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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孝子郑兴割股奉母，堪称大
孝 ，孝 义 郑 兴 公 园 由 此 得 名 ，它 于
1998年建成，历时二十多年后得以重
新提升改造，在感慨的同时也唤醒了
我 的 记 忆 。 当 时 我 搬 来 市 里 住 是
2000 年，可巧住在公园东边，步行也
就 5分钟进园。

那年儿子还不会走路，我抱着他
最常去的就是这个郑兴公园了，它是
孝义建设较早的一家公园，占地 120
余亩，是孝义市梁家庄村投资 2150万
元兴建的，综合规模很大，当时园内
共栽植了金丝柳、油松、龙爪槐等风
景树木 3200余株及草坪 4500余平方
米。一切都是新的，树木很绿，花很
艳，偌大的人工湖里水总是清澈的，
时常还有些小鱼游动。人工湖上有
不同风格的五座桥廊，两座桥下是矩
形孔洞，另三座桥下是拱形孔洞，桥
洞里还不时穿过几只游阀，沿湖边的
柳枝倒映在水中，远远看去，绿树红
花掩映着的假山，加上亭阁及小桥流
水，曲径通幽，也颇有些南方景致的
味道。

可对于带孩子进园的大人们来
说，绿树红花，小桥流水并不是最佳去
处，孩子们自然知道哪里最好玩，公园
东北角处，“碰碰车”、“蹦蹦床”、“双人
飞天”、“过山车等”游乐设施最吸引
人，在当时 2000年，游乐设施在大城市
已不算新鲜，但在我们小小的县级市，
这些设施还真是够刺激的。每到节假
日，附近居住的，市里稍远的，市周边
村里的，更远一些村里的，只要家里有
小孩子的，大多慕名来这里玩上半天
或一天，显得公园里热闹非凡。因为
孩子不少，小商小贩们也就来凑个热
闹，他们大多卖一些孩子们喜欢的小
水枪、小汽车、小布娃娃之类。

记得“碰碰车”那里的人最多，好
像大人孩子都喜欢玩，记得是 5 块钱
玩 5 分钟，而我们得益于经营碰碰车
的是我本家的一位大哥，即便同样是
出钱，也总是先能轮着玩，这让很多
孩子大人很是羡慕。但对于我，玩过
两三次后就再也不想玩了，碰得我晕
头转向的，感觉很不适应，后来就只
看我老公带孩子和别人碰，碰碰车的
声音伴着大家的尖叫声，震天响，我
总担心我孩子被碰成脑震荡，可一看
同龄的孩子也很多，况且大家都碰得
那么开心！我又不免笑自己多少有
点矫情，一波又一波，大人孩子趋之
若鹜又乐此不疲。而“双人飞天”那
里人好像相对少一些，一则太贵了
点，另一则总是有点担心不安全，可
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毕竟还是有胆
大的大人和孩子们叫嚷着要坐，我也

带孩子坐过一两次，别说，那种感觉
还真好，尤其是在夏天，风嗖嗖的，身
心俱爽。过山车的游乐设施，还是看
的人多一些，毕竟太刺激了，但也不
乏一些胆大的男人们抱着自己哇哇
乱叫的孩子爽一回。“蹦蹦床”那里却
是一些更小的孩子钟情的，估计那种
开心的感觉大人是体会不到的。

记得另一个热闹处当数套圈圈
的地摊前，那些小汽车、小玩具之类
总勾引得小孩子们撅着屁股不走。
大人只好花一块儿钱套上几个，一次
我孩儿就看上摊上一个小赛车，可我
老公套了五六次都没套住，就哄我孩
儿，咱们不要这个，出外边咱们买比
这个更大更好看的，我孩儿认为再好
的也没地摊上这个好，听后立刻哭得
那个可怜，那个哭声至今想起来，应
该都是世界上最伤心的哭声。孩儿
他爸当即又买了圈圈套，可巧一下就
套住了，当时我儿子一下从最伤心变
为最开心，我也就真正理解了小孩子
的脸说变就变。后来公园里又陆续
增加了一些诸如“激流勇进”、“小火
车”、“地下迷宫”等游乐设施，在新运
行的几个月之内也是红火热闹了一
段时间。

郑兴公园处于居民区，属于家门
前的公园，人们取之于近，方便，后来
又增加了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从
2015 年以后公园也成了人们早上健
身、下午休闲的场地。

每天早晨，健身的人自行成对结
帮，各占公园一隅，各练自己适宜且
喜欢的项目，单说公园北边的大戏
台，从公园兴建起后的十五六年间，
每年正月都要在这里搞戏曲汇演，可
距今已有六七年没搞了，戏台一直闲
置，一些人也许是看着可惜，慢慢的
爬上台去打羽毛球，自然也就成了他
们的专属场地。而戏台下跳广场舞
的一拨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也很
是让人羡慕。前几年广场舞一结束，
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急速候场。
这二年又多了摇旱船的，甩鞭子的，
反正这块戏台下场地从未闲过。练
太极的一帮人在另一块场地上几年
如一日，是最能坚持的一帮人，慢腾
腾的太极自始至终不被我这个急性
子的看好，所以也只是枉自佩服感叹

一番。练自编气功的，各自听着音乐
做着闲散的动作，也没有个统一的标
准。

每天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当数健
身器材那里，单杠上，双杠上，人们上
下翻飞，每每引得围观者们一片叫
好。我更是惊叹于一些六七十岁的
老者，身轻如燕，让我们年轻后生自
惭形秽。再看踢毽子人，大多是中青
年，只见毽子在他们的闪转腾挪中尽
情飞舞，而他们在大汗淋漓的踢毽子
过程中，踢出了健康，也踢出了艺术。

晨练的方式很多，也有个别喜欢
单打独斗的，自己选个公园角落，或
伸腰，或压腿，或吼几嗓子，还有的或
遛圈，或遛狗，各自喜欢着自己的喜
欢。

而下午的郑兴公园又是另一番
景致。在自建的一排房子前，一些戏
迷爱好者们日日一展歌喉，而旁边好
几摊打扑克的逗趣、打诨、争论声似
乎想压过戏曲声，听戏，围观打扑克
的人众多，这也许是他们最开心的消
遣方式了。下午的戏台前广场则是
莺歌燕舞的场景，成双成对的交谊舞
爱好者们轻盈优美的舞姿很是让人
赏心悦目。你什么也不用干，单是静
静地听着悠扬的舞曲就够陶醉的了，
烦恼暂无，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啊！

郑兴公园从建成时的兴盛到现
在，人们对这个家门囗的公园是有感
情的，一直不离不弃。除了一如既往
的晨练，每日闲逛者也甚多。而在
2022年 4月 2日由孝义市政府发出的
提升改造通知，无异于是附近市民的
福音，大有奔走相告之势。在封闭了
一个月后，听说郑兴公园重新开园
了，于是我挑了一个晴好的下午，怀
着期待的心情再次走进了公园。

从北门进去，视野比之前开阔多
了，一些杂乱树木被清理，取而代之
一些新的品种。越往南越开阔，原来
一排自建房被拆除，在这里增设了大
片牡丹园，牡丹刚被移植过来，还未
开花，但郁郁葱葱，单看单听那些名
字“银红巧对”、“霓虹焕彩”、“黄翠
羽”、以及“富贵满堂”、“洛阳红”、“珠
光墨润”、“明星”、“彤云红”、“绿幕隐
玉”、“迎日红”等，我就很期待它们盛
开的样子，有一天它们的绽放一定是

郑兴公园中最夺目的风景。除了牡
丹园，还新增设了月季长廊、樱花岛
等景观花卉，月季花已然开得五彩缤
纷，公园原有的金丝柳、龙爪槐等珍
贵树木品种，加上新补种的 4000多棵
树和恢复的 2000平方米草皮，把个公
园装扮得绿意融融，真是赏心悦目。
人工湖区浑浊的湖水已不见了踪影，
清澈的湖水一眼望穿湖底。沿着桥
旁小径穿过，可见上新妆后的凉亭格
外醒目。再看公园四周的墙体被粉
刷一新，所绘墙画或含人文，或融景
致，内涵丰富多彩。一阵微风吹来，
花香扑鼻，又见绿叶轻拂，还真是美
不胜收。

而全新的健身器材分三处进行
了安装，大大满足了人们晨练的需
求，每天早晨，人们早早地守在自己
喜欢的器材前闪砖翻腾，晨练的时光
也是人们发布新闻、交流信息的时
间，好像每个人都很享受，这次开园
后，人们的交流中多了一个共同的话
题就是，“公园变好了，好多了”。是
啊，看到一群群人、一伙伙人在新拓
展的场地上尽情舒展身姿，我也是由
衷的欣慰。而最人性化的是增加了
以前没有的两个秋千架和好几个座
椅，单说秋千架，就是大人也想趁机
坐上荡一荡，真是身心倍爽。

郑兴公园在拆除一些违建、老旧
的设施，进行初步的提升和改造后，
公园已彻底改变了脏乱差的现象，接
下来正在对布局功能进行优化，将陆
续增设一些景观灯、射灯，园林灯，后
期还要对人工湖水系进行活水氧化。

站在已完成彩绘的公园正南门
前，看着公园今天的“蝶变”，想象着
公园进一步优化后的样子，一幅“洁
净”、“美丽”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
开。它的建成不仅成为我们面向全
社会普及现代园林理念和文化信息
的重要窗口，更让我们在自己家门前
享受休闲，健身，娱乐的同时，感到一
种深深的幸福感。

郑兴公园，感谢人们一直热爱着
这个家门前的公园，过去它给我们留
下了丰富的记忆，而它的今天和未
来，在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同时，
将承载更大的社会使命，为我们孝义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添彩。

汾阳民间普通饭菜五花八门，
数以百计，如若从中挑选美食，我首
推家乡油糕。

家乡人在具体制作油糕时，严
谨地秉持传统方式，首先把糯米面
与冷水按 1 比 0.3 比例拌为硬面团，
放置笼中蒸，时隔 7—8 分钟用筷子
搅拌，面团蒸熟以后蘸熟麻油加碱
面 水 调 和 ，以 不 沾 水 表 面 光 滑 为
宜。再放置案板上来往滚压，使其
变为粗度均匀直径约为 3 厘米的长
圆柱体，接着按长度约为 4 厘米、重
量约为 50克的标准依次逐个掐下旋
转捏成直径约为 7 厘米、厚度约为
0.6 厘米的小圆面片，再把面片内包
裹上糖、枣、豆类、蔬菜等各类馅，此
谓素糕，可乘热食用，也可放置铁鏊
上烤过食用，如再放入油锅中，掌握
适当火候，少许捞出的油糕，色泽鲜
亮，食之清脆可口。

家乡油糕为什么深受广大食客
青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在家乡这片热土地上，生长着一
种俗称“大红糜黍”的农作物，因将
其磨制出的糯米面粉具有特软且粘
的性质，所以确是包制油糕充当表
皮（俗称糕席）的最佳用料；二是历
史上汾州民间曾流传有“大相村有
三件宝，韭菜、粽叶、团圆枣”的口头
禅，其中所指的团圆枣又圆又红又
大又甜，将其充当油糕内馅，确是又
一最佳用料。正是由于这两大“最
佳用料”相互搭配，完美结合，才促
使家乡油糕甘甜绵软，余味无穷，独
具特色。

我偏爱吃家乡油糕，虽然，如要
回首往事，在漫长的岁月里，试算我
究竟共计吃了多少顿、多少个油糕？
我确实很难以解答这两个数据，但在
我具体吃油糕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演
绎出的一些鲜活有趣的故事，我却记
忆犹新，并特别如实记述如下：

早在我童年时，曾多次问母亲:
“一年到头，哪些节日吃油糕？”母亲
回答说：“每年农历正月初六日、初
七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二十
日、二十五日都吃油糕，其中初七日
吃的是‘展腰糕’，内含挺直腰杆，振
奋精神，走进新一年的意思；二十日

小添仓、二十五日老添仓吃油糕是
请求添仓老爷把钱财送到家里。除
以上 7 个特定日，如家庭条件富裕，
其它时日里也都可以吃油糕。”2016
年，我在主编主撰《贾家庄镇志》时，
我把这 7 个特定日作为珍贵的历史
史料列入“风俗习惯”篇章中。

记得在新中国成立后，家乡家
家户户大都以玉米、高粱面食为主
食，偶尔有邻居家改善生活也会吃
顿油糕。每当我从他们家闻到传过
来的油香味时，总要深深地呼吸几
口空气，霎时，我的两腮间也禁不住
流出了涎水来。当时，我又联想到
乡亲们中希望能够吃到油糕者还有
许多，要不然经常听他们说：“真要
能过上吃的溜（把前日已炸熟油糕
再蒸一下）油糕、睡的还魂觉那该多
好啊！”当年，母亲为了能够让我很
快吃到油糕，她想方设法，把红薯蒸
熟掺入少许小麦面粉捏成面泥作为
素糕糕席，再把红糖与炒熟的玉米
面粉按比例搅拌起来配制为素糕内
馅，接着把包制成的素糕放入羊油

（家中常年饲养着两只绵羊）锅中炸
过。虽然从油锅中散发出的羊腥气
味非常难闻，但让我终于吃到了由

母亲独创的“红薯油糕”了。
记得 1980 年至 1984 年的时候，

市场上豆油、棉油、芝麻香油、葵花
籽油等植物油都很缺乏，其中特别
是芝麻香油价格昂贵。在此期间，
乡亲们响应党和国家以农为主、多
种经营的号召，多方寻求生财之道，
有许多年轻人相携前往村南罗城洼
盐碱地上捋“蒺藜”。这“蒺藜”是一
种野生油料植物，它的果实能够炸
出黄橙橙、亮晶晶的油来，其色泽、
口感都可以与芝麻香油相提并论。
虽然它颗粒小，出油率低，但炸出的
油不仅能够在市场上出售，还可炸
油糕、油条、云子之类的食物，所以
每到每年秋天，盐碱地上总会吸引
来众多的采捋“蒺藜”者。当年，我
也曾参加到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只
因“蒺藜”带刺，所以我在采捋时两
手都要戴上帆布手套，以避免刺伤
皮肤。连续 5 年时间，我总共采捋

“蒺藜”600 余斤，炸出 60 余斤油来。
就凭借这些植物油，基本满足了我
平均每月都能够吃到一至两顿油糕
的愿望。

母亲经常告知家里人，要把过
生日吃油糕作为大事不可忽视，这

是因为“糕”与“高”两字同音，所以
吃油糕包含有万事通顺、步步登高
的期盼。1985 年，我有幸参加了由
吕梁行署文化局组织的全区乡镇文
化站辅导员招考，并以最高分被录
用，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当母亲得
知此喜讯后，万分高兴地对我说：

“你看你看，我说的话应验了吧！又
当上贾家庄镇副镇长，这可都是因
你年年过生日都要吃油糕啊！”为了
让她更加高兴，于是我随声附和道：

“是的！是的！如要年年过生日都
不吃油糕，也许我还会继续待在村
里打土坷垃哩！”

近十多年来，家乡和广大农村
一样，大街上专卖炸油糕的摊点多
了起来。因为我经常与摊主们打交
道，成为他们的老顾主，所以深受他
们欢迎。他们每次给我称油糕时，
总要称个足分量，其中甚至有几位
摊主还要给我多夹几块哩！

我的吃油糕故事还会继续演绎
……

家门前的郑兴公园
□ 冯利花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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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吃油糕故事
□ 樊启俭

问荷

知春湖畔去寻凉，

羡慕芙蕖水中央。

为尔出泥尘不染，

花蹊漫步想无疆。

咏荷

堤畔绿丝摇曳欢，

湖波碧水涟漪泛。

百花园里勿争春，

一蕊塘中无玷染。

朵朵娇姿千古珍，

亭亭玉立万年赞。

高洁秀雅品格高，

孰不钟情学菡萏。

诗二首
□ 闫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