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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美丽
乡村乡村

在乐山美食江湖中，五通桥的黄鸡
肉占据重要一席。作为五通桥的美食
符号，那留在唇齿间的美味，随着黄老
爷子充满磁性的吆喝声，在大街小巷间
飘荡，不仅充满了油香的烟火味儿，而
且延伸到了审美的境界。那吃的感受、
吃的氛围、吃的渊源、吃的文化，构成我
童年最美好、最真实的部分。

想到儿时的黄鸡肉，总让我牵扯出
许多已经忘记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
黄鸡肉不是现在这种吃法，有点像小朋
友吃零食。小时候，我嘴馋，是家里出
了名的好吃嘴。每天下午，当黄老爷子
提着黄鸡肉从我家门前走过，听着“黄
鸡肉，一片两片，一分二分……”的吆喝
时，我就会缠着母亲要吃黄鸡肉。我是
家里的幺儿，总是被母亲宠着，母亲就
会给我五分钱，买五片黄鸡肉，放在嘴
里，闭上眼睛慢慢地咀嚼、吞咽。黄老
爷子也满脸慈爱，闪烁着明亮纯净的眼
睛，开心地看着我吃。

细数乐山美食，很多发源于五通
桥。黄老爷子是“五通桥黄鸡肉”的创
始人，街坊邻里都称他“黄鸡肉”，而他
的大名却被人渐渐淡忘了。当我们触
摸儿时的记忆，和记忆紧密相连的自然
有黄鸡肉，它不仅色、香、味、形俱佳，而
且食之肥而不腻，火巴而不烂，那深刻在
我味蕾上的味道，让我觉得这便是人生
最大的快乐。

五通桥黄鸡肉最让人称道的是黄
老爷子的秘制佐料，他将麻酱先倒入碗
中，然后加入适量的盐与温水化开，再
加入糖、油辣椒、藤椒油、米醋、酱油等
拌匀，这样做出来的鸡片红亮发光，味

道香鲜，并以嫩、香、辣、甜、麻为其鲜
明的特色，从而逐渐成为五通桥

的著名美食。
黄家这种独特的

制作工艺是黄

粒粒饱满的骤雨，洒在初夏的路上，流进刚刚整理好的秧田。几
条蚯蚓，钻出松软的泥土，在秧田的泥脚上爬行……

青里泛黄的小麦，吸一口温润的雨水，在初夏的暖夜里，悄悄灌
浆。

池塘里的荷叶，立足未稳，索性睡在水面，任由亢奋的青蛙，跳上
跳下。柔曼的水草里，恋爱中的鱼儿，生怕被谁看见，竟然跃出水面，
驱赶一只刚刚落脚在浮萍上的蜻蜓。

田埂上的月季花，一簇簇挤在路边，像拽着父亲衣角撒娇的小姑
娘，拉扯着农人的裤管。忙碌的农人，哪有闲工夫逗她？气恼地掰开
那带刺儿的“小手”。月季花吐一缕甜香，给农人灿烂一个笑脸。农人
的心，马上就化了。

芳菲散尽。杏树枝头，杏儿青青。胭脂桃尚小，还没学会在脸上
涂抹好看的胭脂。红得发紫的桑葚，染红了一张张贪吃的小嘴。

院子里的黄瓜藤，匍匐前进，随时准备翻过篱笆。纤纤弱弱的丝
瓜，纠缠着几根干枯的树桩。

一群刚刚长出粗毛的小鸡仔，“叽叽，叽叽”地围着一只老母鸡，捡
食落到地上的槐花。淘气的小花猫，扑打着飞过院墙的蝴蝶。

鸟儿们安静下来，专心哺育它们的儿女。经年等待的鸣蝉，从洞
穴里爬出来，占据了老柳树上的制高点，躲在绿荫丛中，清一清黯哑的
嗓子，准备唱响浅夏的悠然……

袅袅炊烟，在夕阳下的村庄升起。空气中飘荡着，新煮豌豆的清
香。

月光如水，在镰刀的刃口上跳跃。虫儿们不温不火，唱起温馨的
小夜曲，享受着浅夏的恬淡安详……

浅夏悠然
徐晟

老家屋后的小院中有一块闲地，每年开春，老父亲总会拾掇平整，
然后种上各类蔬菜。

“五一”假期回老家，闲暇无事，和老父亲到小院中转了一遭。
整个小院生机勃勃，各种菜蔬长势喜人：豆角黄瓜伸出了须蔓，韭
菜芹菜更是郁郁葱葱。无意间，我突然在墙角的砖缝里发现了一
棵弱弱的瓜秧。“老爸您真会节省地皮，连这种地方您都种瓜。”面
对我的调侃，老父亲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是我种的，自己长的。”

“啥地方不行，非挑这种地方生长，真是一棵十足的傻瓜。”我的“傻
瓜”二字刚刚出口，一边的老父亲笑了，“这不是啥傻瓜，这是几乎
可以到处生根的南瓜，在咱们乡下几乎随处可见。别看墙角旮旯
相对来说土质贫瘠些，但争肥的少，且相对来说光照充足，只要挺
起腰身，可以铆足了劲儿往墙头上攀爬。不出半月，保准超过那些
精心种植的南瓜。咱这傻瓜，可是一点也不傻。”果不其然，上个周
末回老家，再到小院里一看，那棵“傻瓜”果然比菜畦里的南瓜高出
了一大截。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这话一点不假。其实，所谓“傻人”的
“福”，也并不是傻福，只不过是些正常人与“精明人”不屑一顾的
“福”。道理很简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关注的往往是那些优势明
显大红大紫的福。不过话说回来，凡事都有两面性，很多事明明处于
劣势，但同时也有不容易发现的潜在优势；明明形势大好，也可能危机
四伏。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纵观一下生活中的你我，假若有朝一日能
够彻底放下“名利”二字，随心所欲而又傻傻地活着，何尝不是一种幸
福？

傻瓜
邓荣河

人生人生
感悟感悟

黄鸡肉 资料图片，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薄酬

五通桥的
黄鸡肉

李跃平

鸡肉味道独秀于同行的秘诀，它既有红
辣椒油的醇厚，也有花椒油和芝麻混合
后的淡雅，看上去鲜红油亮，色彩搭配
很漂亮，观之令人垂涎欲滴，食之香辣
甜麻。其实黄老爷子的手艺是其母亲
教授的。听黄老爷子讲，汁水的煎熬配
方是个不省心的活计，他独创的汤料微
辣微麻，很适合小孩子空口吃。

黄鸡肉好吃，主要是食材正宗，黄老
爷子对鸡的选择非常苛刻。他说鸡一定
要选跑山鸡、遛达鸡、笨鸡，而且是尚未
打鸣的仔鸡公。一般人家煮白宰鸡，都
是用白水，而黄老爷子用的是棒子骨高
汤，而且要加上姜片花椒粒等，烧至滚开
后，鸡腿去骨后用刀在鸡背后划几刀，把
鸡放入沸水煮几分钟，要保证鸡肉的脆、
滑，火候拿捏是关键。他用细细的竹签
刺一下锅里的鸡肉，当竹签刺入和退出
没有阻碍时，就要迅速捞起，浸在冰水
中，这时候，你会看见一同放进锅里的鸡
大腿骨里的血还是红的。只有这样，鸡
肉的切片才容易成形。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五通桥成
立文联，省上来了陈之光、杨字心、沈重
三位老作家，他们想吃点有特色的东西，
我便带他们去吃黄鸡肉。那天的天气特
别好，我请黄老爷子为他们介绍黄鸡肉
的做法。他说，鸡肉要在刚要熟还没熟
的瞬间出锅，这些都是别人知道的，而他
真正的秘诀并没有讲。我理解手艺人的
顾忌，工艺过程可以公开，奥秘只能自己
体会，但三位老作家品尝黄鸡肉时的啧
啧赞叹声，至今令人感念。

回味黄鸡肉的滋味，让我心中有了
更多的温暖。黄老爷子已故去多年，黄
鸡肉的品牌却日益火爆。每到节假
日，店外的吃客们总是要排长队。
不过，生意再好，也不能忘掉
初心，更不能忘掉黄老
爷子当年那正宗
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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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福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昨（3）日上午，一则“彩民喜中福彩‘快乐8’508万元
大奖”的消息让位于井研县城区和平街84号的福彩51110062号投注站成了焦
点。2日晚，福彩“快乐8”第2021143期准时开奖，中奖号码为03、08、12、13、
16、21、34、36、37、38、44、45、47、54、55、58、64、65、69、70，该游戏颇受欢迎
的“选十”玩法全国唯一一注一等奖花落该投注站，奖金高达500万元。

“我记得好像是位中年男子中得的，当时他买的是张‘选十’的复式票，总
共选了11个数字，投入了22元。”福彩51110062号投注站销售员左辉告诉记
者，这张复式票共计喜中一注一等奖，奖金为500万元，另外还中得10注二等
奖，所有奖金共计508万元。“由于‘快乐8’打复式的彩民居多，所以具体是谁
我也记不清了。”左辉说。

“这是乐山第一个‘快乐8’一等奖，希望以后有更多彩民能够抱得大奖
归。”福彩乐山市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快乐8”游戏是中国福利彩
票去年10月试点上市的一款新游戏，每次开奖20个号码，因其“返奖率高达
58%”而颇受彩民喜爱。

我市彩民喜中福彩508万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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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昨（3）日，记者从乐山市中医医
院获悉，该院眼科将于今（4）日上午开展“关注普遍的眼健
康 权威专家与您同行”爱眼日义诊活动，为近视、白内障、
眼底病等眼病患者提供眼健康检查服务，全方位科普近
视、白内障、眼底病等眼病防治（控）知识，提高眼健康知晓
度。

据悉，此次义诊活动将于4日9：00-12：00，在乐山市
中医医院内停车场举行。该院眼健康专家将对老年群体
进行眼健康检查，包括视力检查、裂隙灯检查、眼压检查、
眼底检查，做到眼健康问题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对学龄儿童及青少年进行眼健康检查，包括视力、屈光
状态、眼部基本情况检查；进行屈光不正、白内障、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等眼病的科普知识宣传教育。

@近视、白内障等眼病患者：

眼健康义诊
今天送福利

眼健康检查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马锐 唐诗敏 摄影报道）
昨（3）日，市中区通江街道“三社联动”机制
创新试点建设工作“金点子”和“和美通江·
乐享e嘉”公益微创投项目评审活动，在市
中区通江街道茶坊社区举行。

现场，“宝贝有礼·家园有喜——少儿
红色教育暨礼仪培训”“和谐亲子·幸福家
庭——亲子心理疏导讲座”“‘红色霞光’
行动——关爱空巢老人”等10个涉及妇
幼关爱、为老服务、社区治理的公益微创
投项目，一一进行了汇报展示。最终，来
自岷河社区的“‘童讲’社区营造小能手
——儿童议事会”项目，获得最高评审得
分，排名第一。

“通过‘微创投’项目评审比赛，可以交
流学习各社区成功经验与做法，进一步丰
富社区治理模式，更好为居民服务。”岷河

社区工作人员张晓莉说。
近年来，作为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三社

联动”机制创新试点单位，通江街道以党
建为引领、阵地建设为基础，统筹社会力
量，引进“微创投”“金点子”“一勺米”等活
动项目，由社区牵头引导、社会组织承接、
社工志愿者参与，动员辖区居民走出家
门，在活动中拉近党群、邻里距离，共建

“和美通江”。
“‘微创投’鼓励辖区内各小区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小区自治组织、志愿者团体
及‘金点子’创享大赛获选者，积极申报有利
于社区治理的项目，审核通过后，可获1000
元至2000元不等的资金支持，助力项目实
施。”通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旋介绍。

当天，“金点子”项目也进行了终极评
审。

公益微创投项目评审
助力社区治理
服务社区居民

评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