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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近三十年的金融文秘工作经历、
服务了八届领导集体，铸就了我的一种心
理体验，叫“办公室情结”。这个情结浸透心
血汗水，饱蘸苦辣酸甜，在人生中留下了深
深的印痕，并不时引发奇特的思绪。

我认为一名金融文秘工作者特别是办
公室主任，必须具有以下素质，即：“踏实像
黄牛，麻利似毛驴，奔跑犹野兔，机灵同猴
子，忠诚如笨狗，忍受超乌龟”。

“踏实像黄牛”。就是说文秘工作者要
发扬“老黄牛精神”，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鞠
躬尽瘁，勤耕不辍。文秘工作无小事，办不
好就会小事误大事。金融机构办公室每天
需处理的事情很多，但是每一件事情都牵涉
其他部门或人员的切身利益，牵涉一个集体
的根本利益，无论大事小事，都需要办公室
去落实，去执行。这就要求，文秘人员特别
是办公室主任要像老黄牛那样默默无闻、踏
踏实实，把每一件小事办好，把每一个细节
做好，这样工作才会做得踏踏实实，做得有
条不紊，才能起到文秘工作应有的作用。

“麻利似毛驴”。意思指文秘工作千头
万绪，一项工作接着一项工作，即使是紧紧
张张，忙忙碌碌，好多事情也未必能够办
好，要是再拖拖拉拉，那就更没效率，结果
更糟了。因此，文秘人员应该像小毛驴一
样利利索索，今日事今日毕，宁可干完了
玩，绝不能玩着干。也有人将此说比喻为

“奔跑犹野兔”，野兔为了生存逃避天敌，就
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快速反应、利索奔
跑，文秘人员也应如此，工作中反应要快，
手脚要利索，特别是腿要勤，办事效率要
高，要与时间赛跑。

“机灵同猴子”。文秘工作事关金融单
位大局，担负着上传下达的任务，既要与主
要领导朝夕相处，又要与单位班子其他领
导密切接触，更要与其他部门、基层群众水
乳交融。单位的事，没有完全的定式，遇到
情况不能只认死理，不能由着自己性子，而
需要以变应变、灵活处置。

“忠诚如土狗”。人们常说猫是奸臣、
狗是忠臣。尤其是土狗，认死理不认贫富，
因而有“狗不嫌家贫”之说。狼狗、洋狗则
不然，只认铁索链在谁手里拉。文秘人员
每天与主要领导打交道，可以说在某种程
度上比他的家人接触还多，知道的事情也
多。作为文秘工作者，应该学会装聋作哑
充瞎子，即：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
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或者说对一

些事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否则，不仅领
导不满意，也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套取
所谓的机密，到头来，对领导不好，对单位
不好，对自己不好。“忠诚如土狗”，就是要
求文秘人员忠于信合事业，忠于本职岗位，
无论领导在与不在，都要忠实地履行好自
己的职责，特别是当领导不在的时候更要
坚守好岗位。

“忍受超乌龟”。人们可能不愿意让别
人说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是，千年的王
八万年的龟，谁能做到乌龟那样默默无闻，
忍辱负重，那就真是修炼到家了。金融单
位的文秘人员特别是办公室主任身处领导
身边，领导心情有好有坏，情绪有起有伏，
说不清哪会有不高兴的事，加之工作人员
也有惹领导不高兴的时候，于是领导训斥
文秘人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忍受
超乌龟”，就是要求文秘工作者忍辱负重，
敢于承受挫折，能沉得住气，坚持以大局为
重，不怕受委屈和批评，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是由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一步一步
成长为一家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层管理者
的，后来又在省银行业协会担任部门主要
负责人，属于真正的草根一族。因而，我深
知奋斗的艰辛和成长的不易，深知与人为
善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性，所以在工作
中我与同事能合作共处，相互包容，特别是

学会了欣赏别人、赞美别人的长处，关注、
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为他们提供自己力所
能及的帮助；在机关部门与基层单位间帮
忙不添乱、协助不拆台；在领导干部间传递
信息不拨弄是非，主动工作不越权超位行
动，因而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了较
强的协调能力。能连续在文秘岗位工作近
三十年，这在全省金融系统都是罕见的。
有人说我进步慢，总在文秘岗位上“原地踏
步”，甚至到现在已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了。
我倒认为这是领导觉得我做文秘工作比较
称职，因为我是随时提醒自己坚决做到“七
不让”（即不让领导布置的事情在我手里延
误；不让下属单位的利益在我这里受损；不
让应传递的信息在我手里中断；不让正在
办理的文件在我手里积压；不让各种差错
在我这里发生；不让来机关办事的同志在
我这里受到冷落；不让单位部门的形象在
我这里受到影响）。

金融单位的文秘工作者甚至办公室主
任看上去风风光光，其实是“工作上的忙
人、身体上的病人、经济上的穷人”，具体工
作中“人前显摆的少、幕后操劳的多，物质
补充的少、身心付出的多，受到表扬的少、
享受批评的多”。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办公室的工作很能锻炼人，我就在其中
受益无穷。

□白来勤

书 香

我的金融文秘情结

我每天是有固定的阅读时间的。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在晚上阅读，即在
晚饭后到就寝前这段时间阅读，后来，因健
康需要，晚饭后的时间安排给了去公园里散
步，就把阅读的时间安排到了午后——午睡
醒来后到晚饭前这段时间。

我一直有睡午觉的习惯，在中午12时30
分左右睡。睡前，我会先泡上满满的一壶
茶，然后再睡。午睡的时间不能太长，控制
在一个小时以内，醒来，洗洗脸、精神精神，便
开始进入读书状态了。

我家里有个二十多平方米的露天小院
儿。我在小院里栽上了花草树木、种上了各
种小菜，还特意在窗前栽了一些竹子，在小
院里搭了凉棚、搭了吊床、摆上了桌椅。冬
天的时候，我是在书房里读书的；春、夏、秋三
个季节，我就在小院里读书。

把泡好的茶端到小院儿的桌子上，把当
天所要读的书也拿到桌子上。把茶倒进杯
子里，然后坐到椅子上，翻开一本书，开始进
入阅读的境界。小院里轻风习习，飘着阵阵
花香，竹影摇曳，间或会有几只小鸟落到院
子中觅食，一切都显得如此宁静、安详。我
的心也是宁静、安详的，在书卷中游走，发千
古之忧思，阅百代之忧患，与大师们隔空相
聚，聆听他们的教诲；在经典中畅游，体悟宇
宙的辽远和生命的短暂；于心气平和中感知
生命的真谛，体悟生命的凄美……

边读书、边喝茶，不仅仅是为了解渴，还
是一种意境。壶里的茶快喝没了，就续上一
壶，再接着喝。坐久了会累，就站起来走动
走动，伸伸懒腰、挥挥胳膊，或者给花和菜浇
浇水、拔拔草，等精力恢复了，再重新坐下来
读书。总保持一个姿势看书，会产生疲劳的

感觉，这时，就躺到吊床上去看，吊床摇啊摇
啊，我的身体也跟着晃动，在这种状态下读
书，能感觉到一种逍遥的况味。

董桥曾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而我的下
午茶，就是一本一本的书。下午茶里的阅读
时光，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消遣，还有精神层
面上的提高。在悠悠的茶香中，体味唐诗的
博大、宋词的精深……有书相伴的日子是美
好的，纵然生活中有万千烦恼，但一沉浸到
读书的乐趣中，所有的烦恼和忧愁便荡然无
存。在一个意义破碎功利滔滔的时代里，我
依然愿意做一个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不知不觉，红日西沉、暮色四合，一下午
的时光，在阅读中流走了。流走的是时间，
积淀下来的却是深厚的文化。

冬天的时候，天冷了，就不能在小院里
读书了，于是就转战到书房里读。整个下午
的时光，都在书房里待着，也是边喝茶、边读
书。时光静静地流淌，而我的心灵也渐渐地
成长，长大到能够抵抗人世间的诸多不如
意。

下午茶里的读书时光
□唐宝民

金融单位的文秘工作者甚至办公室主任看上去风风光光，其实是“工作
上的忙人、身体上的病人、经济上的穷人”，具体工作中“人前显摆的少、幕后
操劳的多，物质补充的少、身心付出的多，受到表扬的少、享受批评的多”。

食味

藏在童谣里的陕北美食
□任 静

童谣像是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野花
野草，摇曳多姿，绚丽了陕北人童年的
美好回忆。在上百首童谣中，关于“吃”
的记忆，最为朗朗上口，富有生趣。舌
尖轻触，每一味都是文化的传承，每一
味都是岁月的馈赠。

捞捞饭

雁咕噜，雁咕噜，摆溜溜
小米捞饭狗肉肉
你一碗，我一碗
剩下你娃没碗碗
拿起个碗碗没瓜瓜
拿起个勺勺没把把
捞捞饭是陕北家常便饭，将小米或

者黄米下到水里，米粒灿开至半熟时，
捞到盆里继续闷熟，余下的喝米汤。米
饭香弹，米汤热乎，一米两吃。清涧河
流域这首童谣以比兴手法，描绘这餐饭
的不寻常，香喷喷的狗肉下饭，是来人
待客的丰盛佳肴。

另外一首童谣：“捞捞饭，煮公鸡，
大女子寻了个猴女婿。”金花配银花，是
天作之合，偏偏不如人意，大姑娘许配
给小男娃，倾斜的现实，即使彩礼丰厚，
宴席丰盛，又怎会品咂出生活的甜蜜滋
味？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盛产谷子、玉
米、高粱等农作物，一日三餐食用杂粮
居多，尤其小米艳压群芳，成为名副其
实的当家主粮。陕北巧妇擅长粗粮细
作，将小米煮粥、摊黄、蒸米馍、擀面条，
熬制婴儿吃的米糊，用巧思和人生智慧
将一种简单食材做出了丰富可口、滋味
悠长的美食。

在各类小米美味中，小米捞捞饭堪
为家常主打食品。终年四季吃捞捞饭，
就会厌食。为了哄劝小孩吃饱饭，母亲
和祖母们即兴随口编一首童谣：“捞捞
饭、煮鸡蛋，爱得憨狗儿趷蹴起。捞捞
饭，煮鸡蛋，吃得乖娃往起站！”劝食童
谣短小精悍，活泼风趣。

记得童年时听母亲唱过一首童
谣：“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坐个光脑
你二舅舅。没好吃，炒屁吃。屁焦啦，
熏得你二舅舅大刮（跑）啦……”那是
一个鲜活生动的游戏场景，母亲脚背
上站着牙牙学语的孩童，晃晃悠悠荡
秋千，咯咯的欢快笑声，伴随着幽默风
趣的童谣，响彻童年时光。那碗童年
的捞捞饭，被母亲拌进去腌韭菜和熟
猪油，喷香扑鼻，是舌尖上交织的人生
况味。

麻汤饭

麻汤饭灌憨汉
三碗五碗不放碗
萦系着童趣的麻汤饭，是陕北一道

风味小吃。
秋分时节，麻子成熟，灰褐色的麻

籽像顽童在梿枷拍打下欢蹦乱跳。麻
籽外壳薄脆，肉质香，可榨油，炒熟味道
尤香。在陕北长大的孩子都有偷吃炒
麻籽的童年。趁大人不注意抓一把丢
进饥渴的嘴里，一咬嘎嘣脆响，满嘴香
得流油。用麻子榨的麻油，叫清油，在
粗茶淡饭的乡间，清油的香气醇厚而绵
长。

出清油那日，最令人期待的是吃麻
汤饭。舀半锅麻汤，加入事先浸泡好的
黄豆、豇豆、红豆、花生豆、小米、麦仁和
麻籽等食材，熬煮成粥状，下入干菜叶
和旗花面，最后加入葱花、盐、花椒粉等
佐料。麻汤饭煮得黏稠，香气四溢。麻
汤饭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颇高。各种谷
物和豆类，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蛋
白质，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大槐树下的老碗会上，村里人赛开
麻汤饭，吃得唏哩呼噜，分外香甜，盆干
碗净，意犹未尽地哼唱童谣：“麻汤饭姓
张，越吃越香！”有人说俏皮话：“麻汤
饭，就小蒜，老婆吃咧打老汉！”吃饱饭
心情好，夫妻不会大打出手，在陕北文
化中，这个“打”字别有深意。

麻汤饭不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民间
文化传承。默念妙趣横生的童谣，麻汤
饭的美味，愈加回味无穷。

麻渣糕

麻渣糕，灶火里烧
人来了，不敢掏
人走了，烧焦了
出完清油所剩的麻渣，不仅是喂猪

的精饲料，也可制作麻渣糕。过日子讲
究一点的先要将麻渣过滤一遍，取出积
淀下来的一层薄薄的细麻尘，掺入用酒
谷米或者软糜子磨的面粉，蒸熟，搋成
麻渣糕。家里人多缺粮的，所余粗麻渣
也一点不剩地碾碎蒸了麻渣糕。麻渣
糕呈灰褐色，摆放在洁白的食盘里，用
筷子夹一块蘸着用咸韭菜特制的佐料，
软糯可口，滋味甚是鲜美，真正暖老温
贫的一种厚味。

寒冬腊月，大人们喜欢烧麻渣糕给
孩子当零嘴吃。一边用拨火棍扒拉着
火星，一边教唱童谣：“麻渣糕，灶火里
烧。人来了，不敢掏；人走了，烧焦了！”
物资的极度匮乏，使得好吃食变得尤为
稀缺金贵，与生俱来的慷慨人性，被逼
到狭窄的角落。时隔经年，再度忆起这
种美食，恍惚看到我们远去的童年背
影，有欢快的童谣在时光深处蓦地响
起。

干炉

架架楼、买干炉
干炉娘的没奶头
干炉是陕北镇川一带闻名遐迩的小

吃，类似于烧饼，干硬、酥香。儿时赶集
上会，得意洋洋骑在爸爸脖子上的小孩
谁没有搂着干炉狂啃过？那脆香可口
的美味，足以弥补没有母乳的缺憾。在
陕北乡间，娃娃乳名叫干炉或者碗饦，
都没啥稀奇，但能为镇川干炉奉献一首
短小风趣的童谣，就很有意义。

干炉是从炉鏊当中烤出来的，顾名
思义叫做干炉。内空外脆，久贮不坏，
又酥又脆，越嚼越香。据传从前是行军
打仗携带的军粮，之后流入民间，充当
了商旅的干粮，后因其品质纯正，风味
独特，成了风靡一时的地方特产。关中
的锅盔、烙面、踅面等美食，在创制之初
都是由于行军打仗的需要。这类食物
共同点就是便于携带、适于存储。

制作“干炉”，要用温水和面，讲究
面硬，在面剂中包一撮加盐干面粉，手
压成型，置炉鏊上先烙后烤，直至金黄
酥脆。若和面时加油称油干炉。干炉
形似圆鼓，中拓小红印，像镌刻了一面
鲜亮的小盾牌。过去商旅途经镇川，都
要停下来买干炉，品尝镇川碗饦。“吃着
香，咬着脆，饱嗝上来干炉味”，小贩的
招徕声，最是诱人。

清涧城柴市巷有一家镇川干炉店，
卖甜干炉和咸干炉两种。每次回故里
我都要前去购买，母亲患糖尿病不能吃
甜食，每次只买咸干炉。山西怀仁县也
有糖干炉，俗称“闪塌嘴”。个小，中间
点红点，形似陕西的油饼。

豆腐

捞捞饭，打豆腐
锅头坐个老害货
想吃两碗热豆腐
磨道里，毛驴慢腾腾地转着圈。

祖父一边哼唱着童谣磨豆腐，一边抡
起木勺将泡胀的豆子喂到“磨眼”里，
豆浆像洁白的牛乳顺着磨牙缓缓倾流
到木桶里。宽大的灶台，黝黑的头号
铁锅，氤氲在热气腾腾的雾气中。俗
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在陕
北乡间，几乎家家户户熟稔掌握浸泡、
研磨、滤浆、煮浆、点卤等一套制作豆
腐的工艺。

犹记吃豆腐的热闹场景。新鲜的豆
腐色泽玉白、嫩软、韧细，就着用蒜泥、
陈醋、油泼辣子调制的蘸汁，入口滑腻
醇香，余味甘美绵长。一年到头粗茶淡
饭，可以尽情吃饱的豆腐宴，令阖家精
神振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唱：“水咕
咕，洗屁股，洗了屁股穿花裤。穿上花
裤请二姑，请来二姑吃豆腐。”陕北人豪
爽好客，重视礼仪，家里没有好酒好肉，
即使只用一块豆腐招待客人，也会隆重
得像参加重大聚会，甚至连小孩也要洗
干净穿上花裤，迎接客人。

陕北各地豆腐都有特色，榆林豆腐
尤其闻名遐迩。桃花水的传说，无形中
为榆林豆腐增添了仙气缥缈的意境。
榆林菜谱中著名的豆腐宴，活色生香，
令饕餮客们百吃不厌。

钱钱饭

捣呀捣呀捣钱钱
捣来钱钱过大年
钱钱饭，就小蒜，最是乡间开胃

餐。小蒜春秋两季才有，陕北谚语：二
八月小蒜，香死老汉。而钱钱饭，几乎
一年四季离不了。

钱钱饭是一种用陕北的小米和压扁
的黑豆熬制的稀粥。煮粥前把黑豆或
黄豆在水中浸泡数小时，泡软后捞出沥
干，在碾子上压成扁状。或者放在捣蒜
石臼里捣，捣扁后的豆子颗粒宛如古代
铜钱形状，故得名“钱钱”。

童谣中所唱的“捣钱钱”，正是大年
腊月尽头，扫房子，磨豆腐，宰公鸡，蒸
年馍，年货已备办，只等过新年。闲下
来，家家户户坐在热乎乎的暖炕上捣钱
钱。肥正月瘦二月，大鱼大肉再好吃，
也不能少了一锅风味美食——钱钱饭。

大凡一个地方家喻户晓的美食，总
是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地方特色。“煮
了个钱钱哟下了个米，大路上搂柴瞭一
瞭你……”电影《人生》中，刘巧珍提着篮
子轻盈地出现在镜头中，明快的信天游
和着钱钱饭的香气，经久缭绕在观众的
记忆里。

钱钱饭好喝，有一种天然的油香
味，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夏有止渴消暑
作用，冬有保温驱寒功效，是陕北人家
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碗美味。

葱花花，油点点
芝麻碟碟，姜片片
羊肉饸饹，糕角角
我娃是个福蛋蛋
生活在异常艰苦环境中的陕北人，

最懂顺应万物，逢熟吃熟的饮食法则。
大美若素，食之味甘，藏在童谣里的陕
北美食，是这方厚重山水创造出来的舌
尖上的非凡史诗。

美食慰乡愁。人类对家乡的记忆，
语言与味觉同样深刻。离家时日久了，
每每在意念中轻吟那些有关美食的童
谣，仿佛童年并未走远，恍惚间缩短了
他乡与故乡的距离。

游 迹

如果我告诉你,我在自己生活的长江
边这个古老又新兴的城市万州，用一天的
时间游完了九寨，你不要惊奇、诧异和怀
疑。这不是做梦，不是臆想，不是看图神
游。只不过，我游的不是四川阿坝那个享
誉世界的神奇九寨，而是万州境内一个微
缩版的、真切可爱的别样九寨。

这个小九寨，位于万州区燕山乡东峡
村。系驴友们对东峡水库及其周边景致的
爱称。

深秋，我们乘坐的汽车从万州城出发，
沿着青山拥碧水、平湖美景现的江岸，行进
四十多分钟，驶入燕山乡东峡村地域内，秀
丽山峦、燃情秋叶、幽碧水库便渐次入眼。

与一般人工筑就、中规中矩的水库不
同的是：这座水库卧在几座山峦间，更像是
一条绕山而行、顺势而游的河流，宽窄相
间，婉曲有致。那弯弯的小河，一直伸向我
们视线所不及的静幽神奇的远方，与九寨
沟的九曲回旋、温静秀美有着天然的相似。

而与九寨沟海子的深邃清丽更趋近
的，就是那一泓碧水了。步入山谷，远远望
去，那蜿蜒曲折的水潭，就是一块硕大无朋

的天然翡翠，绿得晶莹透亮，绿得纯粹朗
润，绿得摄人魂魄。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
是怀揣惊天工艺的神秘大师，将一块块翡
翠巧妙地镶嵌在一起，天衣无缝，精妙绝
伦。

远处是云雾缭绕的山峰，“山在虚无缥
缈间”，如仙似幻。近处是青松覆盖的山
峦，松树密密相连，几无缝隙，将座座山峦
装扮成了错落有致的绿色宝塔。凝神望
去，远山近峦倒映水中，由低到高，层次分
明，轻波微漾，让人迷醉。这薄雾轻云，远
山近水，实景倒影，风中芦苇，构成一幅仙
人匠心独运、巧描妙摹、点染有致的水墨
画。

水库的周边，也是绚丽多姿，美不胜
收。金黄的草甸，深绿的松林，红得灼目的
火棘果，颜色姿态各异的野菊花，以及摇曳
在秋风中的众多叫不出名的灌木，共同织
成了一块色彩斑斓、松软温情、延伸向天边
的大地毯。在草地上信步，偶尔会见到散
放的牛儿睁着大眼睛，向草坡送去热切关
注的眼神；偶尔会听见山林里传来的牛铃
声及羊叫声；落了秋叶的石子路上，不时可

见牛粪羊粪。这路在我们眼里，都是分外
的干净。

青的山，绿的潭，缤纷的地毯，自在的
牛羊，还有快乐的我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小
九寨秋景图。和谐，自然，清舒，淡远。

据驴友介绍，水库周边还有许多景致，
如溶洞、小溪、山泉等，且夏日的小九寨，又
别是一番风味：泉水清冽，松风舒爽，山花
烂漫，惹人神往。想带上笔记本电脑，在水
边住下来，白日漫步水岸，与悠然的牛羊和
自得的植物对话，用眼睛和镜头去捕捉各
种生命的姿态；夜晚则蘸着松声水声，伴着
虫吟蛙鸣，记录下眼里心里最真实自然的
影像和感受。

东峡水库建成于 1978年，总占地面积
约 2500亩。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从水库建
成到现在，三十多年时间里，没有大型的人
力活动，只有驴友间或相约到那儿游玩，喝
点儿天然矿泉水，吃点儿醇香农家饭，把欢
声笑语留在那儿。而我们此行，留下的，也
只是惊喜的赞叹，眷恋的心儿，还有多彩灵
动的影像，以及关于火棘果与牛铃声的美
好回忆与淡淡怅惘。

如果，与万州有缘的你，可以看到小九
寨清丽的容颜，并与其倾心相恋，不舍流
年，那么，我也算与共同爱她的人“奇景共
欣赏，幽情相与惜”了。

万州小九寨秋景图
□张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