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唐代诗人王维的

这句诗最能代表我的心情。今年的

中秋节，我在波士顿的女儿家，虽和

孩子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中秋

节不能跟先生和亲人团聚，尤其是

不能陪伴在 96 岁高龄的母亲身边，

内心的遗憾和愧疚还是无以言表。

中秋节吃月饼，由来已久。为

了让孩子们记住咱们的传统节日，

吃月饼是必须的，仪式感还是要有

的，为此，我自己研制了一款甜芝麻

馅的月饼，其实也不能称得上月饼，

充其量就是一甜饼，美其名曰：董式

月饼。这也是受外甥女的影响，前

日看她在朋友圈发手工制作的月

饼，才想到中秋节即将到来，一下勾

起思乡情结，自己动手做一款月饼，

把对亲人们的思念糅合进来，再好

不过了。

中秋节是团圆节，十五的月亮

圆又圆，中秋的月饼圆又甜。我化

繁为简，用基本的原料，面粉、芝麻

（要炒熟吃着才香）、糖和少许的

油，即像做油酥饼那样，又像做元

宵一样，把芝麻糖馅包裹起来，团

成圆圆的，放入糕点的模具盒里。

面团光滑滑的感觉不像压花月饼，

女儿提醒说，宝宝有很多玩具，看

看可有给月饼压花的模具？好主

意，询问小不点，她听明白我所需

要的东西，说自己有好多，找来一

个礼盒，打开挑选，终于找到了一

个较理想的花模，大小合适，宝宝

要求她来完成这道工序，看她认真

的小模样真可爱。你别说压上花，

月饼像模像样的了，最后又指导她

涂抹蛋清在表面上，再撒点芝麻，

一个月饼就完成了，4 岁的宝宝认

真参与，一直忙前忙后忙个不停。

我们把月饼放进烤箱里，感觉

差不多了，带上厚厚的烤箱手套取

出，哇塞，看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

黄橙橙的月饼算是大功告成，和宝

宝击掌庆祝。尝一尝，味道还可

以，虽然模样不咋地，可能是烤的

时间有些长，吃起来不够柔软，不

管怎么说，也算在异国他乡吃上月

饼了。我告诉宝宝，八月十五中秋

节要吃月饼，以后要记住哦，她懂

事地点点头。外婆，月饼用英语怎

么说呀？看来小家伙是准备向幼

儿园的小朋友炫耀一番。

晚上我要把自制的月饼切成

块，摆在盘子里，再摆上各种应季

水果，像儿时过的中秋节一样，耳

边响起妈妈讲的嫦娥奔月，吴刚捧

出桂花酒的神话故事……还有故

乡那朗朗上口的童谣：月姥姥，八

丈高，骑白马，戴腰刀，腰刀快，切

白菜，白菜老，切红枣，红枣红，切

板凳……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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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庙吃鱼
□ 肥西 张建春

天水美，巢湖的鱼如两岸一浪

浪的稻子，成熟了。就生了点

子去中庙吃鱼。中庙有历史，积巢湖

文化数百年，临湖而居，正是吃鱼好

地方。巢湖八百里，立中庙远望但见

浩渺，远帆而近影，微波漾动，秋深得

不见底。见不得底的还有湖中鱼，一

波波涌动，似从唐或宋的律动里游

来，感受秋天的韵味。鱼啜细浪，倒

是让低飞的燕子，忘了南归的时间，

把回乡的日子一推再推。

巢湖三珍，银鱼、毛鱼、白米虾，

它们是湖中鱼的精灵，一方湖的英

华。这些英华围绕忠庙边的水域，

布下了密密仄仄的方阵。秋风吹蟹

脚痒，三珍也沉不住气了。它们往

网里钻、船中跳，非得要在和和满满

的秋天里走一趟。银鱼晶莹、毛鱼

轻巧、白米虾惟妙，清水一煮，就是

天下绝妙。选了湖光月色酒家，吃

鱼。酒家是妹妹、妹婿选的，他们不

止一次来过，吃鱼、品景，能说出一

堆子曼妙。真的是个好酒家，隔路

是 湖 ，湖 光 山 影 在 酒 家 就 能 看 个

饱。鱼点了五样，银鱼、旺丫、白丝、

毛刀、米虾。银鱼蒸蛋，旺丫红烧，

白丝清蒸，毛刀拖面油炸，白米虾小

炒，端的鲜美绝仑。还有红烧麻鸭，

也是水中物，吃湖中鱼长成，和鱼应

无二样。时令菜蔬青翠，足足的湖

水浸淫，自是巢湖的味道。

几乎巢湖三珍全上了桌，银鱼怎

么烹饪都是美味，但蒸蛋最好，刚出

湖的银鱼剔透，急火与鸡蛋同时煮

沸，相互咬合，除了鲜美，再无二话

了。小炒白米虾，虾体柔软，连壳吃，

留下的是无尽的回味。毛刀鱼，有说

法了，它是毛鱼的放大版，却不是毛

鱼，拖面油炸，连骨刺也挚美。旺丫

和白丝，肯定是淡水鱼中的珍品，八

百里巢湖给它们提供了好滋味足够

的理由，品景剥鱼，都实实在在敦厚

朴实。妹妹、妹婿有心，我们是一家

四代出行，鱼点得多样，美味各得其

所，顾了我八十多岁的父母，又兼容

了我一周多的孙子。孙子对银鱼蒸

蛋喜爱，父母吃旺丫、白丝，四代人高

高兴兴，早超出了一顿饭的意味。饭

间孙子坐不住，牵着我的手就去了湖

边，湖风轻吹，湖景又吹醒了鱼的鲜

美。孙子是第一次面对大湖，一切都

让他新奇，迈动小腿，在巢边走个不

停。孙子对巢湖水送上岸边的瓷片

特別感兴趣，一一指点，竟让我汗颜，

我分不清其中的唐、宋、元、明、清，

就像我品赏过巢湖三珍，说不清它们

来自何个朝代。

巢湖真是块福地，它养育了一方

百姓，造就了湖光山色，如今还让一

座城沿着它布下诗情和画意。我有

如此的联想，鱼成了城边鱼，甚至是

城中的鱼，城市之声也会是水，深刻

的滋润它们，若干年后，其鲜美可能

是另种样子。吃鱼还吃出了又一种

味道，母亲告诉我，八十多年前，我的

外祖母，还在忠庙带发修行过两年。

这应是另一个故事了，可在对鱼的品

味中，多上了别样的水声。望穿了秋

水，是因为对湖鱼的品味。回途中梦

来找我，许多年前，我曾随开湖的船

只下湖捕鱼。鱼虾满仓，渔民选了好

鱼，就在船头生火，湖水煮湖鱼，好生

的美妙。仅是一梦，还是在环湖的大

道上醒了，眼望一湖水，灰蒙蒙的，生

出些障碍。

我兀自一惊，中午的鱼竟少了一

味儿，是湖水清丝丝的味。湖水煮湖

鱼，如今的巢湖水生鱼，却煮不得了。

秋

在异国他乡做月饼
□ 合肥 董静

摘 要：根据目前的农村大量劳动

力流出现象，思考人口的流出会不会

带来我国粮食生产。对比其他国家的

亩均劳动力，分析我国的亩均劳动力

状况。

从 农 村 劳 动 力 结 构 上 分 析 ，农

村的精英人才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

需要的重要人才。加大力度留住和

吸 引 这 些 农 村 精 英 人 才, 提 出 建 议

和对策。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失 亩均劳

动力 农村精英

一、农业人口流转的现状

二、农业人口流转的原因

三、提出建议留住、吸引农村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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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人口流转的现状
农业人口流转，简单说就是城市化

进程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离开了

农村，在城市中就业、经商。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在1991年达到了

峰值约 3.9 亿，并在 2011 年下降到 2.66

亿。伴随的过去的改革开放，我国城镇化

进程脚步的加快。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下

降幅度很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

市的工厂，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去。

但从粮食产量上看，2017年我国粮

食总产量 61791 万吨，我国粮食的产量

出现连年增长 ，产量不断的增加。 也

就是说在我国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出

情况下，并没有对我国粮食产量带来很

大的影响。

二、农业人口流转的原因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农业亩均劳

动力高。即便相对于同属于发展中国

家的南亚国家，中国的亩均劳动力也太

多了。以水稻为例，中国的亩均劳动力

为 0.8 人，是印尼、印度的三倍，是孟加

拉、越南的五倍，是泰国的八倍。在主

要作物中，水稻已经属于相对劳动密集

型的品种，精耕细作能够带来更多的产

出回报，中国用八倍于泰国的劳动力换

来的两倍产出，可能有理可说。但在小

麦、玉米以及其他一些劳动力要求不那

么高的粗粮中，中国的高亩均劳动力也

许无法带来更高的亩均产出，堆积亩均

劳动力以达到「精耕细作」的要求，就显

得有些得不偿失。让劳动力流出，使用

机械来代替，反而是一种效率的提高，

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提出建议留住、吸引农村精英
从数量上分析我国农业人口基数

大，目前我们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 ，农

业人口还是占相当一定的比例。农业

人口流转仍具备一定空间。从农业人

口结构上分析：农村精英人才需要留

住。伴随机械化进程，农业的专业化种

植，我国农业领域对农业精英人才的需

求会增加。懂技术、科学种植、市场信

息化灵敏度高的人才是对农业结构优

化和发展至关重要的。

留住农业精英人才，促进和优化我

国农业结构的建议如下：

1.政府推出优惠的政策举措，吸引农

村优秀人才前往农村投资和创业。农村

地区仍然存在大量投资与创业的机会，比

如依托当地资源条件的乡村旅游、特色养

殖、特色农产品加工，为鼓励乡村精英在

农村投资创业，地方应该在项目审批、小

额信贷、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更加优惠

的政策，使乡村精英在农村投资创业的收

益高于在城市务工或经商的收益。

2.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为乡村精英

打造能发挥才干的政治舞台。选择返

回农村创业和生活，这种行为所带来的

收益必须高于在城镇所得。而人的收

益除了经济方面，还包括精神方面。加

强民主建设，让乡村精英拥有政治舞

台。实现报效农村的理想。

3.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

度，创造农村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为了增加农村的吸引力，必须切实加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对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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