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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是洛阳市“11·22诚信日”，主题为“信用洛阳 诚就未来”的洛
阳市2023年“11·22诚信日”宣传活动将于明日启动。让我们每个人都一是
一、二是二，诚实做事、诚信做事，言必信、行必果，弘扬诚信文化，增强诚信
意识，提升信用水平，加速推进“诚信洛阳”建设。 ——编者

弘扬诚信文化
共建诚信社会

外出归来，天色已经很晚了，我和老公懒得做饭，看
见小区门口新开了家小吃店，就想打包两笼烫面角回去
当晚餐。

小店十分干净，老板是个看着很面善的中年男子。
我点餐后，他很实诚地告诉我：“烫面角得现包、现蒸，大
概要等二十分钟。”我们觉得也没啥事，就接受了。

坐了一小会儿，我想先去买点水果，就跟老板商量：
“我们就在附近住，想先去买点水果，现在把钱付给你，
我们等下来拿。”老板爽快地一挥手说：“没事，去吧，回
来再给钱！”

“这个老板真是个实诚人！”我和老公为这份不期而
遇的以诚相待而心生暖意。

挑了苹果挑橙子，耽误了点时间，等我们匆匆返回
时，烫面角已经蒸好装盒了。老板拎起餐盒递过来，还
热情地催促我们：“快回去吃吧，凉了不好吃！”

回到家我们很快就将美味的烫面角消灭干净。老
公收拾着碗筷，我跟他念叨，这烫面角真好吃，皮薄馅
多，肉质鲜嫩，下回还要去买。老公忽然停下手，惊呼：

“糟了，好像没给人家钱！”
一查手机，我们愣了，果真没有付款记录。
看看时间，已经九点半了。我有点犹豫，今天太累

了，要不明天早点去付钱吧？但转念一想，人家真材实
料制作了美食，又给了我们那么大的信任，要是发现被

“逃单”了，那这一晚上该多难过啊！
没啥说的，赶紧出门。还好，远远看见小店的灯还

亮着。冲进店里，我不好意思地说刚才忘记付钱了。正
在扫地的老板抬起头，看着我们笑：“知道，你们一出门
我就想起来了！”

“那你怎么不追出来呢？不怕我们是故意的？”我诧
异地问。

“我相信你们不是那样的人！”他很坚定的眼神，是
对我们满满的信任。

“那万一我们没想起来呢？”我还是很为他担心。
“哈哈，我的烫面角这么好吃，你们肯定会常来光

顾，下次提醒你们就是了！大不了，就当请你们一顿
呗！”他真是个爽快又大度的人。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小店以善意为诚，而我
们以不贪为信，共同写下了这个温暖的小故事。后来，
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也是它的常客。连接小店和
我们的，除了烫面角的美味醇香，一定还有“诚信”二字，
它像一朵芬芳的花、一座有爱的桥，能让这世间处处充
满美好的友善和温情。

投以诚，报之信

我爱吃花生，这些年，买的都是汝阳的。汝
阳的花生好，还是从老庄那儿知道的。

老庄是汝阳人，早些年，在市里做工程。当
时，我还住在老宅里。邻居家房顶上的石棉瓦
棚，是他领人搭的，我看着挺好，就说顺手也给
我搭一个。他测量了一下，说你这个小多了，就
汤下面，捎带手的事儿。

活儿干完了，邻居请老庄他们吃了一顿，那
热闹声，我这边都听得见。我对妻子说，明天咱
也得请一顿。她说，咱那就是捎带手的活儿，不
值当。老庄也说过就汤下面，我们也就没请。

老庄临走，留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质量出
问题打电话，免费维修。

一个月后，落了一场雨，那棚子一点没漏。
又过了半个月，一场连阴雨下了好几天，棚子里
地上还是干的。转眼到了秋天，狂风肆虐，院里
那棵老桐树，晃着“大脑袋”东摇西摆，像是站在
小棚子身后给它梳头。秋雨淅淅沥沥下了半个
月，那天，我发现靠后墙的棚顶上，有三四处，小
水珠有一下没一下地往下滴，地上留下一团团
水渍。我就用粉笔把它圈了起来。邻居家的棚
大，都不漏，我的小，还漏。这是咋回事儿？是

捎带手做得粗糙？还是没请那顿饭？还是……
妻子说，他留有电话，给他打电话。我说拉

倒吧，这都多长时间了，你没看那施工队，都是
临时凑的，有活儿干，没活儿散。免费维修，那
就是句场面话。再说，棚里都是些破烂，滴就滴
呗，有啥要紧。妻子不听，真就抓起了电话。

老庄来的那天，肩上扛着一袋花生，进门往
地下一墩，说对不起，没想到真出问题了，捎点
土特产，算赔个不是吧。我说这就不是个事儿，
哪天顺路捎带看一眼就行，不值得跑一趟。他
说，那会行？咱得说到做到。

老庄看了看地下的粉笔圈圈，确定了方
位，爬上棚顶，嘶嘶拉拉弄了一阵，说瓦都归位
了。又向我要了一把斧子，把靠棚一边的桐树
枝，齐刷刷地都砍掉了。这时我才明白，都是
那“大脑袋”惹的祸。可老庄却说，你再忖忖，
漏雨，随时打电话。

妻子很不好意思，非要给老庄钱。老庄
说，自己种的，啥钱不钱，只要地上没圈圈，
比啥都好。

从那以后，我就吃上了汝阳的花生：果形匀
称，粒大饱满，香而不腻，还略带甜味。

汝阳花生
□郭德诚

点击心灵

“打——墩儿——喽——”随着一声悠长的吆喝声，
不用出门看，就知道是黑红脸儿来俺村打墩儿了。黑红
脸儿五十来岁，不知姓啥名啥，外地人，据说离俺这儿有
几百里地哩。黑红脸儿一年四季脸都黑红黑红的，人们
背地里都叫他黑红脸儿，当面叫他师傅或者老先儿。

黑红脸儿有个绝技——打墩儿。他打出的墩儿，不
光结实好看，坐着还贼舒坦，在十里八乡的打墩儿人中，
手艺都属于顶呱呱的。对了，墩儿在俺老家是凳子、椅
子的意思。打墩儿，是指手艺人做凳子、椅子。黑红脸
儿啥都好，就是有一点儿——他不赊账！不光不赊账，
哪家请他打墩儿还要先付工钱。黑红脸儿说他腿脚不
方便，各村讨账不容易。这是实情，大伙儿都能理解，可
先付工钱不是这行的规矩啊！黑红脸儿说了，遇到打完
想少掏的太多了，他不擅长磨嘴皮子，信他就打，不信不
强求。即便如此，无论他到哪村，乡亲们都是抢着交钱
排队。谁让黑红脸儿手艺超群，要价良心呢？

这天，黑红脸儿正在给一户人家打墩儿，一个人来
找他，俩人叽里呱啦说了一通。随后，黑红脸儿对户主
说有事出去一趟，回来再打。户主看他挺急的，也就没
说啥。谁知，黑红脸儿这一去，人们再没见过他的影
儿。这下，把交过钱的人家都气坏了，猜想一定是黑红

脸儿把钱卷跑了。刚开始，人们想起就骂。后来，时间
一长，大家也就将这事渐渐淡忘了。

谁能想到，一年后，黑红脸儿再次出现了，看起来老
了不少，头发白了不少，人也瘦了。村里人把他围在中
间，问东问西，终于搞明白了：一年前有人捎信说他干爹
在别村干活时，走夜路掉到沟里了，他跑去将干爹送到
医院，花光了所有的钱。干爹还没好，他就和老乡把他
干爹送回了老家。走之前，他托过路人给俺村捎信儿
了，不知咋的信儿没捎到。在老家他一边给干爹瞧病，
一边干活挣钱，干爹总算捡回一条命。他攒够了路费，
又攒够了当年乡亲们交的钱，这才又来到了俺村。

当黑红脸儿从最里层的袄里掏出一沓钱挨个退还
给乡亲们时，大伙儿个个都睁大了眼，张大了嘴。更让
人吃惊的是，黑红脸儿说，当年没打好的墩儿如果还想
让他打，他就接着打，而且免费，只当赔不是了。墩儿打
好了，乡亲们过意不去，死活非要给钱，可咋着也拗不过
黑红脸儿……

此后，有位老人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在村里流传开
来：黑红脸儿手艺高，打墩儿界里呱呱叫。人老实，心眼
好，干爹当成亲爹孝。几百里路退墩儿钱，退完还要免
费干，诚实守信永流传……

黑红脸儿打墩儿
□宁妍妍

那月那年

楼下新开了一家卤肉店，店面不大，被小夫
妻俩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店面开了没多长时间，我成了这里的常客，
不是我贪吃，而是小夫妻热情诚信的经营之道
让我认定了这里。

新店开业的时候，打出了“小区业主免费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广告。那天，我在网
上下单要了一个卤猪蹄。可我到了家，左等
右等不见送过来。电话再打过去，店主说，半
个小时之前就送到了。

“家里没人，你送给谁了？”我有些纳闷。
“摁了门铃没人开门，我就挂到门把手上

了。”小伙子很自信。可是我又推开门看了看，
确定没有。

“实在是抱歉，我马上给您再送一份。”话
音仿佛还在耳边，门铃就响了，一个小伙子喘
着粗气站在门口，把包装盒塞到我手里，诚恳
地说：“我是小店的老板辉，承诺的是免费送货

上门，应该当面交到您手里才对。是我做得不
到位，您赶紧趁热吃吧！”

辉刚走，邻居端着热腾腾的饺子按响了门
铃，手里还提着一盒卤猪蹄。原来，邻居看我家
门把手上挂一盒东西，怕丢了，就先拿回了家。
我赶忙给辉打电话，他却说：“我们承诺的是免
费送货上门，第一份就当是免费试吃。”

邻居的好意让我误会了辉，可他不仅没有
争辩，还给我道歉。卤猪蹄肥而不腻，软筋爽
滑，小店老板人实在，我成了他们的常客。

每天回家时，我都会有意无意地瞟一眼，店
里时而冷清，时而人头攒动，不管人多人少，小
两口都笑盈盈的。有时辉会在小区门口吆喝：

“现出锅的五香卤鸡腿，十元三个。小区业主，
免费送货上门。”阳光帅气的辉，满是期待的脸
上写满了笑意。

免费送货上门，我想用不了多久，这句话就
会随着浓郁醇厚的香味飘过整条街，越传越远。

送货上门
□张文艳

空间生活

我们胡同临街有一个修理铺，主要干一些
修车、补胎、充气的活儿，兼修一些普通电器。
铺里的父子俩整天笑眯眯的，生意可红火了。

那天我出门办事，发现电动车没气了，心想
车胎不会被扎破了吧，就推到修理铺修理。刚
好我接个电话有急事，师傅就说：“你放下走吧，
我负责修好，你有空来骑。”忙了一天，到第二天
骑车时我才想起修车的事儿来。

当我去推车时，发现车身已被擦得干干
净净，小师傅说不要钱，因为车子轮胎根本就
没破，是有人把气放了。我恍然大悟，小外甥
这两天在家里跑来跑去，一定是这个淘气包
干的。虽然车胎没破，让人家费时费力，我心
里很过意不去，随手掏出五元钱递过去，可小
师傅说啥也不要。

张婶的电磁炉不通电了，拿去修理，那天刚
好胡同边的修理铺没开门。张婶就拿到别处去

修，人家说修好最少得六十元。张婶想一个新
的电磁炉也不过二百多元，这么贵修着划不
来。第二天，张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到胡同
边的铺里修，只见小师傅拿着电吹风，对着电磁
炉猛吹，一会儿，电磁炉就好了。师傅说：“电磁
炉没坏，只是受潮了。”张婶说：“修理铺的爷俩
真实诚，拿到别处又要宰我几十元。”

小铺里生意很好，爷俩忙忙碌碌，谁家买个
菜，顾不得拿回家，就放在铺里；快递员把周边
的邮件也放在铺里；有的人出门，家里人没拿钥
匙，也把钥匙放在铺里让他们保管，人们都知道
他们是诚实可靠的人。

胡同的人闲了都到铺前坐坐，晒晒太阳，
扯扯闲话。闲谈时，不免有人夸爷俩人品好，
师傅笑着说：“做人的根本是诚信，做小生意也
是如此，只有信誉好了，才有回头客。”嘿，别
说还真是这样。

胡同边的修理铺
□张玉贞

写真尘世

□陈明珠

□庄小艳

而发有感

和煦的冬日暖阳，照进飞凤农业服务站宽敞明亮
的接待室里。五十多岁的飞凤表姐，坐在茶台旁给我
泡茶。

飞凤表姐是姑妈的女儿，三个哥哥就她一个妹妹，
她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许是因为家人的过分惯
溺，她长到三十多岁，还是亲戚里公认的“干啥啥不行”
的典型代表。

舍不得她和哥哥们一起到地里干农活，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初，姑妈不惜一切代价供她上学。可她学习实在
不争气，连考三年大学，成绩一年比一年差。好在那时
县里有个成人电大，姑妈就供她去读了三年。

上班后，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人际关系，表姐
都表现得很“愁人”，她总是因为工作不到位被领导
批评。

那年冬天，她去给分包的那个
村一个贫困家庭送吃的、用的东
西，那户人家来了一位主动帮扶贫
困户的爱心人士。围着那家的红

泥小火炉，他们一起分享了自己做公益献爱心的心路历
程。那人得知表姐工作并不顺，仍然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长期向贫困家庭献爱心，非常欣赏表姐的人品，表示愿
意拉她一把。

在那人指点下，从没做过生意的表姐，果断扔掉铁
饭碗，租了一处门面，开始经营飞凤农业服务站，专卖化
肥、种子、菜籽、农药等。

她的生意季节性很强，而镇上还有好几家同类店
铺竞争，但每到“正卖”那几天，表姐的店里每天从天
不亮忙到大半夜，连饭也顾不上吃。连姑妈都有点怀
疑，外表傻乎乎的表姐，能把生意做成功，是否背后有
高人指点。

趁着二人对饮，谈兴正浓，我就把亲戚们背后的议
论拿出来当面问她：“你背后是不是有高人指点？”

表姐哈哈大笑：“那人是供货商，合作这么多年，他
说我是唯一从不拖欠货款的客户，他才会放心大胆地让
我卖完再付货款。我资金周转快，才薄利多销，生意就
比别人好了一点儿。”

成功的秘诀

一瓣心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