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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讲解员大赛在节前红色讲解员大赛在节前““火火””了了

我们的节日·情暖中秋

本报讯 （记者 蔡晓霞 通讯员 郭泽红） 今

年，临县公安局城庄派出所结合“夏季攻势”专项

行动，深入辖区加强夜间治安巡逻防控，营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以主要路段、人流密集场所及夏季案件高发

的烧烤摊、夜市等为巡逻防控重点，落实民警带

队巡逻制度，发动网格员就地加入“义警”等平安

类社会组织，有效提升社会面 24 小时见警、管事

率；常态化加强对加油站、出租房屋、KTV、夜市烧

烤摊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检查，预防和遏制各类

案事件的发生；线上和线下同发力，依托社区警

务微信群持续推送各类反诈知识和安全提醒，扩

大宣传范围，依托“百万警进千万家”“我为群众

办实事”等实践活动，面对面向群众宣传防范电

信诈骗；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发放资料、LED 电子

屏滚动播放等方式，对群众开展普法宣传，让群

众知法、懂法、守法。

中秋将至，对于已经成家立业的临县女孩刘静

来说，可能会因为工作等原因无法回老家与父母团

聚，但是她对中秋节的情感却从未消失，小时候的回

忆深深烙印在心底。

刘静出生于 1991年，回想小时候的中秋节，她印

象最深的是家里那一大水缸的空心月饼和小时候伙

伴们都称之为“香蕉苹果”的黄色苹果。那时候的生

活简朴，能在中秋节美美地吃一顿摆满桌的大餐，品

尝到各式各类的应季水果，便是儿时最美好的享受。

“早在中秋节前的十几天，爸爸妈妈就开始准备

中秋食材了。他们买来面粉、胡麻油、花生、核桃和

芝麻等制作空心月饼所必需的材料，有时还会买点

葡萄干，还有一些红色、绿色丝状的东西。把这些放

进去，月饼格外美味。”刘静说。

刘静回忆，那时候，爸妈常常选择在院子附近的

一户人家打月饼。他们把准备好的面、油和其他食

材扛过去，放到编好号的食材队伍里，就算是排了

队。通常，轮到谁家打月饼的时候，加工月饼的商户

就会告诉客人一声，让他们过去帮忙包馅、套模。这

时，月饼加工商户和客人围坐一起，边聊边做，好不

热闹。只需一下午功夫，定做的月饼就加工完了，

“整整一大箱子月饼，黄澄澄、脆生生，满嘴都是香

味。放了学肚子饿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那个

放月饼的水缸盖子，拿出月饼垫垫肚子。”

儿时对过节的期待，却赋予了刘静另一种甜

蜜。“中秋节是家庭团聚的时刻，能够回去品尝妈妈

亲手做的美食，分享着温馨和快乐，便是这个节日最

大的期待。”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00后大学毕业生杨秦玉

的记忆中，中秋节总是有吃不完的月饼，她笑着吐槽

道：“家里的月饼能从中秋节吃到重阳节，小时候的

月饼对于小孩子太不友好，记忆中的月饼坚如磐石，

难以下咽”。

“有一年临近中秋节，奶奶特地为我做了一次

月饼，”她回忆说，“那年的月饼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月饼，没有了讨厌的果脯。包的都是我爱吃的。”当

然让杨秦玉记忆最深的是每年中秋节后返校时，母

亲总会塞在她手里一袋沉甸甸的月饼，“那个时候

不懂事，总是嫌难吃推托不带，偶尔还和妈妈闹别

扭，”随着慢慢长大，杨秦玉说她开始理解母亲的行

为，她也开始和被她吐槽为“坚如磐石的月饼”慢慢

“和解”。

“小时候过中秋满满仪式感，大晚上妈妈会在桌

上摆满各色水果和月饼来祭月，我那会趴桌子上总

是疑惑，月饼那么硬也不好吃，月亮能啃得动么。”今

年 22岁的齐建英刚大学毕业，今年也是她第一次在

外过节，最近她打算买一些吕梁特色月饼寄回家里

以表思念。

提到记忆中的中秋节，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是和

她母亲一起制作月饼的经历。“记忆中上小学的时

候，我成了妈妈的小帮手，我们会提前到城里的小

巷作坊提前预订月饼，走进作坊就看到一个个圆溜

溜软糯糯的月饼从模具里拓出来又被送进烤箱，不

一会儿就出炉了，和妈妈能忙活一整天，抱着满满

一箱的月饼非常有成就感，看到妈妈非常辛苦也慢

慢理解了节日的意义。”

“我认为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她

感慨，“生逢盛世，作为 00后感到非常地荣幸。如今

可以吃到不同口感的月饼，幸福感爆棚！”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花好月圆时 最忆是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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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中秋分外明，最是人间好时节。今年 75岁的

张锦荣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翻着土地，仔细查看院子里

各类蔬菜长势，随后再来到枝芽茂盛的葡萄架下，拿着

长钩和剪刀将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剪下来装入篮

中。

“这几串给你二爷爷送去，那几串更红给你三老姨

送去……”张锦荣轻轻地将剪下来的葡萄分成几小份，

跟一旁的孙子交代把分好的葡萄送给亲戚。

院子里的葡萄树是他一顶一的“宝贝”，也是这个

家很重要的“家庭成员”。“这株葡萄树已经有 45年了，

年年到了八月十五葡萄就好吃了。”张锦荣住在单位

老院子的房子里，他对这个院子有着很深的感情，庭

前屋后种满了蔬菜，谈起中秋节他印象最深的事情，

他指着葡萄树跟记者岔开了话。他们兄弟姐妹 8个，

他最早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一到过年过节大家就都

聚在他的小院里，除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两个

女儿和一个儿子，最感兴趣的便是这葡萄树。四五十

年前，水果的种类并不丰富而且价格又贵，几辈人一

到中秋节就闹哄哄地都钻到葡萄树下，你一颗我一颗

捡最甜的吃，其乐融融。

“月饼当然要吃，当时去供销社买几个，大家分着

吃，坐在院子里一起看着大大的月亮，挺有意思。”张锦

荣陷入了满满的回忆当中。后来，兄弟姐妹和儿女都

渐渐为自己的生活忙碌着，中秋节也是匆匆回来院子

里转转，看看老人，但是在他心里这颗葡萄树承载着几

十年最美好的回忆。年复一年，他冬天把葡萄藤埋进

土里，春天再小心翼翼地细心养护，到了中秋前后，与

自己最亲的人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和美好的回忆。

□ 本报记者 高茜

中秋将至，月饼的香味飘满了离石的大街小巷。今

年59岁的准60后张向玲大娘正牵着小孙子在街巷里的

月饼摊前仔细挑选，心中盘算着走访亲戚朋友家需要带

多少月饼。

提起小时候是怎么过中秋的，张向玲的心中感慨

万千。那个年代物质比较匮乏，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她

和弟弟妹妹们总是期待着节日的到来，改善一下伙食。

在张向玲的记忆中，每年中秋的前几天，父亲总会

和弟弟妹妹带着粮票去换取一小袋精面粉用来做月

饼，爷爷奶奶要去地里忙碌秋收，而自己和母亲要把家

里收拾整洁。一切都准备好后，母亲会把火炉的边边

角角清扫干净，爷爷在案板上和面、备糖，奶奶负责掌

火。这时候，姐弟四人已经兴奋不已，在一边你一言我

一语地讨论月饼出炉后应该怎么分。

等天色慢慢变黑，父亲下班回家，也意味着终于可

以开始“打月饼”了。只见父亲撸起袖子，将手洗干净

后，和爷爷默契一笑。随后，父子二人熟练地将面团分

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剂子，把它们揉光滑后放在模具

中压成一个个带着花纹的圆饼。经过十几分钟“漫长

的”等待，热腾腾的月饼终于出炉，然而母亲还来不及

将月饼从炉中取中，姐弟几人已经疯抢了起来，奶奶只

好偷偷藏好剩余的月饼，等到过节那天再拿出来。

到了八月十五这天晚上，奶奶和母亲开始包饺子、

做凉菜，爷爷和父亲则把桌子搬到院中，摆放一些水果。

等月亮升起，要先上一炷香，点一盏煤油灯，才能开始吃

团圆饭。爷爷总会讲起嫦娥奔月的故事，姐弟几人的嬉

闹声也不断响起，一家人其乐融融，十分幸福。

如今，爷爷奶奶和父母亲已经相继去世，姐弟几人也

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张向玲与弟弟妹妹之间浓浓的思

念以及真挚的感情都未改变，他们在手机上通过视频和电

话互相诉说、分享，也一起回忆着童年时的中秋味道。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城区大街小巷里各色各样的

月饼香味扑鼻，节日气氛日渐浓郁。

提起小时候过中秋，70 后的高利红记忆犹新。

“我们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月饼都是自己家里打出来

的，比现在外边卖的好吃多了。”高利红回忆道，每当

快过中秋，父亲母亲总是早早就忙碌了起来，家里的

亲戚们也集中在那几天来来往往，迎头照面，小坐闲

聊，家里的热闹程度不输过年。

到了打月饼这天，父亲一大早起来给炉子生火，

母亲则用熟油和上白面，用红糖、芝麻、花生仁、葡萄

干、瓜子仁等拌成馅，包好后在雕花的月饼模具中压

制成型，然后放入炉壁内烤十几分钟后，热腾腾、香

喷喷的月饼就出炉了。

打好月饼，转眼便迎来了中秋。在吃团圆饭前，

还有个必要的环节，便是拜月。在拜月时，母亲把之

前放在坛子里的月饼、果子、葡萄等一一摆在桌面上，

然后点一支香烛，全家人依次祈福。拜月结束后，一

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起了团圆饭。

“小时候，是真的盼着过中秋。那会儿的中秋节，虽

然各家都不富裕，但家家户户都会在这天炒几个菜，再包

点饺子，到了开饭时间，小孩子就捧着碗到处串门夹菜，

中秋节的晚餐也因此变得特别丰盛。”高利红感慨道。

那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吃完晚饭后的孩子们

总是迫不及待聚在一起玩耍、捉迷藏。“不知道为什

么，小时候总觉得站在房顶上看到的月亮特别大，特

别圆。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交通便利了，想团聚、想

吃顿好的并不难，但还是格外怀念那时候的中秋。”

高利红说。

“吃个月饼才算过中秋节。”每到中秋，出生于

1986 年的张倩倩总会想起母亲的话。回忆儿时，总

期盼节日的来临。端午节才过，就翻看着墙上的日

历掰着手指数日子等中秋到来。母亲说：“等日历撕

到中秋这一页，就能吃到月饼。”于是调皮的她趁着

家人不注意，把日历一页页撕下来，结果月饼没吃

到，还被骂了一通。

在张倩倩的记忆中，中秋是一块香甜的月饼。

嚼一块到嘴里，满满的都是幸福味道。一进农历八

月，家家户户开始张罗打月饼。打月饼首先得选好

油，选油当数胡麻油。一到这个时候，就有操着兴县

口音的卖油人，有的赶着骡马车，有的开着拖拉机，

从老家把油拉过来，走街串巷的叫卖。听到叫卖声，

大家拿上事先洗好的玻璃瓶子，卖油翁精准的提起

油漏，一滴不漏地灌入瓶中，计量准确，不用秤称。

备好胡麻油后，开始准备月饼馅料。面粉、红糖、芝

麻、瓜子仁、核桃仁、青红丝……自制的馅料货真价

实、松软酥香。到了打月饼的时候，家家端着盆，提

着桶，带上面、胡麻油和备好的馅料到架炉的人家排

队。打月饼更是全民总动员，街坊邻居摆开架势，婶

子大娘们有的捏面，有的包馅儿，有的印模，有的刷

色……女人们的谈笑声、孩子们的吵闹声交织在一

起，空气中弥漫着胡麻油馅料的清香，那其乐融融的

团圆景象，仿佛就在眼前。

月饼打好了，大家准备好红彤彤的五星苹果、

黄澄澄的香蕉苹果、水灵灵的大鸭梨，只等皓月当

空，举家团圆，摆好月饼蔬果献月。在劳动人民朴

素的意识里，月亮就是神，祈求来年大丰收。献月

过 后 ，先 将 月 饼 给 家 里 的 老 人 ，然 后 轮 到 了 孩 子

们。遥望着天上悬挂的明月，细细品尝着香甜月

饼，小孩这才算是过了嘴瘾。

□ 本报记者 刘华

□ 本报记者 韩笑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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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公安局城庄派出所
夜间治安巡逻不马虎

中秋节前夕，9月 26日，全市红色讲解员大赛开赛。来自全市 13个

县（市、区）的 20名文博单位讲解员和志愿者参加比赛。选手们以吕梁大

地上涌现出的革命英雄人物、英雄事迹、战斗故事等为背景，通过深情讲

述，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奋力谱写吕梁新时代追赶

超越新篇章贡献力量。大赛共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来自文水县民俗博物馆的讲解员任慧君斩获一等奖。 曹芳 刘艳锋 摄

圆月挂苍穹，又是中秋日。中秋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不仅承载着人伦孝悌的血脉亲情，更传承
者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一轮满月唤起人们的不只有思乡、团圆、爱情，更有对时代变迁、对社会进步的美好期许、
期盼。中秋佳节之际，本刊联合记者部带您一起走进各个年代的中秋佳境，回忆过往、忆苦思甜、畅想未来！

为欢庆“中秋”，喜迎“国庆”，进一步丰富小区居民业余文

化生活，9月 28日，离石区滨河街道城中社区联合东望文艺宣

传队在市委家属院开展“中秋国庆喜相逢 大家小家齐欢庆”

文艺演出活动。文艺演出既有红色主题的舞蹈表演和情景

剧，又有围绕城市社区发展和表达居民心愿的朗诵和独唱、大

合唱。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着实让居民们在节前过了一把

“文艺瘾”。 记者 冯海砚 摄
平安 365

本报讯 9 月 26 日，“石楼小

镇”社区“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

“情暖党心 中秋共融”包饺子大

赛开赛。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纷纷使

出看家本领，揉面、擀皮、包馅儿

有条不紊，饺子皮在她们手里一

捏，就变成了花辫饺、草帽饺，花

样别致，甚是好看。各组有说有

笑，通力合作，效率极高。围观群

众纷纷打气加油，现场笑语迭起，

欢声不断。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

上来时，大家一片欢呼声，评委们

根据色、香、味、形打分，评出一等

奖 1 组，二等奖 2 组，三等奖 3 组，

并为获奖者颁发了奖品。比赛结

束后，大家欢坐一堂，品尝美食，

分享快乐，感受着浓浓的幸福。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通过

举办包饺子大赛，不但增进了居

民之间的感情，还让居民有了展

示厨艺的机会。”居民李正明说。

活动期间，该社区工作人员

还专门为孤寡老人送去了饺子。

“真好吃！”社区老人丁白秀吃着

热乎的水饺，激动的表示感谢社

区对她的关怀。本次“情暖党心

中秋共融”活动旨在通过包饺子

比赛，拉近社区老年人之间的感

情，增进居民间的熟悉度。石楼

小镇社区负责人韦婷婷表示，通

过举办此活动，希望让社区老年

人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和关

怀，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

感、归属感和满意度。记者 王
洋 通讯员 李晶晶 摄影报道

情暖党心情暖党心 中秋共融中秋共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