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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湖南翰鑫电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581MA4PR50H7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2024年1月22日股东会决议，湖

南中麒贸易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由200
万元人民币减少为5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
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93055

联系人：邓静
2024年1月22日

李玉敏

“今年什么时候回家过年？还是
等你回来一起杀年猪哦！”昨天晚
上，父亲打电话来问我。在我的家乡
有个习惯，杀年猪一定要等在外的
人归家。一家人围坐一桌，吃上新鲜
的猪肉饭，才算真的团圆。

记忆中，有一年年底，父亲给在
外打工的哥哥打电话，也这么问他：

“什么时候回家过年？等你回来杀年
猪哦！”电话那头的哥哥说：“爸，还
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假呢，不用等
我。”“回不回来，都给我个电话。”父
亲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快过年了，眼瞅着对门刘叔家
已经杀了猪，张罗着晾肉，隔壁王阿
姨家也热热闹闹地吃上了团圆饭，
我馋得直流口水，忍不住问父亲：

“爸，咱家到底啥时候杀猪呀？”他却
抽着烟不说话，每天不是坐在门口
张望，就是瞅着日历、盯着电话，盼
星星盼月亮般盼着哥哥回家。

直到有一天晚上，哥哥打电话来说：“今年放
假晚，就不回去了。”挂断电话后，父亲点上一根
烟，沉默了半晌，拨通村长的电话：“达达，明天早
上杀猪。”电话那头传来村长响亮的话音：“行，明
天早上我过来捉猪。”。

第二天杀猪，我去时，村长正给张婶家的猪刮
毛，忙得热火朝天。“村长啊，咱得快点儿，这后面
可还有很多人等着呐。”张婶说。“你看，我这不一
刻也没停嘛，放心。再说，你急什么，你儿子都回来
了，肉也不用你挑。再快呀，这毛都给你刮不干净
了！”听了村长这番话，张婶扭头看着比她还高的
儿子，乐得合不拢嘴：“不催了不催了，可得刮干净
点儿呐！”

村长转头问父亲：“阿聪，你家兵仔今年咋不
回来？”“他说今年放假太晚了，这不我也想着等他
回来再杀猪呢，孩子实在回不来也没办法。做父母
的，只有多体谅体谅，出门在外不容易。”父亲深深
地吸了口气缓缓地说。“说得是，不过这大过年的，
还是回来热闹些。”村长顿了顿。父亲“呼”地吐出
一圈儿烟，不再说话。

猪肉挑回家晾凉后，他只留了一小部分新鲜
肉，其余的都腌制成腊肉挂起来了。有一次，一只
野猫偷偷溜进屋里准备偷肉吃，被扫香堂的父亲
看见，一向温和的父亲震怒，抡起扫帚就扔过去：

“你这野猫子，我儿子还没吃呢，你倒是先来偷吃
了！”之后那只猫再也没来过。腊肉风干后，父亲精
挑细选，把最好的那几块小心翼翼地装好，背着走
到离家三公里的镇上，给哥哥寄过去，这才心满意
足，比自己吃了肉还高兴。

小时候，我陪着父亲等哥哥回家杀年猪，长大
后，我也变成了那个被等待的人。即便如今我们都
不缺肉吃了，父亲还是每年都等我们回去一块儿
杀年猪。我知道，那是父亲沉甸甸的念想，是对阖
家团圆的期盼，更是对儿女深深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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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乡愁在弥漫
年猪已经宰好

腊肉和香肠尽情吸收着烟火
排骨、萝卜在火炉上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父亲忙着赶年集

母亲忙着种菜
他们期待着我回家过年

小山村依旧宁静安详

老黄牛悠闲地嚼着干草
大白狗在院子里打盹儿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快乐时光
和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

腊月，乡愁在弥漫
我想念家乡的风景和人情味
更想念父母的呵护和关爱
恨不得能够生出翅膀，飞回

故乡
立即和他们一起过年

腊月，乡愁在弥漫

章铜胜

有些手艺在家庭中是代代传承
的，譬如做炒米糖。我的外公和母亲都
善于做炒米糖，腊月里，常被左邻右舍
请去，帮忙做炒米糖。外婆的身体一直
不好，外公会做炒米糖可能是一种无
奈的被动，而我的母亲则应该是主动
去学的。

有些手艺也会在不知不觉间失去
传承的物质基础，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留
存的记忆，也譬如做炒米糖。老家搬迁
后，家里先是没有了大锅大灶，做炒米
糖就困难了。后来连糯米、麦芽、粳米也
难以凑齐了，母亲就没有了动手做炒米
糖的兴致。妻子也曾帮着母亲一起做过
炒米糖，她自己会不会做，就不得而知
了。我和女儿说起她小时候家里做炒米
糖时的情景，女儿已经不大记得了，一
脸茫然的表情，也不能怪她，毕竟那时
她还太小，记不真切是情有可原的。

如今，想吃炒米糖，也容易，随时
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谁还会费心费
力费时地去做呢？彼时，炒米糖都是自
家做的。正月里，家中待客的点心多是
自家出产的东西，炒米糖是不可或缺
的，而且还会有不同花样的几种炒米
糖同时上桌。从炒米糖上，就能看出一
个家庭主妇持家的能力，也能看出一
个家庭生活上的丰与俭。

炒米糖做得好与坏，乡亲们都有口
碑，谁家的甜，谁家的香，谁家的又甜又
香脆，心里都是清楚的。有了比较，主妇

们在心里就较上了劲，来年，她们在做
炒米糖上就愿意多花些心思了。

做炒米糖太麻烦了，至少我是这
样认为的。每年，母亲都要早早地为腊
月里做炒米糖做着准备。先是备料，得
选上好的料，才能做出上好的炒米糖，
要用好的麦芽、糯米、粳米，还要准备
一些硬木柴，这些东西不难准备，但也
都得用些心思才能备好备齐。做炒米
糖要用好的麦芽来熬糖。五月麦收，母
亲会选一些颗粒饱满的麦子，淘洗干
净，发麦芽。麦子才长出细细白白的嫩
芽后，就要把才发芽的麦芽拿出去晒
干，磨成粉，留着。没有好的麦芽是熬
不出一锅好糖的。

我家每年都要留出小半亩的田，
种上上好品种的糯稻，精心打理，收的
糯稻长细圆实，碾出的糯米雪白圆润、
米粒饱满。入冬，天冷，是蒸糯米饭的
好时候，蒸熟蒸透的糯米饭要晒干。冬
天的太阳不烈，差不多是自然风干的，
是为冻米，大概也要冻硬实吧。

腊月过半，新年临近，正是做炒米
糖的时候。我总是在一个寒冷的清晨
被母亲叫醒，母亲告诉我今天家里熬
糖，让我早点起来吃早饭。母亲是早就
起来了的，已经煮了满满一大锅粳米
饭。饭后，母亲将粳米饭分成两锅，加
水和麦芽，煮开，焐着，灶下用点燃的
锯末或稻壳保温。中午挤糖，滤去杂
质，剩下有些甜的糖水，有些粘手。然
后，用小火慢慢地熬糖，此刻我总围在
厨房附近玩，等着糖熬好。通常是在傍

晚时分，糖水泛出赭红的颜色，在锅里
咕嘟出的糖泡泡卟哧卟哧地一个个慢
慢地炸开，此时糖就熬好了。

做炒米糖是最热闹的，全家大小齐
上阵还不够，左邻右舍闻讯也会过来帮
忙。母亲吩咐我在灶下烧火，她则在灶
上掌握火候，往糖稀里加入炒米、花生
米和炒熟的芝麻，拌匀。拌好的糖盛放
在事先准备好的木盆里，父亲会迅速地
用一个又大又重的榆木槌将糖压平压
实，倒在一个大木板上。来帮忙的姑姑
和婶婶们，开始忙活起来，她们趁着糖
还微温、尚未变脆之前，迅速地将糖切
成薄薄的方块，在一片咔嚓咔嚓的脆脆
的声音里，弥漫着炒米糖的清香。

在村子里，我家的炒米糖做得早
些，母亲总会多做一些，做好的炒米糖
也分送一些给邻居们，先尝个鲜。等到
邻居家做糖时，也会分送一些给我们。
这样的送来送往，是乡村生活中最甜
蜜的分享。在村子里，即使过年不做炒
米糖的人家，也不会没有炒米糖吃。乡
里乡亲地处着，总有一份情在，谁会怜
惜那一点炒米糖呢？新年里，谁又愿意
看见别人家里连炒米糖都没有呢？在
炒米糖的甜香里，年就近了。

腊 月 米 糖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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