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炸爆米花的张师傅

今天我们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突然

听到一声提醒：“响了啊”，然后就是“嘭”

的一声。 是啊，如今用这种原始方法炸爆

米花的越来越少了，如果我们不经意间听

到，或许真的会把我们吓一跳。

12 月 17 日，虽然天气晴朗，但寒风萧

瑟，白天气温已经很低了，上午 10 点半，

张金常的爆米花摊前站满了排队等待的

市民。“自家带的玉米，自己看着加工，虽

然是老方法，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做出来的

吃着放心，现在虽然到处都有卖包装好的

爆米花， 但是不知道是怎样做出来的，卫

生不卫生都不知道， 每次孩子要吃爆米

花， 我还是回回儿来张师傅这儿炸一锅，

十几分钟就成了。 ”张女士说。

改进设备，比原来轻松了许多

虽然炸爆米花的方法是老方法，但是

张师傅的设备比起我们儿时记忆里的设

备已经先进了不少。 张师傅说，以前，靠的

是手拉风箱， 一只手不停地推拉风箱吹

火，一只手转锅，烧好之后，用一个长口

袋，出锅时，一只手按着口袋口，一只手扳

爆米花炉，让爆米花打到口袋里。 现在比

原来轻松多了， 基本上也是自动化了，省

事儿多了，张师傅笑笑说。 炉子还是跟以

前的一样，简单的烧煤炉子，他找人给爆

米花炉上装了三个齿轮，使它连接到小电

机上，让小电机带动。 现在也不用风箱了，

用电风葫芦吹风，不时地用手加煤块不让

火灭了就行。

说着说着，又一锅烧好了，排队等候

爆米花的都捂着耳朵躲远了，记者要求尝

试一下，张师傅给记者说了要领，首先一

手抬起锅放到张师傅专门设计的回收笼，

一只手用铁棒敲锅炉接口处， 要使劲，记

者拿起铁棒， 照着张师傅说的做， 只听

“嘭”的一声，热腾腾的爆米花冒着白烟出

来了，锅炉响后，记者的两只耳朵被震得

嗡嗡响，张师傅看出来了，笑着说，忘让你

用棉花堵上耳朵了， 我刚开始时也用，炸

了一段就习惯了，不用了。

简单加工让爆米花更美味

除了炸爆米花，张师傅和爱人还做起

了简单加工，自己制作米花糕，把用大米

炸出来的米花倒在一个大铝盆里，然后自

己烧制糖水，搅拌、凝固、切割，一块块米

花糕就做成了，把切好的米花糕装进食品

袋里，方便了过往市民购买，不用等待，直

接就可以食用。 见阿姨在熬制糖水，记者

帮忙搅拌米花，阿姨说，糖水倒进去时候

要快速搅匀，加上现在天冷，凝固快，要不

然就不能一下子凝固均匀。 阿姨倒糖水，

我搅拌，差不多均匀后，阿姨递给我一个

工具说抹平，再凉一会就好了。 全部过程

不到 10 分钟就好了， 阿姨切开一块递给

我，尝了一下，酥香可口。

平凡工作坚持 20 年

张师傅和爱人以前都是二矿的工人，

不在矿上工作后就开始了炸爆米花，转眼

间二十年过去了，张师傅为人们炸了二十

年的爆米花。 他说，以前住在矿上时，最晚

的一次炸到夜里两点，那时候不像现在零

食五花八门，人们没事了就炸点爆米花拿

回家吃，现在虽然商店里也有，但是只要

他出摊， 来他这里加工爆米花的还是不

少。 在他这儿，可以自带物料，也可以用张

师傅为顾客准备的玉米或大米加工。 去

年，矿上沉陷区改造搬迁，他也搬到了福

汇佳苑居住，现在经常在小区附近，有时

候就在小区门口， 有时候在福田六区旁

边。 跟着一起搬过来的人知道他在这里

后，还是会经常光顾张师傅的小摊。

记者问张师傅说，您已经干了二十年

了，有没有觉得厌烦？ 还打算干多久？ 他

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怎么会厌烦，现在全

家就靠这个维持生计了，只要还能干就会

一直干下去！

春运未到，在外务工人员踏上返乡路

两大客运部门提前预热

2012 年铁路春运将于 2012 年 1 月 8 日正

式启动，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的春运提前了

11 天，由于 2012 年元旦和春节相差仅 20 天左

右的时间，所以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为了能避开

春运高峰期，选择在元旦前夕回家过年。

与往年 12 月份同期相比

客流量创新高

12 月 24 日下午，记者来到了鹤壁火车站，

在售票窗口，记者看见，很多背着大包小包的

务工人员正在购买返乡的火车票。“我是湖北

恩施人，在鹤壁做煤炭物流管理工作，在这里

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要过年了，为了避免春运高峰，我跟公司的

领导打了申请报告，提前回家。 ”一位姓宋的务

工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鹤壁没有到恩施的火

车，他只好先到郑州，然后再从郑州乘坐火车

到武汉，从武汉乘坐汽车回恩施。“在鹤壁火车

站停靠的列车太少， 考虑到不好坐车的因素，

所以我要提前回家过年。 ”宋先生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从下午 3 时到下午 4

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前来购票的市民不下

50 人次，在购票的旅客中，大多是准备回家过

年的外来务工人员。“今年与往年不同，1 月 23

日就是大年初一，根据国家公布的法定假日来

算，1 月份只上 17 天的班，所以，干脆提前回家

过年，可以多一点时间好好陪陪年迈的父母和

孩子。我是搞装修的，越到年底，越没有生意。”

一位从四川绵阳来鹤壁以装修为主业的务工

人员对记者说。

在火车站售票窗口，一位火车站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春节比往年要早上半个月

的时间，所以与往年 12 月份同期相比，客流量

创下新高。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九州路上的

一家火车票预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春运

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前来买票的人一天比一

天多。“春运的火车票虽然还没有开始预售，但

是有很多市民来咨询火车票的相关事宜，其中

大部分都是以长线为主，又由于今年过年早的

原因，‘学生流’和‘民工流’叠加的现象可能会

比往年严重，所以很多乘客做好了提前回家过

年的打算。 ”这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在外务工人员包车回家过年

汽车客运作为春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客

流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记者在新长途汽车站出站口看到，有外

出务工人员已经顺利返乡。“我们四个人是鹤

山区姬家山乡的，一直在东北锦州一个工地当

电焊工，现在东北的气温零下 10 摄氏度左右，

工地已经基本停工， 为了让我们早早回家过

年，包工头提前给我们结清了一年的工钱。 ”一

位姓姬的 40 多岁的中年人笑着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外出务工人员可以顺

利返乡过年，从 12 月中旬开始，我市的一些私

人客车车主，就开始陆续前往四川、深圳等地

接我市的务工人员回乡。 在采访中记者找到了

一位姓赵的大客车车主，他告诉记者，从两年

前开始， 每到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

他就会接到一些集体外出务工人员的电话，让

他去南方接务工人员回家过年。“现在务工人

员都挣钱了，为了避免春运拥挤，他们都是包

车回家过年，打个比方来说，去广州接务工人

员， 每个人收 500 元钱，55 座的大客车都供不

应求，春节前一个月，后一个月，我都忙着接送

务工人员。 ”这位姓赵的车主告诉记者，他的一

辆车已经在 1 个星期前去了广州。

避开客流高峰回家过年

市长途客运总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两天乘车的农民工数量增多，不少是为

了提前回家过年，长途和短途的客流量基本持

平。 在深圳的打工者张先生告诉记者，这次回

家没带什么当地特产，主要是趁着节假日给家

人买了一些打折的衣服作为新年礼物。

“去年就是因为想多赚点钱，火车票买晚

了，差点儿没能回家过年。 今年元旦我父母给

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正好回家见见，也省的

过年回家挤车。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过年提

前，他身边不少老乡都是提前回家。 记者随机

询问了几名从青岛、 新疆等地返乡的农民工，

其中有不少人表示，现在还不是春运客流高峰

期，提前回家不用挨挤。

下月上旬迎春运客流高峰

市长途客运总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

年春运期间，市长途客运总站的旅客量每年都

有所增长。 根据车站的情况预测，学生流主要

集中在下月上旬，在外务工人员的返乡流主要

在下月中旬以后，至腊月廿八左右，预计会出

现客流井喷状态。 车站会根据旅客需求和客流

变化情况，适时延长售票时间。

为应对突发性客流高峰，车站制订了多套

应急方案， 随时根据客流量增设临时售票窗

口，缩短发车间隔，加开应急班次，旅客还可随

时拨打车站服务电话 3311079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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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斤“爱心菜”免费送民众

12 月 24 日上午 9 点，浚县宏基公司免费为民众发放白菜、萝卜 5

万斤，每人领取 10 斤。 记者看到，宏基售楼部门前上千位群众排起长

队，领取“爱心菜”。

据了解，今年全国多地白菜、萝卜滞销，菜价下跌，每斤白菜批发价

只卖 5 分钱，尽管如此，来收购的客商也没有往年多。 农民面对堆积如

山的白菜、萝卜愁眉不展。浚县善堂镇、小河乡为我市白菜、萝卜集中产

地，由于菜价下跌，这里的菜民同样面临着白菜、萝卜滞销的困扰。为了

给农民排忧解难，减少损失，宏基公司以高价从浚县小河乡、善堂镇收

购白菜、萝卜 5 万斤，并免费发放给群众，回馈社会。

晨报记者 马珂 摄

《山坳留守老人的艰难时光》后续

好心市民为老人送去衣物和 1000 元钱

12 月 15 日《淇河晨报》第四版刊登了《山

坳留守老人的艰难时光》一文，该文对黄洞乡

普泉村留守老人冯大毛的生活进行了报道。 他

卖了养了 25 年的牛给儿子交学费， 他至今仍

烧柴火做饭，靠采药材卖笨鸡蛋缴水电费的故

事感动了很多人，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关

爱。 12 月 25 日，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的几位职

工， 专程到黄洞乡普泉村冯大毛的家里看望

他，并给他送去了衣物和 1000 元钱。

据中行的褚女士介绍，12 月 16 日，她看到

了关于冯大毛的报道，先是和家里的人商量去

给冯大毛送爱心。 后来，她又在单位里表达了

自己的想法， 立即引来了同事们的广泛响应，

有的给冯大毛捐钱，有的捐大衣、毛衣、毛裤。

褚女士看到报纸上说冯大毛冬天连袜子都没

有，还专程让家人抽空去给冯大毛买来几双厚

袜子。 同行的还有几个孩子，他们表示让孩子

们一起去主要是想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博爱之

心，要让孩子们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2 月 25 日上午 10 点多，记者和褚女士一

行来到了冯大毛家里，大家把车上的衣物搬到

了冯大毛家里。 冯大毛看到有人来看他，非常

感动，木讷的他不知道说些什么，他铺满皱纹

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褚女士来到冯大毛的家

里，把两个各包着 500 元钱的红包递到了冯大

毛的手中，冯大毛握着红包不停地说：“党的政

策就是好，还有人关心俺们。 ”大家询问冯大毛

儿子上学的情况，并嘱咐他，送给他的衣物一

定要穿，不要舍不得。

冯大毛非常感动，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

达，只能用家里仅有的东西来待客。 他从楼上

拿下来一个布袋， 里面是他今年收获的核桃，

他捧出几捧，给同行的三个孩子。 他又吃力地

从楼上搬下来一个筐子，里面是柿子，他拿出

个空纸箱子，非要让孩子们带回去些柿子。

冯大毛告诉记者， 他儿子给他打来了电

话，叮嘱他要注意身体，“你们真是给俺帮大忙

了，这些衣服，俺孩儿也能穿，我得给俺孩儿打

电话，告诉他你们来救助俺了。 我给他把这钱

放好，让他开学时拿走。 ”冯大毛说。

回来的路上，记者得知，褚女士他们单位

的人经常会组织这样的活动。 记者相信，这个

世界上的赈困穷，补不足，有哀矜之念的好人

有很多，正是因为有她（他），这个世界才会充

满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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