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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中
秋节，上午11点半左右，聊城茌平
小孙庄村的一处胡同内摆放着几
张圆形大桌，每张圆桌前都坐着五
六名老人正在包饺子，递面皮、夹
馅、拉家常，老人们的脸上带着笑
容忙得不亦乐乎。这些老人将在饺
子宴上集体度过中秋佳节。

“我们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
要举办饺子宴，周边50多个村的父
老乡亲都有人来，还有一些是外县
的。”说话的是饺子宴的发起人、小
孙庄村村民孙敬民。今年50岁的孙
敬民从2017年12月份开始每月定
期举办饺子宴，到今年中秋节正巧
是第19次饺子宴，每次来参加饺子
宴的人都在百人左右，最多的一次

甚至达到了近300人，村里的马路
上都安置有吃饺子的人。

“这次参加饺子宴的人比平时
少，因为很多人都回家过节了。虽然
人少，但这次饺子宴比平时更有必
要，越是这个时候，来到这的老人越
需要照顾。”孙敬民说，村里一些家
庭的孩子有自己的工作，有的时候
可能没时间回来陪老人，这样很多
老人可能会感觉孤独，还有一些是
孤寡老人，他们身边没有孩子。越到
了过节的时候越感到孤单，在这里
包饺子、吃饺子，可以和其他的老人
一块度过团圆的日子。

孙敬民说，早些年前他便有帮助
人的想法，后来2017年自己在村里创
办了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场所，饺子宴便是这个场所活动重要
的组成部分。孙敬民回忆说，饺子宴
刚刚创办时并不容易，当时，为让更
多的人知道饺子宴、参与饺子宴，他
自己驱车走遍了小孙庄周边20多个
自然村，对每个村的村干部进行动
员，请他们转告各自的村民小孙庄有
免费的饺子宴。但没想到，正是这个
免费让很多人对饺子宴“望而却步”。

“他可能是卖东西的”“吃了就收你
钱，不能上当”，质疑声随之而来。

孙敬民没有理会这些声音，他一
边继续动员村干部，一边又请来了秧
歌队在饺子宴举办的地方表演。“老
农民都喜欢听戏，一听有戏都过来
了。”从一开始就参加饺子宴的74岁
的师大爷说道。师大爷说，后来一传
十、十传百，最后很多人都来了。

人多了，饺子宴上的管理也复
杂了。孙敬民说，为了服务好，他和
义工们一起明确了每个人的工作
职责。饺子宴前先统计估算人数，
根据估算的人数再来决定和多少
面、剁多少馅，但毕竟是估算，为了
不浪费粮食，他们一般会在估算的
人数上再减去20人的量，每次煮出
来的饺子先尽着饺子宴上的老人
吃，剩下的他再和义工们吃。

“我办饺子宴，很多老人也让我
感动。”孙敬民说，距离小孙庄十五
六里地的大吴村有个69岁的路大
娘，这位路大娘经常来吃饺子，后来
路大娘和她村上的另外几个差不多
年龄的老人共8人组成了一个小组，
在吃饺子宴的地方为大家表演健身
操。尽管动作并不复杂，但8个上了
年纪的老人还是在6月份炎热的季
节里练习了半个月。“表演时衣服都
湿透了。”孙敬民回忆说。

饺饺子子宴宴，，5500个个村村的的老老人人都都来来吃吃
聊城一村民发起，每个月初一十五都举办

孙敬民将水饺端到老人面前。由他发起的饺子宴，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都会举办一次。

志愿者正在一口大锅里煮水饺。

■花好月圆·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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