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菜市场“闯”客
□马海霞 文文//图图

芳爸在镇上的煤井上班， 人
送外号 “机器手”， 年年安全生
产 ， 挖煤最多 ， 在单位吃苦能
干， 下班后家里地里忙碌， 不知
疲倦。

芳妈和芳爸恰恰相反， 馋懒
都沾点边儿， 家里俩娃长大后，
芳妈倒也勤快了一点点， 不干活
儿不行 ， 俩娃一前一后考上高
中， 上大学的费用单靠芳爸挣钱
有点儿吃力。 芳妈在菜市场摆摊
卖菜，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的恶习
让她的小生意做得不那么如意。

芳长得小巧秀气 ， 不爱说
话， 学习还算说得过去， 考了个
普通大学 ， 毕业后也没多大志
向， 在附近工厂上班。 干了半年
后， 芳妈说： “加班加点挣不了
几个钱， 还不如和我一起在菜市
场摆摊。”

就这样， 芳妈在自己摊位旁
的牌子上又加了两个字： 水果。
每天天不亮， 芳就蹬着三轮车去
县城批发蔬果 ， 回来后码放整

齐， 新鲜的蔬果薄利销售， 隔天
剩下的便宜甩卖， 擦得锃亮的电
子秤旁写着： 童叟无欺。 芳妈见
女儿不和自己一个套路， 便把蔬
果摊给了芳， 自己在旁边卖起了
熟食。

芳的生意越做越好， 摊位越
来越大， 脚蹬三轮也换成了机动
三轮， 暑假里芳让妹妹帮自己照
看摊位， 她跑去驾校学开车。 年
底， 芳也鸟枪换炮， 买了个二手
的汽车 ， 齐腰的长发也剪成了
“小子头”， 夜里两三点就开着汽
车去市里蔬果批发市场进货， 芳
妈唠叨： “大姑娘了没个姑娘样
儿， 天天打扮得像个假小子。”

“假小子咋了， 跑夜车壮胆，
菜市场批菜没人欺负。”

“那还想找婆家不？”
“不找， 自己能挣钱养活自

己， 找婆家干吗？”
“嘿， 你这个臭丫头。”
缘分来了， 挡也挡不住， 女

娃随爹， 芳的吃苦能干在同龄人

中极少见， 就凭这点儿想寻个好
人家不难， 邻村的土豪老孙就看
中了芳这个优点， 托人替儿子保
媒， 没成想俩人还对了眼缘， 村
民都说芳攀上了枝头， 麻雀变凤
凰了。 芳妈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女儿嫁入有钱人家， 日后再不必
当女汉子， 过苦日子了。

谁知道， 芳一根筋， 结婚后
还放不下自己的小店， 怀孕四个
多月了仍自己开汽车呼呼去市里
进货 。 后来 ， 婆家的小工厂倒
闭， 老公赋闲在家， 芳把进货的
任务交给了老公， 自己安心看店
直到生产。 孩子满月后， 芳又操
起了方向盘， 她说， 老公进货她
不放心。

孩子断奶后 ， 芳和公婆商
量， 把家里三套楼房卖掉两套，
再租几个店铺， 她这几年在菜市
场打拼也摸透了行情， 县城的蔬
果批发市场没市里的市场便宜，
但市里的蔬果批发价格远没有从
蔬菜基地运来便宜， 但一拖一挂
的蔬果运来总得有市场卖掉， 单
靠自己的小店是消化不了的。 公
婆当即拍板， 卖。

如今， 芳的蔬果连锁店已开
了四家， 个个生意红火， 她店里
的东西新鲜便宜， 而且天天有特
价。 如今老公、 公婆、 芳爹、 妹
妹都在芳的店里打工， 当初羡慕
芳嫁入有钱人家的那些人， 现在
又开始羡慕芳的公婆， 找了个好
儿媳， 带来了好财气。

问芳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这
个还用问芳吗， 吃苦能干， 找准
自己位置慢慢干， 大城市高科技
的市场不缺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
生， 但最基础的菜市场 “闯” 进
一个有文化有头脑的女汉子， 还
干出了大动静呢。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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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娘 耳朵长

文明我先行
礼让斑马线

尊重生命 彰显文明的风景线
□郭帅

斑马线， 又称人行横道线，
是行人穿越马路时的绿色通
道。 在人流量较多的地方和十
字路口， 交警部门都设置了斑
马线， 以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
交通环境。

机动车经过斑马线前要礼
让行人， 这不仅是一项社会公
德， 更是一项明文规定的法律
责任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 全 法 》 第 四 十 七 条 规 定 ：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 ， 应
当减速行驶； 遇行人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 。 机
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
路时 ， 遇行人横过道路 ， 应
当 避 让 。 ” 这 一 法 律 条 文 体
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斑马线
上机动车不避让行人， 是一种
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 构成
违法。

礼让斑马线 、 尊重行人 、
以人为本， 反映的不仅是驾驶
人的素质， 折射的更是城市文
明和汽车文明。 《道路交通安全
法》 对礼让斑马线作出了明确
规定， 要求机动车行经人行横
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
行。 因此， 礼让斑马线不只是

道德要求， 更是法律义务， 所
有驾驶人都要严格遵守。

“车让人 ” ， 让出一份温
情、 让出一份文明。 驾驶员要
自觉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文
明行车， 礼让行人。 “按灯停
走、 按道行驶、 按线通行、 按
位停放 、 按章驾乘 、 按规处
罚 ”； 做文明司机 ， 斑马线前
主动礼让行人。

做到无人时减速， 有人时
避让， 不与行人抢道。 车辆在
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
遇行人横过道路 ， 不乱鸣喇
叭， 要主动避让行人， 待行人
通过后， 安全驶越 “斑马线”，
主动营造 “路畅人和” 的出行
环境。

“人让车 ” ， 让出一份秩
序、 让出一份安全。 行人通过
路口或者横过道路， 应当行走
人行横道线， 遵守交通信号灯
指示， 不乱穿马路， 不翻越护

栏。 通过有信号灯控制的人行
横道， 遇放行信号时应抓紧时
间一次性通过， 不要在车辆临
近时突然横穿， 以免机动车刹
车不及时造成意外伤害事故 。
讲礼仪的行人， 也不会破坏规
则， 与车抢道。

开展 “文明礼让斑马线 ”
活动的宗旨就是要形成车让
人、 人让车， 人人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 人人文明礼让的社会
氛围， 真正创造一个安全、 畅
通、 文明、 和谐的交通环境。

礼让斑马线是尊重生命 、
传递温暖、 彰显文明的一道风
景线， 全体市民有责任、 有义
务带头践 行 文 明 交 通 行 为 ，
引 导 交 通 参 与 者 文 明 行 路 、
文 明 行 车 ， 从 自身做起 ， 做
文明交通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
一起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共
同提高整个城市的安全指数 、
文明指数和幸福指数。

小时候 ， 听奶奶讲 ， 孩儿
娘， 耳朵长， 第一次听到， 就觉
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家姊妹三人， 弟弟小我三
岁， 妹妹小弟弟三岁， 可以说自
打我出生后， 母亲就再没有自己
清闲的时间。 父亲那时常年在外
干建筑 ， 母亲不仅负责照顾我
们， 还要操持家里、 地里无休无
止的活计。 而弟弟小时候体弱多
病， 更是平添了母亲的忧虑。 在
我的印象里， 弟弟总会时不时地
突然发烧， 母亲不得不一次次黑
天白日地带着弟弟去医院。

记得有一次， 弟弟和几个小
伙伴贪玩， 被不小心用石子投中
了右眼， 哇哇地大哭 ， 眼睛睁
不 开 了 。 母 亲 竟 然 从 家 里 听
到 100米 开 外 弟 弟 的哭声 ， 幸
好送医院及时， 没有什么大碍。
我觉得母亲好厉害呀， 隔着那么
远竟然都能听到弟弟的哭声， 母
亲说： “我自己的孩子， 当然听
得到。”

大学时代， 突然得知一个暗
恋很久的男生有了女朋友， 我躲
在操场的一个角落悄悄哭泣。 不
知是心有灵犀还是什么， 突然接
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仿佛百里之
外的她听到了我的哭声一样神
奇。 她温柔地问我生活费还够不
够、 学习有没有压力、 要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等等。 母亲的声音好
似一阵清风吹走了我的惆怅和忧
伤， 原来真有母亲和孩子心连心
这回事。

自从我自己做了妈妈， 更加
体会出这个俗语的含义。 以前我
睡觉特别死， 有时候闹钟都叫不
醒。 可是有了孩子后， 晚上睡觉
特别轻， 前一秒还在梦里， 只要

听到孩子一哭， 我立马清醒。 还
会每天一早准时醒来， 给孩子准
备丰盛的早餐。

给女儿断奶的时候， 我跟她
隔离了几天， 听着她在那个房间
哇哇大哭找妈妈， 我的心里非常
难 受 。 想 起 了 《项 脊 轩 志 》 ，
“妪每谓余曰： 某所， 而母立于
兹。 妪又曰： 汝姊在吾怀， 呱呱
而泣 ； 娘以指叩门扉曰 ： 儿寒
乎？ 欲食乎？ 吾从板外相为应答
……” 不正是此时的写照吗？

有次， 孩子因为感冒住院。
我和家人说好不告诉两边的老
人， 以免他们担心。 哪知爸爸妈
妈们像是心有灵犀似的都打来电
话询问。 才知道 “孩儿娘， 耳朵
长” 说的并不仅仅是母亲， 父母
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我们。 一问
缘由， 原来是曾经频繁给家里打
电话的我们突然不打了， 他们对
孩子时刻敏感的神经立马紧张察
觉出来。 此后， 他们每天打电话
问孩子是否好转 ， 虽然相隔很
远 ， 仍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温
暖。 我们已为人父人母， 但是在
父母那里， 永远都是孩子。

作家马尔克斯说， 父母是隔
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 父母
是我们的保护神， 是我们的晴雨
表， 他们仿佛能预知我们的喜怒
哀乐， 为我们扫除阴霾。 一代又
一代， 就这样， 进行着爱的传承
和接力。

我曾 向 母 亲 求 证 这 一 俗
语 ， 母亲说 ， 哪有什么耳朵长
的道理， 不过是做了父母， 就多
了一份牵挂而已。 是啊， 为人父
母， 并非真拥有千里眼、 顺风耳
的特异功能， 而是那一颗拳拳的
爱子之心。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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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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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