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间有句俗话：远亲不如近邻，近
邻不如对门。

对门，也就是大门对着大门的邻
居。在城市小区，同一栋楼上，一些对
门的人家十年八年都还不相识，人们平
素出出进进随手关门，更别说互相间有
什么来往。而乡间门对门的邻居，彼此
知根知底，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在乡村，住对门的邻居，家里有人
一般都不会关闭大门。关系和睦的，
每天里不是你到我家借用一下农具
什么的，就是我到你家借用个针头线
脑什么的。有时谁家改善生活，炸馃

子下油馍，或做粉蒸肉，大都会给对
门邻居送一点过去。闲来无事时，你
到我家走走，我到你家坐坐，吃饭时一
起坐在门口的大石头或木墩子上，一
边吃饭一边说些农事，或家长里短的
乡村趣事。

父母一向注重邻里关系，在我们
搬进新房后，父亲给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住在新地方，你们要和周围的
人好好相处，特别要搞好和对门邻居
的关系。”

记得我们搬进新居不久，一天下
午，我拉运渣土时在对门邻居家门口

洒 了 许 多 ，因 为 天 晚 我 没 有 及 时 清
扫。到了翌日早晨，待我准备去清扫
时，却见对门大嫂已将门前清扫得干
干净净。

为此，我心怀歉疚，向对门的大嫂
说：“这门口是我给弄脏的，本应该由
我来打扫，却让你给清扫了。”对门大
嫂笑了笑说：“我这不是起得早嘛，一
些渣土，顺便清理一下不就什么都没
有了嘛！”

对门大嫂的乐观大方，令我们夫妇
感慨不已。

这之后，我们家里有什么搬动东

西，或爬低上高之类的事，只要张开了
嘴，对门的大哥大嫂都会过来帮忙。同
样，对门家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我们
也毫不推诿，尽力而为。

和对门邻居关系搞好了，也就有了
相互的理解和信任。

为 此 ，我 和 对 门 邻 居 互 留 了 电
话，并添加了微信好友，谁家有什么
事了，随叫随到。有时我们夫妇下地
或外出，为了其他家人回家能进得了
门 ，便 将 大 门 的 钥 匙 放 在 对 门 邻 居
家。对门邻居若不在家，来个亲朋，我
们便予以接待，亲朋拿的东西我们会
及时转送。

人在乡间，有个真诚的对门邻居比
啥都好。

对门对心，对门对亲，对门和睦相
处，情亦深深，其乐融融。

对 门

花哥，不姓花，也不花，倒是有几分
腼腆拘谨。

花哥是我同事，没我大，办公室的
人都叫他花哥。他喜花爱草，就像有人
喜欢唱歌，有人喜欢画画一样，花哥闲
下来就爱侍弄花花草草，且乐此不疲，
把花侍弄成一张张笑脸，把草侍弄成一
簇簇翡翠。

每天，花哥是最早到办公室的，给
花花草草浇水、施肥，修剪枝叶。等别
人都到了，花哥也完成了每天的必修
课，看着办公桌上泛着光亮的绿植，花
哥有一种成就感。

花哥下乡时间多，坐班时间少，每
天忙忙碌碌，累并快乐着。一旦闲下
来，花哥多与花草为伴。喜阳的美人
蕉、三角梅、茉莉要时不时地搬上窗台，
让它们沐浴阳光；喜阴的君子兰、文竹、
虎尾兰，花哥也会偶尔让它们坐上窗台
透透气、亮亮相。浇水壶、喷雾壶、修枝
剪、小平铲是花哥在花草世界里施展拳
脚的刀枪剑戟，剑锋所指，花开香漫，草
绿木葱。

花哥总会及时拿出剪刀，细心剪去
老枝旧叶，让花草焕发新机；适时剪去

多余的枝蔓，留下别致的造型。花哥会
耐心擦拭每一片叶子上的灰尘，很轻，
很用心，偶尔叶片折断，流出绿汁，那是
叶子的眼泪，花哥说每一片叶子每一瓣
花都是有生命的，你付出辛劳和爱心，
它报以芬芳、绿意和生机。花哥打理花
草时常入神，此时我们叫他，他多半无
暇顾及，很少应答，过后莞尔一笑说：

“我在跟花草说话呢！”我们都笑他痴。
每个工位上都有一盆花或一盆草，

白掌、绿萝、文竹等随个人喜好，花哥在
给这些花草喷水时“火候”掌握得特别
好，既让叶子吃饱喝足，绿莹莹泛着小
星星，又让那些雾水含而不流，珠而不
滴，半点不打湿桌面。

一天，我桌上的虎皮兰表现得萎靡
不振，我一脸焦急，花哥却镇静自若，从
上到下认真观察一番，果断拿出药水喷
洒在虎皮兰的叶茎上和根部。原来虎
皮兰生虫了。随后两天，花哥又给虎皮
兰喷洒了营养液，施了肥，并将它放在
窗台上享受日光浴。很快，虎皮兰又生
机盎然，虎虎生风了。

周末的晚上，花哥从杭州打来电
话。花哥出差一周，这会儿风风火火

打电话过来，交代我务必照顾好办公
室里那些宝贝。富贵竹、摇钱树要好
好浇水，鸭脚木该让它晒晒太阳了，
还有，小赵桌上的豆瓣绿，对，就是我
们叫它吸烟鬼的那盆，好好打理，近
期它要开花了。说起这些花草，花哥
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喋喋不休啰唆
了半天。

花哥家的阳台正对着办公室，每
天工作累了，写稿乏了，他就走出办公
室，看看阳台上的那些花草，心情陡然
就舒畅起来。微风轻拂，花枝摇曳，花
香钻进了鼻孔，忽然间就有了灵感，文
思如泉涌。花哥家的阳台一年四季花
香弥漫，争奇斗艳，迎春花、三角梅、牵
牛花、牡丹、月季、菊花，随着季节交换，
那些花依次绽放，吐香露蕊，一方阳台
见证着春夏秋冬，上演着姹紫嫣红，生
机盎然。我第一次去花哥家就被惊艳
到了，通往花哥家的楼梯栏杆都被花哥
绑了花吊，每隔一小段距离就吊上一
盆，五颜六色的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
香，花香尽头是花哥家，花哥回家，一路
芬芳。

花哥会把自家的花拍图发到朋友

圈，谁看到喜欢的了就会让花哥扦插，
花哥扦插技术一流，不多久，准能收到
自己喜欢的花。花哥享受着分享的乐
趣，让每个人都能走进花草的世界。

花哥常说，种植花草是修身养性，
工作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工
作中的花哥会得多，玩得花，工作起来
俨然一个拼命三郎，常常是肩上扛个摄
像机，脖子上挂个单反，手上拿着笔记
本。摄像的间隙，花哥不忘拍几张精彩
瞬间，我们需要的是视频，而照片花哥
会提供给其他需要的部门。

“每个人都是单位这个大花园里的
一朵花，各自芬芳又遥相辉映，如此才
会花更艳，香更浓，花满园。”这是花哥
在表彰会上的一句话，这话有点高大
上，但在理。

下班路过花哥身旁，花哥正在给实
习生们讲解摄像的技巧方法，花哥讲得
津津有味，实习生听得聚精会神。在花
哥眼里，应该是把几个实习生当成他的
花草来侍弄了吧！

一个眼里有花、心中有绿、自带馨
香、阳光灿烂的人，走到哪儿都会有好
人缘。是的，我们都很喜欢花哥。

花 草 芬 芳
那天，我们几个退休后在洛阳安享夕阳时光的故乡

老友，聚在洛河畔的公园里，掐着指头数着飞栖洛阳梧
桐枝头的甲乙丙丁。洛阳的山河里有我们恁多的老家
人，洛阳城以它博大的胸襟拥抱了每一个来自乡村的游
子，大家心生万千春意，对古城一往情深，万千感慨都付
笑谈中。

芳，我在农村老家教书时的一个学生，早年丧母，
她老爹畏惧她继母，常迁怒于她，小女孩几乎陷入绝
境，畏畏缩缩，那讨好所有人的样子让人心疼。若在
农村老家熬下去，面朝黄土、孤苦无依、蒙受凌辱将是
她的整个人生。

开放的洛阳城接纳了她。从此，一条虽然曲折艰辛
却有尊严有盼头的大路铺到了她的脚下，她开始了新的
人生。在洛阳她先是跟着别人蒸馍卖馍，后来就自己
干。她学着与顾客沟通，学着讨价还价，以热情诚信取
胜。她一点一点地攒钱，买了自己的房，搬出了地下室，
安放了自己的身心，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再也不是那
个见人就往老师身后藏的羞怯女孩儿了，成了一个像模
像样的“洛阳人”。

颖，我老家的亲戚，离开故土来洛阳打拼，走上了小
康路，更长出了志气。买房遇上了产权麻烦，亲戚朋友都
为他担忧：咱一“外地人”，能抗得过吗？算了吧！而他，
压根儿没打算放弃，他相信洛阳这个城市自有正义，就看
你是否去争取。于是，他走上了抗争之路，终于维权成
功。如果在农村老家，那盘根错节的万千羁绊，肯定是一
个难解的结。而法治洛城，给了他公道。

涛是我老乡，也是我的学生，他成了洛阳大医院的大
夫，率领着一个团队，在洛城抗击新冠疫情一线做出重要
贡献，被媒体肯定，成了老家人的骄傲。

老家人在洛阳，创办公司的，搞建筑的，搞装修的，
跑运输的，经商的，比比皆是。老家学子成了洛城的大
学教师，杰、虎、辉成了洛阳警官，并各领军一方……融
入洛城的老家人，一个个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乘着洛城
开放的春风翩翩起舞。

据我所知，单是我们村扎根洛城的就有八家。村姑
嫁了洛阳婿，乡野小子娶了洛阳妞。老家人闯洛城，遍地
开花。

一次老家同学聚会，大家惊奇地发现，有二十多名同
学退休之后安家洛城度夕阳，竟都成了“洛阳人”，享受着
洛阳的发展成果，生活得自在惬意。

老家人有悠长的乡愁，虽然对那个老家念念不忘，
却再也难以回头了，因为他们已经在此深深扎根，和这
座城市同呼吸、共心跳，大气古城成了他们深深的眷
恋。“此心安处是吾乡”，洛阳，已经成了他们再也放不
下的第二故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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