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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笔记

饥馑的岁月早已远离我们，但饥馑的记忆仍在时刻警醒着我们：珍惜粮食，它是我们的生命。

那年 那月 那饭
■芦 荻

我的老家在湖北。余生也晚，刚

好幸运地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据
父母后来跟我讲，幼年时期的我，虽然不
像长我 6岁的姐姐小时候那样总是饥肠
辘辘，但也仅仅是粗粮杂粮瓜菜胡乱填
饱肚子而已，缺油少盐，鲜有鱼肉，总是
一副营养不良病秧子的模样。

进入上世纪 70年代后，我慢慢地长
大了一点儿，记得的事儿也随之逐渐多
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家里五口人，就
父亲一个挣 10分工的全劳力，母亲虽然
干活不惜力，但妇女只算半劳力，家里大
大小小三个孩子，姐姐十多岁，我七八
岁，弟弟才四五岁，最多能给父母帮衬一
点家务活儿，暂时还顶不了大用。生产
队分粮食时，虽然有一定比例的口粮（按
照家庭人口分配的粮食，叫口粮），但工
分粮占大头。我家劳力少，工分也少，分
的工分粮自然就少。家里劳力多、劳力
壮的，工分多的，每次分粮，都要挑箩筐
使打杵，我家每次都是提个小竹篮，领回
浅浅一篮苞谷、麦子，偶或稻谷，这可是
一家五口人十天半个月的活命粮。爷爷
是生产队保管员，分粮过秤时，虽然每粒
粮食都要经过他的手，却也只能眼睁睁
地看着自家儿媳妇仅分走半篮子粮食，
满是心疼和无奈，有时会轻轻叹上一口

气，那意思谁都听得出来：“唉，这点儿粮
食，娃子一家人咋够吃啊！”

当然，不够吃也得够吃！怎么吃，按
毛主席的指示办呗：“节约粮食问题，要
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
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
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
要十分抓紧。”

其实，那年头，忙时多吃，常常落空，
闲时少吃，倒是习以为常。我老家那时
秋冬天短时有一种一天只吃两顿饭的成
例。早上天没亮就吃“早早饭”上坡干活
儿，一直干到天黑定、社员饿到前胸贴后
背时，队长才肯下令收工回家吃晚饭。
其间虽有三两次短暂的“歇火”（工休），
但一般社员均无干粮打尖（略微吃点儿
零食顶顶饿），实在扛不住了，就吸袋旱
烟，喝口山泉，讲个段子苦中作乐，或者
采摘一些毛栗、羊桃（猕猴桃）、五味子或
救命粮（火棘果）等野山果聊以充饥。

这种两头不见天的两顿饭，谓之“一
肩绰”，意思是从早到晚一肩扛到底，这
样可以省一顿饭的粮食。

一家主妇的母亲绝对是毛主席指
示的忠实践行者。为了一家五口的一
日三餐，她真是操碎了心，她和父亲把
一块面积七八分大的自留地的作用发
挥到了极致。自留地里除了种一点儿

必须的葱蒜辣椒白菜等蔬菜外，冬季萝
卜夏季洋芋秋季红薯是三大主旋律，地
边地角配以若干南瓜葫芦等，这些作物
产量高，既可为主食，也可为蔬菜，可谓
全身是宝。有一年，一冬三个月，我家
上顿下顿饭是萝卜丁儿苞谷糊儿，菜是
萝卜菜秆儿或萝卜缨子老咸菜。至今
还记得那年每天放晚学回家时见到母
亲时的一段对话——

“妈，夜饭吃啥子？”“还不是萝卜丁
儿苞谷糊儿。”“顿顿都是萝卜丁儿苞谷
糊儿，把人都吃伤了。”“儿啊，每顿有萝
卜丁儿苞谷糊儿叫你吃饱就烧高香了，
你还想吃啥子？”“我想吃白米干饭，哪怕
是不掺萝卜丁儿的净苞谷糊儿也要得。”

好不容易，真的能吃上一顿白米饭
了，却又往往难以吃得尽兴。一般情况
下，米饭蒸好后，都是母亲先给每人舀一
碗，然后就将金黄亮色的米饭锅巴铲起
来，将其与锅底剩余的一层米饭掺在一
起，然后将蒸饭前用筲箕过滤出来的白
色糊状米汤水倒入锅中煮沸，做成半干
半稀的锅巴米汤，以保证每人可以舀上
第二碗甚至第三碗。

不管用什么主粮，做什么饭食，萝
卜、洋芋、红薯、南瓜等基本上是应季主
食的标配辅助食材。比如萝卜丁儿苞谷
糊儿、洋芋干饭、红薯面疙瘩、老南瓜面

面饭、葫芦丝手擀面等，偶尔吃一顿纯粮
饭过过瘾可以，顿顿吃，吃不起啊。

秋天黄豆下山了，家家都要磨点儿
豆腐。选上好的老豆腐切成方寸小块
儿，放在篾筛里让其发酵长毛，然后拌上
红艳艳的椒盐辣椒粉，兑上土制的烧酒，
装坛封存半月一月，就成了闻起来臭吃
起来香的豆腐乳。这是农户人家一道常
年用来下饭的招牌菜，也是我至今还常
吃不厌的乡愁菜。

有豆腐，就有豆渣。现在用来喂猪
的豆渣那时基本上都是人吃的。若能和
少量米饭掺在一起，做成豆渣炒饭，口感
不差，还禁饿。另外，将豆渣捏成铅球大
小的圆坨，用做豆腐乳的发酵工艺，做成
臭豆渣，切片和油菜薹儿一煮，也是一道
不少乡人爱吃的风味菜品。

粮不够，瓜菜凑，没有办法，山高地
薄产量低，粮食格外金贵，必须数着粒儿
算计着吃，必须与其它杂粮及瓜菜等掺
着吃，不然，就会月头接不上月尾，有断
顿的危险。粗粮已是如此紧张，作为细
粮之首的大米，因山深田少，更是来之不
易，不是逢年过节，想吃一碗白米饭堪称
一种很奢侈的愿望。

饥馑的岁月早已远离我们，但饥馑
的记忆仍在时刻警醒着我们：珍惜粮食，
它是我们的生命。

勤俭节约的习惯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孩子
们是祖国的未来，更应为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
社会氛围，凝聚智慧，发挥力量，诠释应有的担当。

拒做“必剩客”
■王 萍

““俭俭””约约

我们每个人都应保持敬畏之心，带上孩子和家
人，以主人翁的姿态从自身做起，从娃娃抓起，从点
滴做起，把厉行节约作为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争做文明的践行者。

从小立好规矩
■钱澄蓉

节约不等于不浪费，而不浪费则是节约的最佳表现形式。所以，无论是过去的“捞白舔光”，还是当下的“光盘行动”，都重在“不浪费”这一基点上。

节约的归结点是不浪费
■宋一良

节约的归结点是不浪费，否则就

成了无的放矢。对经历过1959年到1962
年和 1969到 1972年困难时期的人来说，

“不浪费”就是一本厉行节约的“百科全
书”，一粒米、一寸布，乃至一张菜叶，犹
如一碗蒜末油搅豆腐，那豆腐的嫩滑、菜
油的香醇和蒜辣对牙龈的冲击，在舌尖
上轮番博弈那般，让生活的无奈、智慧、
梦想诸如此类一股脑儿地在一方天地里
淬炼，由此生发出来的知识获得感促成
一种追溯的满足，令人回味无穷。

乡下人有着自己的追求，不缺智慧更
不乏相应的生存技能。这种技能的特征
是实用性和现实适用性，易学、可传承。
困难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吃少穿，人
们便在这两方面动脑筋、想办法。在吃的
方面，主要是粮食节约，主要目的有二：储

备、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如招待来客，不
至于失面子，对讲究的人家来说，面子是
气节的一种外在表现，宁愿自己勒紧裤腰
带，也不能委屈客人。代表性语言有“自
家肚皮里清水荡汤，人家是看勿出呃”
等。节约的方法和手段有很多，印象最深
的是，母亲专门在床头放置一只甏，每次
都要从饭箩里抓出一把米来放到甏里，随
后在下锅时再多添几把青菜或几勺水。
那时候，在我的家乡衙前有种“捞白舔光”
的说法，无论是饭碗还是菜碗，吃好后还
要用指头捞、手指刮，再用舌头卷、舌尖
舔，碗里“净光滑脱”再也没啥捞、没啥舔
了才罢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才是最全
面、彻底、干净的“光盘行动”了。在穿的
方面，大人们可以是“新三年、旧三年，缝
缝补补又三年”，但我们这些热衷于“打
仗”“造房子”的小屁孩们，则是“上半年

新、下半年旧，下一年破了补、补了又破，
两年不到做抹布”。但无论是大人的还是
小孩的，衣裤破得实在不能再穿了也舍不
得扔掉，浆洗后纳鞋底用，待鞋底磨穿不
能再穿了，仍得拿到旧货收购站去换几分
钱，可说是物尽其用，一点都不浪费。

如果说节约是一种普惠性最广泛、
最实用的生存哲学的话，那么不浪费即
是一种品性境界，也是检验节约成效的
最直接的方法。厉行节约重在不浪费这
一明确目的的人，往往在富时不露白、不
骄纵、不折腾，困难时期则能忍苦辣酸
楚、能熬缺吃少穿、能扛天灾人祸。追求
各种节约手段至臻的过程和不浪费的极
致成果，是具有品性境界的人们一种心
照不宣的技巧性智慧，每一种节约方法
的使用，都是对不浪费这一目的的一种
毫不犹豫且决无容情的拷问，检验的是

人们的品性之品质，这其中更包括家教
家风和政府倡导。这是一个简朴的理
念，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泄溢在感知的
触觉间，而这种触觉则是对品质的一种
触动性发酵，直到不浪费达到节约的终
极目的，这种发酵才会意犹未尽地在生
活持续中淡然且积淀下来。

节约和不浪费，是两个层面但最终归
一的辩证关系。从实际情形看，节约的本
质是储备和积蓄，而不浪费才是它的终极
意义所在。可以说，节约不等于不浪费，
而不浪费则是节约的最佳表现形式。所
以，无论是过去的“捞白舔光”，还是当下
的“光盘行动”，都重在“不浪费”这一基础
上。让我们从“光盘行动”着手，厉行节
约，杜绝浪费，为达成全面小康建设目标
进而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储备
更多的能量、积蓄更强的动能。

粮食被浪费，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如任其发展，还会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在我看来，要从根源上解决浪费粮食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改变人们的一些错误观念。

改变心中观念 珍惜口中粮食
■徐登峰

2012 年到 2014 年，我参军入伍。

记得当兵的那段日子，每天的训练量很
大，还没到饭点早已是饥肠辘辘。开饭
前，班长会让全体战士在食堂外集合，齐
声唱一首响亮的军歌之后，才能进入食
堂。然后坐在饭桌前，等待打饭打菜的
命令。等候的时候，我盯着墙上的几个
大字“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心想：饭香
人饿，哪有浪费的道理？吃饭时，旁边的
战友小李狼吞虎咽，要知道，这个来自上
海的小伙，原本吃东西十分挑剔，但一来
到部队，严格的制度和艰苦的训练，让他
吃什么都香。每个人都将光盘行动执行
到位，以至于每次食堂泔水桶几乎是空
的。而这也成了我每每回忆都印象深刻
的事。

在我国，节约粮食可谓是中华传统
美德。许多牙牙学语的孩童，学的第一

首诗可能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记得小
时候，吃饭时掉在桌上的饭粒，父母会要
求把它们吃下去，用餐后饭碗里也不许
有剩饭剩菜。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节
约粮食的意识在不断淡化，浪费粮食的
现象随处可见。为此，今年 8月，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
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各地
方政府、社会单位也在大力宣传倡导“浪
费可耻、节约光荣”的社会理念。

粮食被浪费，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
失，如任其发展，还会造成人们价值观的
扭曲。在我看来，要从根源上解决浪费
粮食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改变人们的
一些错误观念。

很多人认为，吃不掉扔了，能造成多

大的浪费？殊不知，积少成多，聚沙成
塔。据统计，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
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
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五分之一的粮食
被浪费。“舌尖上的浪费”着实令人震惊。
要知道，或许在某个地方，还有人因饥饿
而挣扎在死亡线边缘。所以在日常生活
中，不要一下子买太多食物，吃不完的东
西妥善保存，不要一扔了之。外出消费
时，点菜也要适量，剩下太多应该打包。

浪费现象之所以严重，是因为许多
人觉得粮食价值不大，卖得不贵，浪费起
来不心疼，这其实是一个认知问题。学
过经济的人都知道，商品的价格是由价
值决定的，价格也会随市场供求而变
动。其实从需求来讲，米面油肉蛋菜可
以卖得很贵，但由于这些都是居民生活
必需品，政府需要对其进行价格管控以
保证社会稳定，所以才显得“便宜”。而

其实，每一粒米，每一道菜，每一顿饭，都
是他人劳动价值的凝结，理应得到珍惜
和尊重。

当然，大家都知道浪费粮食不对，但在
节约和面子之间，许多人在以前往往还是
选择了后者。比如在请客吃饭时，卡着别
人的食量点菜仿佛是一件寒碜的事。把别
人点的东西吃得精光，也是一件不礼貌的
行为。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打肿脸充胖
子”的做法。如今大部分家庭在吃上早已
不成问题，通过在吃上大手大脚来展现自
己大可不必。好在，如今在餐厅里，听到的
往往是“先点这么多，吃完再点”“不用点太
贵的，吃点普通的就行”，彰显了双方良好
的素质，反映出社会风气的转变。

袁隆平院士通过努力，让农田结满
饱满的稻穗，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饭问
题。我们也理应心怀感激，改变陈旧错
误观念，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悯农》是很多幼儿园娃娃都会背诵的一首

古诗，但孩子是否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去珍惜粮
食，吃光盘中的食物呢？我认为“光盘”是一种理
念，这不仅是对粮食的爱惜，更是对粮食生产者的
尊重。而孩子如同一张白纸，培养这一良好意识
还需从小灌输、从“娃娃”抓起，让勤俭节约的理念
深入孩子们的内心，帮助孩子们从小树立节约意
识，养成节俭的习惯。

我的儿子已经越过了2周岁的门槛，自从成为
母亲我就深感教育之不易。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从吃喝拉撒的日常习惯开始就要引导孩
子认真做每一件事，而吃饭的“规矩”，则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项。还记得，我们家的孩子小的时候，家
里的大人常对我们说：“吃饭要吃白白碗，碗里留
饭粒，以后脸上就要长麻子。”于是当年的我们，每
次吃饭总是认认真真把饭碗刮个干净，以至于到
如今，我和表弟表妹们，依旧保持着吃“白白碗”的
习惯。

以前不吃“白白碗”会长麻子脸的唬人说法，
如今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威
慑力”了，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家长也在寻求新的
教育方式。今年酷暑，我带着儿子去了趟农村远
足，路过农田，我带着儿子下车，在田埂路上走一
走，看看尚且绿油油的稻子、体验烈日下劳作的农
民伯伯的辛苦。儿子胖嘟嘟的小手，抚上一绺绺
稻子，懵懂地去联系自己平时所吃的米饭与这些
绿色植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和稻田中央那些大汗
淋漓的农民伯伯之间的关系。也许那一天起，儿
子开始有了“节约粮食”的概念。

餐桌上的食物，经过无数人的手，从源头的农
民到后道的厨师，一盘美食凝聚着大家的努力，而
对这些劳动者最大的尊重就是“光盘”。如今在引
导下，儿子已经知道“剩饭的孩子不是好孩子”“剩
饭农民伯伯会生气、做饭的外婆会生气、赚钱买菜
的爸爸妈妈会生气”等。特别是在今年，全国掀起
了“光盘行动”，上到政府层面，小到幼儿园食堂，
家里就更加注重对儿子的节约粮食的教育，而在
大人们的三令五申、种种引导之下，儿子确确实实
又进步不少，饭前先看碗，盛多了，提前要求减量。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勤俭节约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美德，“光盘行动”正是对这一美德的传承和发
扬。为了避免更多“舌尖上的浪费”，我们时时刻
刻在教育孩子，孩子的变化让家人们感到欣喜的
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以身作则”的责任，做到
餐厅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房不多做，减少舌尖
上的浪费……这些都是能让我们和孩子共同努力
的事。“光盘”不应只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种
习惯。我们每个人都应保持敬畏之心，带上孩子
和家人，以主人翁的姿态从自身做起，从娃娃抓
起，从点滴做起，把厉行节约作为一种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争做文明的践行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不久前，在广陈镇山塘村的钹子书馆
内，传来了孩子们琅琅的读诗声，一场主题为“一
粒粮食的时光之旅”青少年公益课堂，正在那里举
行。

“原来农民伯伯那么辛苦，我要在葫芦上画些
小麦送给他们。”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米可以酿酒，实在是太神
奇了。”这是在这次活动中，我听到的孩子们对于
农民辛苦劳作的感慨。通过实地了解酿酒的工
艺，他们都认识到了节约粮食的重要性，也对粮食
文化有了新的认知。

一粒小小的米，不仅折射出个人消费习惯，更
是与国家粮食安全息息相关。不久前，习近平总
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并再次点名
要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作为从小吃穿不愁的当代青少年，更应积极
响应节约粮食的社会新风尚，争做爱粮节粮的倡
导者。近日，团市委号召全市团员青年、少先队员
立即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切实把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落到实处。平湖技师学院在新生
军训期间，发起了“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倡议，
引导团员青年要牢固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的价值观，同时要争做爱粮节粮的践行者，从大处
着眼、小处着手，无论在家中、学校还是在外就餐
都应厉行节约，“光盘”为荣。在开学第一课上，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了“争做节粮小标兵”主题活
动，通过少先队员宣讲，家长代表上微课等方式，
让青少年意识到粮食的来之不易，并在校午餐时
间，自觉做到了“光盘”承诺。作为社会风尚的引
领者，青少年更要争做爱粮节粮的宣传者，借助微
信公众号、抖音等聚集青年的媒介平台，通过文明
快闪、小视频、光盘打卡等新颖多元的宣传方式来
影响带动更多人加入到节约粮食的队伍中来。这
不，市青少年宫也联合市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开
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公益活动，组织青少年志
愿者进入商场、餐饮店等公共场所发放宣传单页，
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呼吁大家一起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

一饱之需，何须玉盘珍馐？三餐之桌，务必一
干二净。勤俭节约的习惯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更应为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凝聚智慧，发挥力量，诠释
应有的担当。

市青少年宫、市红领巾学院、市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近日联合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主题队活动（张雯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