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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雪）张先生是五通桥区牛华
镇群众村的村民，全家长期在外地，家中的天然
气已有半年没使用过。“现在我们回家发现家里
停气了，天然气表超时保护被锁，我们联系天然
气公司，对方说需要支付50元解锁。”张先生认
为，家中的天然气表中仍有余额，该解锁费不合
理，故拨打了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五
通桥区人民政府，由五通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理。经核实了解，为保证用气安全、减少安全
隐患发生，当地天然气公司对用户安装的是超时
未用智能闭锁燃气计量表，用户如外出超过15
天未使用天然气时，智能表将自动闭锁，使用时
需重新解码开通。由于张先生家中长期无人居

住，离开时也未将表内电池取出，故造成了表内
电池损坏，影响正常使用。

针对张先生反映的情况，天然气公司已免费
为其更换电池，并提醒用户长期外出暂不使用天
然气时，需将表内电池取出，回家后将电池安装
复原即可正常使用。张先生对办理情况表示满
意。

天然气表超时保护被锁
长期不用气需将表内电池取出

本报讯（记者 宋雪）“在市中区水口镇
罗汉片区，有一座连接苏沙路和对岸乐沙
大道的大桥在施工，请问什么时候能修
通？”10月3日，市民唐先生拨打12345心
连心服务热线，希望相关部门解答。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市交通运输局办理。经过调查核实，
唐先生反映的是建设中的省道215线大件
过境公路项目，提及的大桥为大渡河特大
桥。该项目以PPP方式建设，由于受国家
政策以及土地影响，目前大桥施工进展较
为缓慢。根据施工计划，该项目预计将于
2022年底全线建成通车。得到答复后，唐
先生对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连接苏沙路和乐沙大道的大桥
何时修通？

预计2022年底
建成通车

本报讯（记者 宋雪）“五通桥区牛华镇新云村，
有家酿酒厂的酒糟发出臭味，很刺鼻。”10月1日，
市民郭先生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希望相
关部门处理。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五通
桥区人民政府，由牛华镇人民政府办理。经过调查
核实，该酿酒厂现场只闻到淡淡的酒糟味，并无其
他臭味。工作人员随即又对周边居民、商户进行走
访了解，群众都反映只是平时偶尔会闻到较淡的酒
糟味，并无其他臭味，故郭先生反映的情况不实。

为了确保酿酒厂气味不影响群众，工作人员
现场对老板提出要求，生产后的酒糟及时处理，
不能长期堆放，同时每天打扫好周边环境卫生，
做好灭蚊灭蝇措施。得知办理情况后，郭先生也
对处理结果表示理解。

酿酒厂酒糟味道刺鼻？

要求及时处理酒糟
搞好环境卫生

本报讯（记者 宋雪）“今天我和家人到
乐山中心城区滟澜洲外的河边上游玩，被
几名工作人员阻拦，说该区域在国庆期间
被私人承包了，需要购买门票才能进入。”
10月4日，杨女士拨打12345心连心服务
热线反映称，她看到很多当地住户并没有
出示门票就随意出入，质疑该公共区域是
否需要购买门票才能游玩。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
项交市中区人民政府办理。经过绿心街道
办事处调查核实，杨女士反映需购买门票
的情况属实。国庆期间，滟澜洲社区营地
因举办活动，确实需要购买门票方可进入，
杨女士因从外地来访，不了解活动规则，故
产生了误解和不满。

经过回访解释后，杨女士对回复表示
了理解，同时建议主办方应加强活动规则
的宣传，加强对逃票及违反活动规则人员
的劝导，共同遵守规则，以免造成误解和误
会。

公共区域游玩需要买门票？

原为社区营地活动
本报讯（记者 宋雪）市民蒋先生在外省工作，

他的C1驾驶证即将于12月20日到期。“我因工
作原因要到2022年2月才能回家，如果我过期换
证是否需要参加考试？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或
者我能不能申请延迟换证？”10月1日，蒋先生拨
打12345心连心服务热线咨询。

接到热线后，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将事项交乐
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办理，民警随即与蒋先生取
得了联系。电话里，民警告诉蒋先生，驾驶证期
满换证可在全国任意车管所办理，也可以在我市
车管所办理，办理时蒋先生需提交身份证、驾驶
证原件，白底一寸照片两张，县级以上人民医院
驾驶证体检合格证明材料。经过详细的沟通说
明，蒋先生对民警的回复表示满意。

人在外地、驾驶证期满如何换证？

可全国办理

城乡城乡
记事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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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田埂，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不陌生。农田是依地形而
形成了不同的地块，人们为了种植方便，也为了方便管理，就人为地
分成大小不等的田地，那两块田地之间的田埂就起分界的作用。

还是集体种植的时候，人们会依据种植的庄稼品种以及农田所
在位置，分成大小不等的地块，地块间就用田埂分开。一个大地块
里有几个均匀的小地块，既美观也好分工。在生产队的时候，队长
派活就是按地块分的，这个时候，田埂就成了劳动的界线。

后来，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户与户之间的农田就有了田埂。每
块田地的大小是根据每家的人口多少来分配，田埂的位置就必须完
全符合这样的条件，而不能只考虑美观了。家与家之间的田地必须
有田埂，下宽上窄，两家各占一半，田埂的中间线就是地的分界线。
修好后，远远看去，犹如一条梯形的装饰条横卧在田地中间。

到地里干活是农民的必修课。庄稼长高了，地里不好走，要走
进去，就必须从田埂上过。起初，田埂的顶端是尖尖的，两家的主人
会很用心地修得很直，犹如刀切一般，很美观。还有一个目的就是
为了少占土地。因为田埂无非就是起一个隔断作用。

有的人很注重田埂，生怕有一点点破损，让自己地里的营养偷
偷地溜走，这样想的人，大多是守着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他
们没有什么手艺，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额外的收入。所以，他们就把
心思全用在土地上，珍惜土地上的一切也就不见怪了。和这样的人
做邻居，根本就不用操心田埂问题，人家不仅维护得好，还会公平认
真，不会多占你一寸。

田埂修得宽一点，走在上面，会比较省力。尤其是浇地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地看看水到哪儿了。如果田埂修得比较窄，在上面走的
话，别说有水的时候，就是没水的时候，在上面走，想保持平衡也很
难，要有杂技演员的功夫，才能安全地走一趟。

其实，田埂就是一个分界线，宽窄无所谓。即便是这样，每当庄
稼收割完毕，人们还是会将田埂维护一下，让其完好如初。远远望
去，一条条田埂横卧在那里，围成了大小不一的形状，规整而壮观。
庄稼一长起来，田埂就被淹没，还在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有时，我就想，一道田埂就能让人分辨出主人农活的好坏，也能
看出主人对土地的感情，更能感受到人们对土地的那份不舍与留恋。

别看一条条窄窄的田埂静静地守在那里，要知道，那是守着你
的生命，你的未来。

乡村田埂
孙志昌

小时候我嘴馋，在家里吃不上好饭
菜，就闹着去外婆家。外婆家也不宽裕，
但外婆总是有办法。在外婆家，我像过年
一样快乐和满足。

外婆一大早就去菜市场，赶早买些小
鱼仔回来。这些小鱼仔，花钱不多，外婆
却能做出美味来，我觉得外婆用小鱼仔烧
的菜，比大鱼还好吃。外婆将小鱼仔一条
条挤去内脏，加盐、料酒腌半个小时，接下
来就开始给我做豆豉火焙鱼吃。先将锅
烧热，倒入一点淡黄色的茶油，腌好的小
鱼仔放进锅里，均匀摊开，慢慢焙煎，焙好
一面再翻个身焙另一面。外婆焙出来的
火焙鱼，条条完整，不粘不烂，金灿灿的真
是诱人。我在一旁心急地等着入口，外婆
转过身来对我说，孩子别急，等菜烧好了，
外婆先给你吃。外婆再以谷物、花生壳，
有时还用橘子皮、木屑，将做好的火焙鱼
熏烘，外婆说这叫熏焙。最后一个步骤，
外婆利落地动手翻炒火焙鱼。先坐锅热
油，爆香葱姜蒜，加点红辣椒和两勺豆豉
酱，将火焙鱼翻炒入味，淋一点酱油，最后
起锅装盘。外婆不住地给我夹菜，我的小
嘴塞得满满的，眨眼功夫，我的小肚子就

吃得鼓起来。在外婆家，我吃了一顿又一
顿火焙鱼，真香真解馋。我眼巴巴地瞧着
外婆，心想，外婆真好。

外婆烧的菜特香，她还用小鱼仔给我
做白辣椒蒸小干鱼。这道菜也是外婆的
拿手菜，我同样很爱吃。外婆从买回来的
小鱼仔中，挑出稍大一点的小参条，去除
内脏，加适量盐后晒干，然后在蒸碗下层
放一些白辣椒。白辣椒是薄皮灯笼辣椒
晒制而成，里面裹上米粉，上面铺上小干
鱼，淋上蒜瓣、生姜、红尖椒混合的酱料，
上锅蒸二十分钟即成。小时候，我没少吃
外婆做的豆豉火焙鱼和白辣椒蒸小干
鱼。这些烧菜的小鱼仔，新鲜味美又有营
养，我的童年过得有滋有味真开心。

长大了，我在城市里安了家，那天我
把外婆接过来，亲自下厨房做了一道糖醋
菊花鱼。小时候家境不好，外婆把小鱼仔
做成美味让我解馋。这次我变着法儿，把
鱼做成菊花盛开的样子奉献给外婆。这
道糖醋菊花鱼，黄澄澄，脆酥酥，形似菊
花，口感极佳。

人间真情，以爱当先，外婆投入无限
的真诚疼爱我，我用无私的爱回馈外婆！

外婆家的美食
董国宾不经意抬头，曾经碧绿蓬松的树冠，在飒飒的秋风中，已幻成瘦

瘦的金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秋天没有了闷热，
也没有了鼓噪的蝉鸣，一片薄云，淡淡地挂在天空，舒卷自如而让人
心生淡定，正是读书的季节。

树叶经过了冬天孕育的艰辛，春意萌发的欢悦，万紫千红的憧
憬。终于，在一个万类霜天的早晨，竭尽生命里最后一丝气力，悠悠
然燃烧成一树金黄，一树火红，而后，静静地旋舞而落，寂无声息
…… 落叶飞扬，气度从容，撷取一片落叶当书签，看着它们，随时有
一种阅读的快乐袭上心来，或把它们放入镜框中，安置在我的书桌
前，一个人静坐时，泡上一杯茶，与落叶对视，斑驳的树叶，清晰的树
纹，枯黄的叶柄，给人一种沉淀的恬静，如行歌的慢板滑落在岁月的
边缘。我喜欢这些秋色斑斓的树叶。“从容相爱，如叶生树梢；从容
生活，如草生堤堰。”生活最本质的需求，原来可以很简单地拥有，像
树叶一样从容自然，春荣秋枯，轮回辗转。

秋水长天，心意释然，或搬来一把椅子坐到阳台，捧一本《宋词三
百首》细细品读。“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让我忘却
了尘世的烦恼，置身于蓝天、白云、高山、田野这片空灵的境界，尽情
地领略着大自然的秋色。或闲坐书房，听那帘外滴答的秋雨打着屋
檐的声音，手执一册周作人的散文，追寻知堂老人的背影，或感伤，或
叹息，都是一种人间的至境。或随苏轼先生驾一叶扁舟，出没于惊涛
骇浪之上。看先生从容应对，豁达处之，以旷达、疏狂的性情和俯仰
万世的思考，来压制内心深处对人生变迁、世事无常的感伤，繁华落
尽见真醇，才情更加俊逸洒脱，沉淀出不朽的艺术。读着东坡先生的
词，我的心渐渐明朗，渐渐开阔，那份寂寞无聊也渐渐远行。

剪片秋色当书签，让我们在秋天里变得充实，在这收获的季节，
也让我们收获阅读的快乐吧！

剪片秋色当书签
杨慧

人生人生
感悟感悟

秋渐渐深了，满树的柿子又熟成了黄
色的小灯笼，这时，我总会想起爷爷，想起
乡下老家门前的两棵柿子树。

从我记事起，那两棵柿子树就站在老
宅的门口，经风经雨，发枝展叶。夏天，满
树的叶子蓊蓊郁郁，遮挡烈日，形成一块
舒服的阴凉；秋天，黄色的柿子挂满枝头，
映出秋的颜色。

柿子树是爷爷年轻的时候栽植的。
据说，爷爷特别爱吃柿子，因而那两棵柿
子树就成了爷爷的宝贝。随着岁月的更
替，柿子树在爷爷的精心养护下长高长
粗，枝繁叶茂。夏天的晚上，爷爷和一家
人在树下乘凉，树影婆娑，摇碎一地月光，
把一家人的笑声也摇得无比生动。当满
树的柿子由青变黄，爷爷就经常站在树
下，仰脸瞧着，眼睛眯成一条缝。

柿子熟了的时候，爷爷把摘下的第一
篮柿子分给左邻右舍，送给我们这些小孩
子们尝鲜。剥开黄色的柿子皮，露出鲜美
的果肉，看着就让人馋涎欲滴。可我并不
怎么喜欢吃，我吃不惯那甜中带涩的味
道。摘下的柿子吃不完，爷爷就把柿子做
成柿饼。每天，爷爷在门前翻弄着那些柿
子，直到晾晒出白色的柿子霜，才装袋收
存。

那时，农村的孩子大都很野，上墙爬
树是常有的事，我也一样，经常约着村里
的伙伴小猴子，在门前的两棵柿子树上比
赛爬树。那年夏天，我和小猴子各自爬上
两棵柿子树，因为互不服气，就在树上争
吵起来，猴子摘下一个青色的柿子投向
我，我摘下一枚还击他，一来二去，树下就
落了满地的青色柿子。这时，母亲在树下
高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柿子树可是你

爷爷的命根子！”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
祸，赶紧溜下树，落荒而逃。

闯了那么大的祸，天黑了我也不敢回
家。家里人急坏了，最后还是爷爷在水库
边的废瓜棚里找到我。本以为爷爷会打
我一顿，爷爷没有，只是边带着我回家边
说：“以后可不能糟蹋柿子树了，柿子树可
是救过爷爷的命啊。那年挨饿，就是两袋
柿子饼让爷爷度过春荒！”

我这才知道，爷爷为什么如此喜欢柿
子。

后来的一件事，让我对柿子有了别样
的感情。

那年我到县城读书，冬天感冒引发咳
嗽，半个多月不见好。咳得我嗓子发干，
又酸又疼。一天，爷爷专程从乡下赶来，
送给我一小袋白色的粉末。我问爷爷这
是什么，爷爷说这是柿子霜，能治你的咳
嗽。说也奇怪，自从喝了爷爷送的柿子
霜，咳嗽第二天就减轻了，两天以后全好
了。

从那以后，我也喜欢上了柿子，每年
柿子熟了的时候，我也去尝个鲜，吃一口
涩涩的、甜甜的柿子，那么的爽心爽口。

那年秋天，正是柿子熟了的时候，爷
爷走了。爷爷临终前，眼睛一直望向大门
外的两棵柿子树，我赶紧跑去摘了几个送
给爷爷。爷爷就那么陶醉地抱着几个黄
澄澄柿子，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而今，两棵柿子树越来越老，随着岁
月的交替，断了老枝，又发新绿，到了秋
天，依然是硕果满枝。每年，当柿子熟了
的时候，我总会走向两棵柿子树，去品尝
柿子的味道，咀嚼逝去的时光……

柿子黄了
魏益君

亲情亲情
友情友情

岁月岁月
如歌如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