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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娘，这个牛肉你多
吃点”“今天的水果羹我用
了丰水梨和红心火龙果，加
了蜂蜜，挺爽口的，你试
试”“我给你剥个虾吧”……
昨天晚餐时，47岁的李爱
军一直给母亲布菜，希望母
亲能多吃点。

桌上放着白灼虾、蒜苔
牛肉、水果羹和开洋炒豆
芽。每一餐，他总是等母亲
吃得差不多了才动筷，这样
母亲就可以先选爱吃的
菜。2年，700多天，47岁
的李爱军用不重样的晚餐
“告诉”88岁的母亲：“你养
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从厨
房“小白”到朋友圈的“厨
神”，他唯一的动力是——
让母亲吃得好点，健康点。

黑胡椒牛排、牛肉虾皮蒸鸭蛋、清蒸鳗鱼、油爆虾
……李爱军在朋友圈和微信里记录着给母亲做的一餐
一饭。不像美食博主记录的菜照那样光线明亮、摆盘
精致、生动诱人，却有浓浓的家常味道。

“听你朋友说，2年来你给母亲做的菜都不重样？”
记者问。

“是的，换着花样吃，老娘的胃口好些，营养会均衡
点。”他笑着说，两年来，自己也有“黔驴技穷”的时候，
就上网查，打电话问朋友，在微信朋友圈求助。

鱼腥草炒牛肉这样的搭配，母亲喜欢，他很开心；
毛豆用香料和盐文火慢炖到软烂，母亲吃了一盘，他很
有成就感；母亲爱吃虾，油爆虾成了他的拿手菜；母亲
没吃过莲雾，他买了越南、泰国、海南、台湾等产地的莲
雾，请母亲品尝……李爱军说：“我的美食评委就是母
亲一个人，她吃得好，就是好。”

老母亲是怎么回应的呢？88岁的老人笑眯眯地
说：“儿子做的啥饭都好吃。”

“一定要让母亲吃得开心”

“尽孝要趁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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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军为母亲剥虾李爱军为母亲剥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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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早5点10分，李爱军的闹钟响了。
电饭煲里煮着杂粮粥，原料有小黄米、绿

小米、玉米粒、高粱米、黑米、黑麦、藜麦等。5
点半，音乐响起，提示粥做好了。李爱军又按
了一遍煮粥按键，才出门跑步。

“我妈年纪大，喜欢吃粘稠绵软的粥。电
饭锅煮两遍的粥，我妈爱喝，煮一遍不爱喝。”

2年前，李爱军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厨房“小
白”，再早些时候连粥也不会熬。但自从把当
时86岁的老母亲从河南老家接到宁波照顾后，
每天给母亲做菜成了对他来说最要紧的事。

6点半晨练结束，李爱军去买菜，挑选了一
块肥瘦相间的牛肉，还有鸭蛋、包菜、蒜苔等。
回到家，粥煮好了，他又忙着把咸鸭蛋、葡萄干
小面包放在桌子上。

8点出门上班前，母亲还没起床，他轻轻关
上了房门。

中午11点半一下班，他就往家里赶。

“我妈年纪大，有点老年痴呆症，不回去
我不放心。”半个小时后到家，给母亲煮了饺
子，看着她吃完，李爱军收拾好碗筷，匆匆
回单位。

晚上下班后，他赶紧回家，洗菜、切菜、做
饭。厨房很热，汗流浃背，他也顾不得擦一把。

“我也没做什么，这就是普通的一天。”李
爱军这样“普通的一天”，从2015年7月10日
把母亲从河南老家接到宁波同住开始。

以前他很少买菜，偶然买点熟食或盒装的
净菜回家翻炒下，现在一周至少要去5次菜场
或超市，只为让母亲吃点新鲜的；以前基本在外
面吃，现在给母亲准备一天餐食是最重要的事
情；以前和物流群的朋友讨论专业的国际物流问
题，现在更多的是分享健康、养生及厨艺。朋友
圈里，李爱军记录的往往是母亲今天早饭吃了两
个荷包蛋，母亲很爱今天的牛奶蜂蜜拌百香果，
母亲说吃虾太麻烦……

李爱军在宁波一家物联网公司国际业务
部工作，工作很忙，之前经常要工作到凌晨。
可他还是坚持把母亲从河南老家接到宁波来
照顾。

“我上面还有3个姐姐，1个哥哥，我是家中
的老小。以前，母亲在河南老家，由姐姐哥哥照
顾。现在，他们有的年纪大了，有的身体不太
好。我不能因为离得远，就推卸责任。”李爱军
说服了母亲和哥哥姐姐，把母亲接到了宁波。

他说，2001年，自己还在上海工作时，父母
来上海小住过一段时间，他们曾说起南方气候
湿润、适合养老。可当时，自己并没有这样的
条件。

“2014年6月，我父亲走了，很突然。父亲
病危时老家打电话来，我买机票、火车票，时间
都不合适，就匆匆忙忙开车回去，还是没见上

父亲最后一面，这是我永远的遗憾，一辈子都
弥补不了。”李爱军说，从那时起，自己就想着
要把母亲接到身边来好好照顾，不再给自己留
遗憾了。

和很多新宁波人一样，李爱军说，自己从
高中毕业、外出求学开始，就很少和父母生活
在一起。工作后，每年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
只有10来天，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把母亲接到宁波，我最担心的是她水土
不服。南北差异大，老年人适应性又差些。我
就想着，一定要让她吃好，吃得健康，这样才
好。”

前几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喜悦之情跃
然其上——“在这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老娘没
有水土不服过，没有感冒发烧过，开启了‘返老
还童’模式。”

“电饭煲煮两遍，粥才绵软，我妈爱喝！”

“把母亲接来照顾，不再给自己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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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累吗？”很多人这样问他。
“累是肯定累的，但父母也是累死累活我们带大的

呀。尽孝要趁早，‘子欲养而亲不待’才是最大的遗
憾。我就想，像母亲带我长大一样陪着她老。”李爱军
算过，母亲来宁波后，每天买菜、做饭、照顾母亲至少要
花3至5个小时。下班后，自己几乎没有娱乐和应酬的
时间了。草根汇物流群十多年的群友要聚会，从事多
年专业国际物流工作的李爱军以往都会去参加，母亲
来了后就没参加了，他回复：“老娘在，不远行。”

草根汇物流社群的朋友“多多”花了很长时间整理
李爱军的“不重样晚餐”，她形容：“从这天起，‘舌尖上
的老娘’就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旅程！励志鸡汤伴着美
食，甜进老母亲的心房，暖过四季的轮回！”

群里很多朋友都看到“泪目”，表示被“震慑住”
了。有人留言：“把我一个大男人都看哭了。老娘在，
不远行，佩服，点赞。”

有人说：“想着老家的父母，太惭愧。” 记者 王颖

菜可以上桌了菜可以上桌了。。李爱军在厨房忙碌李爱军在厨房忙碌。。 丰盛的晚餐丰盛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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