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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悔，凭栏望，满山青。

■缪士毅

江南春来早。 几经春风春雨的催
促，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浙江温州
永嘉县楠溪江畔的乌牛早茶萌芽迎
春，为人们献上早春的第一缕茶香。

楠溪江风景区不仅以水秀、岩奇、
瀑多、村古、滩林美而著称，而且雨水
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沿江两岸
出产的乌牛早茶更是闻名遐迩。

乌牛早茶在永嘉县已有 200 多年
的种植历史， 目前全县栽培面积达 4
万余亩，几乎遍及楠溪江两岸，难怪被
誉为“中国乌牛早茶之乡”。 乌牛早茶
的早字是其特质， 因为采摘期比杭州
龙井茶早 1 个来月， 恰如著名茶学家
庄晚芳教授赋诗所赞：“龙井虽然好，
不如乌牛早。 ”的确，当人们尚沉醉在
欢度新春之时，乌牛早茶已萌芽吐翠，
率先奏响春的序曲。

徜徉乌牛早茶乡， 不时听到流传
于当地的美丽传说： 相传观音菩萨化
身人间女子， 帮助状元蔡襄筹集银两
建造罗阳桥， 却遭吕洞宾戏谑白了
头，玉皇大帝知晓后便赐仙茶使其得
以白发返黑。观音菩萨在永嘉县瓯江
之畔的乌牛镇追赶盗吃仙茶的仙牛，
结果茶落乌牛，牛落瓯江，如今的瓯
江岸边就留有形状似牛的乌牛石。 而
那头仙牛落下的仙茶，在此生息繁衍，
就成了如今的乌牛早茶。

春风入茶乡，新绿满山岗。走进乌
牛早茶核心产区的三江、 乌牛等地，
举目远眺，山峦间、缓坡上，那连绵茶
园碧绿如色染，翠绿欲滴，像巨大的
绿色地毯铺在山野间。山间云雾飘逸
而来时，一重重茶园忽隐忽现，好似
身着绿色衣裳的仙女又披上轻盈的白

纱。走近乌牛早茶园瞧瞧，但见眼前的
茶梢上萌发出一朵朵新绿嫩芽， 这些
嫩芽为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 芽叶肥
壮鲜亮，正自信地展露自己，没有丁点
儿羞涩。

一片又一片、 一垄又一垄的茶园
里，采茶女身背茶篓，挥动轻盈的双手
宛如双双蝴蝶在茶梢上不停地起落翻
飞， 再将一朵朵碧翠嫩芽不断投入茶
篓中。从茶篓随手撮出一些嫩芽，朵朵
匀称、翠嫩光鲜、叶芽粗壮，有的还带
着露水。 此时， 茶篓里溢出的鲜茶芬
芳，早已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从茶山下来， 顺道去乌牛早茶核
心产区的茶叶加工厂， 实地探访加工
工艺，也很有收获。那些从茶山上采摘
回来的翠绿嫩芽，摊放在通风、阴凉洁
净的竹罩上，摊放到一定时间，再由制
茶师傅经过道道工序精细加工， 一种

外形扁平光滑、形若雀舌、挺秀匀齐、
芽锋显露、 微显毫且色泽光亮的乌牛
早茶成品便呈现眼前。 手工炒制乌牛
早茶时，制茶师傅的手法不时变换，操
作中有抖、搭、带、拓、磨等十余种手
法，宛若变魔术般，令人目不暇接，更
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来，喝一杯茶！”当茶厂主人热情
端来刚刚泡的乌牛早新茶时， 但见玻
璃杯中的茶叶尚在舒身展体， 鲜活得
倘若枝头冒芽。再过一会儿，杯中的乌
牛早茶匀齐成朵，汤色清澈明亮，轻啜
几口，顿觉内质香气高鲜，滋味甘醇爽
口，伴随而来的缕缕茶香从杯中溢出，
令人心神顿爽，大有“尘滤一时净，清
风两腋生”的感觉。

乌牛早茶乡带给人们的不仅是
游的乐趣，品的滋味，还有春天般的
希冀！

春品乌牛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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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闻迪

老向名叫向军， 是平圩发电公司电机
班的安全员。

老向其实一点也不老， 只因为说话做
事老成持重，穿戴打扮老气随意，平日工间
休息不追剧、不玩手游、不刷短视频、不跟
人开玩笑、也不聊逸闻趣事，只喜欢捧着杯
热茶看班组订的报纸。 他总是看会儿报，
喝一口茶，喝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看得专
注认真心无旁骛，所以同事们都喊他老向。

老向有个特点，就是爱较真。安全员这
个岗位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些较真，但
老向是特别较真，有时候连班长都头疼。

就拿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吧。 那是

春节后上班的第二天，电机班接到一个检修
中压开关柜的任务，大家在开关室一直忙到
中午，快到饭点才收工。班员们回到班里，换
下工作服，正准备去食堂吃饭时，老向走了
进来，一脸严肃地说：“刚才材料员小李清点
上午作业用的工具箱，发现少了一把平口螺
丝刀，得赶紧找回来。”班员们回应：“不就是
一把螺丝刀嘛， 下午我们还要去开关室完
成回装作业，到时找一找，不就行了？ 出不
了啥问题，先去吃饭吧。 ”老向摇了摇头，面
色凝重地说：“《作业规程》里有一项‘丢失
的工器具要第一时间找到’，螺丝刀虽然不
大，但在密闭空间、密闭容器内作业，防异
物一直都是重点关注的工作事项。 如果不
及时处理，可能会引发事故。还记得前年春
季检修吗？ 有个检修工人拆卸开关柜仪表
盘时，顺手将螺丝刀放在装置的外壳上面，
完工后忘了拿走就关上了柜门， 结果另一
个人打开柜门抄表盘，一开柜门，螺丝刀掉

落下来，砸到了鼻子，流了好多鼻血。由此可
见，安全的事不能马虎也不能拖延，一丁点
小隐患都可能引发大问题。 ”

听了老向的话， 班员们意识到了事情
的严重性，立刻回到上午作业的地方，经过
仔细查找， 终于找到了那把卡在一处机器
夹缝里的螺丝刀。

这件事还不算完， 当天下午的班后会
上，老向就“螺丝刀事件”说了很多，大概意
思是大家要对工作中的小毛病重视起来，不
能不当一回事，小毛病积累多了，就会出大
问题，继而影响安全生产和企业正常运转。

熟悉老向的同事都知道， 他有一个安
全记录本， 专门记录日常工作中发生的风
险和隐患， 哪怕是一件在别人看来很小的
事，他也要认认真真记录，日期、地点、原
因、经过、当事人、整改反馈、教训反思等，
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开安全例会
就拿出来分析。刚开始，有人说他：“鸡毛蒜

皮的事也讲半天，忒较真！ ”渐渐地没人说
这话了， 因为电机班连续好几年被评为公
司安全管理先进班组。 班员们都说：“正是
老向的较真，才成就了这份荣誉，才守护了
大家的平安。 ”

最近几天，皖北地区气温骤降，雨雪连
绵，寒冷潮湿，许多室外作业都暂停了。 按

理说，老向也可以轻松轻松，用不着天天定
时去现场巡检了， 可他依旧一丝不苟地在
现场转悠、拍照、记录，摸摸这个设备、敲敲
那个设备。 照他的话说，就是“不去看看不
放心”， 大伙儿见他也都纷纷赞叹：“嗨，我
们都该学老向的较真！ ”

（作者供职于安徽淮南市平圩发电公司）

老向爱较真

■马晓炜

二月二送老雁馍， 是我的老家皖北
一带家喻户晓的习俗。

这一天， 十里八乡有剃龙头、 熏百
虫、避蝎子等习俗，各家各户还要制作孩
子们最馋的老雁馍。 老雁，即大雁，相传
古时沿颍河一带在二月二前后， 常有大
雁起落于河岸，凄厉鸣叫，时间长了，有
人把这种现象与“龙头节”联系在一起，
于是有了“五更闻雁叫，老人遭劫数”的
说法。 如何帮老人消灾避祸呢？ 有人出
了个主意———把大馍蒸制成大雁状，让
女儿送给老人， 老人吃了后就能保平
安。 久而久之，蒸老雁馍就演变成一种
风俗。

传说归传说，但在农耕社会，女子出
嫁后就要以婆家为重， 只有逢年过节才
能回趟娘家。 而大雁年复一年， 往返有
期，不忘故地，激起了已婚女性的联想。
她们以雁自喻，并寄情于雁，催生了具
有地方色彩的老雁馍民俗。春光明媚时，
她们希望与大雁一样回归故里， 与亲人
相聚。

我记忆里，二月二那天，母亲会早早
起床，房前屋后洒扫一新后，便将雪白的
面粉舀入盆中，再配上老面头做的引子，
庄重地发酵和面，蒸制大雁馍。 和面是个
力气活，没几分钟，母亲累得气喘吁吁，
我们劝她面和得差不多就行，她却坚持：
“软面饺子硬面馍， 只有面团揉搓到火
候，‘老雁’才不走样，做出的馍才好吃。 ”

母亲和面的工夫，父亲把含有韭菜、

芹菜、馓子等食材的馅料准备妥当。 散发
着春天气息的馅料， 被母亲裹入揉摁好
的剂子， 接着像捏橡皮泥似的一番揉搓
和推提后，老雁立即挺起了胸脯，昂起了
脖子，再用两颗黑豆作眼睛，拿剪刀剪出
漂亮的嘴巴，“老雁”瞬间有了神韵。 最后
用梳齿按出一双翅膀和羽毛， 栩栩如生
的一只大雁便振翅待飞。

母亲忙得热火朝天，父亲也没闲着。
他挥动着理发工具，哼唱着“二月二，春
开头，小孩子先剃头……”的民谚，麻利
地剃去弟弟蓄了一冬的长发， 唯留头顶
和后脑勺一撮头发，俗称“剃龙头”，以盼
龙神保佑，长大后能够出人头地。

蒸老雁馍是个耗时耗力的技术活
儿，得文火、大火互相配合着，才能保证
既蒸得蓬松， 又不裂开。 差不多到了响
午，蒸笼里散发出腾腾热气，诱人的香味

随之弥漫开来，令人口舌生津。
母亲郑重其事地掀开锅盖， 白白胖

胖、憨态可掬的“老雁”映入眼帘。 纵然我
们馋得垂涎欲滴，她也是先挑出个儿大、
馅儿多的， 放进柳篮， 准备送给姥爷姥
姥，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随后，我们才从
母亲手中接过热腾腾的老雁馍， 看着那
可爱的模样，实在舍不得吃，可最终还是
经不住诱惑，大快朵颐起来。面香伴着馅
香，真是人间美味。 姥爷姥姥吃着母亲送
去的老雁馍，高兴得合不拢嘴，称赞女儿
心灵手巧，很有孝心。

光阴荏苒， 吃老雁馍的习俗还在故
乡传承，并作为特色美食远销全国。 虽然
现在的老雁馍造型更加美观， 馅料更加
丰富，但生活在异乡的我，每年二月二仍
然怀念童年时母亲蒸的老雁馍， 慢慢回
味，满是幸福的乡愁。

皖皖北北老老雁雁馍馍

江江城城子子··见见煤煤有有怀怀

（作者供职于陕煤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

向向军军在在室室外外检检查查管管道道及及阀阀门门

去岁深秋，幸得煤台一探。以新人之身份，怀学习之
心情，忆起“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一句，感
造物之奥妙，遂作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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