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里装修，我到劳务市场找了一个
铺地板砖的师傅。他姓王，很勤快，能吃
苦，干活也细致，一个星期就完工了。

有同事提醒我：“工钱不要全付，留下
一部分拖一段时间再给。要不然以后地
板出现质量问题，再想找他可就难了。”

我知道同事是为我好，可面对农民
大哥充满期待的眼神，我能感受到这些
钱对他有多重要。再说，我根本找不到
拖延工钱的理由。

王师傅千恩万谢地走了，临走时还
留下了电话号码，说是“若有事，随叫随
到”。

同事埋怨我道：“不听劝告，你有后
悔的那一天。”

我说：“不会吧，我看他是个挺实在
的人，不会耍心眼的。”

“你呀你，叫我怎么说呢，拿不到钱，
人家当然会装得很老实，一旦互不相干，
谁还认你是老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不信，你现在打个电话试试，就说地板砖
出现了问题，看他会作何反应，保管让你
大失所望。”同事说。

我就照着王师傅留的号码拨了过
去，可是连拨了几次，对方的手机都无人
接听。

这下同事来了精神：“看看，让我说
中了吧！才两天时间，他就不接你的电
话了。”

又过了两天，我正在吃午饭，接到了

王师傅的电话。他向我解释，从我这里
走之后，他急着到省城看望读书的儿子，
走得匆忙，将手机忘在家里了。他问我：

“有事吗？”
我告诉他：“没有事，只是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
“没有误事就好……”电话那头，王

师傅如释重负。
我吃罢午饭刚躺下休息，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王师傅。他气喘
吁吁，还提着一大包干活的工具：“我越
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你一定是有事不好
意思说，要不你不会打电话的，我还是过
来一趟才放心。”

我怔在那里，一丝感动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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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科医生的老妈退休了，再也不用
天天听患儿的哭声，不用听患儿家长急切的
催促声了。她终于可以每天早上起床后悠
闲地用早餐，然后到公园里跟老友们一起跳
舞健身了。

然而不久我发现，老妈越来越沉默寡
言了，夜里也睡不好，还常常在半夜叹气。
我鼓励她到小区活动室打打牌，跟那里的
老人聊聊天。可惜，最初的三天热情一过，
老妈便恢复了沉默。她到底怎么了？

一天，我们正吃晚餐时，隔壁楼上的
张阿姨带着孙子敲门来了：“王大夫，你
快给我孙子看看，他咳嗽快一个月了，吃
药打针，什么法儿都试过了，可这咳嗽还
是时轻时重的，怎么也好不利索！”

老妈放下饭碗，洗了手，取出已经被
收拾起来的听诊器，认真地为孩子检查
起来，然后耐心地给张阿姨解释着，脸上
现出了盈盈笑意，眼角的纹路微微弯起，
和蔼可亲。

我终于明白，老妈之所以变得沉默，是
因为她一直深爱着工作了几十年的岗位，只
有在工作的时候，她才能处于最佳状态。

可是怎样才能让老妈永远保持这种
状态呢？想来想去，我想到了网络，能不
能帮老妈注册一个网名，让她在网络里
发挥余热呢？

这个想法得到了老妈的支持，于是，
年过六旬的老妈成了我的学生，从打字、

注册到发帖、回帖，不到一周时间，老妈
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现在，老妈俨然成了网络名人，常给
一些患儿家长解答问题。夜里，我也再
没有听到她的叹气声，那个笑意盈盈、和
蔼可亲的老妈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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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婆婆不爱酒原来婆婆不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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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年轻时当兵，退伍后进了酒厂，
在酒厂奉献了30多年。

如同对待工作，公公对酒的热爱也
不是一般的。每晚饭后看电视时，他总
要小酌几杯。每当这时，忙碌了一天的
婆婆也总要坐到公公身边，陪着对饮。

公公喝酒喜欢慢品，用极小的酒杯，
“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端起一杯婆
婆倒的酒，他先对着灯光细看酒水的挂
杯度，再放到鼻子下闻酒香，最后才慢悠
悠地将酒杯放到唇边，轻轻地抿上一口，
露出陶醉而满足的神情。相比之下，婆
婆喝得更慢，往往是公公喝了两三杯，她
的一杯才下去一半。

“好酒需慢慢品味才好，大口喝就显

得浪费，也是对酒的亵渎。”只上过小学
的婆婆，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显得非常可
爱。加入这个家庭才两年的我由此认
定，婆婆也是“资深饮者”。

温和的灯光下，两位老人把盏对酌，
怡然自得，偶尔还唠唠家常，其乐融融。
那样的场景，美好而温馨，让人动容。

前段时间，公公有事出了趟远门。
公公不在家，婆婆也不喝酒了。五六天
时间，家里少了酒香，我和爱人都觉得好
像少了些什么。第三天晚上，我爱人特
意拿出一瓶好酒，准备与婆婆喝几杯。
婆婆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不为所动，
还连连摆手：“喝啥呀，没意思，我不好喝
酒。”

顿时，我和爱人都震惊了，异口同声
地问：“妈，那您咋天天陪爸喝酒呢？”

婆婆竟面露羞涩道：“你爸爱喝酒，
我就陪着他少喝点儿呗！”说着，还拿起
遥控器换频道，以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

我恍然大悟，婆婆不是爱喝酒，而是
爱那个喝酒的人呀！

星期日，我和好友熊哥约好一起去泡
澡，他身后还跟着他6岁的双胞胎儿子大
宝和小宝。正当我们准备往澡堂里进时，
他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单位有事，要他赶
快回去。见他作难，我说：“你去吧，这俩
小家伙交给我吧。”

这俩小家伙进了澡堂便兴奋起来，追
逐着互相打闹，到最后竟为了争一把水枪
而大打出手，我忍无可忍，把他们拉到一
边，每人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并训斥道：

“从现在开始，你们谁也不许说话，谁说
话，我就把谁扔进大池子里喝脏水。”

或许是俩孩子看我真的生气了，就乖
乖地坐在池边上。我暗暗得意，心想：到
底是孩子，稍微恐吓一下就震慑住了。

这俩孩子果真不再说话了，任由我给
他们洗头、搓澡，直到穿衣出澡堂。没想
到熊嫂正在门口等着呢，我赶紧说：“嫂
子，任务完成了，孩子交给你了。”

嫂子还挺高兴：“兄弟，谢谢你了。”这
时，小宝突然说话了：“妈妈，我没搓澡。”
我一听就愣了，这孩子挨了一巴掌，不会
是在借故告状吧？

熊嫂问他：“小宝，叔叔刚才不是给你
洗了吗？咋说没搓澡呢？”大宝在一旁哈
哈地笑了：“妈妈，叔叔给我搓了两遍，没

给弟弟搓。”我一听就傻眼了，难道
是我没分清？

只听熊嫂又问大宝：“那你怎么
不跟叔叔说一声呢？大宝一脸委屈
地说：“我怕喝脏水，叔叔不让我们在
里面说话，谁说话了就让谁喝脏水。”

前几天，我在网上“骑兵营”看到一位
骑友发了一个“不闯红灯”的倡议帖子。
他和骑友一起出行时，为了追赶前边的骑
友闯了红灯，导致车毁人伤。他以亲身经
历和惨痛教训告诉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
规则，不闯红灯。

这个帖子引起了骑友的热议，许多人
承认自己闯过红灯，表示今后不再闯红灯
了。我看了帖子深有感触。就在昨天，我
骑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看到绿灯闪
烁，我决定冲过去。

这个路口东西长、南北短，我是自西
往东，当我骑到快车道边上时，南北方向
的汽车已经启动，我骑虎难下，猛蹬几下，
冲到路中央。在一片刺耳的刹车声中，我
骑了过去。好险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回想起来还很后怕。

“从我做起，100%不闯红灯。”我认真
地回了帖。事实上，现在机动车闯红灯的
现象越来越少了，闯红灯的主要是骑车的
和行人。究其原因，一是缺乏有效监管，
二是有些人心存侥幸，闯了一次红灯没
事，就会闯10次、100次。有些人有从众
心理，看到别人闯红灯，自己忍不住也要
闯，形成了恶性循环。

朋友去德国旅游回来，对我讲德国人
非常遵守交通规则，即使路口百米之内看
不到一辆汽车，行人也一定会等到绿灯亮
了之后再通过路口。这不仅体现了他们
良好的个人素质，而且体现了一个城市的
文明程度。

我也经常外出旅游，在我国的北京、
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同样也可以看到
井然有序的交通秩序和遵守规则的广
大市民。

交通连着你我他，安全系着千万家。
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
社会的文明，让我们从自己做起，100%不
闯红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