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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现在提倡节约粮
食，很多地方已经踊跃响应起
来，有地方提倡，上馆子实行

“N-1”点菜法，菜的数量比人数
少一个，比如6个人吃饭只点5
道菜，或者更少，不够再添。很
多网友说，这个方法挺好，可以
杜绝浪费。我也表示认同，但
吃货的思考方式让我的脑子里
跳出一个画面：菜倒是只有 5
道，但个个用大盆装着——这
也吃不完啊！

其实我想象出来的画面
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我们
北方大多数地方，不管是家里
还是饭馆，菜量都大得惊人，
更有很多菜是直接用大盆装
的。很多外地人，尤其是南方
人初次来北方的饭馆点菜，都
闹过不少笑话。我有个南方
朋友就是如此，一次去吃火
锅，她不听我的劝告，执意要
点两道凉菜。等“开胃小菜”
上来后，朋友的顿时愣住了，
满满两大盘，怕是当作主食吃
都吃不完！

可能是受饮食文化的熏
陶，再加上我妈的言传身教，我
做饭也是特别“豪爽”，家里的
盘子最小都是十寸的，其他餐
具也都以“盆”居多。做饭时，
一道菜就是满满一大盆。因为
菜的量足够大，很多时候就只
做一道菜，顶多两道。这样做
当然有这样做的好处，用我妈
的话说这样“简单、省事，还实
惠”，但缺点是容易腻，而且口
味单一，营养不够全面，最后剩
下，难免会造成浪费。

“想要吃饱，而且还不浪
费，很简单呀！减少菜的分
量，增加菜的数量。”听了我的
困惑，老公笑着说。对呀，一
道菜再好吃，吃多了也会吃不
下，但换一道菜，可能又可以
吃几口，而且量少，到最后不
容易剩下。

为了节约粮食，我和老公
决定改变家里的饮食习惯，按
照他说的做。我们把所有大容
量的餐具收了起来，换成了小
容量的“精致”餐具。每次去买

菜的时候，尽量多买一些种类，
每个种类少称一点，够吃一两
顿就行，省得一次买太多，放坏
了浪费。实行计划的第一天，
我和老公做了四道菜，一道小
炒肉，一道韭菜炒鸡蛋，一道凉
拌松花蛋，一道蚝油生菜。每
道菜都用小盘子装着，儿子说

“几口就能吃完”。习惯了用大
盆装菜，这么一点菜看起来似
乎不够吃，但真吃起来，发现刚
刚好，实现了“光盘”。

习惯了“多样少量”的做菜
方式后，我们每顿饭都吃得很
满足，而且因为营养均衡、搭配
合理，儿子的体重不知不觉减
轻了不少呢！偶尔点个外卖，
我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瞎点一
气，而是三个人分别点不同的
食物，吃一半后再换着吃，这样
能一次吃到所有喜欢的食物，
而且一点儿都没浪费。

其实，节省粮食不必拘泥
于一些数字，找到适合自己的
方法才是最重要的。我家的小
妙招，就挺好。

节约粮食，我家有妙招求学在外，远离故土；游子思
乡，情深意切。

耳畔的无尽嘈杂，让我无暇、无
感去过耳。闭上双眼，聆听那让我
魂牵梦萦、记忆犹新的乡音……

“喔…”，寂寥悠长的鸡鸣声，打
破了乡村的宁静。渐渐地，“哔哩哔
哩”的烧锅声响起，家家户户的上空
升起了炊烟，乡村在慢慢地苏醒。
人们拿着锄头、镰刀，三五成群地交
谈，欢声笑语地向田地走去；紧随其
后的羊群“咩咩”作响，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沐浴在微微的晨光之中。

听，这是商贩们的吆喝声，
听，这是孩子们的阵阵读书声，
听，这是老人们收音机里的戏

曲声，
听……

黄昏，夕阳在小院前的台阶上
若隐若现。娃娃们一齐涌到村北，
荡着秋千，银铃般的笑声飘荡在村
落。又依稀听到了交谈中的笑语
声，劳作一天的人们端着满满的饭
碗，或蹲在门前，或坐在树下，时而
抬头与友邻欢愉交谈，时而低头品
尝美味饭菜。每当这时，我总会跑
去和哥哥一起捉泥鳅，即使弄得满
身是泥，也挡不住内心的喜悦。而
奶奶常常坐在石板上，拍打着双腿，
吆喝着我的乳名，“宇儿、宇儿，快快
回家吃饭喽”。

几重烟雨几重山，几段春秋几
风帆，几声乡思几声寒。

求学在外，
乡音，从未遥远；
故乡，从未离开。

念乡音·思故乡

◎张君燕（河南博爱）

◎闫泽宇（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