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母
亲几十年如一日为儿女操劳。
我们一天天长大，妈妈却在一天
天变老。为迎接 5 月 12 日母亲
节，本报记者采撷了几个小故
事，向读者注释母爱。做儿女的，不妨向母亲说出那
声“我爱你”，以表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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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菜里全是爱

在上海一居民区内，孕龄 6 个多
月、27岁的陈丹和丈夫一起把买回来
的鸡蛋、番茄洗净，她今天准备做番茄
炒蛋，在她看来，这道菜里有妈妈的

“味道”。
陈丹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2009

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某外企工作，
从此便在那里安顿下来。

“上海离家远，每年只能回家一两
次，每次也只能停留不到一周的时
间。”陈丹说，离开家乡后，她特别想念
妈妈做的饭菜，尤其是那道番茄炒蛋。

怀孕后，陈丹妊娠反应严重，只
好请假在家休息。口味也变得有些
挑剔，虽然擅长厨艺的丈夫时常精
心准备的一顿饭菜，但陈丹还是觉
得食之无味。其间，她在电话里，向
妈妈说起食欲越来越差，就想吃妈
妈做的饭。

“我没有想到，通完话第二天，妈
妈就拎着一堆营养品来到上海。见面
第一句话就是‘我来给你做好吃的了
’。”陈丹说。

为了缓解妊娠反应，妈妈专门买
了孕妇食谱，研究各种菜的搭配，常常
是这个炉子上煲着一锅鸡汤，那个炉
子上炸着带鱼。为让陈丹增加食欲，
妈妈几乎每天都给她做番茄炒蛋。

看着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陈丹突然意识到，妈妈做的菜的味道，
其实就是母爱的味道。

■回报妈妈也从“味道”开始

26岁的冯洋自诩为“吃货”：他熟

悉市区大街小巷的各种美食，但他说
只有妈妈做的糊涂面最好吃。

“我小的时候，妈妈工作很忙，下
班一回家，顾不上休息就要给我做
饭。”冯洋说，儿时放学后就拼命往家
跑，推门扑面而来的香味让他至今难
忘。“最难忘的是生病时，妈妈做的糊
涂面。”冯洋说，手工面细细的，配上葱
花、鸡蛋，加点胡椒粉和姜，趁热吃上
一碗，蒙头一睡，第二天病就好了。

高中毕业后，18 岁的冯洋告别
父母，赴韩留学。远在异国他乡，陌
生的环境、难以适应的饮食，让他特
别思念家人和朋友，更思念妈妈做
的糊涂面。

为解思乡之愁，冯洋开始学做
饭。“购置餐具、准备食材，一顿饭做下
来，我才发现简单的饭菜还需要如此
多的步骤。”冯洋说，下厨的过程让他
体会到往日妈妈做饭的辛苦。

在韩国留学的 5 年时间里，冯洋
的行李里总少不了妈妈为她准备的家
乡调料；在长途电话中，家乡菜的做法
也成为主要话题。他经过不断地练
习，但始终做不出妈妈做的糊涂面的
味道。

现在，冯洋已回到洛阳工作，平
时工作繁忙，只能在周末时回家看望
父母。妈妈做的糊涂面依旧是那熟
悉的味道，但年过花甲的妈妈擀面条
的动作，再也没有记忆中的连贯……
每次回家前，冯洋都会多跑几家店，
为牙口不好的妈妈带些熟烂的猪蹄
和鸡爪。

“以前是妈妈照顾我，现在换我来
照顾她。”冯洋说。

3 日，我们在洛阳网论坛发帖调
查“妈妈最常唠叨的是哪些话”，帖子
发出后，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跟帖留
言，有人从妈妈唠叨的话里诉说着母
爱的琐碎和长大成人后对母亲的感
恩，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彼此的母
亲不同，但网友晒出的母亲唠叨具有
共性。

求学时：“不好好学习，你就等着
没出息吧。”“学习忙，别太累着自己，
照顾好身体。”

成长叛逆时：“你气死我算了，我
也省心了！”“你要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再也不管你了！”“你爱咋样咋样
吧，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女儿）！”

出门在外时：“出门拿好东西，路
上小心，注意安全！”“家里没什么事，
别担心，安心上班。”“多吃点，在外面

吃不饱，吃不好。”
长大工作时：“长这么大了，咋跟

个孩子似的。”“好好谈对象！”“结婚
了，过好自己的日子，别跟个孩子一
样。”

有网友感叹：“看过大家帖子后，
我才发现妈妈的唠叨如此雷同，如此
琐碎，正是妈妈们不懈地唠叨、管教，
我们才能健康成长。”

还有网友说：“我已为人父母，过
去我妈对我的唠叨，我已不自觉的

‘继承’下去。妈妈的唠叨是另一种
形式的爱！”

…………
母亲节，请你表达对母亲的感

恩，可以是一束鲜花、一顿饭菜、一句
话、一封家书……这一天，向母亲致
敬！

■往事如烟
长水乡位于洛宁县县城以西19公里处，因乡

政府所在地位于长水村而得名。
据《洛宁县志》记载，长水历史上屡设县治，西

魏（公元 552 年）设为长渊县。长渊为何改名为
长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据村里的老人说，相传
到了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因长渊一名与唐
高祖李渊有一字相同，被视为不敬，便将长渊县
改名为长水县，现名长水乡。

长水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有许多历史
文化古迹。

华夏文明源头河图洛书中的洛书，其出处就
位于长水乡。河图洛书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周
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出图处在孟
津，洛出书处在洛宁长水。

据说长水老县城的旧址恰巧位于洛河上下游
的分界处，上游深山峡谷，下游一马平川。此处西
靠巍峨的龙头山，山顶有禹王庙、洛河龙神庙、洛
书赐禹之地碑等古遗迹；北倚龙山，有紫盖寺遗址
以及明代吏部尚书耿裕墓；南临洛河，有“岳武穆
行军至此”的石刻和武穆营遗址，洛河两岸遍布有
仰韶、龙山文化遗址。

在长水乡孟家峪村还流传着著名的孟宗哭
笋的故事。相传在三国时期，有一个姓孟的孝
子，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他的
母亲年迈多病，无论母亲想吃什么，他都想方设
法满足她。

一天，他的母亲病重，想吃竹笋，但正值冬
天，没有竹笋，于是他跑到竹林里抱竹痛哭，这
时奇迹发生了，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竹林里长
出了许多竹笋，母亲吃了这些竹笋后，病竟奇迹
般地痊愈了。对此，长水乡一带流传着一首颂
诗：“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
意招平安。”

■人文自然
长水乡地处豫西山川分界处，交通便利，在古

时，是丝绸之路中洛阳通往西安的必经之路。
该乡辖13个行政村，共有村民1.4万人；总面

积121.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2万亩。
长水乡林业用地面积16万亩，林地6.8万亩，

是洛宁县有名的林业大乡，全乡的森林覆盖率达
63%。该乡的林木资源丰富且品质好，以速生杨、
金丝楸、刺槐、泡桐等木材为主，总蓄积量在60万
立方米以上。

■今日长水
近年来，洛宁县的畜牧养殖业发展十分红火，

已成为我省27个肉牛主产县之一，肉牛存栏量达
18.99 万头，年产值达 10.38 亿元，畜牧业已成为
洛宁县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长水乡作为洛宁县畜牧养殖的重要区域之
一，近两年来，肉牛养殖成为该乡经济发展的一枝
独秀，不少村民都尝到了养牛的甜头。作为长水
乡政府所在地的长水村，可谓该乡畜牧养殖红火
发展中的一个缩影。

长水村党支部书记王松武介绍，该村位于山
区，特殊的地势环境使村民很早就有养牛的习惯，
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养有一两头牛，大多用于耕
地劳作。2006年以后，该村开始重视肉牛养殖，
有意识地向规模化养殖发展。

“长水村肉牛养殖真正成规模化发展是在
2009年以后，村里从事肉牛养殖的人数约占全村
总人口的40%。”王松武说，养牛的快速发展得益
于中央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肉牛项目，该村连
续4年实施该项目，在该项目的扶持下，村民建起
标准化的肉牛规模养殖场，同时还建有青贮池、兽
医室、消毒室、排污渠、污水沉淀池等现代化的养
殖配套设施，村里曾经一家一户的养牛模式转变
为现代化的规模养殖。

近日，记者在长水村兢佳肉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看到，工作人员在给牛喂食。只见工作人员开
着拖拉机从牛舍旁的一个池子里拉来一车秸秆，
随后，拖拉机在牛舍中缓慢行驶，工作人员将秸秆
均匀地撒在食槽里。

曲连武说，该合作社目前养有肉牛200多头，
这些牛吃的是经过处理的秸秆。

肉牛养殖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长水村餐饮
行业的发展，长水村的酸辣牛肉远近闻名，甚至
有三门峡的游客专门跑到长水村吃酸辣牛肉。
说到做酸牛肉的秘诀，王松武说，只有长水村

“栈”出来的肉牛，才会美味可口。所谓“栈”即
指育肥，长水村的肉牛育肥很有讲究，不仅饲料
要精，育肥时间也要足。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韦萃萃 文/图

洛宁长水①

记者走基层

从妈妈的“味道”里读懂母爱

从妈妈的“唠叨”里读懂母爱

母亲节（Mother's Day），是一个感谢母

亲的节日。这个节日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而现

代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是每年5月的第二个

星期日。母亲们在这一天通常会收到礼物，康

乃馨被视为献给母亲的花，而中国的母亲花是

萱草花，又叫忘忧草。

■坚实的手：支撑残疾女儿成长

今年24岁的女孩崔芳菲，幼年时因病
落下残疾。20多年来，她的成长伴随着常
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我们丝毫没有从她
身上看到磨难留下的悲观与消沉，因为有
妈妈柯涌那双坚强的手，一路支撑着她，把
所有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崔芳菲 9 个月大时被医生诊断为脑
瘫，医生告诉柯涌，在以后的日子里，她的
女儿将不能生活自理。

听完医生的话，柯涌擦干泪水，心中只有
一个念头：“我一定要让女儿站起来，让她自
食其力！”小时候，柯涌抱着女儿走遍了全国
各大治疗脑瘫的医院。她看着女儿理疗康复
的过程，心如刀绞，但还要强颜欢笑地给女儿
力量。每次治疗完后，柯涌都会偷偷地流泪。

多年奔走他乡求医治疗，柯涌背负着
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但她从未放
弃，女儿的点滴进步，都让她觉得吃再多的
苦都是值得的。3岁那年，女儿意外地站了
起来并能够独立行走，那一刻，柯涌喜极而
泣，母女二人抱头痛哭。

女儿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柯涌希望女
儿以后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接受正常的教
育。执着的柯涌一次次到学校向领导求情，
最终她用坚持和母爱感动了校长。

刚上学时，由于手臂无力，崔芳菲每写
一个字，全身的肌肉都要用力，而且速度
慢，需要比别人花费两三倍的时间，熬夜也
是常有的事。每当这个时候，柯涌总是在女
儿身边陪伴她、鼓励她。

“那时候我就想，与妈妈的付出相比，
我身体的痛苦不算什么，”崔芳菲说，“在学
校的楼梯上，我不知道摔倒过多少次，腿上
的疤还没好就又伤了，但是，我从妈妈那里
学会了坚强！”

在柯涌的帮助和鼓励下，女儿的身体
状况和学习成绩越来越好。2012年，女儿
顺利从洛阳理工学院毕业。

崔芳菲深知，没有昔日母亲那双手的
搀扶，就不会有现在的她。

“在我看来，母爱让我学会了勇敢和坚
持，也赐予了我源源不断向上的力量！”崔
芳菲笑着说。

■温暖的手：庇护幼小生命诞生

透明暖箱里，一个个婴儿微闭双眼，粉
嫩的小胸脯一起一伏，传递着顽强的生命
力。在暖箱外，护士们正用一双双温暖的手
呵护着这些小生命。27岁的护士刘豪平便
是其中之一，她也初为人母。

在没有成为母亲前，刘豪平不能完全
体会那些守候在重症监护室外父母的心
情。“这里的婴儿多是早产儿，一出生就被
送到暖箱，最大的也只有 1 个月，需要 24
小时看护。”刘豪平说，自从成为母亲后，工
作变得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她更留意暖
箱里婴儿是否睡得舒服，不时帮孩子纠正
睡姿，按摩小手、小脚，试着跟这些懵懂的
小家伙儿沟通。婴儿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
着她的神经，她要为那些没有父母照顾的
孩子“当好母亲”。

“宝宝，我们来喝奶。”双手消毒完，刘
豪平搓动掌心让双手恢复热度，伸手微托
起孩子后背，将奶瓶放在婴儿嘴边。等到奶
一点点被孩子吮吸完，她停顿片刻，再小心
翼翼拍拍孩子的后背。

“小家伙儿皮肤太娇嫩，护理时要特别
注意。”安抚好婴儿躺下，刘豪平再次将双
手消毒，开始用滴管向一个更小的婴儿嘴
里滴奶，仅完成病房内15个孩子喂奶的工
作，就需要1个多小时。放下奶瓶，她又开
始为婴儿测血糖、输营养液……

虽然刘豪平的工作是看护孩子，但工作
繁忙让她和自己的孩子相处的时间不多。一
次，她的孩子突发疾病到医院就医，正在工作
的她只好趁工作间隙，去输液室看了一眼。

“让这些婴儿及早痊愈，尽快回到父母
身边是我最大的责任。”刘豪平说。

从妈妈的双手里读懂母爱

埃及 办音乐会庆祝
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是

埃及母亲节。这一天，全国的青少
年都要给母亲赠送鲜花和礼物，为
母亲举办音乐会和文艺演出，并评
选出全国最理想的母亲。

印度 穿五彩的纱丽
每年 4 月 5 日是印度的妈妈

节。这一天，凡是生了孩子的妈
妈都要穿上五彩缤纷的纱丽（印
度等国妇女的传统服装），戴上精美
的首饰，来到公共场所娱乐。

泰国 评选优秀母亲
每年的 8 月 12 日是泰国的母

亲节。在节日里，全国最有意义的
活动是“评选优秀母亲”。

瑞士 “妇女掌权日”
每年的1月1日至4日为“妇女

掌权日”。在这4天里，家庭一切大
权由妇女掌管，男人甘愿听从摆
布，以示对妇女的尊重。

法国 接受孩子祝福
每年 5 月 29 日是法国的母亲

节，节日这天，全球各地的妈妈都
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受孩子们“节日
愉快”的美好祝愿。法国首次庆祝
母亲节是在1928年。

日本 戴花念母亲
每年10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日

本母亲节。母亲健在的人，都戴一
朵红花，而母亲辞世的人则戴白花，
以示对母亲的怀念。（本报综合）

感激母亲 各国风俗不同

长水村：
历史悠久古迹多
肉牛养殖名声大

工作人员在兢佳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喂牛

致敬母亲 感恩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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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手，那种味道，那些唠叨……都是如此亲切。
5月12日是母亲节，让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