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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我家住在城中村内，周
围商贩多，每天吵吵闹闹。那时，家人
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买一套有物业服
务的房子。

有一次我去某小区找同学玩，刚到小
区门口，门卫就拦住问我找谁。见到同
学，我羡慕地说：“你们小区治安真好啊！”
同学指着小区中的花园说：“门卫责任心
强只是一方面，我们小区绿化也特别好，
还有健身设施呢！”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
到家后，我跟父母哭闹了一场，非要和同
学住一个小区不可。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我放学到家，
一进门就被母亲抱住了：“儿子，咱就要住
进像你同学家一样的小区了。”原来，政府
修路，我们这一片的房子要统一拆迁。“量
房子的刚走，你就放学回来了。这回要如
你的心愿了……”妈妈很开心，我更开心。

第二天，父亲去村委会签完字后，我们
家紧锣密鼓地租了房子，赶紧搬离。这边
拆着房子，那边的安置房也同时开始建
设。每天走在上下学的路上，都能看见安
置房的楼房一天比一天高。我也经常在饭
桌上问父母：“那楼房啥时候能建好呀？”父
母总是一脸笑容地回答我：“快了，快了。”

小学毕业时，我们搬进了新小区，住
进了楼房。搬家的当天晚上，父亲特意邀
请了一些朋友来我家吃饭，母亲做了一大
桌子好吃的。小区环境好，房子采光好，
住着舒服。最重要的是，自从搬进新家以
后，姐姐考上了研究生，我考上了大学，家
里人都说是沾着房子的喜气。父母还经
常说要在那里住一辈子。有一次还对我
开玩笑说：“将来你成家了，我们还要住这
里，因为你的房子肯定不如这儿的好。”

然而，没过多久，父母就食言了，因为
我们又要搬家了。同样是政府的通知，要
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们这里要改为社区，
大家要统一住进带电梯的安置房里。父
亲仍和当年一样早早去签了字。这次的
安置房早已建成，我们搬进去的房子，不
仅有电梯，而且距离洛浦公园非常近，环
境更好了，房屋设计更合理了，居住条件
更舒适了。

自从搬进去后，每天早上，父母都会携
手去洛浦公园里散步，有时还会跟着晨练的
人打两式太极拳，做健身操，还跳广场舞呢。
在家里，我们会站在阳台上，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朝看河水东流，暮望太阳西斜。亲戚们都
说，我们住的是名副其实的河景房。

住进河景房
□孙嘉诚

“不务正业”的门卫

□李国民

众 生生

可爱“淘气包”

□董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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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没有倒流的”

□郭德诚

我是小区小有名气的“运动达人”，性
格大大咧咧的，一来二去很快融入门卫的

“朋友圈”，其中和保安老肖关系最铁。
老肖来自郊县农村，今年已六十有三，

为人热情，毛遂自荐当了门卫班长。新官
上任三把火，老肖的“不务正业”使小区和
谐有加。

老肖一边加班到新华书店查阅资料，
一边拜学机电专业的女儿为师，到郊区厂
矿搞到边角废料，从老战友家借来加工机
具，通过半个多月的攻坚克难，数次琢磨实
验，竟做了个水位定时报警器，修好了闲置
多年的无塔供水器，3000多人的小区生活
用水有了应急水源，还给物业和住户节约
了不少费用，队友们夸赞中夹带调侃，说肖
师傅“不务正业”，工资不加，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老肖马不停蹄又露一手。他千方百计
钻研互联网，见缝插针不言累，主动配合安
防公司琢磨技防加密，热心提供先期第一
手巡更资料，利用红外线望远镜和感应测
量仪，勘察优选合适的巡更点，能用手机二
维码精准动态监控，实现了小区巡更科技
化网格化，给小区安防又插上了科技的翅
膀，老肖也破格被小区业主举荐为“巡防队
长”。

更绝的是老肖虽仅有小学文化，但天
生禀赋好悟性高，脍炙人口的打油诗张口
就有。如“红红党章放光芒，不忘初心最闪
亮，使命担当责任大，砥砺前行最高尚”等
庄重诙谐，理寓其中，还真算是位“农民诗
人”。小区活动中心主任如获至宝，特聘他
做小区的义务宣传员。他还业余指导大妈
舞蹈队、模特队的节目彩排，为小区的宣讲
和文艺活动添柴加火，老肖也成了小区活
动中心的“明星”。

我发自内心喜欢“不务正业”的门卫老
肖，我也大胆豪迈地为门卫老肖点赞。

自由自在过着二人世界那会儿，一门
心思盼着有个孩子，看到年轻妈妈带着宝
宝在街上散步，总会不自觉地多瞟几眼。

儿子如期而至，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
一下子被这个小小的“淘气包”搅得没了头
绪。儿子需要寸步不离去照顾，成堆的家
务等着去打理，每天除了上班，儿子和家务
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儿子三岁了，到了入园年龄，只想着
“苦尽甘来”，曙光就在前头，谁料麻烦事更
多。洁白的墙壁，被儿子涂抹成了“漫画世
界”，家里的东西，被儿子这位勤劳的“搬运
工”，扔得一塌糊涂。上班劳累了一天，回
来还要被儿子没完没了地缠着讲故事。最
要命的是，儿子竟然学会了“翻口舌”。

那天，一家人回老家看望乡下的公
婆。婆婆问儿子：“想奶奶不？”儿子嘴很
甜：“想，想死了。”“那咋不来看奶奶呢？”

“妈妈不让，说我太费气，奶奶会打我。还
说奶奶不会说普通话，会把我教坏的。”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儿子会这样
说。儿子是有几次闹着要去看奶奶，担
心婆婆年龄大了，不想让儿子去吵闹，所
以我就吓唬儿子说，奶奶会打的，儿子竟
当真了。

有了这次教训，再在家说话时，我都要
尽量避着儿子，整天跟做贼似的提心吊
胆。前些日子，我被单位派到外地去学
习，一下子没了儿子的吵闹，还真是不
适应，整天都在想着儿子。回来那天，
儿子非常兴奋，一会儿从冰箱里拿来饮
料让我喝，一会儿非要给我洗水果吃，
还从自己的小抽屉里拿出一根棒棒糖，
小嘴抹蜜似的对我说：“妈妈，上次爸爸
给我买的棒棒糖可好吃了，我给妈妈留
了一个，你尝尝，甜不甜？”说着就撕掉包
装纸，往我嘴里塞。

我把儿子抱在怀里，心里甜甜的。

我家窗外有个集贸市场。一条街熙熙攘
攘，人声嘈杂，从远处看，人流慢慢地蠕动，如
一条缓缓流动的河。住惯了，不觉得嘈杂，反
而觉得亲切，谁不是生活在市井之中呢。

我家窗下，有一个固定摊位，夫妇俩卖
鞋。早上，一辆三轮摩托载着一家三口，男的
骑车，后边的车斗里，妻子搂着儿子，坐在货
堆上，背对前方。冬天，虽是背对前方，下车
时，胖小子的脸蛋儿，也被风刮得跟个红柿子
似的，睫毛上都挂着霜。夏天时，母子虽撑一
把太阳伞，胖小子还是晒得黑黝黝的。

我说咋不让媳妇待在家里呢。他说我也
是这样想的，可她不依。说着指给我看，他媳
妇正弯腰捡路人扔下的塑料瓶。他们每天收
摊，都要带回几袋废品。他说刚买了车，她想
快点儿把钱还上。一家人来自山区，不容易。

后来，他孩子媳妇不来了。我说账还上
了？他嘿嘿一笑，还上了。又过了一段时间，
鞋的品种增加了不少。闲聊才知道，他媳妇
在别处也摆了一个摊儿。我问那胖小子咋
办？送托儿所了。又说，在城里让人看个娃
这么贵。我说嫌贵还跑出来？他说我这一辈
子没文化，可孩子不能这样。我说你有啥打
算，他说河水没有倒流的，往前走呗。

我在集市街住了五年，他在窗下摆了五
年摊。我们已成了朋友。我搬家的时候，一
些小物品，都是用他新买的面包车拉的。当
初那个胖小子，也已背上了书包。这在有些
人眼里，简直微不足道，可这对夫妻，天天总
是笑呵呵的，对他们的生活很满足。因为他
们眼里有目标，看得见、摸得着；用滴滴汗水，
去一步一步接近目标的过程，就是一个享受
的过程。

人的目标有大小，起点有高低，走得有快
慢，实现有早晚。在这车水马龙的城市里，这
对夫妻是那么不显眼，但他们对生活的坚持，
深深打动了我。尤其是那睫毛挂着霜、冻红
脸的胖小子的形象，让我印象深刻。

邻 里里

花儿连起邻里情
□和风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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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 山海欧鹰 摄

去年，我们买了新房。因为新房在一
楼，又是刚开发的小区，从搬进去那天起，
老公就唠叨不停：“住一楼真倒霉，咱们阳
台前是一片荒地，得当义务清洁工！”我对
老公的话不以为然。

一天早上，我出门晨练，发现这片荒
地上开了几朵美丽的小花。望着这几朵
小花，一个好主意涌上心头：建一个小花
园！跟老公一商量，他欣然答应。

说干就干，我和老公除草、平地、填
土，忙得不亦乐乎。楼上的邻居们见
状，不但对我的创意赞不绝口，有的还
参与到这项“伟大的工程”中来：小王夫
妻俩帮着打下手，老李拿出纸笔来设计
小花园的形状，刘姐打电话忙着去联系
花苗……

几个月后，小花园呈现一番姹紫嫣红
的景象。各种花儿竞相开放，给小区带来
了勃勃生机。邻居们闲暇时都会来这里，

或聊天唠嗑，或驻足欣赏，或拍照留影，充
满了欢声笑语。我和老公每天乐此不疲
地给鲜花浇水、除草、施肥。有时楼上掉
下的衣裤鞋帽啥的，落在花丛中，我都热
情地上楼送还给邻居，邻居们除了说声

“谢谢”，还会把自家好吃的东西拿出来与
我们分享。

前段时间，老公生病住院，病情刚有
了好转，就嚷嚷着要回家。原来他是担心
小花园没人管理，肯定杂草丛生了。回到
家，走近一看，花坛里一棵杂草也没有，泥
土松软软的、湿漉漉的，花瓣和绿叶上的
水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一看就
知道是楼上的邻居们来整理过。

看到这五颜六色的鲜花，闻着沁人
心脾的花香，想着真诚热情的邻居，我情
不自禁地感叹：“小小花园花争艳，滴滴
汗水来浇灌。花儿连起邻里情，共建和
谐好家园。”

（全景网供图）

乡 间间

情暖归途
□郭喜欠

晚上六点四十，我孤零零地站在公交站
牌下。

周末回家，错过末班车，只好乘车到白马
寺，打电话让爱人来接，电话打了七八个却总
无人接听。

秋季天黑得早，眼前行人的脸开始模糊，
来往车辆的灯也已亮起，爱人仍联系不上。一
咬牙，决定步行回家。肩上背着电脑，手里提
着换洗衣服和水果，脚踩高跟鞋，埋头走了不
到1000米，腿发酸，手臂被重物勒得生疼。望
望前路，没有尽头。夜幕降临，行人稀少，路旁
玉米已掰过，枯秆在风中哗哗作响。心里害
怕，眼睛也不敢四下张望，仿佛冷不丁就会从
草丛或玉米地跳出个青面獠牙的怪物。

“你这往哪儿去呀？咋一人提恁多东

西？”猛然听到问话，吓得魂飞魄散！抬头，一
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身旁。隐约看到驾驶座上
是个老年妇女，戴着遮阳帽，小半车的高粱秆，
夜色里已看不清她的相貌。“我家象庄的，你上
车，我捎你一程吧。”听这话先是一喜，可转念
想现在社会复杂，心里开始打鼓。想拒绝，肿
痛的双脚无声抗议，暗暗给自己壮胆：不就一
老太太嘛？怕啥呢？连声道谢上了车，心里却
在盘算：她若敲诈勒索，我该如何应对。转眼
到了象庄路口，老人停下车，满是歉意：“论理
我该把你送到家的，可担心我家老头子等急
了，好在也没多远的路，你还得自己走。”

“今天多亏你帮忙，离村子近了，我也不
怕了！”嘴里说着，忙把袋里一串香蕉往她手
里塞。“可不敢这样外气，乡里乡亲的，捎你也

是顺道啊！”看她开车的背影消失不见，想想
自己对她的防范，暗骂自己不厚道。

往前走，村子已隐约可见，心宽了才觉脚
疼难忍。“这不是昊昊妈吗？这么晚提着大兜
小兜回家？”问话者是个中年妇女，骑辆摩托
车，后座上带着个大男孩儿。

看我一脸蒙，她哈哈一笑：“不认识我
了？我儿子和你孩子同学，那次开家长会，我
们挨着坐呢！”细细端详，才隐约记起。“我带
着孩子没法载你，知道你家在街面上，我把东
西给你捎家去，再喊人来接你吧。”

一盏茶工夫，爱人骑着电动车急急赶来，
才知他电话落厂里了。倚在他坚实的后背
上，想想这一路遭遇，心里被温暖、感动充塞
得满满的！

前不久，笔者因事路过一个小饭店，
看到门前摆放着一个保温桶，两个开水瓶
和少许喝水的一次性杯子。

紧挨着保温桶旁边放着一个塑料
筐，筐里有一块硬壳纸，上书：随便喝开
水，烦帮换零钱。大字下面还有一些小
字，意思是，由于饭店主要服务对象是老
年人，需要经常给顾客兑换零钱。店里
人手少，忙不过来，好心的路人只要帮助
把筐里的五元、十元小票换成更小的零
钱，便可免费喝开水。换开一张五元不
嫌少，换开几张十元不嫌多，一切以路人
的需求、方便、愿意为要，无人、无录像设
备监督。

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发现这里的喝
水、换钱业务较为繁忙。喝了一杯水，增

加三分亲。一些因换零钱喝水的路人认
为，敢于这么信任别人换零钱的人，一定
是个可信之人。因此，喝完开水的路人，
总是喜欢在饭店门前逗留，与老板店员
闲聊，也给饭店增添了人气，带来了生意。

一箭双雕，在解决店里零钱问题的同
时，又带来了生意。这件事与其说是店主
的精明狡黠，不如说他机智善良更确切。
长期受“温、良、恭、俭、让”等传统文化教
育的中国人，不喜欢“嗟来之食”，不喜欢
一味地索取不付出。

我帮你换零钱，你给我喝开水，这样
不仅满足了人们当下的需求，从长远看，
还能促使大家养成“万事他人先”的理
念。授人玫瑰，手留余香，互助友爱带来
的快乐能让社会更和谐。

世 相相

乐换所需
□陶爱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