千
筐。”商南县把茶作为特色产业，高度
重视茶叶的生产。春天的茶山让人流
连忘返，走进茶色茶香的茶香商南，感
受春天的茶香。青山环绕，蓝天映照，
北纬33°，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酝酿
出茶叶独有的口感，味道清香无比。
特别是经过漫长冬天的孕育，明前的
春茶更是一年中品质最佳的。阳春三
月，乍暖还寒时，踏着春天的步伐，来
一场和春天的约会。

在家人的陪伴下我驱车前往，大
约15分钟的车程，在312国道边有张
旅游导引牌，顺着路引方向，我们驶进
了乡村小路。前往茶叶基地的路可
算是“山路十八弯”，一路上我以四
十码的速度驶向茶场，一会上山，一
会下山，终于安全地把家人带到了
茶场的山脚下。找了合适的地方停
好车，徒步上山。沿着茶山旅游观
光路，我们一路前行，碰到好多采茶
的茶农，他们身上挎着自制的袋子，
头上戴着遮阳的帽子，来来回回，有
的是去交茶的，有的是上山采茶
的。在和他们交谈中了解到，明前
的茶叶采一斤一百多元，之后的价

格就会越来越低。在这个靠山吃山
的地方，人们会趁着这时节多挣点
钱贴补家用。

观光路两旁，层层叠叠的茶山隐
匿在道道山梁里，依山而上的梯田式
的茶园渐入眼帘，远处还有几座简约
式茶亭。儿子跑得快，在比我高的一
层山梁上喊我，问我终点是不是山顶
的房子？我高声回复他：是的。后来
儿子问我，为啥不开车上山？我告诉
他，步行上山可以零距离接触茶叶，接
触春天。

距离山顶越近，我也放慢了脚步，
站在稍远的地方，看着矗立在山顶的
茶亭，与一垄垄梯田式的茶园交相呼
应，人仿佛在画中游。放松心情，闭目
听闻，鸟语茶香。置身于这样的茶园
之中，能够忘却俗世一切枷锁和喧闹，
只在这里感受时间的青睐和生命的
祥和。淡淡的茶香，让人释然，静谧
的时光让人趋于平和。如果你常处
于快节奏的工作中，那么完全可以在
这里找到一片心的净土。

看着站在茶亭向我招手的儿子，
我加快脚步，到达茶亭。我们休憩片
刻，继续朝茶仙子的方向走去，一座三
四米高的雕像矗立在另一座山顶上，
那是一个采茶姑娘，手捧茶篮，采天下
之茶。

接下来便是我的第一次采茶。茶
园吐纳清香，自然清新的空气里茶香
飘逸，沁人心脾。我们穿梭在丛丛茶
树中，用笨拙的手，小心翼翼地采摘着
茶树尖的每一枝嫩芽。不觉间，我们
已在茶园采了两小时，到下午共采了
8两茶叶。儿子很是高兴，说拿回家
让爷爷炒。晚上回到家公公看到儿
子采摘的茶叶，说炒茶很繁琐，不是
一会功夫就能弄完的。儿子说，茶
园的人说了，这茶叶不能过夜。公
公看着脸上充满渴望的儿子，腰疼
的他忍着痛准备起来。家里的柴火
锅这时派上了用场，经过杀青、揉
捻、干燥提香等工序，大约两小时的
后，清香怡人的茶叶竟然制作而成。
公公手捧着炒好的茶叶让我闻。闻
着清香的茶叶，我突然体会到茶农们
每天为了生活在茶园里弯腰采茶的
不易。

一杯好茶，靠的是茶农们从源头
把关，只有细心呵护每一棵茶树，才能
收获肥硕的芽头。从一片茶叶到一杯
好茶，都离不开茶农的智慧和辛劳，当
我们冲上一杯香茗，茶香里不只有怡
人的香气，更饱含了茶农对美好生活
的执着与渴望。

（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商界分公
司商南管理所）

去年七月的一个凌晨，3点44分，坐标位
于陕西省渭南至华阴段310国道柳枝收费站，
我在由西向东的104车道收费亭值班。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第几个夜班，不过有那
么大风的夜班却是第一个。夜间出行车辆比
较少，很多人这个时候应该都进入了深度睡
眠，我静静地坐在这三尺红亭中，等待着司乘
人员披星戴月地向我走来。

外面风声急切，抬眼望去，周边一片黑
暗。这个带有“柳枝”标志的建筑物比白天更
具存在感。此时此刻我坐在这三尺红亭中，更
能明白什么叫做“温暖是相互的”，什么叫做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远处的车灯由弱变
强，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向我靠近，我的心里仿
佛也一点点被这些光束填满，它们就是我在这
黑暗中渴望得到的温暖。不知这些司乘人员，
在一片黑暗中看到这唯一一片光亮的时候，是
不是也像我这般感慨万千。他们在黑夜中前
行，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手握的方向盘似乎
也掌握了这些家庭前进的方向，努力打拼从现
实的黑暗中为家人寻找着希望。灯光缓缓向
我靠近，停在我窗边的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
呢？一双深邃透明的眼眸，仿佛藏着辛酸的故
事，疲惫的脸庞，表情严肃而又坚韧，看到的瞬
间让我想起了父亲，心中随之涌上一股暖流。

“晚上好，请您缴纳通行费40元。”
“收您40！”
“祝您一路顺风，再见。”
面带微笑，每一句话我都力求吐字清晰，

语调平和又饱含温暖。常言道“良言一句三冬
暖”，我希望用我真诚地服务态度，让司乘人员
在这漫漫长夜中能够感受到来自红亭的温暖，
能够让他们在接下来的路途中保持愉悦。

车子慢慢地驶出了车道。司乘人员留下
的一句“谢谢”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在这样平
凡的夜晚，简单的问候与交流，给彼此都能带
来一丝温暖。像这样简单的收费流程每天都
会重复上百遍，一个班次就是上千遍。或许在
许多人眼里，收费员的岗位无聊又没有技术含
量，但是对于我而言，这份服务工作有不同的
意义。因为我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这座红
亭，我能做的就是坚持文明服务，微笑服务，
将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用
心的事情坚持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依法收
费，发展交通，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不是一句
口号。

看着旁边同样一脸微笑的同事，我知道自
己在这坚持的道路上并不孤单，我为能够成为
千千万万公路人中的一员而骄傲。远处的秦
岭山已经慢慢显露出了轮廓，天，就要亮了。

明天请继续加油吧！红亭人，公路人。
（作者供职于柳枝收费站）

这是一次远行的迷路，虽然已有二
十年之久，但仍记忆犹新，常常使我忘怀
不已。

二十年前，大专即将毕业的我，在一个
学友的邀请和鼓励下，不顾家人的反对，毅
然决定奔赴西藏，参加了西藏芒县至察雅
县公路勘察设计项目的工程实践。

因为工程项目任务紧，我们稍作准备，
随即从西安乘火车去成都。但天公不作
美，在顺利到达成都后天气却是持续阴雨，
塌方泥石流阻断了我们进藏计划，无奈之
下只能在天府之国停留了将近一周，才向
神秘的西藏挺进。五天五夜在川藏线上翻
山越岭，走走停停，虽然天险不断，但沿途
的风景着实让人震撼，似乎高原缺氧也瞬
间凝滞，如同穿越时空，不知不觉我们已站
在了神秘的高原之上。

在热情的藏族同胞的帮助下，我们
在芒康县县城附近一处地势相对平坦的
山谷中安营扎寨，婉拒了业主的盛情接
待，我们便紧张地开展起道路勘查的外
业工作。

有一次，因为要修改一个原来布过点
的焦点桩号，项目部经理为节约成本，赶
工程进度，安排一个顺路去措瓦小学的车
捎上我，派我单独去修改焦点桩号，并一
再嘱咐修改后原路等候该车一起返回。因
为这个桩号是我们这一队所测设，所在位
置印象很深，没有费多少工夫就完成了修
改任务。

没事可做的我，决定好好欣赏美景，静
候返程车辆的到来。我在蓝天白云下，坐
在高原之上，静享宁静，俯瞰美丽的草原，

不远处一群群羊儿在草丛中时隐时现，鞭
响在空中回荡，令人不由得沉醉其中。

忽然，一声雄鹰的鸣叫惊醒了我，看看
手表，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望着来时的山
路一片孤寂，才知道我已经错过了捎我回
营地的车。正担心着，忽然隐约记得我们
在勘查途中一个藏民工友说过，通往措
瓦小学山路的不远处有一条“马路”，能
通往我们的营地，而且比那条山路近多
了。与其等返回车还不如自己走“马路”，
一种侥幸的心理驱使着自己开启了一次野
外大冒险。

于是，我从修改桩号的那处高原顶上，
朝着“马路”方向走去。一路上，我顺着崎
岖的道路前行，各色景色尽收眼底，心情也
跟着放松起来。走着走着，眼前变成一片
峡谷丛林，耳边各种鸟鸣声、流水声交织
着。我心里一个寒颤，心想：怕走错了吧。
但此刻已经是无法后退的地步。为了快速
走出丛林，我只好一手握着藏刀，一手拿着
筒装方便面，加快步伐前进，丛林的景色更
是无心留意了。约莫两个小时的艰苦行
程，一片开阔的草原终于在眼前出现，我
激动地大喊：“终于走出来了！”正高兴着，
不经意间的回头望，才发现，我又回到了原
地——“大路”还是那么远。

“完了，迷路了，迷路了”，我在心里连
连叫苦。眼见天色渐暗，想着早上营地河
对岸几只虎视眈眈的雪狼，我的心一下子
提到了嗓子眼。

但“绝处”也要“逢生”，常年在路上行
走的公路人，怎么能轻易退缩呢？

我定了定神，吃了点随身携带的方便

面，喝了点泉水，继续前行。我在心里告诉
自己，一定能走出去！

人一旦内心里有了坚定的信念，就像
有了一部永不熄灭的发动机。我加快了脚
步，心里的害怕也逐渐散去。不知不觉竟
然就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大路”上，当抬头
看见皎洁的明月和灿烂的星辰，以及不远
处营地的灯火时，我兴奋地跳了起来，来不
及缓解疲惫，飞奔着向营地跑去。

到达营地的那一刻，大家看见泥人一
样的我，都惊呆了。纷纷上来关切地问：

“你怎么才回来？没伤着哪里吧？不是让
你跟着车一起回来吗……”

看着大家紧张的眼神，我有点不好意
思地回答：“干完活儿看草原的景色太入迷
了，错过了回去的车，就自己回来了。”

“你可真行，胆子挺大。”
“还好，平安回来就行。快屋里歇

歇”……
大家七嘴八舌地安慰着我。那一刻，

我悬着的心也似乎才真的放下了。那一
晚，我睡得格外踏实。

奇怪的很，从那以后，我在野外再也不
怕迷路。我始终相信，在路上的人，永远知
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该往哪里走。

时至今日，我仍然从心底感谢这样一
次意外的迷路。大概正是这样的经历，，磨
练了我的意志，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
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和劲头。突然有种奇
怪的念头，有一天，能再和我的工友们踏上
我们一起设计的那条芒康路，看看美丽的
雪域高原，再有那么一次迷路之旅。

（作者供职于白水公路段）

这是飞扬的青春
我们以“公路橘红”为底色
养护一线 真抓实干
路面修补 路容整理
保障畅洁绿美安的通行环境
青春由此五彩斑斓

这是奋进的青春
我们以拼搏为乐章
职能展示 职责到位
团结协作 创新进取
融入公路养护生产大家庭
青春由此朝气蓬勃

这是丰盛的青春
我们以担当为步伐
一齐走向未来
不因忙碌无为而懊悔
不因蹉跎岁月而遗憾

青春 当是竭尽全力后的坦然
青春 当是平凡中创造不平凡
以青春之名 不负韶华
敬业奉献 甘当路石
为公路事业发展增添一片活力

（作者供职于宁强公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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