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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逐梦梦追追风风

摘尽枇杷一树金
本报记者 兰伟香

� � � �一树枇杷一幅画，一树枇杷一首诗。
“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 ”初

夏，一场细雨飘洒之后，晴光之下，枇杷已金黄。
5 月底，美味的枇杷已经大量上市。
枇杷光滑圆溜，色黄泛金，肥实饱胀。 或一

果独秀，或二三珠相戏，或四五丸攒集；一树热
闹喧嚣，自呈一方胜景，令人赏心悦目。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古人
深知枇杷味美，吃法别致。洗净剥皮，果肉嫩黄，
清芬逸散。除了新鲜枇杷，如今衍生出的各类枇
杷罐头枇杷膏也颇受人们喜爱。

记得小时候，能见到的新鲜水果少，水果罐
头当时成了稀罕物，难得能吃上。 而今，人们自
制水果罐头不足为奇。

在青田巨浦，村民们现场制作的枇杷膏、枇
杷罐头等吸引了游客们的眼球。 一瓣瓣果肉浸
在糖水里，黄澄澄的很是诱人。

家庭农场业主陈水英忙得不亦乐乎， 她向
记者介绍了手工制作的过程：

自制枇杷罐头程序简单， 提前凉好一盆盐
开水，将枇杷冲洗干净。 然后去柄去皮，再对切
去籽，剥去中间的白膜，将切块的枇杷泡在凉盐
水中，以防果肉暴露空气中氧化发黑。锅中放入
水后，加入冰糖烧开，糖水烧开后将枇杷从盐开
水中捞出放入锅中，枇杷煮开后装瓶，金黄色的
枇杷在罐子里闪闪发光，十分漂亮、诱人。 凉透
后放冰箱冷藏保存， 吃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基本
没有问题。

而枇杷膏的制作中， 挑选枇杷有一定的小
窍门。颜色深，斑点多，颗粒大的枇杷特别甜，洗
干净，去掉内核和外皮后用勺子将枇杷肉碾碎。
枇杷内核上有一层比较硬的软壳， 这层软壳有
些微苦，在碾碎的过程中尽可能挑去。将枇杷与
冰糖按照 2:1 的比例混合， 冰糖可以用小块的
冰晶糖。 熬煮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烧焦，受热均
匀，需要不停地搅拌。 最后，熬到锅里的材料颜
色呈现琥珀色，并且枇杷膏还有些许的果肉。蜜
汁欲滴，轻啜徐吮，满口生津，甜萦唇齿，弥久不
散，让人回味不已。

据介绍，用新鲜枇杷果熬制而成的枇杷膏，
虽不能当作药物使用， 但作为平日食疗养生之
用也可。而且它的味道香甜可口，可以用它来泡
水喝，也可以当做果酱，涂抹在面包片上，做成
营养美味的早餐享用。

� � � �红色塑胶跑道，白色线条。
站上跑道，就意味着准备起跑。 每一次

起跑就是一次飞翔。
此刻，在他们的心中，是释放的自己 ，

是一次梦想的追逐。
轻盈的脚步，向着阳光，奔跑。
一圈又一圈， 机械地重复……但却从

不曾停下奔跑的脚步。
“2 小时 10 分；2 小时 08 分；2 小时 04

分” 这是市实验学校一个六年级学生刘子
轶三次跑完 21 公里的用时。 数字的背后，
是刘子轶多年对运动的坚持。

热爱运动 懂得坚持

跑步需要极大的耐力、恒心和毅力。
见到刘子轶是在丽水学院附属高级中

学的体育场上，放学结束后，爸爸刘瑞星带
着他和同学章昕语一起直奔训练场， 在田
径教练胡玉文的指导下训练。 每周两次，每
次跑步 5 公里，雷打不动。

运动已经成为了刘子轶的一种习惯 。
正是长期运动塑造了他的结实身板。 1.52
米的他体重 39 公斤。 身材和同龄人相比显
得格外的细长。

当很多孩子都在忙着刷题上各种补习
班时， 刘子轶却十分淡定地坚持着自己的
运动习惯。 他认为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功”，
“跑步能让人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我喜欢
跑步，它能给我带来健康和快乐。 运动让我
能有更加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学习中。 感冒
生病少了，学习也成了一件轻松的事。 ”久
而久之，刘子轶真心爱上了运动。

“每次跑完步，都很享受这样一种酣畅
淋漓之感， 停下来不跑就跟没吃饭一样不
舒服。 ”今年 13 岁的他坚持跑步运动已经
多年。 在寒冷的冬天，他跑得跟抱了个烤炉
似的，全身热乎乎，并坚持洗冷水澡。

“运动要坚持，要做到持之以恒。 ”刘子
轶每每遇上挫折都不断地给自己打气。

马拉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由于年
龄太小，刘子轶无缘正式参赛，从丽水举办
马拉松比赛以来， 他每年都以马拉松的标
准要求自己训练。 每一次，他都认真对待，
每次训练都慢慢地给自己加量。

今年马拉松开赛前夕， 刘子轶不慎左手
桡骨骨折，他依然没有放弃，每天都进行 5 公
里的训练。

父亲刘瑞星介绍，由于家离防洪堤近，防
洪堤绿道就是他的训练场。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那天做完作业已经是 9 点多， 想到跑步的任
务还没有完成， 爸爸咬一咬牙还是带着我去
跑步了。 从小水门大桥一直跑到紫金大桥，再
折返回来，衣服鞋子全身都淋透了。 ”

在平时跑 21 公里的途中， 他口渴难忍，
上气不接下气，腿也使不上劲。 但他仍旧没有
放弃， 一直坚持到终点。 “特别是 10 公里以
后，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坚持下来。 ”刘子轶
说。

温情陪伴 父爱如山

刘子轶能够一路坚持跑下来， 与父亲的
支持是分不开的。

“最好的家庭教育是陪孩子一起运动。 ”
刘子轶的父亲刘瑞星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
他认为， 孩子的很多坚持需要家长极力的支
持。 从上幼儿园起，刘瑞星就放下手头的工作
专职陪伴孩子成长。 “我觉得培养孩子的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关注孩子身体健康发展。 ”

上幼儿园小小班时， 刘子轶已经学会了
骑自行车去上学，每天骑行 1 公里到校，把自
行车寄存在校门口的超市， 放学后取回自行
车，在爸爸的陪伴下骑车回家。 不知不觉间，
练就了一身“车技”和一身好体力。

其实在 10 多年前，父亲刘瑞星就患有关
节炎，不宜过多登山攀爬，但是，为了陪伴孩
子锻炼和成长，上小学以来，他每天坚持陪刘
子轶走路上学。 一放学，他就会接刘子轶到市
区防洪堤锻炼， 每天一小时的跑步从来不落
下。

除了酷爱跑步、骑自行车外，刘子轶还热
衷于登山远足。

为了看到更多的雪景， 父亲带着刘子轶
来回花将近 7 个小时的时间骑车登上白云山
巅。 2015 年新年，为了锻炼刘子轶的毅力，爸
爸陪着他一路从丽水骑行到老家云和崇头
镇。 早上 8 点半出发，整整骑了 5 个多小时，
行程长达 66 公里。

每年，有十多次 ，父亲都会带上刘子轶 ，
约上一群伙伴，穿越古道。 大梁山古道、括苍
古道、 千八线……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行走足
迹。

志同道合 共同进步

刘子轶对运动的热爱感染了身边的人 ，
看见同班同学章昕语总是不爱吃饭， 经常生
病，刘子轶和爸爸一商量，决定带着她一起跑
步。 这一跑就让章昕语也迷上了跑步，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 两个孩子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丽水学院附属高级中学田径教练胡玉文
回忆道：“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带着训练队伍
在白云山练习有氧运动， 看到两个孩子在跑
步， 无意间发现了章昕语的步子迈得比一般
人都要轻盈，有跑步的天赋。 ”发现了这样一
个好苗子，胡玉文非常的欣喜，并无偿为他们
提供了训练指导。

从此之后， 章昕语和刘子轶每周抽出两
天时间参加胡教练的集训， 步幅步频怎样控
制，换气的时间和频率，跑动过程中怎样维持
平衡……精确到训练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
每一个动作，教练都会一对一地指导，手把手
地纠正。

有了专业的系统指导， 两个孩子越跑越
勤，越跑越远，风雨无阻。

多年的坚持， 练就了刘子轶和章昕语良
好的身体素质，几乎都没有感冒。 章昕语变化
非常大，体质明显改善，并在多次的莲都区中
小学田径运动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2018 年
10 月， 章昕语以 2：49.99 的成绩获得了女子
800 米的第二名， 以 1 分 10 秒的成绩获得了
女子 400 米的第二名。 她如同一颗璀璨的新
星，让人刮目相看。

不管严寒酷暑，几乎每天，人们都能看见
刘子轶和章昕语矫健的身影， 他们大步跑在
防洪堤、学校操场……虽然临近小学毕业，有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但他们依然一起迎风驰
骋在跑道上，让汗水湿襟衣衫。 那些训练场上
的汗水、泪水和欢笑，成了他们永远铭记于心
的成长记忆， 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运动的
快乐。

一件旧校服的温度
金赟苑

� � � �去年六月，我们因换新房，搬家到一个不
起眼的小院子里过渡。 房子有些旧，阳台下就
是马路，阳台上还有些漏水。 但是想到在这里
住的时间不会很长，于是便也安然面对了。

没想到入住的第一天，就有人来敲门。 出
现在眼前的是一对看起来很精神的老夫妻，
七八十岁的模样。 男的瘦瘦的，有些严肃，女
的一头银发， 却和蔼可亲。 他们问我怎么称
呼，许是出于本能的戒备心，我便回应说：“你
们叫我小金吧”，并顺带拉过身后的女儿喊了
声“爷爷奶奶好”。

简单寒暄后，爷爷说：“小金啊，我们就住
在你们楼下。 我们住这里几十年了，你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就叫我们一声。 ”我忙礼节性地
答应他说“好好好”。

爷爷是一名退休干部， 奶奶是一名小学
教师，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打那以后，他们在
院子里遇上我， 都会热情地喊我。 特别是奶
奶，喜欢拉着我聊天。 她耳朵有点背，和我说
话的时候有些大声。 而聊天的内容无非是些
诸如她的孩子、孙子们在外地工作的情况，或
是夸夸我的孩子，说“看到你女儿手臂上的三
条杠，她一定是个优秀的孩子”。 许多时候，我
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更像是在应付奶奶。

我曾经认为，邻里之间，遇见对方给一个
微笑已是很友好了。 在之前的房子里住了近
十年， 我对楼上楼下的邻居是干什么的几乎
都不知道。 女儿性子随我，与人交往礼貌但保

持距离。 爷爷奶奶和她打招呼时，她总是羞涩地
笑笑，说声“你好”便无下文了。

事情的转折应该是这样的：
有一天，奶奶送了一盆切好的青糕给我，我

有点不好意思， 便随手给了她一袋从妈妈家带
回来的青菜。 没想到老人又送来了一摞水果，说
是在北京工作的孩子给他们买的。 从那以后，我
回妈妈家，都会带一点青菜给老人。 量不多，但
每次都会和他们说这是乡下父母种的。 老人的
子女和孙辈都非常优秀，也很孝顺。 为此，我们
家也经常分享他们孝敬老人的礼物， 如新疆的
红枣、海边的鱼片等等。

一天， 一阵骤然而起的大风将女儿晒在阳
台的校服吹到了路边的大树上， 离地足有六米
多高。 我站在树下仰望许久，正左右为难之际，
门卫大叔过来说， 他明天帮我去二楼或三楼阳
台“挑”一下。 第二天，门卫大叔无奈地告诉我，
衣服离阳台横向距离还有 3 米多， 而阳台都装
了防盗窗，所以没办法拿到衣服。 我对门卫大叔
道了谢，转身便淡定地离开了。 其实我并不太在
意女儿这一件冬季校服，因为它本身已经旧了、
偏小了。 我决定明年秋冬来临时，再给女儿买一
件新的。

又过了一天，楼下奶奶发现了树上的校服，
气喘吁吁地上来敲门， 语气很是焦急的样子 ：
“小金呀，你家的衣服掉在树上了。 ”我大声地对
奶奶说：“我知道的， 拿不下来。 算了， 我不要
了！ ”见我这么说，她念念叨叨：“好好好，我以为

你不知道。 这该怎么办呢？ ”我继续大声说：“阿
姨，没关系的，让它好了。 ”不知道奶奶听清楚没
有，随后她便默默地下楼了。

而后就是“五一”了。 假期最后一天，我们从
父母家回来时， 看到门口的门把上居然挂着被
风刮到树上的衣服。 我便拿了进屋，一面想着：
门卫大叔是用什么办法把衣服拿下来的呀？ 之
后就特意下楼去感谢他。 没想到大叔却说他不
知道，衣服不是他拿下来的，正当我们一头雾水
的时候， 他的妻子告诉我们衣服是楼下的奶奶
帮忙拿下来的。

得知真相的我非常吃惊： 她老人家怎么拿
的？

据说， 奶奶当时拿了三根两三米长的竹竿
绑接起来，颤巍巍地去给我“挑”衣服 ，然而 ，许
是眼神不好，气力不接，她费了老半天的劲也没
能“挑”下来。 后来一位路人看见了，于是接过竹
竿把衣服“挑”了下来。 拿到衣服后，奶奶特别高
兴，一个劲地说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我从门卫大叔那里返回时， 不知为什么，觉
得鼻子酸酸的。 回到家后，我急忙把从妈妈家捎
带来给老人的那一份豌豆拎起来， 兴冲冲地就
跑去楼下敲门。 不巧二老不在家，于是我小心翼
翼地把塑料袋挂在了门把上， 心底却漾起一股
前所未有的愉快的感觉。

我想， 奶奶把衣服挂在我家门把上的时候，
或许和我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吧。

奔奔跑跑少少年年

� � �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
节， 很多家长都给孩子
准备了礼物。

那是一件孩子心仪
已久的大件玩具， 或是
丰盛的美食？

在 丽 水 市 实 验 学
校， 家长刘瑞星这样回
答：“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就是陪孩子跑步运动 ，
孩子健康快乐最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