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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视界

一条长街，八方赴宴。1月 26日，昭阳
区永丰镇绿荫社区水韵长街迎来了一场盛
大的迎新年“长街宴”，吸引了上千人参与，
共享昭阳乡村年味。

100 余张八仙桌依次排开，座无虚席。
蒸肉、烧白、大刀圆子、墩子肉、豆腐干、酥
肉、糖饭、排骨萝卜汤、小炒肉……水韵长
街的群众以昭通“九大碗”热情款待赴宴的
八方游客。在水韵长街“长街宴”的后厨，
热气腾腾的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厨师
们正在全力以赴地烹调菜肴，为晚上6时的
长街宴准时开席做足准备工作。

晚上 6 时，水韵长街“长街宴”正式开
席，桌连桌、凳接凳，游客们在自己的桌子
前，等待冒着热气的特色“九大碗”上桌。

“在我们农村只有吃席的时候才可以吃到

‘九大碗’，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让我们
吃出了小时候的回忆，也让我们吃出了乡
愁的味道、妈妈的味道。”游客张先生说。

水韵长街位于龙氏家祠正对面，该区
域于 2023 年底升级改造后投入使用，交
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已有 150 余户商
家进驻，是集“农旅、文旅、康旅”于一体
的休闲娱乐目的地。自 1 月 20 日水韵长
街第一届年货节启动以来，这里已圆满举
办了音乐节、“长街宴”等活动。“长街宴
吸引了周边上千名老百姓、游客来品尝我
们家乡的‘九大碗’。他们都说味道很
好。边吃饭，边喝酒，边听音乐。他们很
开心、很高兴，感觉就像回家一样，很温
暖。”云南蛟龙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黎说。

在镇雄，到快过年的时候，都要宰过
年猪。尤其是腊月的某个时刻，清晨或
中午，猪的叫声会嘹亮地响彻整个村庄。

犹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过年猪一
声叫喊，孩子们就会欢呼起来，心境顿时
开阔了，气氛也轻松了，父辈们志得意
满，神采飞扬。

那头猪在没宰前的一两个月，孩子
们的眼睛像山岩上的绿树那样苍翠，像
落山的夕阳那样灿烂，像房檐下的冰棱
儿一样晶莹。孩子们一天要往猪圈跑几
次，看着它，心里得到一种慰藉、一种满
足、一种安抚、一种平衡。

把猪放出来喂食时总要围着它转个
不停，摸摸拍拍，嘴里便有了瘦肉的醇
香，口水便咽了起来。母亲或父亲总在
旁边笑骂一句：“看你那馋样，去猪屁股
上撕一口来吃！”于是，孩子们便美滋滋
地走开。然后偷偷地掰着手指头把宰猪
的时间算了又算。为什么总是那么远
呢？于是再跑去缠着父母问：“哪天宰猪
呢？哪天？冬月二十七还是腊月初九？”

当父母商量当年的手头很紧，过年
猪怕是要卖不能杀时，小孩儿屏住呼吸，
紧张得如听地球要不要爆炸的决定似
的，心惊肉跳，大气儿都不敢出。一颗心
随父母的争论抛上、落下，又弹起来……

“不宰了！”这是父亲简洁有力、不容
置辩的语气。“啊！”小孩儿一哆嗦，眼泪
在眼眶里打转。“孩儿他爹，再困难也得
宰呀，一年苦到头为的啥？再说，不为别
的，就为咱孩子，他一天天围着猪圈转，
你忍心吗？”母亲使劲想说服父亲，声音
都哽咽了。小孩儿心里升起希望，胸口
里有什么东西扑腾腾地悬起来，父亲不
语，小孩儿焦急地等待着。

父亲突然恶狠狠地砸出闷雷似的一
声吼：“宰！宰！”小孩儿如蓄势待发的士
兵听到首领的号令，蹿身挥臂猛喊，屋里
的父母被吓了一大跳！小孩儿则被头上
方的窗户撞出了喜悦的泪水。从此，总
不希望听到父母关于宰不宰过年猪的争
论；从此，总要时时往猪圈跑，害怕猪在
几沓票子中突然消失。那票子能当肉吃
吗？从此，在睡梦中笑醒过来、惊醒过
来、哭醒过来，抹抹湿漉漉的嘴角，咬咬
手指头，告诉自己那是梦……

宰猪的日期终于到来，终于松口气

了。屠户来了，帮忙按猪的人来了了。。父父
亲则早早起床在门前挖灶烧好一锅滚烫滚烫
的水，那滚滚的热气在寒冬中升腾起来。

父亲先用棍子将这头几乎要走不动
的肥猪从猪圈里撵了出来，还不到院坝，
帮忙按猪的人就围了上去，揪耳朵的、提
尾巴的、推屁股的、拽脚杆的、抱腰身的，
一下子把猪给擒住，屠户用一根又尖又
粗的铁钩钩住了它的嘴，众人合力把猪
弄上了大板凳。屠户用长刀一捅，猪的
惨叫声好嘹亮！这场景，让小孩儿高兴
得几乎要飞起来。

猪的叫声停了下来，它的喉间有了
一个洞，血接了满满的一盆，看母亲用纸
钱抹洞旁的血并点燃、口中念念有词时，
小孩儿止不住地笑出声来。把猪烫过后
再刮去毛，把猪砍开、分割猪肉、理肠分
油，好不热闹。曲到高潮，大家围在一
起，美美一顿“庖汤肉”。美味啊……

父亲从此有了阔绰的应酬，母亲有
了不再羞涩的慷慨，小孩儿有了滚圆再
滚圆的肚皮！这是镇雄小孩儿的 20世
纪八九十年代的记忆。

猪被宰的惨叫声，在那个年代的回
忆里，至今仍是多么悦耳、动听。如今，
那般苦涩的童年已然不在，但宰过年猪
的习惯在镇雄的每一个村庄都不曾更
改。这是一年中一家人最重要的事情之
一，是每一个人植根在岁月深处，哪怕走
得再远都携带在身上的乡愁。

妈总打电话问我何时回去，“过年猪
等着你回来再宰，你已经好久没吃过‘庖
汤肉’了。”爸总说自己家中喂的猪肉香，
腊肉熏好后过完年提两块走。于是，想
老爸老妈的时候就馋起了老家的过年
猪；馋老家的腊肉的时候，就特别想老家
的爸妈。于是说：“爸妈，今年我一定回
来吃您老两口辛苦养的过年猪。”只要老
家还在宰过年猪，老家的味道就最为亲
切而温暖。

今年，你家的过年猪已经宰了吧？
还有多少人家里的过年猪没宰呢？明
年，还回老家吗？老爸老妈，是不是又喂
上明年的过年猪了呢？

年快来了。每一年接近年关的时
候，每一个镇雄人的心里都有一句特
别柔软的话：你爸妈喊你回家宰过年
猪了……

有一种记忆叫吃有一种记忆叫吃““庖汤肉庖汤肉””
通讯员 周 洪

品尝美味凉粉品尝美味凉粉 感受烟火人间感受烟火人间
通讯员 李国昭 马美优 文/图

夜色未收，晨曦微漾。临街的小卖部前，
两位老人正忙前忙后地熬煮着凉粉，香气氤
氲、火光跃动，一锅美味的凉粉即将出炉。

张桂香与丈夫丁明昌从事凉粉制作已
有28年，从青丝到白发，两人相扶相携抚养
大了 3个孩子，如今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但
老两口依旧坚守本业。两位老人说，一方
面是为了帮助儿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
忙习惯了闲不下来。

巧家县老店镇的冬天有点冷，刺骨的
寒风吹得人瑟瑟发抖，两位老人却围着火
炉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熟练地重复着每一
道工序，磨浆、去渣、过滤、沉淀、熬煮、搅
拌、舀粉、冷却、凝固，直到最后的装盆，每
一个动作都游刃有余。张桂香老人说：“我
们没有什么大的想法，只希望国家安宁、儿
孙平安，无病无灾地过完这一生。”

天光乍现，东方泛白。待凉粉装盆冷
却后，丁明昌用背篓将凉粉背到集市上，他
们有自己的摊位。路上，他自豪地说：“冬

天吃凉粉的人比较少，夏天生意才好，因为
我们用的豌豆都是精挑细选的，不掺假、味
道纯正，大家都喜欢吃。”“我年轻的时候曾
背到10多公里外的铅厂去卖，前脚刚到，后
脚凉粉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可惜现在老喽，
走不了那么远的山路了。”大概是因为回忆
起年轻时候的壮举，他的心情十分不错，一
路上不停地和熟悉的摊贩打招呼。

集市逐渐热闹起来，人群变得熙熙攘
攘，老人特地穿上一件花棉袄，快速摆弄好
桌椅、碗筷、调料后，便与附近熟络的人闲
聊起来。不一会儿，第一位客人到来，老人
微笑着为她端上一碗余温尚存的凉粉，客
人大快朵颐，连连称赞。

三餐四季，清欢至味。小小的凉粉凝
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承载着小小家庭的
多少快乐，映射出多少老店人对美好生活
的希冀，愿你有一日也能来到老店，尝一碗
老店独有的凉粉，感受一下老店的人间烟
火、岁月清欢。

年货集市忙年货集市忙 千里寄年味千里寄年味
通讯员 代有福 文/图

农历腊月十九，是巧家县红山乡赶集
的日子，超市、农贸市场、商铺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群众正在忙着置办年货。

集市上，春联、灯笼以及干果炒货等
各种商品应有尽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
群众的讨价还价声预示着年关将近，年味
越来越浓，群众仔细挑选着自己需要的物
品，满心欢喜地置办年货，人人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微笑。

当天，家住熊家梁子的熊大哥也来赶
集，但是他并没有去逛热闹的集市，而是
第一时间来到了集镇上的快递收发点，他

要将精心准备的腊肉和灰豆腐邮寄给远在
杭州工作的女儿，女儿因工作忙不能回家
过年。在他看来，自家熏制的腊肉和灰豆腐
就是年货的一部分，让女儿吃上老家的腊肉
和灰豆腐也算是全家人一起过年了。

近年来，快递业务越来越便捷高效，
每逢年关，都有群众来办理寄递业务，为
远方的亲人邮寄老家的干酸菜、腊肉、灰
豆腐、脐橙等特产。寄出去的不仅仅是特
产，更是儿时的记忆，是千里之外的家乡

“年味”，是割舍不断的亲情和远隔千里的
思念。

吃吃““长街宴长街宴””品昭阳年味品昭阳年味
通讯员 王秋静 文/图

泡豆子。

凉粉。

“九大碗”。

““长街宴长街宴””。。 新春送福新春送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