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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婆婆找唱友

生在农村， 土豆可是家家户
户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美食， 土
豆便宜方便， 而且美味， 大人小
孩都爱吃。 也许有一天我们离开
了农村， 吃了许多小时候没有吃
过的美味佳肴， 却会忽然很想念
一种味道， 那是来自于农家的味
道， 那味道叫做土豆香。

土豆 ， 一幅灰头土脸的模
样 ， 其貌不扬 ， 却有很大的能
力 。 农家人每天的体能消耗很
大， 要做许多农活， 土豆容易让
人产生饱腹感。 土豆， 伴随了父
辈人的记忆， 一直到我们的生长
发育都离不开。

我小时候， 奶奶有时会把土
豆用糖蒸熟。 我们吃着甜甜糯糯
的， 又热乎又暖心。 做成炒土豆
丝， 可以当菜很下饭。 农家人的
餐桌上 ， 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土
豆， 怎么吃都不腻。

我最爱吃奶奶炒的土豆丝，
土豆这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食

材， 只要经过了她一双巧手的料
理， 便成了我的美味佳肴。

奶奶爱吃土豆， 种土豆的时
候总要带上我们。 我们先把土豆
切开， 然后他们在地里用锄头挖
些坑， 我们便忙活着把土豆一点
点的扔进小坑 ， 然后施一些肥
料， 再把土填起来。 看着它长出

绿油油的苗， 心情也变得十分愉
悦。 然后它开出白色的小花， 小
花凋谢之后却并未结出土豆。

我曾问奶奶： “土豆什么时
候长出来？” 奶奶笑着说： “土
豆是长在土里的。” 那时我才恍
然大悟。 土豆可以说是我见过的
最低调的农作物。

之后， 我有了婆家。 他们要
去种土豆， 我也跟着去， 像小时
候一样种土豆。 我想大概人都是
这样过来的吧！

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一代
人老去， 然后一代人又来接力。
不断耕耘， 只是为了一个崭新的
微笑， 一个明天的希望。 就像这
地里的土豆， 谁能预料它的明天
又会在哪里呢？

回家吃饭， 婆家妈炒了许多
菜。 但当我尝到她炒的土豆丝，
我又想起奶奶。

难忘农家土豆香， 那独属于
农家人的滋味儿。

□何梦洁

难忘农家土豆香

□□王王世世虎虎

温暖的酸汤面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技术明星“大保”

走出校门口， 已经夜里十点
多了。我感到肚子疼痛得厉害，这
才想起来，自己连晚饭都没吃。这
段时间总是这样， 因为要备战下
个月的专业资格考试， 只能临时
抱佛脚每天去学校的自习室里死
啃书本几个小时。

离租住的房子还有一段路，
街上已是一片漆黑和沉寂。 看来
只能回去泡方便面了， 我拖着疲
惫的身体， 一步步向前挪动。 忽
然， 前面一盏昏黄的灯光吸引了
我。 我大喜———竟然还有一个小
吃摊没打烊， 一对中年夫妇正坐
在那里悠闲地聊着天。 我赶紧跑
过去说道：“老板，还有吃的吗？ ”

“有呢，正宗的酸汤面。 ”老板
娘笑着说。“快给我来一大碗。”我
回答道。

很快,面就端上来了。 真是人
间美味啊！面做得真好吃，完全手
工的，汤料也正宗、醇香，油而不
腻。我吃得满头大汗，老板娘不停
地对我道：“慢点吃，不要急。 ”吃
饭的我问道 ：“你们明晚还出摊
吗？ ”老板夫妇俩显然吃了一惊，
面面相觑了一会儿， 老板娘爽朗

地笑：“出啊！ ”
第二天晚上， 我果真又看见

了他们。 夫妇俩像事先准备好了
一样招待我，让我受宠若惊。此后
每天晚上， 我都能吃到热乎乎香
喷喷的酸汤面。 由于那个时段的
顾客不是很多， 有时我也和他们
闲聊几句。

渐渐地，我知道了，夫妇俩是
从农村老家来的， 女儿在隔壁大
学读大四，因为要考研，正在抓紧
最后的时间复习。 夫妇俩心疼女
儿， 便不辞辛苦地来到城里照顾
她。 白天，他们做一些小生意，晚
上便出来卖小吃， 一边赚些生活
费用， 一边等女儿上完自习后亲
手给她做一碗热乎乎的酸汤面。

转眼间， 考试的时间就要到
了。 这天晚上， 我照例收拾好书
包准备离去。 忽然， 一个戴眼镜
的女生在门口拦住了我， 问道：
“你就是那个每天晚上去吃酸汤
面的男生吗？” 我点点头。 看来，
她就是中年夫妇的女儿了。 “同
学，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这么晚
去了， 可以吗？” 女生忽然激动
地说， “我妈有风湿病， 受不了

寒的。” 我一脸疑惑。
“你知道吗？我爸妈是为了我

才出来卖小吃受苦的。上个星期，
我研究生考试已经结束了， 可他
们因为你还继续在晚上出来做生
意，受苦受冻……”女生说。 我这
才恍然大悟：原来，女孩上个星期
就考完试了，可她父母却为了我，
白白多受冻了一个星期。 我夺门
而出，大步流星地跑了出去。

老远， 我又看见了那盏昏黄
的灯光。中年夫妇正守候在那里。
“哟，今天这么早就放学了啊！ ”看
见我来， 老板忙像往常一样戴上
袖套，开始往锅里下面。 “叔叔，您
不要做了。 ”我上前拦住他，哽咽
地说，“叔叔阿姨，我都知道了。真
的很感激您们这些日子对我的关
心和照顾 ， 让我感到了家的温
暖。 ”老板娘刚想解释什么，忽然
看见了后面跟来的女儿。 她沉默
了半晌，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
句话：“都是离家在外的孩子，做
爸妈的哪能不心疼呢？ ”

一句话， 只有这一句话， 凛
冽寒风中， 我良久无语， 已是泪
流满面。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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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七十岁那年， 就开始为
自己倒计时， 常数落， 姥娘姥爷
都未活过八十岁， 她已经七十岁
了， 若是活到他们那个年龄， 还
剩不到十年。 这十年的时间一眨
眼就过， 想到这些， 婆婆脸上的
精气神儿瞬间枯萎， 行动也变得
迟缓 ， 浑身乏力 。 去亲戚家串
门， 超过三楼便打退堂鼓， 说老
了， 爬三层楼梯想想都怕。

婆婆喜欢在小区广场上和几
位老人家坐在一起聊天， 那些老
人有七八十岁的， 还有几位九十
多岁的老寿星， 人上了年纪， 脾
气秉性随着岁月的侵蚀也变得绵
软起来， 婆婆和他们在一起也聊
得开心， 相处融洽。 但每逢有老
人家生病住院或驾鹤西游， 便触
动了婆婆的伤心模式。 “隔壁孙
婆婆今年才七十五， 早上还在一
起说话 ， 晚上就突发心脏病走
了， 人没几天活头， 上了岁数的
人不定哪一天就生病走啦。” 婆
婆这种情绪总要维持好久才能慢
慢消退。

周末那天， 我和先生去附近
公园 “巡视” 了半天， 为婆婆寻
觅到了一处好玩的地方。 公园一
角有个合唱队， 一位六十岁左右
的老先生在拉手风琴， 一圈人围
着他唱歌， 歌声飘荡出满满的欢
乐。 歌唱间隙我和他们攀谈， 他
们中有刚退休的干部， 也有在职
的中年人。 还有一位老人家八十
四岁了， 坐在轮椅上， 每天让她

儿子推她来， 中午再来接走， 下
午再推来这里 “上班”。

老人家说， 她喜欢和 “年轻
人” 在一起唱歌。 虽然她唱得不
怎么在调上， 但却唱走了烦恼，
唱来了好心情。 我和先生都五音
不全， 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 跟
着高声唱了起来。 路上我和先生
商量， 若是让婆婆去公园参加小
合唱队， 她肯定不去， 得想个让
她去的法子。

晚上我和先生故意当着婆婆
的面说起公园合唱队的事情， 先
生说： “看来唱歌能疗伤呀， 那
位 拉 手 风 琴 的 老 先 生 当 年 糖
尿 病 并发症严重 ， 医生要给他
截肢的， 他没有同意， 后来天天
去公园拉手风琴， 风雨无阻， 这
些年下来， 并发症没了， 腿也保
住了。” 我赶紧附和说， 谁说不
是 呢 ， 要 不 那 位 坐 轮 椅 的 老
太 太 能天天坚持去 ， 肯定受益
了， 不然气色能那么好。 婆婆听
我们这么说， 也走了心， 让我陪
她去看看。

现在婆婆已经把去公园唱歌
当成了自己的工作， 风雨无阻，
一口气爬五楼也不觉得累。 那次
我和婆婆逛商场， 婆婆坚持爬楼
梯， 边爬边唱。 我和婆婆比爬楼
梯都甘拜下风。 看来， 人就是活
个精气神儿， 老人家得有几位老
伙伴和小伙伴 ， 更得有点小爱
好。 生活有了色彩和诗意， 人充
实了， 日子便有了奔头。

大保，身材不高，瘦瘦地、皮
肤黑黑的。平时总是少言寡语，十
分的平凡。可说他平凡吧，他又不
平凡。 在大保的单位———公交保
修分公司三厂的车间里， 他可是
个“明星”人物，什么明星？劳动明
星、技术明星，无论多少辛苦的工
作，无论多么难攻克的技术难题，
只要大保一出马， 保证能给你保
质保量的完成。

大家都知道， 保修工作十分
辛苦。马路上飞奔的公交车，车身
是又美丽又干净， 可维修起来却
很辛苦。 车底盘、发电机周围，又
是土又是油。 一个小小的刹车盘
或者刹车钳就九十多斤， 上百斤
的汽车配件也比比皆是。 可大保

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 没偷过一
次懒。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
是寒风刺骨的严冬， 他都在一如
既往的工作。

冬天， 西北风刮到脸上像小
刀刺一般的痛， 而大保为完成一
项碎修工作， 有时要在广场干上
一天，手脚都被冻成了疮，可他没
有一句怨言。

到了夏天， 工作间的温度能
上升到四十摄氏度左右。 特别是
在汽车发动机旁工作， 加上发动

机热量，能达到五十摄氏度以上。
一个小活干下来，都会大汗淋漓。
时间长了，身上都能长出痱子。面
对这样辛苦的工作， 大保的工作
态度一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干一天就得
对得起自己这份职业一天”。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保修工
人， 只有实干、 苦干当然是不够
的，还要有过硬的技术能力。大保
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技术才是企
业的原动力”。 特别是近几年，围

绕车辆清洁环保要求， 集团公司
大力普及清洁能源车。

新能源车在动力结构、 电控
系统方面带来了新的变化。 一些
维修图纸、新的管线接头，很多新
的知识，不知道从何学起。此时的
大保天天拿着一份参考资料，从
新设备的名词学起， 从一个最普
通的电器元件的维修资料看起。

他利用工余时间、节假日，拿
着图纸、 参考书对照着车里的电
器线路走向，一点一点了解。遇到
不懂的技术名词，就查字典。遇到
不懂的问题， 就向厂家技术人员
请教。遇到维修中的难题，他就反
复在实践工作中寻求解决途径。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保通过

自身的努力， 练就了公交车维修
的好本领，并且在公司级、北京市
级的各项技能大赛中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可面对一个个荣誉，大保
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个
保修工人应该做的事情， 像我这
样的人，公交保修公司还有很多。
我们爱这个企业、爱自己的工作，
愿意把青春奉献在自己的岗位
上。 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
公交保修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公交保修之花永远绽放。 ”

■图片故事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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