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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银行长安路支行迁址开业

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平顶山银行的信赖与支持！

平顶山银行长安路支行地址：平顶山市清风路与翠湖路交叉口和盛时代广场 联系电话：2056866

平顶山银行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96588 网址:www.pdsb.cn

欢迎到平顶山银行各营业机构办理存款、贷款、银行卡、理财、代理缴费、结算、票据等金融业务

扫一扫 了解平顶山银行最新信息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平顶山监管分局批
准，自2017年12月26日起，平顶山银行长安路支行迁
至平顶山市清风路与翠湖路交叉口和盛时代广场。

作为平顶山市级财政唯一办理国库支付业务的代
理行，平顶山银行长安路支行新址营业面积更大，服务
环境更优，金融功能更完善，可为全市预算单位、企事业
单位和广大市民办理各项业务。

近年来，平顶山银行以打造“现代银行、精品银行”为
目标，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
民”的市场定位，秉承“竭尽我能、感动你心”的服务理念，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网点建设布局日臻完善，金融服务

半径不断延展。目前，全行营业网点总数已达72个，在
郑州、洛阳、南阳、新乡、信阳、商丘等全省重点城市，打造
了一张张靓丽的城市名片，在平顶山地区设立营业网点
22个，实现了市区、县域金融服务的全覆盖。

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平顶山银行已经成为支持地
方经济建设的金融主力军和“金融豫军”的重要有生力
量，先后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示范单位、全国最具成长潜力城市商业银行、全国城
市金口碑银行、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河南A级纳税信
用企业、河南省服务名牌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老年，是享受的季节。享受生
活，也享受思想；享受经验，也享受
观察。享受温暖爱恋，也享受冷清
孤独。享受回忆，也享受希望。享
受友谊趣味，也享受自由自在。

这话是谁说的？你知道不？
是一位大师说的，是一位真大师说
的。说得好，说得真好。按照大师
的话，我也来享受一次回忆，而且
是童年的回忆。

我的老家在农村，从小接触的
人自然也是农民。那时候的农民，
谁见过打火机，火柴还叫洋火，是
开封火柴厂做的，2分钱一盒。后
来，突然变成大盒了，一盒 4 分
钱。不久，办起了大食堂，吃起了
大锅饭。再后来，火柴不用盒子装
了，纸包装，叫散火，一包2分。于
是乡下就流传，大食堂要散，还真
应验了。散罢大伙，农村从三年灾
害的祸坑中爬出来，向着欣欣向荣
挪步子。我已经九岁了，记得每人

二厘，各家按人头多少，划一块菜
园地。俺家五口人，划了一分地。
可别小看一家有这一小块地，那可
是农民的救命地。看谁家篱笆扎
得牢，看谁家种菜下功夫，大家都
饿怕了。

我们家的菜园，紧挨着爷爷奶
奶家的菜园。爷爷最会种菜，最会
倒腾茬口，种了这种那，栽了那栽
这，天没一时闲，地没一寸闲。萝
卜白菜葱，辣椒韭菜蒜，五香十香
紫苏叶。爷爷种的百合，花儿开了
好看，根茎挖出来好吃。爷爷抽旱
烟，年年少不了种几棵烟，烟棵子
长得比我高，长着掰着叶，最后还
要收烟籽。爷爷的园子，紧挨担水
路，年年都得扎篱笆，篱笆上爬满
丝瓜、南瓜、葫芦秧。还有梅豆角，
下霜了还在开花儿结角。爷爷家
人口少，但是他的菜园子把边儿，
荒埂也归他了，还紧挨着吃水井。
井口旁，长了一簇开花不一样的木

槿花，花儿有红色，有白色，有紫
色，有粉色。把花采下来，拌上面
煎煎蒸蒸都好吃，红花儿还治拉肚
子。井上沿，长了一棵香椿树，爷
爷利用这棵树，架了一个吊杆，从
井里打水浇园子。吊杆，一个起
落，一声吱呀，打上来一桶水，直接
灌进菜畦里，滋润出鲜嫩，滋润出
青翠。全村数爷爷的菜长得最好，
但数他看管不严，谁拔葱谁掐菜，
他捋捋胡子，笑笑，说种菜就是让
吃的。

所有的菜园都是相似的，而各
家有各家的选择。俺家的菜园，那
是娘做主。在园子边上，每年都要
种一小块儿麻。麻，不能吃不能
嚼，气还不好闻。我说：“娘，咱不
种麻，腾开地方种点别的啥。”娘
说：“行啊，只要你们都不穿鞋。”我
知道了，麻能剥皮儿，皮儿能合绳
儿，有绳才能纳鞋底儿。浇园子一
般都是父亲挑水，但他总是顾不

上，娘就领着姐姐和我，抬水浇。
那时候，俺那儿只有秋黄瓜，不知
道父亲从哪儿弄来几颗新种子，出
了3棵苗，我把它当成宝贝，天天
浇，天天看，长叶了，开花儿了，一
棵长出小黄瓜了，又一棵也有了，
把我高兴得早也看来晚也看。我
把茶壶系上绳子，从井里打水，早
也浇来晚也浇。

有一天上午，我的大姑带着儿
子走娘家。她的儿子叫狗儿，听这
名字就知道，娇。狗儿比我小三
岁，来到园子里看我浇水。他指指
戳戳，把我的小黄瓜碰掉了。我放
下茶壶，一把将他推翻，还不解气，
又给他一巴掌，才算过瘾。狗儿号
啕大哭，还非说他没弄掉。这场面
让姑姑看见了，她走过又给狗儿两
巴掌。我娘正好在大门外站，见此
情景，跑过来用梢子抽我，说：“你
大哩，不让着小的？”我说：“谁让他
把我黄瓜弄掉还理直气壮。”下午，
姑姑领着狗儿走了，不在娘家住
了。为此，父亲又把我猛训一顿，
差点又挨一次梢子抽。

谁的娘向谁的孩子，这是自然
的。可是，姑姑和我伯娘，为什么
不护自己的孩子，又打自己的孩子
呢？长大了，我才明白过来。这是
表达亲情的又一种方式啊。小孩
子是单纯的，大人是微妙的。不长
大成人，就不知道这。走上社会，
人们的微妙就更多了，简直是奥
妙，奥妙无穷。

还是说菜园子吧。爷爷家的，
两个叔叔家的，和我们的菜园子紧

挨着，互相之间没有隔篱笆，因为
是亲一窝儿。其他家的，都是紧扎
篱笆，以防丢菜。我们的菜园南
头，是一个大地埂，下边是水稻田，
埂上长了一棵我心爱的桃树。我
对娘说，人家的开红花，好看，咱的
开粉白花，不好看。娘说，开红花
桃酸，开白花桃甜。果然，俺的桃
树，长出来的桃又大又甜。后来，
吃过多少桃，再也没有吃出过那时
的桃味。地埂上还有一棵香椿树，
我以前写过它。现在吃香椿，是春
天吃嫩芽。我们那时候，是秋后把
叶子从树上全部采下来，掺上辣椒
碾碎放盐当菜的。我中学几年的
就饭菜，基本上就是它了，够可怜
吧。

一亩园，十亩田。下功夫如
此，收益也如此。岭西村的菜园种
得好，过路的人没有不夸的。每当
夕阳西下，井台上打水的人排队，
挑的抬的提的端的，铁桶木桶茶壶
洗脸盆，叮当之声，男女老少的欢
声笑语，不绝于耳。

菜园子，就是全村的菜篮子。
划给农民的菜园地，连同后来的自
留地，是那时候农民的命根子。农
民的企望并不高，常听三伯说：“填
坑不要好土，吃饱了就中。”吃饱
了，才能拿动手中的镢头锄、斧子
镰。

那几年，我真感激菜园子，啥
时候饥了，啥时候到菜园里找吃
的。一个小小的菜园子，用得着之
歌吗？用得着。有了它，才有了锅
碗瓢盆交响曲。

菜园小歌 □高淮记（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