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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湖北省浠水县的一个小山
村。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湖北到洛阳孟津
当兵。

到部队虽然能吃饱饭，但下咽的东西也够
人受的。一日三餐，中午和晚上两顿都是“二
米饭”：百分之四十的大米，百分之六十的小
米，放在一块儿煮，吃完一顿饭，嘴里一天小米
粒儿不断。这些，尽管令人讨厌，但还能接受，
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外出吃饭。

我是汽车兵，经常到洛阳周边的县里出
差，为部队拉煤、拉麦草、拉大白菜等保障物
资。路途中吃饭，不少人总是喜欢让我跟着他
们去喝羊肉汤，说羊肉汤耐饥。

我知道大家的好意，也想尽快融入其中，尽
快学会喝羊肉汤。但当时洛阳附近的羊肉汤店
卫生条件极差，用水十分不便。这对我一个从
江南水乡来的小伙子来说，特别难以适应。

我每次看见黑乎乎的大海碗盛的羊肉汤
就犯难。喝吧，难以下咽；不喝吧，盛情难却。
闻见羊肉膻味儿，便不由自主地呕吐起来。这
样“作”了几次后，有人便看不惯了。每次喝羊
肉汤时，他们便低声斜视我：“别理他，南方人
穷讲究，咱们喝咱们的！”羊肉汤已经超越了它
本来固有的功能，带上了鲜明的地域、身份色
彩，也成了同志之间矛盾的诱因。

记得有次和一个北方的老班长出差，到山
里买木材。卖木材的老乡见我们是军人，早晨
专门跑到老远的镇上给我们买羊肉汤喝。人
家把我们当客人待，咱也不能太讲究，硬是强
迫自己喝了两口。肚子里缺油少脂，身体本来

就很虚弱，我刚一闻见羊肉汤的味儿，立马就
觉得膻得不行，呕吐起来，连胃里的酸水都吐
出来了。因为早晨羊肉汤闹的，一天没吃饭，
回部队的路上，硬是饿倒在车里，把老班长吓
得半死。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对羊肉汤的膻味
儿反应没有那么强烈了。这主要是沾了洛阳
水利、交通持续发展，经济日渐活跃，流动人口
频频增多，饮食多元化的光。因此，羊肉汤的
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2000年以后，我转业到了洛阳地方工作，
接触的社会面更宽、人更多，生活也更有规律
了。遇上星期天、节假日，不忙的话，我甚至开
车出去专门找羊肉汤喝。因为我有点胃寒，羊
肉汤养胃。

早上一碗汤，神仙也不当。现在，有时，我
还专门找羊肉味儿重的饭店去喝羊肉汤，因为
有羊肉味儿的汤，多半是真羊肉、好羊肉熬出
来的。再者，现在的羊肉汤也不那么膻了，味
儿也不那么熏人，他们普遍配料科学、制作严
格。很多店铺都被集中起来管理，有不少店铺
甚至还进了泉舜、王府井这样的大商场里。

如今，我常常觉得自己咀嚼的不仅仅是羊
肉，而是当下社会馈赠给我的幸福；享受的不
仅仅是羊肉汤的味儿，更多的是和谐安宁、经
济不断向好的祖国分摊给我的快乐！

这就是一个在南方长大、在北方生活的
人，今昔对待一碗羊肉汤的态度。这个态度，
难道不足以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吗？

母亲年轻时，很爱唠叨。
那时，我家还在农村，父亲在县城工作，在

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代，母亲俨然是家
里的“总指挥”，她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
作，维持着六口之家的基本生活。今日去哪一
块地干活，我们放学后挑水劈柴、放牛割草、洗
衣做饭等，母亲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

与母亲一起“辛劳”的，还有她那闲不住的
嘴。她常常风风火火地一边劳作，一边唠叨个
不停——或教导我们这活怎样做，或批评我们
那活做得不对。我们都很反感，哥哥暗地里还
给母亲起了个外号——“地主婆婆”。

随着工业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村里人逐
渐脱离了繁重的农业劳动，我家也从农村搬进
了县城，彻底告别了以农活为主的生活方式，母
亲在家里的地位也从“总指挥”的“一线岗位”，退
居到了做做饭、逛逛街的“二线岗位”，母亲的唠

叨渐渐少了，脸上常常挂着慈祥的笑容。
岁月静静地流淌，四十年一晃而过，无情

地带走了我亲爱的父亲，也令母亲愈加苍老。
母亲的唠叨又渐渐多了起来，而与她年轻时期
的唠叨不同的是，母亲的唠叨集中在对我们和
她孙辈的关爱和牵挂里，以及对老家、往事的
回忆里。她对我们唠叨，要珍惜身体；她对孙
辈唠叨，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她唠叨村里哪
家取了媳妇，哪家嫁了闺女，哪家添了人丁，哪
些人不在了……

母亲唠叨时，时而兴奋，眼睛放着亮光，饱
含着幸福与希望，时而忧伤，感慨岁月无情，寂
寥苍凉。

我慢慢明白，母亲的唠叨其实是一种祈祷。
年轻时的母亲，由于生活艰辛，用唠叨祈祷每
个人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现在母亲的唠叨，是
祈祷每个人平安幸福健康，珍惜小康生活……

晚饭后出门遛娃，碰到跑得汗流
浃背的梅姐，我夸梅姐精神状态越来
越好，梅姐笑：“跑了三年，自然要有一
些回报啊。”

看着梅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起
三年前胖胖的梅姐，大龄恨嫁，最大的
目标是找个合适的男人嫁出去，没想
到相亲多次都因为身材被对方拒绝，
被严重打击自信心的梅姐定下“跑步
减肥”的目标，一边向我抱怨“跑步又
无趣又辛苦”，一边每天坚持不懈地
跑。我对梅姐说：“别太强求自己了，
不如换轻松点的健身方式。”梅姐却摇
头道：“我怕我一换，又松懈了。”

就这样，梅姐雷打不动地坚持了
三年，不但人瘦了，心态也变了，她越
来越自信，不再认为嫁人是自己唯一
的出路：“嫁人不是目的，幸福才是唯
一，我有耐心等心心相印的人。”梅姐
云淡风轻地说。在等待的时间里，梅
姐跑步、看书、听讲座……一直在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现在的梅姐是许多
人心目中的女神，她积极的心态、健康
的身体、阳光的笑容、快乐的气场感染
着身边许多的人。

就像我，因为孩子小，晚上和孩子
一起睡，早上和孩子一起醒。可是现
在，想到梅姐，我便忍不住也要“强求”
一下自己，早晨五点起床，趁着大家还
在睡觉的时候，在电脑上码下一篇又
一篇的文字，虽然不算完美，也不一定
能发表，但我心里被一种叫“激动”的
情绪撑得满满的，能够迈出第一步，原
来是这么美好的事。

渐渐地，我也学会了“强求”自
己。犯懒时，“强求”自己先写篇800
字的随笔；不想看书，“强求”自己先看
一个章节；不想运动，“强求”自己先跑
400 米……一段时间后，我发表的文
章越来越多，看过的书撂得越来越厚，
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

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要努力要进
步，但真遇到事了，总是情不自禁地让
自己退一步，让自己懒一次，闲一次。
其实，真的不如“强求”自己一次，当你
真的迈出那一步的时候，才会发现开始
其实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困难，才会发现
有些时候“强求”才会遇到更好的自己。

老罗是我的同事，刚40岁出头。因
他长相显老，还是个“谢顶头”，大家都叫
他老罗。

老罗教初三两个班的物理课，兼一
个班的班主任。老罗讲课很有特点。他
总喜欢说比喻句，再加上他丰富的表情，
夸张的肢体语言，将枯燥无味的物理知
识讲得形象生动。他还善于讲故事，把
一节课的重点内容融进一个精彩的故事
当中，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
得了知识。由于教学有方，他所教的物
理课在每次考试中，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老罗爱生如子。学生病了，他忙前忙
后地陪学生看病，抓药、打针、输液，无微
不至地照顾着学生；学生过生日，他会亲
自买来大大的蛋糕，还有瓜子、糖果、饼干
之类的零食，和孩子们一起过生日；学生
家里有了困难，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慷慨解
囊……学生们被他的精神感动，不再叫他
罗老师，而是亲切地叫他“罗爸爸”。

老罗和同事的关系很融洽，他总是
像兄长一样关心着大家。工作上，他会
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
伙儿，不遗余力地给刚上岗的老师指点
迷津。每次遇到评优评先时，他总是把
机会让给年轻老师。生活中，哪个同事
夫妻不和睦了，孩子叛逆不听话了，遇到
烦心事了，老罗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劝慰或开导。因
为他说话能说到人的心坎上，让人心服
口服，所以结局总是皆大欢喜。因此，大
伙儿都很敬重他。

可天不垂怜，老罗病了，是胃癌。老
罗住院了，手术后，同事们都去看望他，
劝他安心养病。老罗却笑着说：“你们不
用担心，我没那么脆弱。阎王爷也不会
这么早收了我，我还没和你们大伙儿处
够呢！”

我们把学生们给老罗写的信拿给他
看，他的眼睛湿润了。我们告诉老罗，孩
子们非常想念他，想来医院看望他。他赶
紧摆摆手：“孩子们面临中考，学习任务
重，别让他们来，不能耽误了学习……”

出院后，领导让老罗在家多休息一
段时间，老罗却坚持要上班。于是，我们
又看到了老罗忙碌的身影：备课、上课、
辅导、批改作业、和孩子们一起劳动……

老罗，其实一点儿也不老。

我和老公是通过同事介绍认识的。那
时的老公，年轻帅气，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几次接触之后，
我们就闪电成婚。

婚后，我才发现，我是被假象蒙蔽了眼
睛。原来，老公是属驴粪蛋的，别看在外面
穿着光鲜整齐，皮鞋擦得一尘不染，回到
家，却跟变了个人一样，衣服随便乱扔乱
放。无论我怎样说，他全当成了耳旁风，依
然我行我素。

老公的缺点远不止这点。他卫生意识
差，从不主动洗脚，还有一套歪理论：“臭脚
驱蚊，难闻点总比蚊子咬强多了吧。”老公
看到象棋跟丢了魂似的，只要在棋摊前一
蹲，啥都忘了。有一次我出差，中午让他记
着早点去学校接儿子，老公下班路过一棋
摊，一头扎进去，接儿子的事早忘到了脑
后，害得儿子在学校门口可怜巴巴抹了一
中午泪。

我和老公大吵了一场，甚至把离婚的
话都撂了出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懒得
与他搭腔。

那天，刚下班，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站
在单位门口正愁如何回家。风雨中，突然
看到老公骑着摩托车来接我了。要知道，
老公那两天正发着高烧呢。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起
白天的一幕，心里想的全是老公的好。做
饭没了液化气，不全都是由老公吃力地扛
上楼来的。家里水电出了毛病，为了节省
开支，老公总是亲自动手。我总说老公懒，
可家里哪一样体力活，不是靠老公来完成
的。为了减少支出，老公把抽了十几年的
烟戒掉了，而我大盒小盒买化妆品，老公从
没有过怨言。

上个月，我去参加一个写作培训班。
老师讲，散文的最大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
散”，散文取材广泛，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表现方法不拘一格，但看似很散的东西，其
实都是在围绕主题写作。

我忽然觉得，老公就是一篇“散文”。老
公不管表面上怎么懒散，行为怎样大大咧咧，
甚至常常惹我生气，但他心里实实在在装着
这个家，装着我和儿子，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心中有家，这也是举家过日子的核心。

只要老公的心，是属于这个家的，其他
的个人习惯都可以忽略不计，我应把老公
当散文来读。

喝汤品幸福
□陶爱兵

家 事事

把老公当散文来读

□董凤霞

学会“强求”

□苗君甫

众 生生

同事老罗

□张少刚

感 悟悟

本版联系方式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65233683 电子信箱电子信箱：：lydailylydaily618618@@163163.com.com
选稿基地选稿基地：：洛阳网洛阳网··河洛文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选图基地：：河图网河图网 洛阳网洛阳网··摄影天地摄影天地

摘
果
乐

洛
阳
花
魁

摄

岁 月月

母亲的唠叨
□马光明

（
全
景
网
供
图
）

18日上午，40名小记者一起
走进洛阳北控水务集团自来水
厂，探访供水生命线，了解饮用水
的秘密。

“什么 样 的 水 适 合 饮 用？”
“什么样的水不能直接接触人
体？”“家中水管里流出的水引
自哪里？”活动现场，洛阳北控

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对小记者们
的提问进行了认真解答，还给
小记者们讲解了水质的分类、
中国水资源的情况、如何处理
水污染等。

随后，小记者们参观了加药
间、加氯间、蓄水池、反应池、沉
淀池、滤池车间、泵房、控制中心
等。在参观过程中，小记者们明
白了自来水的加工是一种复杂
的工艺，懂得了饮用水来之不
易，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做起，节
约用水，爱护水资源。

洛阳北控水务集团工作人员
给每位小记者发放了精美礼品。

活动结束后，家长们纷纷发来微
信表示此次活动让孩子学到了很
多课堂上接触不到的新知识。

李丽影 文/图

小记者走进自来水厂，探访供水生命线
19 日，近 80 组小记者家庭走

进洛阳市口腔医院，小记者们穿上
白大褂变身“小牙医”，学习爱牙护
牙知识，免费检查口腔，与牙医近距
离互动，争当“爱牙小勇士”。

在活动现场，市口腔医院牙科
专家从认识牙齿、刷牙的正确方式、
儿童常见口腔问题、如何预防龋齿
等方面，给小记者和家长们奉献了
一场精彩的口腔知识讲座。讲座中
还穿插了口腔保健知识抢答，小记
者们积极参与，回答正确者还赢得
了市口腔医院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随后，小记者们结合牙齿模型进
行了实践学习，牙科专家为小记者们

讲解了正确的刷牙方法。了解过保
护牙齿的知识后，市口腔医院还为小
记者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
并为小记者们提出了宝贵的牙齿成

长建议。最后，每位小记者都获得了
“爱牙小勇士”荣誉证书。

“小牙医职业体验，不只是一次
难忘的亲子活动，还把爱牙护牙的
种子，播撒在每名小记者的心中，让
他们保护好每一个颗牙，每天都能
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市口腔医院院
长张志坤表示。

王喆 /文 孟斐/图

小记者走进口腔医院，争当“爱牙小勇士”

扫二维码，
了解更多小记者
活动

小记者热线：
63232410

参观自来水厂获得“爱牙小勇士”荣誉证书

漫 忆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