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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童英晓

本报讯 6 日，尽管天气寒冷，在象珠

镇山西孔村的办公楼里，却出现了温暖一

幕。该村 120 多位 60 岁以上老人每人都

在这里领到了一个红包。

当天，村民孔美祥向公司请了假，特意

回了趟村里，负责给村里老人发放红包。

“60 岁以上老人每人可领到 400 元钱，用

于置办年货。出钱的是村里 8 位 50 岁村

民。他们把贺寿的钱省下来，分发给老

人。村里的老人都是一个劲地向他们表示

感谢。本来他们想逐个送上门的，由于年

关临近，手头事务较多，分不开身，所以就

让我负责下。这一份工作很光荣呀。”孔美

祥说起当时的情景，还激动不已。

在西藏经商的施庭波今年 50 岁，前段

时间无意中与同村几位同年聊起，50 岁大

寿怎么过，当时在场的几位同学都说，吃吃

喝喝也没啥意思，要不大家一起做件有意

义的事。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随

即，他们又联系了其他几个同龄人，大家都

表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筹钱发放给村

里的老人。一来倡导贺寿从简新风尚，二

来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这个善举或许会得到后人的效仿，使村风

更加文明高尚。

“我们这批同龄人中，有的经商，有的

办厂，家庭条件都还算过得去，有能力尽一

分微薄之力，也算是给自己 50 岁送上一份

特殊的礼物吧。”孔广海说起此次的活动如

是说。

据了解，山西孔村人口不多，村民创业

氛围很好。该村村委会主任孔浙阳说，该

村村民都是勤勤恳恳做实业，村风一直都

好，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更能给后辈做一个

好榜样，他们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全村人的

高度好评。

8位50岁村民的别样贺寿

山西孔村老人
喜领特殊红包

□记者 程轶华

本报讯 民谚说：“腊月廿五，推

磨做豆腐。”在曾经物资匮乏的年

代，又白又嫩的豆腐是仅次于猪肉

的奢侈品，更是过年餐桌上的菜肴，

必须早早准备好。虽然现在豆腐随

时随处能吃到，但在古山镇楼店村

还有很多村民保留着年前做豆腐的

习俗。

“我们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做

豆腐，老祖宗留下来的习俗还是要

延续下去的。我家做豆腐已经有

20 多年了，今年给亲戚朋友都要做

一些，至少要做五六灶豆腐，所以从

腊月廿五开始，每天都会做一灶豆

腐。今天我三四点钟就起来，已经

做了一灶豆腐。”今年 68 岁的胡香

苏每年过年前除了准备一些过年的

必备物品外，有一件事看得很重，就

是做豆腐。

胡香苏说，现在人们生活条件

改善了，有了磨浆机，想吃豆腐，是

很容易的事。

胡香苏的邻居楼妙根刚好也在

做豆腐。他说，做豆腐自然少不了

黄豆，他家每年会种些黄豆，过了腊

月廿五后，就可以开始做豆腐了。

“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是用石

磨磨豆子。一人推磨，一人往石磨

洞里添加黄豆和水，费时费力。”楼

妙根一边把前一天晚上浸泡好的黄

豆，用机器磨成浆，十来分钟后再把

磨好的豆浆煮熟，过滤掉豆渣，在剩

下的豆浆中加水，再用大锅烧开。

他说，以前一灶豆腐光磨豆浆就得

花费半天时间，现在只要几分钟就

可以搞定了。所以现在做豆腐比以

前省时、省力。

“这是点豆腐。点豆腐很关键，

决定着豆腐的品质和老嫩。”只见

楼妙根老婆钱香爱把化开的盐卤水

小心翼翼地倒入一个勺里，再用锅

勺慢慢放在已经烧开了豆浆的锅

里，搅动豆浆，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

样的动作，不断地观察豆浆的变

化。她说，有多少豆汁，就点多少卤

水，是有讲究的，既不能多，也不能

少。

钱香爱说，村里有 200 多户人

家，过了廿五，家家户户就开始做豆

腐了。现在有了机器做豆腐很快也

很容易，所以做的时候都会多做一

些，分给亲戚朋友。

几分钟后，豆浆开始起花，出现

了玉米粒大小的豆腐花。卤水点好

之后，烧开的豆浆逐渐清晰，清汤与

豆腐脑渐渐分开。

“ 最 后 一 道 工 序 就 是 压 豆 腐

了。”钱香爱将厚厚的豆腐花舀在铺

好了的豆腐袋里，将布袋扎一个结，

包裹好，压上重物。清水从布袋里

流出来。10 多分钟后，布袋里的豆

花沥干了水，豆腐也就成型了。她

说，豆腐谐音“都福”，过年时，豆腐

和鱼肉等一起摆碗，象征着年年有

余，一家人都有福。

“用豆腐做的菜有很多，如豆腐

丸、炸响玲、炸豆腐等。”钱香爱说，

“刚刚面粉袋里留下的豆渣，也是一

道美味。”

过年就像唱一场大戏，华丽冗

长，做豆腐是其中的一个片段，缺少

了豆腐，就会缺少了很多过年的滋

味。

腊月廿五 推磨做豆腐
——楼店村做豆腐见闻

□记者 程轶华

本报讯“各位街坊邻居，为了我

们共同熟悉的家园，为了我们能一直

齐心协力，干杯！”10日中午，在方岩镇

橙麓村上街头井头沿明堂里，10 多户

因拆迁分散到各处的老邻居又一次回

到昔日住过的老明堂,叙旧情，话家

常，提前过一个团圆年。

觥筹交错间，酒香菜香中，更多了

一份冬日暖暖的温情，欢笑声充满了

整个老明堂。程高潮高兴地说：“和老

邻居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团圆

饭，实在是太开心了。老明堂虽说已

经有 100 多年历史，但随着各家造了

新房陆续搬离，这里显得有点冷清，已

经很难得有这么热闹的场面了。这次

聚会让我倍感幸福，提前尝到了过年

的味道。”他说，为了增添老明堂喜气

氛围，他 8 日就开始张罗着贴对联、挂

红灯笼了。大家在亲切互动中增进了

了解，收获了归属感、幸福感，营造了

“邻里一家亲”的和谐气氛。

“有些长辈已有几年没见了。借

着老明堂聚会，我似乎又回到小时

候。”在北京工作的程先生看着老邻居

重新聚在一起，别提多高兴了。一回

到村里，他拿着手机拍个不停。“我一

直在外工作，很少回来，现在要多拍

点，想念家乡的时候可以翻出来看

看。”他说。

为支持方岩风景区建设，老明堂

的村民在短时间内签订拆迁协议。这

些拆迁户有的选择就近租房住，有的

选择到子女家住，有的已经搬入新

房。几十年一起生活的那份情谊仍深

深印刻在每个人的心里。他们用这样

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对老明堂的

眷恋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我觉得聚会要越搞越有意义。

一方面是让街坊邻居能够欢聚在此，

共同迎接新年到来，建立深厚的邻里

之情；另一方面还要让年轻一辈发场

老一辈团结勤劳的优良传统。”小辈程

波说老邻居长时间见不到，大家相互

之间格外的想念。这次把大家请回老

明堂，让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回忆当年

同一屋檐下的美好时光，共话童年、少

年时的趣事、乐事，重新捡拾起记忆中

邻里之间那些点点滴滴、难以忘怀的

碎片，感受当年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

浓浓邻里情。

握手和拥抱是现场大家做得最多

的动作。虽然有些时日没见了，但村

民们没有丝毫陌生感，纷纷拉起老邻

居忙着合影留念。

“虽然我们平时难得碰在一起，但

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在聚会宴

上，邻居喝着醇香美酒，说着知心话，

时不时有人在微信群里给大家发发红

包，增添聚会喜气。浓浓的友情在老

明堂里弥漫。

在觥筹交错间叙旧情话家常
——10多户老邻居在老明堂过团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