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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康醇香飘边疆

•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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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年代初期，农村的业
余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边疆少数
民族牧民更是如此。为丰富牧民的
业余文化生活，促进民族团结，上级
要求我所在的连队每半个月到驻地
农场和牧民区免费放映一场电影，
这个重任自然由我这个连队文书负
责。

每次到农场放电影，牧民们都热
情地帮我挂银幕、搬桌子，还送来了奶
茶，视我为座上宾。

一天，我放完电影，农场书记陪我
吃饭时，我告诉他，上级批准我回家探
亲，明天我要回河南一个月，其间不能
放电影了。等我探亲回来，再把这段时
间没放映的电影补上，请他向大家转告
我的歉意。

第二天，我收拾完东西，准备回河
南时，哈萨克族场长艾买提和书记吴新
生两位大叔骑着马来到连队，给我带来
一箱沉甸甸的新疆特产，说是牧民的一
点儿心意，并一再嘱托我，探家回来尽
快给大家放电影。

我当兵后两年没有探家了，回
到河南农村，乡亲们都来看我。我
拿出牛肉干、奶酪、葡萄干、巴旦木
干果等给他们吃，大家都感到很新

奇，夸这些东西好吃！我心里美滋
滋的，心想也要带点儿礼物回报牧
民。

归队时，我花了一个月的津贴
费，买了 4 瓶杜康酒和 4 个唐三彩
马。我担心路上颠簸损坏礼物，便
用纸将礼物包了一层又一层，辗转
8000多里路带到新疆。我去放映电
影时，给场长和书记每人两瓶杜康
酒、两个唐三彩马。

当晚，场长和书记第一次品尝到醇
香的杜康美酒，十分高兴。当我讲到杜
康造酒、曹操赋诗的故事时，他们听得
津津有味。

那一晚，我们喝得酣畅淋漓，杜
康的醇香飘边疆，家乡酒融入了民
族情。

（瀍河回族区 赵宏涛）

冰箱不是垃圾箱，可是昨天我打开
冰箱的时候，分明闻到了一股异味。好
久没有清理冰箱了，于是，我把冰箱断
电，准备好好清理一番。

我一边整理冰箱一边烦躁着，冰箱里
的东西要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将坏掉和过
期的食物清理掉，然后重新摆放，真麻烦！

被我收拾出来的过期和坏掉的东西
还真不少——半瓶番茄沙司，颜色虽依
旧鲜艳，可惜已经过期半年了，只好扔
掉；不知什么时候买的一袋泡菜，连生产
日期也变模糊了，也要扔掉；半罐奶黄色
的沙拉酱闻起来还是那么香甜，怎么看
都不像是过期食品，最终我还是决定扔
掉它；在冰箱的角落里竟然还躺着几根

蔫了的黄瓜和一个长了“黄褐斑”的番茄
……天啊，冰箱看来真的快要变成垃圾
箱了，我却没有注意到。

清理工作终于完成了，看着堆在垃
圾袋里的变质食品和焕然一新的冰箱，
我的大脑也好像清爽了许多。

冰箱不是垃圾箱，而是用来保鲜食
品的，我为什么没有及时清理它呢？也
许是我的大脑也像这个冰箱一样，因为
没有及时清理而变得污浊和混乱，我却
浑然不知，任由那些坏掉的、无用的东西
占据空间。

看来，需要清理的不止冰箱，还有我
的大脑。

(涧西区 张文莉)

•啼笑皆非

办证
在工商所办证处，衣衫破旧的老王

讨好般地跟办证的美女说：“小同志，我
想办个营业执照，中不中？”

美女连头也没抬：“办啥证？”
老王赶紧说：“收废站。”
美女没好气地说：“不让办！”
老王脸都急红了：“咋不让办呀？

俺都快作难死了，想着给娃子们找个营
生，挣口饭吃，要是连收废站都不让办，
那不是让俺一家子等着饿死吗？”

美女乜斜老王一眼：“你在哪儿办
呀？”

老王以为有缓和余地，赶紧说：“就
在县城王家街的拐弯处，我们一定讲卫
生，不影响市容！”

美女一脸鄙夷：“洛栾快速通道上的
收费站都被拆除了，你在你们王家街还能
再办个收费站？你都不想想，你是谁？”

老王一愣，随即猛拍脑门，尴尬地
赶紧道歉：“小同志，俺一紧张说掉了一
个字，俺要办的是‘收废品站’啊！”

美女强绷着脸道：“把话说全嘛！”
说完，赶快扭过头，笑喷。

（伊川县 武巧霞）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
了星期天早晨的宁静。我揉揉惺忪的睡
眼，没好气地嘟囔道：“谁呀，敲门这么
急！”我一边嘟囔，一边去开门。

我打开门一看，是一个瘦小的姑娘，
她上身穿着过时的花格子衬衫，下身穿
着宽腿裤子，显然是从乡下来的。

“你是……”没等我把话问完，姑娘就
自我介绍起来：“张姐，我是小刘呀，我家在
嵩县，10年前我娘在你家当过保姆。”

哦，我明白了，她就是保姆的女儿小
刘，我赶紧把她让进屋。

她也不客气，径直走进屋，对门口摆
放的拖鞋熟视无睹，坐在沙发上时才看
见地板上的脚印，这时她非常不好意思，
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我安慰她说：“没
事儿，反正地板也不干净。”这时她拘谨
的表情才缓和了一些。

“小刘，你这次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吗?”我问。根据我的经验，乡下来的客人

要么找我借钱，要么让我帮忙找工作。
小刘说：“啥事也没有，只是我娘说

你人实在，在你家干活时你对她不薄，我
娘让我带点儿家乡特产来看看你。”她边
说边从编织袋里往外掏东西，一会儿，山
核桃、土鸡蛋、木耳……摆满了一桌子。

很难想象，她瘦小的身躯背着这么多
东西走山路、坐汽车，是多么不容易！我
连忙道谢，小刘爽朗地说：“谢啥呀，你只管
吃，吃完了我再给你送。对了，我娘让你
抽空去嵩县转转，农村地虽然薄，但人情
厚。行了，我走了，还要下地干活儿呢！”说
完，她不顾我的挽留，急匆匆地走了。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乡下人的偏
见。也许他们说话时嗓门太大，也许他
们不拘小节，但他们的感情是那么质朴，
心地是那么善良。作为城里人，我们是
否应该用一颗包容的心去接纳他们、关
心他们呢？

（西工区 张璞）

乡下来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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