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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百味

阳春三月，正是踏青的好时光。我走出家

门，来到江边风光带散步。只见几个小孩子在

一棵桑树旁采摘桑叶，这却勾起了我对儿时养

蚕的一些记忆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了上小学的年

龄。就离开了乡下奶奶家，与父母亲住在城市

工厂宿舍里。住在城里不似乡下玩耍自在，但

我时常寻找些新鲜事儿。

上小学的有年春天，学校卖零食的阿姨不

知从哪弄来小蚕，对外销售。引得同学们围

观。我也很好奇，看到有些同学买了回家养，也

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十多条小蚕回家养。

养蚕首先得给小蚕找个安家之所。父亲看

到我买回家的蚕，便从家找出一个木抽屉给我

养蚕。给蚕宝宝找到窝之后，便是喂养了。我

知道蚕宝宝每天都需要吃桑叶。所幸我和住在

宿舍区的同学们早知道宿舍内有棵桑树，于是每

天一放学，我都会去采摘桑叶。但不急于喂，因

为怕蚕宝宝吃了不干净的桑叶闹病。我事先将

桑叶擦干净，并把原先蚕宝宝“卧宝”清理干净，

再把干净的桑叶放进木抽屉内。每当换了新的

桑叶，蚕宝宝们便开始品尝它们的美食了。我常

在木抽屉边观察它们，只见它们发出“沙沙沙”的

吃桑叶声，似一曲动人心弦的大合唱。它们把木

抽屉当作一个大舞台，穿梭于桑叶间翩翩起舞。

不久后，蚕宝宝们渐渐地长大了。每天我

都会多次在木抽屉边细心地观察着它们的成

长。有一回，我和同学们如往常般，放学后去宿

舍区的桑树采摘桑叶，哪知树儿光秃秃的，全没

有桑叶的影儿。估计是养蚕的伙伴们多了，桑

叶被摘光了。加上桑叶生长有周期，供不应求

了。一想到蚕宝宝们要挨饿了，我的心里很不

是滋味。回到家，我便与父亲说了此事。父亲

见我心疼蚕宝宝。于是骑自行车载我去寻找桑

树。父亲载我骑了好久，好不容易在一户人家

前看到一棵大桑树，但父亲说这是“剪刀”桑叶，

不适合蚕食。我听了父亲的话沮丧极了。父亲

看出了我的心思，忙安慰我不要灰心，再去江边

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江边不知骑了多久，我

和父亲终于发现了桑叶树。便迫不及待地采摘

起来。足足采摘一个大塑料袋的新鲜桑叶。满

载而归的我高兴极了，我的蚕宝宝们又不会饿

肚子了。

每当我有空，都会在木抽屉边目不转睛地

看蚕吃桑叶，只见它们伏在桑叶边上，用黑色的

嘴不停地啃

着，头一耸

一耸的，那

动作和姿势

犹如妙龄少女在

钢琴前弹奏一曲美妙的音

乐。不一会，片片桑叶被啃成形状不一的齿形

缺口。

不知不觉间，蚕长得很快，经历过几次脱皮

之后，它们长得白白胖胖的。再之后，我发现蚕

的身体变得透明发亮，也不再对桑叶感兴趣。

其中有条大蚕开始在抽屉里角落处吐出洁白亮

晶晶的细丝，慢慢笼起一个朦胧的丝网，将自己

缚在里面继续从嘴里吐出晶莹透亮的新丝，做

成一个椭圆形漂亮的茧。这之后，大蚕们便陆

续开始吐丝作茧。大部分茧都是白色的，但有

两个茧却是金黄色的。我便好奇地问父亲是怎

么回事?哪知父亲也摇了摇头。而今我通过专

业书籍才得知，蚕有许多品种，携带的基因不

同，茧的颜色有很多种，白色最常见，还有绿色、

粉色、橘色和黄色等等。

现在回想起来，儿时养蚕，跟风好玩的成分

居多。后来，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的内涵，还知道江

南一带养蚕作茧是可以缫丝织布做衣服的，我

渐渐地明白了春蚕代表的是一种无私奉献精

神。一种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精神。

那些年我的养蚕时光，既是忙碌的，又是充

实的。它成了我记忆深处的一颗珍珠，留给我

的是内心深处的美好回忆，也让我对生命的意
义有了深刻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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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到，蛋儿俏。我小时候听祖父

说，春分是春季平分的日子，白天和夜晚

一样长，春分日可以将鸡蛋立起来，竖好

了没有外界的干扰，鸡蛋可以保持好几天

不倒。我没有见过好几天不倒的鸡蛋，因

为家里你来我往总有动静干扰呀。春分

这天把鸡蛋立起来不倒，哪怕几秒钟呢，

就算成功了，这种喜悦足以维持好几天，

值得炫耀好几条胡同。

年年春分，年年立蛋，家里只有祖父可以

将鸡蛋立起来，而且可以立住几分钟不倒呢。

让祖父谈一下秘诀，祖父说，没有秘诀，把心静

下来，沉住气慢慢来，总能找到平衡点。

幼时的我从未在春分这天立蛋成功

过，越败越立，有时能和鸡蛋死磕一天。有

一年春分，大姐竟然也将鸡蛋立起来了，高

兴得她一蹦老高，本打算跑出去喊街坊四

邻来看，却乐极生悲，脚碰到了桌子腿，鸡

蛋滚到了地上，打成了鸡蛋汤。

那时家里生活清苦，鸡蛋是要拿到集市上卖钱换盐换

油的，家里来了亲戚或小孩子生病了，祖母才肯把鸡蛋做熟

了端上餐桌，立春这天祖母赏我们立蛋玩已是开恩了，大姐

将鸡蛋打碎，肯定会遭祖母一顿数落。

但祖母没有生气，而是将碎鸡蛋液盛到碗里，又从篮子

里找了个有裂纹的鸡蛋，做了一锅野苋菜鸡蛋汤，每人分了

我们一小碗，说犒赏耕牛了。

我们家哪有牛呀？见我迟疑，祖母说，你们就是家里的

小耕牛呀，以后日子暖和了，地里的农活多了，放了学都去地

里干活。

大姐是家里老大，没读过一天书，小小年纪在家帮母亲做

饭照看弟妹，十几岁就当整劳力上坡干活，是家里当之无愧的

小“耕牛”，需多喝一碗野苋菜鸡蛋汤。我和弟弟正长身体，也

得多喝一碗，汤不够加水，味淡了加盐，大人们最后喝，鸡蛋汤

已经变成纯水汤了，但祖父祖母依然喝得津津有味。

玩够了，也吃饱了，下午跟着祖父去田里干活消食儿，

我们个个都卖力，祖母说，鸡蛋没白吃。后来，每到春分这

天，祖母总要拿出两个鸡蛋让我们玩立春蛋，还要做一锅野

菜蛋汤犒劳我们，让小“耕牛”积攒力气。

小“耕牛”长大后，家里日子也越来越好，鸡蛋再也不是

稀罕物，成了餐桌上的寻常食物，但每年春分，一家人还是

喜欢聚在一起玩立春蛋，然后再去地里拔些野菜，回来煲一

锅野菜鸡蛋汤。

其实立蛋的成功与否与春分节气无关，纯属技巧，普通日

子里也有人立蛋成功过。但春分这天立蛋，是人们赋予节气

的仪式感和美好寄托，在贫穷的日子里给了农人一丝欢喜和

期盼，而那锅野菜鸡蛋汤，也给味蕾打上了印记，时隔多年，春

分日仍念旧时味道，这种味道里有过去时光的滋味，还有生活

在那个年代里的人和故事，暖着胃和流年。

野蚕食春桑 儿时“养蚕人”
■ 湖南长沙 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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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便民服务，“爱心台席”细微之处见真情。

针对老年人进厅缴费、办理业务，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建设

营业厅“爱心翼站”，对全市核心厅店进行适老化改造。在营业厅

设立“老年人爱心台席”，摆放服务提示牌，配置爱心服务专员，优

先接待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为老年人做好健康登记，让老年

人办理业务不犯难，提供“面对面”温馨服务；营业厅内提供爱心

服务，配备便民服务箱，提供老花镜、针线包、创可贴等物品，并提

供饮水、报刊等爱心服务；设有无障碍设施标志和指引，为行动不

便老人提供帮助；持续保留传统现金支付服务方式，满足老年人

业务办理需求。通过细节改造为老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

接，“如家”般的温暖服务。

消除“触网”障碍，“微课堂”开辟充电新途径。

“岁数大了，不懂智能机也不太会用，经常到电信营业厅来学

习，现在会用微信和儿女视频了，家里还装了个天翼看家，儿女们

现在也不用担心我们老两口了！”社区李阿姨刚参加完濉溪路营

业厅“微课堂”结束后感慨地说。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从老年人

的通信服务难点入手，通过开班授课、专人辅导、发放指南等方

式，定期开展营业厅内及服务进社区的“微课堂”的关爱行动，手

把手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向老年人介绍实用的智能家居应

用、信息化新技术、防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网上预约挂号、微信使

用、阅读新闻等应用软件使用方法，助力老年人融入智能时代。

拓宽服务方式，“主动服务”线上线下同延伸。

营业厅引导入店老年人添加门店企业微信，建立线上远程服

务通道，为老年人日常遇到手机及智能应用相关问题提供线上远

程服务。同时，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组织青年文明号志愿者们到

老年人聚集的生活区开展“适老服务进社区”活动，针对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下一步，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将坚持传统方式与智能化服务

并行，持续创新和改善服务，线上线下协同，不断推出更加贴心的

服务，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5G时代，让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适老服务进社区”让老年人享受“智能化”便利

“健康登记专席”让老年人办业务更便捷

合肥电信“适老化”便民服务暖心有温度
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技术方面的困难，让老年

人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更好地共享信息化

发展成果。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工

作统筹，围绕当前老年人接受通信服务中最突出的问

题，聚焦老年人电信服务的场景，推出多项适老服务举

措，帮助老年人不断缩小“数字鸿沟”，为老年群体提供

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助力老年人快速

融入信息化社会。

■ 张雪梅 彭其芳/文，潘春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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