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55
2016.5.26 星期四 编辑 郑绪旻 首席校对 刘跃勤 E-mail：zxm@pdsxww.com

●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母亲离开我已经4个年头了，这是她
留给我的唯一纪念品。看到它，我就想起了
母亲，还有她做的‘蛙鱼汤’。”5月23日，市
民郑庆功拿着一个类似漏勺的竹质厨房用
具对记者说。

郑庆功今年68岁，老家在商丘市民权
县，现居住在市区平安大道中段培新街社
区。据郑庆功介绍，这个厨房用具做出的食
品貌似蝌蚪，所以他们当地都叫它“蛙鱼漏”

（如上图），它做的汤叫“蛙鱼汤”，在郑庆功
老家也叫“蛤蟆蝌蚪汤”。

郑庆功说，这款美食在他老家已有上百
年的历史。郑庆功小时候听爷爷讲，清光绪
年间，河南闹灾荒，从京城来到河南巡视的
官员就喜欢喝“蛙鱼汤”。“蛙鱼汤”主要是夏
季食用，食材是粗粮面粉。郑庆功说，“蛙
鱼汤”虽然不是山珍海味，但必须掌握一
定技巧才能做好。首先，根据就餐人员的
多少，用适量的水加葱花、青菜叶、盐烧开
放凉备用。接着打面糊，就是把粗粮面粉做
成熟面糊，水面比例要恰当。面糊做成后，
把“蛙鱼漏”对着盛有凉水的盆子，用饭勺盛
面糊倒在“蛙鱼漏”上面，匀称搓动，落在凉
水中就形成蝌蚪状。最后从盆中把“蝌蚪”
捞出沥净水分，放进晾好的汤水中，加入蒜
汁、姜末、辣椒、香油、醋等调味品，就可以进
餐了。

1970 年，郑庆功到平顶山上班。1990
年前后，他妻子也来到平顶山定居。临行
前，郑庆功的母亲将自己亲手制作的“蛙鱼
漏”送给他妻子，希望远离故土的儿女们夏
天能常喝“蛙鱼汤”。

郑庆功告诉记者，要做好纯正美味的
“蛙鱼汤”，除了有好主材“蝌蚪”外，还要有加
工好“蝌蚪”用的“蛙鱼漏”。他母亲心灵手
巧，从他记事起，他家喝“蛙鱼汤”用的“蛙鱼
漏”，都是母亲自己制作的，每到夏季，邻居们
做“蛙鱼汤”，都是到他家去借“蛙鱼漏”。

制作“蛙鱼漏”的材料是一种名叫“黑壳
子”的高粱穗茎，这种穗茎较其他高粱品种
穗茎长，约500毫米。把高粱穗茎的外皮剥
下，用水浸泡几分钟，然后编织成直径为15
毫米、呈六角形网眼，大小为200毫米×300
毫米的网片，再在柳树上砍下一枝带杈的树
枝，做成把手和一个椭圆形圈，最后把编织
好的网片加固在上面，“蛙鱼漏”就算做成
了。每次使用前，须将“蛙鱼漏”在水中浸泡
一下，防止操作中断裂。

据郑庆功说，现在，这种编织和制作“蛙
鱼漏”的手艺年轻人都不会了，也没人学了，
基本已经失传。

2012年春节前夕，郑庆功年近90周岁
的母亲逝世。他们家也没有人会做“蛙鱼
漏”，他家现在这个“蛙鱼漏”有的地方已经
有些破损了。从此，他们家再也没有喝过

“蛙鱼汤”了。
“这种材质易损，我们又不会制作，所以

这件‘蛙鱼漏’对我来说显得弥足珍贵。每
当看到它，我就会出现一种幻觉，感到母亲
就在我身边。母亲生前最喜欢看着孩子们
吃饭，我仿佛看到母亲在看着我们喝‘蛙鱼
汤’，一个一个喝的那么开心、那么贪婪，母
亲特别开心。”

母亲留下的
“蛙鱼漏”

见证青年时梦想的证件

今年78岁的夏云电祖籍漯河市，是
平煤神马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家住市区
矿工路中段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家
属院2号楼。5月24日下午，记者到他家
中采访。待记者坐定，夏云电从里屋拿出
装在袋子里的一些老物件：他和老伴儿的

结婚证，两人童年及青年时的照片……
“闺女，你看这两样有报道价值没

有？”夏云电拿出1956年、1957年的“应征
公民兵役登记证”和“劳动卫国体育制度
证明书”（如上图）。

记者看到，这两个证件均为长方形左
右对折的小本子，虽然封面有些泛黄，但
保存完好。“劳动卫国体育制度证明书”是
1957年的，封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

动委员会制发”，上方饰以劳卫制证章图
案；封底有勉语；内文：“夏云电同志，参加
劳卫制一级测验及格，特发给证明书一
张，以资证明。”落款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圆形印章。夏云电说：

“当时通过考试发的有证书和证章，可惜
时间长了，证章丢了。”

“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证”的封面赫然
盖着一个漯河市兵役局的方印。封底
印有“此证注意保存，不得转借他人。
如果遗失，应向乡镇人民委员会或派出
所申请报县、市兵役局补发”的字样。
里面内容有姓名、出生年月、现在住址
及所在学校等几项，落款时间为1956年
6月11日。

“我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体育成绩
也不错，没当兵真是太遗憾了。”夏云电
说，1956年，正上初中的他赶上招兵，便
和同学们踊跃报名，但在体检过程中，由
于体重不达标落选。几天后，应征入伍的
同学们在全校师生的欢送下赶赴部队。

“那时候他们骑着马，戴着大红花，敲锣打
鼓的可热闹了。”

1957 年，初中毕业的他回老家务
农。1958年，原平顶山矿务局到漯河招
工，他来到平顶山成为一名煤矿工人，直
到 1999年退休。虽然搬过无数次家，但
夏云电还是把它们保存了下来。“这记录
着我青年时的梦想。”

一个时代的印记

据了解，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
简称劳卫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引
进的鼓励民众积极投身体育锻炼的一种
制度，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这种制度对促进我国民众体育的
开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彰显学生通过
“劳卫制”锻炼的成绩，“劳卫制”有证书、
证章。凡通过一个级别检测都能获得一
张精美的证书和一枚证章。证书和证章
是健康的标志，每个通过“劳卫制”的学生
都非常珍惜。

“劳卫制”证书是什么？
见证青春的证件 一个时代的印记

昨天上午，湛河区东风路小学教
学楼前，教师范培沛（左）和曹宪军展
示了上世纪80年代使用的老教具。

据校长李庆敏介绍，这些教具都
是当时的教师自己动手制作的。这些

教具有口算练习器、三角形内角和、圆
周率计算器等。上世纪 80 年代教具
有限，教师为提升教学质量，利用生活
中能找到的木板、油漆自己做教具。

时光飞逝，教学器材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老教具退出了历史舞台。
据悉，1984年以来，使用过这批教

具的数学教师有 70多位，教过的孩子
有数千名。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30多年前的老教具，你还记得吗？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你见过50多年前的“劳卫制”证书（如
右图）和60年前的“应征公民兵役登记证”
吗？近日，市民夏云电老先生致电本报热
线，想通过晚报晒一晒自己保存五六十年的
老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