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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香园

低糖月饼】

读者价 168元/提

原价198元/提

读者价 98元/提

原价128元/提

【咀香园

花圆月貌月饼】

读者价

【咀香园

明月共此时月饼】

63元/提
原价80元/提

读者价 146元/提

原价178元/提

【德荣原切牛肉】

原价75元/提

【道口烧鸡】

68元/提读者价

原价78元/提

68元/提读者价

【纯手工
富硒红薯粉条】

【正大

富硒鲜鸡蛋】

读者价 90元/提

原价96元/提

【驻马店正道

小磨香油】

读者价 116元/提

原价120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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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8980198 4943059

我们还为广大读者朋友提供迪可牛肉系列礼盒、明正老卤酱牛肉系列礼盒、冯异米醋系列产品、鲁山蜂蜜哥系列、金龙鱼系列粮油、伊利金典纯牛奶、新疆大枣、五常稻花香大米、纯粮

酿造白酒、咀香园海鸭蛋、烤鸭蛋、坚果饼干、营养麦片、黄金小米、黑粮搭档等特色商品，产品丰富多样，低于市场价。您只要一个电话，市区我们免费配送到家！

一轮明月从疏窗花影间缓缓升
起，浩瀚的夜空被一轮清辉映照着，
神秘肃穆。转眼又是一年中秋到。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的月亮，中秋
的月光，中秋的月色，总会勾起每一
个游子的乡愁。

儿时的中秋节，永远是我心底
最纯真最朴实最美丽的回忆。小时
候，每到中秋前后，母亲早早就张罗
着买月饼，用自己田里收获的新鲜
芝麻做芝麻桂花糕，用新打的红枣
做枣花馒头，用新刨的红薯做拔丝
红薯。父亲也不闲着，忙着爬上柿
树摘柿子，爬上核桃树打核桃，在老
家的石榴树上摘下几颗咧着嘴笑的
石榴，还找来一口大铁锅，铺上一层
细沙，把新收的花生放铁锅里不停
搅拌，做炒花生。

不一会儿，满院子都弥漫着炒
花生的香味，引得馋嘴的孩子们都
聚到我家做丢手绢的游戏。等花生
炒熟了，父亲毫不吝啬地给每个孩
子都装上满满一裤袋。我们猴急地
用手指一捏，只听“啪”的一声，花生
咧开了嘴，露出红红的花生仁，我们
把花生仁倒手心里顺势一搓，再用
嘴把红红的内皮吹落，就看到白嫩
嫩的果实了，顾不上烫嘴，嘎嘣嘎嘣
吃起来，又暖又香又脆又焦，别提多
好吃了！

母亲说月饼要等到月亮出来，
拜完“月奶奶”才能吃。盼啊盼啊！
好容易等到月亮从梧桐树的缝隙里
露出了可爱的脸庞，我和哥哥便缠
着母亲赶紧切月饼。母亲笑着在院
子里铺开桌子，把月饼、花生、枣花
馒头、柿子、芝麻桂花糕、核桃一股
脑拿出来拜月。母亲笑着说：“这拜
月的吃食都是有讲究的，月饼代表
团团圆圆，花生代表丰收幸福，枣花
馒头那叫吉祥安康，柿子代表事事
如意，石榴祝福多子多孙，芝麻桂花
糕寓意生活节节高……”

拜完月，母亲把老式的大月饼
切成八份，给我们每人一块。我们
一边品尝，一边听母亲讲嫦娥奔月
的故事。月中嫦娥曾带给儿时的
我无限的遐想，月中桂花依稀芬芳

着人间，月中玉兔如童话般清丽可
人。

我正沉醉在嫦娥的广寒宫里，
突然发现梧桐树下有一方洁白如玉
的手帕，我赶紧弯下身去捡，不料却
抓了个空。原来那是透过树叶洒下
的一片皎白月光，恰巧方方正正的，
像一方手帕。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母亲也笑了，拉起我的手说：“这是
嫦娥仙子送给你的礼物，一个女孩
子，一定要拥有一方像月亮一样洁
白的手帕，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整洁，
才讨人喜欢哦！”听了母亲的话，那
方嫦娥仙子送我的“月光手帕”便永
远印在了我的心里，让我拥有了心
地善良、整洁干净的朴素愿望，一生
受益匪浅。

后来，我外出上学，那是我第一
次离家。军训完不久，中秋到了，学
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月饼。我们
全寝室的八个女同学看着天上的明
月，怎么也咽不下去手里的月饼，集
体想家，哭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我
才真正体会到没有母亲和亲人陪伴
的中秋，是不圆满的中秋，才真正体
会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
那份乡愁。

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也
开始学着母亲的样子，在自己的小
家过中秋。我也早早买来月饼，蒸
枣花馒头，买各种各样的水果，但总
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总也没有儿
时过中秋的快乐了。

我知道，那是因为少了母亲的
陪伴，少了亲人的祝福。中秋，在我
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最重要的节
日。中秋节是叫人想家的节日。

在这个节日里，母亲永远是最
牵挂我们的那个人。母亲在哪儿，
哪儿就会有一轮明月在我们心中升
起；母亲在哪儿，哪儿就会有一抹幸
福情思在月下回荡；母亲在哪儿，哪
儿就会有一首诗歌在月光下吟唱。
母亲在哪儿，中秋就在哪儿。

仰望星空，月亮，是那么的遥
远；想念母亲，亲情，总在咫尺天
涯。再远的路程也割不断亲情的思
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母亲在哪儿
中秋就在哪儿

一场秋雨一场寒。中秋节前，下
了秋雨，没了燥热，迎来一个爽爽凉凉
的世界。

几个月前，我们在老表郊外的苗
木场，种了两小片花生，二十几平方米
的样子。那是一个晴朗的天，六岁的
小孙子，丢花生种，在园子闲玩的一个
老太太，用锄挖坑、埋种，一老一小组
成一对最佳搭档。这个乡下的老太
太，七十多岁，干干净净，精神矍铄，干
起活来，风风火火。孙儿一手拿着装
花生种的小袋子，一手拿种子，对准土
坑，一坑两三粒，一丢一个准。他累得
满脸潮红，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现
在回忆，真是一幅动人的场景呀。

而今，花生到了成熟的季节。中
秋小长假的第一天上午，一家人和朋
友一起，驱车前去田间收获。玉米、大
豆刚刚收过，放眼望去，郊外的农田一
片辽阔。迎面而来的，是土地原汁原
味的气息。

园子里，几十个品种的绿化一族，
昂扬着绿意。进园后，映入眼帘的是
硕大高耸的银杏树，它的叶片和果实，
洋溢着金色，果子在秋风中摇曳着。
熟透的果子，星星零零落在地上，小孙
子和他妈妈，一颗一颗拾了起来。过
了一会儿，小孙子在地里捡了一个豆
虫，那豆虫绿而肥大，他把它拿到路
上，用树叶逗弄。我问他，你拿的是什
么树叶呀，他说，银杏叶。

礼拜天，我们经常带小孙子到郊
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带他到苗
木场，拿着各种工具，让他在土地上随
意玩耍。种菜的季节，带他去种菜，去
拌种，把种子撒在田垄里，去认知蔬菜
的成长过程。根据时令，带他去李子

园摘李子，去葡萄园摘葡萄，采摘各类
瓜果。如今，他认识了不少书本以外
的植物。

有一天，小孙子对我说，爷爷，银
杏是孑遗植物。我说，还有什么是孑
遗植物，他竟然说出了珙桐、鹅掌楸、
红豆杉的名字。我接着问他，有没孑
遗动物，他说，大熊猫呀。今天，他来
园子了，可以看看染黄的银杏叶，捡拾
银杏果，收获亲自种下的花生。

花生，在地面上开花，地下结果，
所以人们又称其为落花生。看到孙儿
种的花生，我不禁想起了散文家许地
山的小文《落花生》。诸如苹果、核桃、
葡萄等，长在高处，把最美好的一面，
炫耀给世人。而花生却埋在土里，从
不张扬自己，默默无闻，只求奉献。

花生秧，前几天还是绿色，如今叶
子已经有些发黄了。成熟了，再不去
收，就真的成落花生了。两片花生田，
一片小孙子与他爸爸妈妈一起收获，
而另一片由我和孙儿的奶奶以及朋友
一起收获。因为是疏松的沙土地，一
开始，我们轻轻地用手去拔，白胖的花
生，随手而起。哎，情不自禁地剥开花
生，品味着那泥土气息和香甜味道。
用手去拔，因为用力不均，常常会把花
生遗漏在土里。透过茂密的花生秧，
也很难看清那一粒粒花生。于是我们
一个人用镰刀去割秧，一个人用锄头
去挖，一个人去摘花生。孙子那边，一
片欢声笑语，三人小组合，让收获场景
达到了小高潮。

带着泥土气息的花生，一袋一袋
装好，已临近中午。今天家人一起劳
动，与孩子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也是一
个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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