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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万象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
中秋的脚步渐近，市场上开始选

购月饼的人也越来越多。鞍钢月饼
如约而至，已成为钢城人心中一份甜
蜜的情结，体现着一份温暖的传承。

幸福是一张“一市斤”月饼票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月
饼的精致可口，在苏东坡的笔下跃然
纸上。

对于谭东这位与月饼打了近30年
交道的鞍钢众元现代城服公司“老工
匠”来说，这不仅是一份甜蜜的工作，
更是一段甜蜜的回忆。

谭东从小就喜欢吃甜食，在物质
较为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末，让她感
到最幸福的期盼就是中秋节的一张

“一市斤”月饼票。在炼钢厂工作的父
亲总会带着她排着长长的队伍、拿着
月饼票购买鞍钢月饼，当时的月饼虽
然不似如今这样精致，但却丝毫不影
响这段回忆的“甜度”。

参加工作后，谭东来到鞍钢白楼
食堂，从一个爱吃鞍钢月饼的女孩成
长为一名制作鞍钢月饼的面点师。

多少个月升月落的赶工时刻，谭
东和工友们常常累得直接趴在工作台
上眯一会儿，但想想能亲手做出自己
儿时幸福的味道，她的心里自然也就
甜起来，月饼也从一段甜蜜的回忆变
成一份甜蜜的工作。

……
“ 奶 奶 ，我 爸 想 吃 你 做 的 月 饼

了！要火腿的哦……”视频聊天那端
传来了远在石家庄孙子的稚嫩声音，
让刚刚完成一天技师培训授课的谭
东忘却了疲惫。“哈哈，是你想吃吧，
奶奶早就烤好了，告诉你爸爸妈妈，
快递估计明天就能到！”她知道孩子
想念的不只是熟悉的味道，更是对故
乡的思念。

……
“老谭，这月亮真挺圆呀！儿媳妇

给邮来的手机拍得老清楚了！”老伴儿
隔着窗户尝试着拍月亮，谭东会心一
笑，带上花镜，再次掏出了全家福后面
的那张发黄的“一市斤”月饼票，陷入
了幸福的沉思。

匠心传承就在面案的方寸间

一轮新月又上梢头，在鞍钢城服
公司技术中心食堂内通明灯火的映衬

下，鸡油黄的榴莲馅、象牙白的冰皮
面、紫红色的枣泥……20 余种弹丸状
的创新馅心和面料像是文玩店里的

“琥珀”“蜜蜡”“小叶紫檀”整齐地码放
在面案上。

谭东的徒弟赵楠正带着他的团队
加班赶制着“鞍钢月饼”，酥皮油脂里
的香味物质在高温炙烤下被重新唤
醒，丰富的果仁混合着糖类释放出特
有的浓郁气息。

随着今年第一炉印刻着“鞍钢标”
的五仁月饼新鲜出炉，一年一度的月
饼制作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分皮、分馅、和酥、制饼、烤饼、包
装……重复千百次的纯熟动作凝聚着
老味道的品质传承。

在赵楠看来，虽然师父谭东30年
制作100万块月饼的纪录在面食加工
中心的现代化设备面前轻松就能被打
破，但口口相传的精湛技法却永远是
一脉相承、无法替代的。

“馅心里的面筋成分必须有足
够 的 蒸 制 时 间 ，才 能 避 免 口 感 过
硬。”为了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食品的
追求，保证口感等成品质量的稳定
性，更为了将精湛技艺发扬光大，谭
东、赵楠师徒团队恪守传统饼食文

化之道，坚守初心，但又不固步自
封，积极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传承
经典、坚守本味，推陈出新、不断改
良，研究制定了一套符合市场更高
需求的低脂低油低糖标准化流程，
并在鞍山、鲅鱼圈、朝阳三地进行全
面推广。

面案方寸间，蕴含着技艺传承，更
饱含了无尽的人生哲理。如果不用心
饼会开裂泻脚，“做月饼和做人是一个
道理，讲的是良心，不能掺假，料不足、
货不好，你能骗人一次，却会永远砸了
招牌！”师傅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
赵楠这一代年轻面点师，让他们更加
爱惜鞍钢月饼的声誉……

皎洁的月光洒在赵楠下班的路
上，负责销售的同事宋振新的电话突
然打了进来，“赵儿，三诚超市还要订3
万块，抓点儿紧！还有天兴国际社区
老百姓都排大队抢购，好几个学校和
单位还要追加订单呢！”

……
时光荏苒，初心未变。
在一代代钢城人心目中，鞍钢月

饼就像八月十五那轮明月，悬挂在心
中，是幸福的回忆，是难忘的情结，是
不舍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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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讲一个孩子心理疾病
的案例：

他是独生子，从小得到爸爸
妈妈及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
悉心照顾和宠爱，他得到了非常
优厚的生活条件。他的玩具应
有尽有，他的小书柜也满满地装
着各种书籍，他还有钢琴、画板、
滑板、自行车、冰鞋……所有的
亲人都非常爱他，给他报了各种
才艺班，排班轮流接送他上下
学、去学习班，都想把他培养成
多才多艺的优秀人才。

然而面对大人们的各种安
排和不断的提醒督促，他被动
地做着各种“作业”，有时候很
想偷懒，但马上会受到批评。
他有时候也会和爸爸妈妈说感
到很累，但却招来爸爸妈妈以
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各种

“大道理”。小学阶段还好，进
入初中后，学业任务加重，父母
的督促更加频繁，这让他感到
很烦躁，尤其在学习的时候经
常出现一些小动作，比如挤眉、
眨眼、咧嘴、清嗓子……他的父
母一开始没有太在意，以为是
他的坏习惯，还经常批评他，尤
其是他的父亲一看见他出现这
些行为，就很生气地说：“怎么
那么多毛病！”母亲也很是不
解，觉得是他学习不认真，也常
为此批评他，但越批评，他的这
些“症状”越发严重，于是家长
开始带他寻医。

医生告诉家长，这可能是抽
动症或多动症的时候，家长非常
担忧，希望通过治疗能够让孩子
早日消除这些症状。可是听到
医生说治疗的过程中不要给孩
子太多压力后，虽然家长对孩子
的约束缓解一些，但还在纠结如

何“管束”才能在缓解孩子的症
状和促进学习之间找到平衡。
这是不可取的。

当今的孩子们吃穿不愁，享
有充足的物质基础，但他们成长
所需要的独立空间却不断地挤
占和侵袭。而当孩子发展出一
个“症状”的时候，父母的注意力
就被转到了单纯“症状”上面，而
没有进行系统地看待。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孩子曾经被动进入
学习状态的压力和被父母管束
的亲子间紧张关系似乎暂时得
到缓解，因为“症状”就好像成为
孩子和父母关系之间的一道屏
风。这个屏风使家长插手孩子
学习（本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
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阻止，也
使孩子有了一些喘息的空间。
换言之，这个“症状”迫使父母和
孩子之间有了一定距离的时候，
是 让 孩 子 感 觉 比 较 舒 服 的 关
系。那么这时候，如果家长没有
觉察，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那
么这个屏风还会继续存在，并且
越来越严重。因为孩子觉得这
样会获得保护。

青春期孩子出现的一些心
理症状或情绪问题是多系统综
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家长不能
只单纯关注症状，更不能靠药
物。一些问题出现后，不只应
该给孩子一个人进行治疗，更
需要在孩子成长的环境系统中
作出心理等层面的调整，让“症
状”的屏风失去存在的价值，那
么，“症状”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才能根除。这也就是一些青少
年出现心理症状或情绪等问题
的时候最好进行家庭系统性治
疗的原因，而且越早治疗越好。

鞍钢总医院 祝丹

用系统眼光看待孩子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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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中厚板事业部胡宇丢失车辆入厂证，证号：
辽CWV494声明作废。
鞍钢集团自动化有限公司姜盛春丢失车辆入厂证，证号：辽
C1W731声明作废。
房汉刚丢失档案托管手册，证号：西失68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