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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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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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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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暖夕阳
□刘希 文/图

母亲小时候读过几年书， 学
校赶上 “科技学大寨” 那几年，
劳动多于上课时间， 外公说， 在
哪都是干活， 不如回家来劳动，
还能赚点口粮， 一个丫头读那么
多书有啥用， 早晚还是要嫁人。
于是母亲放弃了书本， 拿起了锄
头， 一拿就是一辈子。

十七岁嫁给清贫的父亲后 ，
母亲操持起了所有的家务， 父亲

离家几十里地去上工， 母亲就一
个人伺候婆婆养育孩子。 每天天
没亮起床梳妆打扮， 点火生炊，
从来不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大家的
视野里。 然后去鸡窝鸭棚盘点牲
畜， 若是发现邻居鸡鸭一不小心
借宿我家， 立刻第一时间逮了遣
送回 “邻国”， 或者吆喝邻居来
认领， 捎带着把昨夜产在这里的
那枚蛋也让邻居拿回去 。 母亲
说， 做人贪小利， 永远都会吃大
亏， 行得正， 睡得才安稳。 然后
扛起锄头， 戴着斗笠， 走进那片
绿色的庄稼中 ， 迎着风 ， 顶着
雨， 忙碌一家人的生计。

农忙时， 母亲会在大清晨唤
醒我们， 放水给稻田灌溉。 母亲
起得早， 可是有些人家怕抢不到
水， 在前一天晚上就把铁锨或者

镐头放在水渠边 “占位”。 平时
的田地劳作中， 因为锄耙交错，
很多人家因为土地被人挖去一厘
或抢一道水而大动干戈， 但在这
个问题上， 母亲从没因为这事和
村里人发生过争吵， 总是掘开口
子， 把占位的人家稻田的水蓄满
了， 再灌溉自己家的。 所以母亲
在村里享有很好的声誉。

小时候家里来了无论是怎样
的客人， 讨债的还钱的， 穷亲的
贵戚的， 母亲一律以笑脸和热情
相待， 把平时都舍不得吃的细粮
和鸡蛋拿出来招待客人。 有时家
门外来了个乞丐， 尽管家中餐量
非常拮据， 还是要我们分享一碗
出去 ， 母亲总说 : “人如果不是
活到没法活的程度， 绝不会去当
乞丐的。”

那时我们调皮， 经常和邻里
伙伴追逐打闹， 其中难免会出现
一些摩擦， 不是这个哭了， 就是
那个跑回家告状。 每当发生这事
时， 有些孩子的家长就会瞪大着
眼骂我们， 为自家的孩子撑腰。
母亲从来没这样过。 一看到我们
跟别人吵架， 首先想到的大概是
教养问题 。 会笑着先跟对方道
歉， 然后把我们召唤回家， 严厉
地批评我们， 说如果没有容人之
量， 将来不会成就大事。

这就是我黑土地上的母亲 ，
她的这些品质， 都慢慢渗入到了
我们的血液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我们， 让我们能以从容淡定的
心态过俗世的生活。

如此看来， 我那普通的母亲
呀， 又是何等的不普通。

■家庭相册

爸又跑到小区物业找了一份
工作。 干什么呢？ 当保洁员。

这保洁员一个月工资只有
1200元， 又脏又累的， 值得吗 ？
我打通了父亲的电话， 但是他还
没有听到一句就挂了。 再打， 再
挂， 最后， 他干脆把手机关了。

父亲一辈子在田地间忙碌 。
他那腰间盘突出， 小腿静脉曲张
之类的病都是累出来的。 每次，
父亲的腰间盘突出发作， 我们的
心都揪了起来。 白天， 有事情忙
着， 他还好些。 一到晚上， 在床
上不管是平躺着， 还是侧卧着，
都痛得脸形扭曲， 整个人缩成了
一团。看着父亲那么痛苦，我们就
反复给他念叨医生的嘱咐， 不要
干重活， 少操劳。 父亲嘴上答应
着，但是转过身，就又忙着自己的
事情去了———你找他的时候 ，他
在地里已经忙一个多时辰了。

父亲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农民
一样， 一生都在田地里劳碌。 每
天 ， 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养家糊
口。 为了避免超支， 他总是拣脏
活累活干， 炸石、 挑沙、 砍山，
背树……哪里最挣钱， 父亲就出
现在哪里。 农闲时候， 为了能盖
一间比别人高大气派的房子， 他
又钻到窑里， 打砖、 砍柴、 烧砖

瓦。 一年到头， 父亲就像陀螺一
样， 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

一个人只有一个精神。 这是
母亲常劝父亲的话， 但是却从来
没有经过父亲的耳朵。 我就亲眼
看到父亲在给棉花除虫的时候，
农药中毒被送进了医院。 可是一
出医院，他就又出现在田地里，拉
他回去休息，他就是倔着不愿意。

父亲或许就是操劳的命。 他
有事情做， 什么病痛， 你都看不
见了。 一旦下雨下雪， 他就浑身
不舒服， 坐立不安———腿疼、 牙
疼、 腰疼什么的一齐来了。

去年， 家里的土地全部被人
承包了。 家里呆着， 再也没有什

么事情做了。 我好说歹说， 他才
和母亲怏怏地来到城里。

母亲很快和周围的人打成了
一片， 经常跟着那些老姐妹去看
看戏，散散步，但是父亲坐在家里
始终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老这样耗着， 好人也会熬出
病来。 于是， 弟弟给他找了一份
保安的工作。 他干了还没有一个
月就被人退了回来———有人投诉
他年龄太大，形象不雅。什么形象
不雅呢，父亲因为腰间盘突出，腰
哈着，还得用手撑着， 走路一扭
一扭的， 就像只笨拙的企鹅。

工作也找过了， 他应该服老
了吧。 我们心里这样想着， 劝他

也像母亲一样去享受享受生活。
但是，他就是拧不过弯来。这还没
有几天呢， 他自己又找到了物业
那里，接下了保洁员的工作。

“这保洁工作不好做 ， 又脏
又累。” “再脏再累， 有农村累
吗？” “工作干不好， 还要被人
投诉， 扣工资。” “这是自己的
事情， 没做好， 扣钱不应该吗？”
“你这样急着找事情做， 是怕我
们养不起你吗？ 你做这工作？ 孝
不孝顺， 别人看着呢。” “这工
作咋啦， 我是靠双手吃饭。” 我
还想找其他的理由， 但是还能有
什么理由去阻止他呢？

一连几天 ， 他风里来雨里
去， 再也没有时间呆在家里了。
回来之后， 他再也不喊累了， 嘴
里不时还哼上几句黄梅小调。 我
这才放下心来。

那天，物业给了他三天假，一
家人才坐下来好好地吃了一顿
饭。 那天，他很高兴，喝了不少的
酒，醉了。 我把他扶上床，给他盖
上被子，他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
“我这个当父亲的， 没有钱给你。
现在，城里生活不容易，房子贵，
生活累。我干一点是一点，也算分
担点。 ”望着白发苍苍、佝偻如虾
的父亲，我的泪再也止不住了。

□章中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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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李职贤 文/图

喜迁新居， 屋后有个几十平
方米的小花园， 母亲把半人高的
杂草通通铲除、 晒干， 一把火烧
掉， 将灰烬堆在空地一角备用，
把地翻了一遍， 晒上几天， 然后
平整。 再买来几棵木瓜秧， 种在
空地周围， 接着买来玫瑰、 夜来
香、 丁香、 茉莉、 桂花等盆栽的
花卉， 移植到花园里， 用灰烬作
为肥料， 施在花草的根部。

母亲每天一早起来， 吃完早
餐， 迫不及待地来到后花园， 给
花草除虫、 摘除枯叶、 浇水、 施
肥， 像个辛勤而尽职的园丁。 很
快， 花园里一片姹紫嫣红。 各种
颜色的玫瑰花吐露着馥郁的芳
菲， 饱满的花蕾， 像一张张婴儿
的笑脸； 星星点点的桂花， 一丛
丛 、 一簇簇 ， 点缀着婆娑的枝

叶； 夜来香开满一排排小喇叭似
的花束， 到了晚上， 所有花束一
齐张开 ， 飘 散 出 幽 微 的 馨 香
……

在母亲的精心伺弄下 ， 所
有 花 花 草 草 都 很 争 气 ， 此 谢
彼 开 ， 花期绵绵 ， 开了一茬又
一茬。 母亲将即将凋零的花瓣摘
下来， 晒干， 就这样， 我们就可
以喝上原汁原味的各种花茶。 为
了全天候可以享受到花香的味

道， 我们把窗户全部打开， 任由
花香从窗户飘进来， 枕着花香入
眠， 心情格外芬芳和恬淡。

一些朋友来访， 无不喜欢到
花园里留连和赞叹一番。 后来，
我们在花园旁边摆上一张小茶几，
装上一把遮阳伞， 朋友来了， 一边品着
花茶， 一边欣赏花草， 放空心灵， 畅享
超然尘世的那份惬意与自在。

最值得称道的是， 种花之前，
可能由于母亲的日子过得过于安

逸， 运动量太少， 身体小毛病不断，
自从爱上 “拈花惹草” 之后， 母
亲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 以前常
患的小毛病奇迹地消失了。

这是一家人的心灵花园， 归
根到底， 是母亲的心灵花园， 她
每天围着这些花草打转， 爱它们
如同爱自己， 洒下的是汗水， 收
获的是快乐和健康， 而对于一家
人来说， 品尝的不是果实或花之
馔， 而且是深沉的母爱。

■青春岁月

这段时间， 每次晚饭后在小
区里锻炼， 我都会碰到一个精神
矍铄的老太太， 正和一个十岁左
右的小男孩玩得起劲儿， 有时候
是拼图比赛， 有时候是玩跳棋。
我心里纳闷， 这孩子难道找不到
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了吗？ 也不
让奶奶好好休息一下， 这孩子的
父母干吗去了？

那天我路过时， 听见小男孩
爽朗的笑声： “欧耶！ 我赢啦！”
然后就听见老太太不依不饶的声
音： “不行！ 不行！ 再来一盘，
我一定要赢你！” 这声音完全像
个耍赖的小孩子。 我不由得转身
凑上前去， 想看个究竟。

原来他们正在玩拼图。 这一
盘， 老奶奶手脚特别麻利， 很快
就赢了小男孩， 她也学着小男孩
的样子， 举起两个手指头， 站起
来摆了一个POSE： “欧耶 ！ 我
赢啦！” 看着她那么得意， 小男
孩却不恼， 称赞道： “奶奶， 您
真厉害， 我又输给您了。” 老奶
奶大言不惭地回答 ： “那是当
然 ， 我吃的盐可比你吃的饭还
多， 哪能输给你这毛头小子！”

趁老奶奶去小卖部的间隙，
我好奇地问： “小朋友， 这是你
教奶奶的吗？ 真棒！” 小男孩却
撇了撇嘴说： “哪能轮到我教奶
奶， 她会的东西可多啦！ 拼图、
折 纸 、 吹 泡 泡 糖 ， 都 比 我 厉
害 多 了 。 对了 ， 告诉你 ， 你可
别告诉别人。” 他附在我耳边小
声地说： “我奶奶比我还爱玩，
前些日子， 我爸买了一个平板电
脑给我， 里面有好多游戏， 奶奶
还抢着跟我玩。”

小男孩眉飞色舞地跟我描述
老奶奶着迷的情形， 正说着， 老
奶奶举着几个棉花糖快步走了过
来， 她看到我们， 笑得很开心。
一人发一个， 发完后还剩两个，
老奶奶毫不客气地在两个棉花糖
上都咬了一口， 然后对孙子说：
“这下看你还跟我争不争！” 说完
哈哈大笑。

我们被老奶奶调皮的样子逗
笑了 ， 我问她 ： “您多大岁数
了？” 她咧嘴笑着说： “保密！”
小男孩凑到我耳边说： “奶奶今
年78岁了， 看不出来吧。” 我惊
讶地张大了嘴巴。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老
人之所以这么健康快乐， 完全是
因为自己有颗不老的童心。 童心
是不老药，有童心的人永远年轻。

父亲
打工

黑土地上的老母亲
□依米 文/图

心灵后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