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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门前有一个院子，庭院一侧

种花草，另一侧就是我的“自留地”，家

人们称为菜园。

妻子见我每天清晨或傍晚在院子

里忙着拔草、捉虫、浇水、施肥，翻地时

汗流浃背，打趣地称我是“老农民”。

前些天，与妻子上街去菜市场，见

鲜嫩的苋菜报价三元一斤。妻子调

侃：“看你忙了这么久，不如到这里走

一圈，价钱便宜,随你挑。”我陷入深思，

我忙碌筋疲力尽，图的究竟是什么？

庭院虽小，可是每到春秋两季，需

及早规划，早作准备。夏天，四季豆、

长豇豆、番茄、茄子、生菜等，与亲朋好

友分享，这是最快乐的季节。

去年冬天的菜园也没有让我失

望。城郊一位农民朋友给我的花菜

秧，植于庭院中，只见叶子疯长，却迟

迟不见花菜的“果”。正准备砍掉种其

它的蔬菜时，细心的妻子欣喜地告诉

我：“你快来看，花菜开花了。”细看，果

真这花在层层叶子的包围中，含着嫩

绿的小圆球。没过几天，这花慢慢泛

白，再过几天长成碗口般大，20 多颗花

菜成了一道风景。

种菜，有趣的事还有很多，雨露滋

润，耕耘忙碌，每年付出同样的劳动，

结果却大相径庭。有时是“冬瓜年”，

有时是“番茄年”，有时是“辣椒年”，只

有茄子是“劳动模范”，年年丰收。

为了获取种菜的相关知识，视频

号成了我的好帮手。刷屏时，经常“点

赞”加“关注”，时间一久，视频里种菜

成了服务于我的“特供”。

其实，庭院种菜的意义不在于多

少收获，而在于耕耘和体验。或许，只

有通过种植，人们才能体会到终极的

获得感。人在耕种的时候，培育了自

己，收获了喜悦。尘世喧嚣，与心无

关，庭院虽小，灵魂得以栖息。 董柏云

惬意归园

9 月 23 日，新闻报道了一个专门

收集历届亚运会邮票(品)的人，他叫蔡

珂，是位近七旬的老人，住在三墩，是

我同公司的战友。日前，他收集的历

届亚运会的邮票正在浙江省档案馆展

出，700 多枚邮票，记录了历史与时代

的变迁，是一部微型的亚运史。

他说，自己小时候，母亲从事办公

室工作，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信，那时看

到信封上花花绿绿的邮票，觉得漂亮，

就萌发了收藏起来念头，几十年来，一

直没停过。

自 2015 年杭州申办亚远会成功

后，蔡珂下定决心，要搞一个专题，把

亚运会的邮票集中起来。说说容易做

做难，为了买一张 1990 年北京亚运会

吉祥物盼盼的小型张，得花十分之一

的工资，有点辣手，辣手也下手。

从2019年5月18日发行第一枚杭

州亚运会邮票，到倒计时 500 天，倒计

时一周年⋯⋯各种亚运邮票、纪念封，

蔡珂一样没有落。就说倒计时 500 天

那天，为了盖一个戳，排了两个小时的

队，午饭都没赶上吃。

说起历届亚运会邮票，蔡珂如数

家珍，1951 年第一届亚运会是在印度

举办的，而首发亚运会邮票的是印度

尼西亚，蔡珂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枚亚

运会邮票。

目前，蔡珂又在收集杭州亚运会

临时邮局封戳，每天收到返回的封戳

都很清晰，有的还在信封背面盖了该

场馆的纪念戳，他高兴得像个伢儿。

吴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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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沁城香浸飘，

菊风穿牖梦非遥。

应知亚运月圆甚，

领起钱江万里潮。

凝心聚力风追月，

为国争光逞英豪。

智慧赛场梦园好，

应喜国旗迎风招。

邹金森

吟杭州亚运会

亚运开幕美，

华灯焰火辉。

诚迎八方宾，

相约如家归。

心心相融时，

处处柔人醉。

爱达未来路，

和谐激情汇。

印振林

爱达未来

大莲花朵届期开，

美换美仑幻影来。

西子桂馨神韵味，

钱塘潮涌吼惊雷。

欢呼呐喊情激荡，

击掌挥拳望奖杯。

国庆中秋同感受，

杭州亚运世奇赅。

王立海

同在同感受

又闻亚运起雄风，过去今朝相共通。

不计功名为友谊，未求私利乱争锋。

群星灿烂承平是，虎跃龙腾盛世逢。

正值中秋呈大美，钱潮之韵势如虹。

贺杭州亚运会开幕贺杭州亚运会开幕

时光不等人，

转眼已秋分。

细雨侵昏晓，

斜风入户门。

无心难写意，

有梦每成真。

又到丰收季，

频频报好音。

陈加元

秋分

“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又到传统的中秋佳节。赏明月，品

月饼是中秋节家家户户的保留节

目。美味月饼给人们带来味觉享

受 的同时，传递着“人月两团圆”

的祝福。

老底子“八月月饼嵌馅子”的

宁波童谣，四明大地家喻户晓，三

江六岸人人皆知。每当农历八月

来临，也是儿时我们宁波小娘和小

顽（小姑娘和小男孩）期盼的，最甜

蜜解馋、最欢欣鼓舞的日子。

月饼是我国汉族群众喜爱的

传统节日特色食品，一个个圆圆的

月饼，象征着人间和睦吉祥团圆，

是中秋节必食之品。月饼在我国

有着悠久历史，发展到今天，花色

品种繁多，产品推陈出新，风味因

地各异。其中京式、苏式、广式等

月饼，为华夏大地人们所热衷喜爱

的畅销品。

我们宁波地区月饼，最多见的

还是以宁式为主。老一辈宁波人

尤其喜欢以苔菜为主要馅子的苔

菜月饼，又称宁式苔菜月饼，是具

有优久传统的地方特色月饼。

苔菜月饼的馅子，选用宁波本地产

优质的冬苔，经炒熟加工磨成苔条

粉，加上松子仁，黑芝麻，瓜子仁，

核桃仁等融合而成，没有添加剂，

全是新鲜质优的真材实料。

上世纪月饼，大多是前店后厂

现做现买。像宁波的大同、大有、大

和、昇阳泰、怡泰祥⋯⋯众多老字号

南货店都有制作销售。月饼作为时

令产品，季节性特强，每当中秋节前

夕，各店家纷纷集中精力，调兵遣

将，全力以赴，大显身手，将月饼生

产作为旺季的重头戏。

经过糕点师对月饼皮、馅等多

道工序的匠心制作，烘箱高温烘烤

出笼的苔菜月饼，个个时令新鲜，饼

皮酥脆油润，馅心软硬适中，甜中带

咸，咸里透鲜。既有苔菜特殊的鲜

香味，又有麻油浓郁的麻香味，完全

吻合习惯吃海鲜宁波人的口味。“八

月月饼嵌馅子”，宁波人要的就是这

种带有海水气息的苔菜馅子。纯手

工制作的苔菜月饼，是当地月饼市

场上的畅销货、姣姣者。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中秋夜

皎洁的月色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感

情。月饼作为中秋佳节的传统食

品，沉淀着悠长厚重的文化底蕴，

是世代相传，博大精深的中华瑰

宝。

韩伟定

八月月饼嵌馅子

蔡珂收集的杭州亚运会开幕实寄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