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越剧、旗袍秀⋯⋯昨天上午，杭州小河

社区阳光老人家好不热闹，小河街道第 31 届“小

河之春”群众文化艺术节暨小河社区第 20 届重阳

宴活动在这里举行。

文艺演出专场全部由小河本土文艺团队带

来，9 个自编自导的节目，除传统歌舞外，还有单

簧管演奏、响扇、越剧等专业演出。这些节目，都

是在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的基础上，由社区各个

文体团队自发推荐组织的。

重阳宴连吃20年，相当闹猛
许多年事已高不太出门的老人也下楼，“能和老邻居们聊聊天，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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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潘爱婷就把 300 张早餐券，送到九

莲社区办公室，希望社区分发到小区的老人们

手中。早餐券里，包含一份煎包（5 只），一杯热

豆浆。如果当天豆浆卖完或是老人不爱喝豆

浆，可以换成白粥、黑米粥、豆腐脑。“请收下，祝

我 们 小 区 的 老 人 们 重 阳 节 快 乐 ，个 个 身 体 健

康！”她说。

这也是社区第 4 年收到的爱心委托，对于潘

爱婷，社区再熟悉不过了，她是居民、是商家、更是

志愿者⋯⋯

问起连续数年送早餐券的初心，潘大姐有些

腼腆：“我们社区一直很关心关爱老人，我也是尽

自己的力量献一点爱心，让老人们在重阳节开心

开心，顺便还能给我们店提提意见。”

潘大姐是地地道道杭州人，以前在一家单位

做销售。单位在九莲社区分了房，她一住就是30

几年。1997 年退休后，热心肠的她闲不住，主动

向社区申请，当起了楼道长。

开早餐店也是一种巧合。

“当时和邻居们聊天，经常谈起周边的中式早

点太少了，老年人吃不惯，我就琢磨着，要不自个

儿开个早餐店，让老人们能吃得落胃。”

于是，4 年前，潘大姐在文三路 342 号，开起

了早餐店，取名“何太急鲜肉生煎”。店里人气最

旺的就是煎包和煎饺。

“东西要好吃，首先食材要新鲜，我用的是后

腿全精肉，加上一定比例的膘油，还有调料配方，

具体的比例不能说，这是我的秘诀。”潘大姐笑眯

眯地说。

还有老年人喜欢口感软的，所以用发酵的面

团做煎包。年轻人喜欢有嚼劲的，我就用不发酵

的面团做煎饺。趁着热乎气儿，咬上一口，里面的

汤汁不少呢。不仅社区居民来吃，不少周边的小

白领也专门过来吃。

那一天能卖多少只呢？潘大姐也没计算过，

只记得每天要用20斤面粉，20斤肉。店里的1个

大锅，3 个小锅，满满当当放上煎包煎饺，能有

280 只。

“看着他们爱吃，我就高兴！”潘爱婷印象深刻

的是，前几天有一个姑娘大老远地从采荷开车过

来，美滋滋品尝完，还打包了不少回去，说要分享

给朋友。

“真的很好吃的。”居民刘秋月阿姨说，“我女

儿住在滨江，每次我要过去，她就让我打包30只，

我都是拿着保温桶过来装的。”她不住地夸赞，潘

爱婷人很好，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给社区老人送早

餐券。去年因为疫情中断了一年，今年大家又拿

到券了，真的很感动。

“虽然东西不多，但是心意很浓。阿潘还是我

们社区巡逻队的志愿者，店里不忙的时候，她就穿

着红马甲在平安巡逻。”

没卖完的食物怎么办？

晚上8点左右，店内开始收拾歇业，潘爱婷总

会将食物送给环卫工人。点滴的善意和举动，温

暖着周边的人。

这么一家小小店铺，在四年里送出了6000只

煎包，1500杯热豆浆。

小店爱心送4年
实在温暖
5个煎包一杯豆浆，重阳节送出300份早餐
老人们吃得落胃，是店主潘大姐最开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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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与艺术

节拥有一样长久生命力的，要数辖区老人们每年

都期盼的那场重阳宴，那是社区已延续了20年的

一项老传统。

昨天本报报道过，20 年前，来自黑龙江的戴

玉宝在杭州开饭店，他找到了当时小河社区的书

记，提出了想请当地老人在重阳节吃饭的想法，由

此开启了一年一度的“重阳宴”。

这一坚持，就是 20 年。尽管后来将饭店转

让，他也要求接任者继续这一传统。

昨天，戴玉宝也赶到了现场，与老朋友们寒暄

聊天，并带来了他与饭店接任老板陈雄一起准备

的重阳宴菜肴和饭后水果。由于疫情影响，今年

的重阳宴，跟去年一样，采取盒饭分餐制，虽不及

往年十六道菜那般丰盛，但鲜美地道的口味还是

获得了老人们一致好评。

“腿脚不太好，平时除非去医院看病，我一般

都不下楼的。”曹雪华今年 85 岁，家住广兴新村。

作为小河社区的老居干，曾为社区服务了 14 年。

“今天重阳宴，特地下楼来和这些老邻居聊聊天，

挺好的！”

“大家也是难得开心开心！”与曹雪华坐在同

一桌的老邻居李忠一起说道，“我今年第四次参加

重阳宴，平时退休在家没事做，社区这种活动好

啊！”

参加小河重阳宴的老人多是相识多年的老邻

居，除了沾沾“久久”的彩头，更重要是能够坐下来

和老伙伴们叙叙旧，这场面用杭州话来说就叫“闹

猛闹猛”。

“以前还没到 80 岁的时候，是我穿着服装到

重阳宴上给老人们打扇子舞表演。”83 岁的省级

劳模汤金媛笑呵呵的，“现在轮到我年纪大了，来

看别人演出了。”

今年为了庆祝重阳宴20周年，小河社区还特

别制作了常青树签到，有70多位老人用五彩印泥

将手印印在常青树上，共同完成常青树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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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重阳佳节。60 来岁的杭州人潘爱婷和两名员工，要像平常一样，早

上 4 点多就起来忙活：和面、拌肉馅、煮茶叶蛋、磨豆浆、包小馄饨⋯⋯每年这个

时候，老人们过节，小店备货都特别精心、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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