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端午
□宋千寻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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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
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
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阎友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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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血铸就的爱

□马亚伟 文/图

短信里的
父爱

■家庭相册

■工友情怀

回首曾经的人生历程， 我觉
得自己是幸运的。 在学生时代，
我幸运地成为当时当地百里内唯
一的大学生； 当别人纠结于屡次
投稿却久久未能发表处女作时，
我幸运地第一次投稿就在国家级
报刊发表； 尤其是别人的血型只
是普通的O型或者是A型、 B型、
AB型， 我却幸运的是Rh阴性血
型———俗称 “熊猫血” 的拥有者
……

我是在 1999年知道自己是
Rh阴性血的 。 那年也是我第一
次献血。 记得当时是单位组织集
体献血活动， 我既激动又紧张，
激动的是因为自己的血液很珍
贵， 可以救同样是稀有血型的兄
弟姐妹， 紧张的是因为这种血型
的人很少， 万一以后自己需要用
血可怎么办？

输血完毕后， 市血站的工作
人员告诉我， 整个市里登记在册
的稀有血型共有9例，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 一语惊醒梦中
人。 此后， 我的无偿献血之路就
一直没有间断过。 16年来， 无论
是主动献血还是充当 “应急队
员”， 我都是随叫随到。

我清楚地知道， 每次接到献
血通知， 都意味着有一个病人急
需我的血救命， 这可是人命关天
的大事。 献了那么多次血， 我也
不知道我的血究竟给了谁。 只有
一次， 我知道自己的血救治了一
位来自邻镇的烧伤病人。

那天， 我正准备吃晚饭， 突
然接到血站的电话， 说有紧急情
况， 让我做好献血准备。 当时妻
子正好炖了排骨 ， 已经端上餐
桌， 我抱歉地对妻子说： “对不
起 ， 老婆 ， 来不及吃你的好菜
了， 我得抓紧去血站一趟。” 妻
子担心我没吃晚饭就献血身体会
吃不消， 便陪我一起去了血站。

到了血站我们才知道， 一位
Rh阴性血型的烧伤病人危在旦

夕， 急需输血救命。 护士们争分
夺秒采集化验。 随后， 我体内的
400毫升鲜血顺着输血管一滴一
滴流进病人的体内。 由于空腹，
我虽然有一些晕眩恶心， 心里却
很欣慰， 很自豪， 因为我又救了
一个人。

16年过去了， 我总共献出近
6000毫升鲜血， 已经超过了身高
1.69米的我血液的总量。 我很自
豪和欣慰。

今年春天， 市中心血站为无
偿献血者举行隆重的颁奖大会。
我荣幸地得知， 荣获 “2015年度
Rh阴性血献血标兵 ” 荣誉的我
即将上台领奖。 当晚， 妻子和孩
子早早守在电视机前准备一睹我
披红挂彩走上领奖台的光辉形
象。 但新闻播出以后， 她们在领
奖人中却没有发现我的身影。

原来 ， 我去参加颁奖大会
时， 在签到处碰到负责签到的血
站护士。 护士说医院打来电话急
需Rh阴性血 ， 我立马赶到医院
献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等我走进会场时， 颁奖这个环节
已经过去了。 面对妻女失望的表
情， 我笑着说： “献血又不是为
了上台领奖， 只要想到我的血液
在别人的身体里流淌， 让另一个
人获得健康， 拥有幸福， 我就非
常开心了。”

尽管妻子和孩子非常遗憾，
但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 当
我和平时一样走进办公大楼， 迎
接我的是领导和同事熟悉的笑脸
和散发着迷人芳香的鲜花， 最令
我感动的，还是大红条幅上的“阎
友新，我们为你骄傲”几个大字。

面对大家诚挚的笑容， 我发
自内心地笑了 。 我虽然不善言
谈， 但我愿意用实际行动告诉大
家， 虽然我们的血型是世间稀有
的 “熊猫” 血， 但我们的爱心并
不稀有。 血浓于水， 大爱无疆。

父亲一直不会用手机发短
信。 直到有一年春节， 我例行公
事给手机上所有的好友发短信。
手机电话本上， “爸爸” 和朋友
“宝铃” 按照音序紧挨着。 忙乱
中， 我竟然把发给宝铃的短信发
给了父亲。 短信内容是转的， 末
尾加上一句 “祝你春节愉快”。

当时我并不知道发错了短
信。 半天后， 父亲回了短信， 我
顿感惭愧无比， 如果不是错发短
信， 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给父
亲发个短信问候的。 后来听母亲
说， 父亲收到我的短信 ， 高兴
得不得了 ， 赶紧去邻居家跟二
红学发短信。 父亲年纪大了， 学
发短信很吃力。 母亲说， 二红见
了她还开玩笑说， 没见过这么笨
的人。

自从父亲学会了发短信， 而
且知道发短信仅用一毛钱后， 就
经常给我发。 父亲初中毕业， 也

算识文断字， 但这么多年， 认识
的字丢了很多， 再加上发短信时
选字很麻烦， 所以他的短信常会
有错别字。 标点也不会用， 他发
的短信我要自己 “断句”。

“你妈包了交 （饺 ） 子回来
吃吧” “草梅 （莓） 熟了你们回
来吧 ”， 每每收到父亲的短信 ，
我都会稍稍矫正一下， 然后心领
神会地笑笑， 有时还会回短信帮
他纠正。 那一刻， 我觉得父亲像
一个稚拙而用心的孩子， 心里不
由涌起一阵温暖。 想起小时候，
父亲手把手教我学这学那 ， 现
在， 我可以教他了。 爱， 就这样
在父女之间传递着。

去年有一段时间， 我在家病
休了半个月。 那半个月， 只能卧
床养病， 实在是难熬。 父亲每天
都会发好几个短信给我。 “今天
别忘了喝鸡汤” “不要总躺着看
书对眼不好” “给你买了个小收

音机让小力捎去了解解闷” ……
半个月的时间， 父亲给我发了七
八十条短信。 我在那段难熬的日
子里， 感受到了温馨的父爱。 那
几天里， 我看电视正好看到一个
明星访谈节目， 电视上的女明星
说：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个男人
不会背叛你， 一个是父亲， 一个
是儿子。 我深以为然 ， 忍不住
拿 出 手 机 给 父 亲 发 了 一 个 短
信 ： “ 爸 爸 ， 谢 谢 您 ！ 我 爱
您！” 这样的话， 平时是无论如
何也说不出口的。 我能想象， 父
亲收到短信， 一定是盯着短信，
久久沉默着。

说实话， 父爱一直是被我忽
略的。 很多年里， 父亲把爱藏在
心里， 不善表露。 难得生活中有
这样一段时间 ， 可以让心静下
来， 静静地品味父爱。 原来， 父
亲的爱一直都在， 在短信里， 在
离你最近的地方。

我回家， 母亲告诉我： “你
爸现在把发短信当个正事似的，
一有空就对着手机琢磨。” 母亲
说的时候， 一脸醋意， 因为她不
会发短信。 父亲短信里的 “你妈
说”， 都是她吵着要父亲加上的。
我明白， 父母把手机当做了风筝
的线， 他们把女儿放飞了， 把线
牢牢地攥在手里， 他们就踏实和
满足了。 短信， 成了他们的一种
寄托。

父亲的短信， 我依然时常收
到。 短信很短， 几乎没有超过二
十个字的。 但是我知道， 这短短
的短信里， 是父亲长长的爱。

在我们老家这里， 早年间把
端午节叫做 “五月节”。 没有人
去告诉孩子们为什么叫做 “五月
节”， 都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
的， 孩子们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大
人的脚步走着。 直到我们都上了
学， 在书本上知道了屈原， 才知
道这个节日是用来纪念他的， 五
月节原来叫做端午节。

我家乡的端午节， 家家户户
不是包粽子吃粽子。 而是母亲会
在端午节这一天早早地煮上一锅
鸡蛋鸭蛋鹅蛋， 给我们这些馋猴
一样的孩子过节。

那年端午节 ， 父亲刚刚去
世， 家里愁云惨淡， 我们也没有
了往年欢快的情绪， 唯恐刺激到
母亲的泪腺， 让她哭个没完。 待
到那天我们醒来时， 母亲已经采

回了艾蒿， 坐在灶台旁， 边烧火
边叠着葫芦， 叠好的葫芦， 系在
艾蒿根部， 挂在房檐上， 葫芦随
风轻轻地荡着 ， 我们也露出笑
容 ， 欢快的起床 ， 叠被子 ， 喂
鸡， 放桌子， 各做各的事情。

然后母亲像往年一样给孩子
们 “分蛋”。 每人鸡蛋几个， 鸭
蛋几个， 鹅蛋又几个。 我们每个
人的小网袋能分到六七个蛋， 够
一天的吃食。 母亲则把鸡蛋打进
蔬菜面条里， 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上浮着白藕一样的荷包蛋， 几粒
葱花， 一小撮香菜， 喷香扑鼻。

母亲多做出了一碗， 默默地
放在父亲的遗像前， 转过身对我
们笑着说： “你爸， 最爱吃妈做
的荷包蛋， 这是他去世的第一个
端午节， 我们带着这个老家伙再

过一年， 要不你爸非馋死不可。”
最小的妹妹把自己的鸡蛋放在爸
爸遗像前一个， “爸最疼我了，
我也给爸一个。” 我们几个也都
把自己分到的蛋拿出来一个， 放
在父亲遗像前， 妈妈转过身去擦
了眼泪， 拍着我们的头让我们快
吃， 一会还要去采艾蒿， 留着夏
天驱蚊用， 也顺便给后院的王寡
妇王奶奶送一些去应应节气， 再
捎去几个鸡蛋。

我们在母亲的吩咐声中， 噼
里啪啦地在桌子上敲着鸡蛋， 淘
气的二哥每年都是用我的头碎
蛋，然后兄弟姐妹几个，相互用蛋
敲头的嬉闹声，填充了整个屋子。

平时母亲舍不得这样浪费鸡
鸭鹅蛋， 通通拿到集市上卖了，
换些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
品。 可是到了节日， 每个母亲都
会努力让自己家的娃放开肚子吃
上一顿。

尤其隔壁的小武， 每年第一
个把分的蛋吃没， 然后眼巴巴滴
看着其他孩子们手里的鸡 蛋 鸭
蛋 ， 馋 得 口 水 横 流 。 午 睡 的
梦话里一个劲叨咕： “我的鸡蛋
呢， 我的鸡蛋呢， 二丫， 给我一
个呗……” 成为多年后， 我们打
趣他的话题。

母亲在父亲去世后， 坚强地
撑起这个家， 打理我们兄妹几个
的生活。 多年后， 回想起那一幕
都心疼母亲， 三十岁的女人， 用
肩膀挑起一众儿女， 让每一个端
午节， 每一个日子都饱满发亮，
那是多么伟大的母爱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