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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毛泽
东同志“向雷锋
同志学习”题词
50 周 年 纪 念
日。50年前，雷
锋精神曾让无数
人为之动容，雷
锋的事迹，在无
数人心中播下了
美好的种子，开
出友爱之花、信
任之花、奉献之
花，直到今天仍
带给我们感动和
温暖。

2月24日是元宵节，小姨子带
着8岁的侄女甜甜从偃师来我家玩。

下午，她俩在东周王城广场86
路公交车站等车时，小姨子接了个
电话，一转身发现甜甜不见了。小
姨子焦急地一边给家人打电话，一
边在车站附近来回寻找。

我们赶到86路车站时，110执
勤民警已经在询问情况了。大家分
析认为孩子很可能上错了车。可是
经过这里的公交车很多，孩子会上
哪趟车呢？

焦急中，一位姓刘的女士打来
电话，说甜甜就在她身边，她马上坐
公交车给送回来。这个电话让大家
悬着的心落了地。原来，甜甜看到

等车的人很多，想上车抢个座位，没
看清车号就上了52路车，坐到终点
站时才发现姑姑没在车上。这时，
恰巧刘女士在此等车，她注意到女
孩不知所措，就问明情况，赶紧打电
话与孩子父母联系。

当刘女士带着甜甜下车时，甜甜
的妈妈感动地拿出几百元钱请刘女
士收下，以表感激之情。可是被刘女
士谢绝了，她说：“这都是平常的事，
谁遇到都会这么做，找回孩子才是最
重要的。”问她姓甚名谁、家住何处，
她笑而不答，很快消失在暮色中。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觉得，能
生活在这个城市真的很幸福。

（张建伟）

一座幸福的城市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的
童年是在学雷锋的热潮中度过的。每天早
上和中午，预备铃响过之后，各个教室都会
响起《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大合唱，同学们
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校园。

伴着歌声，同学们学雷锋的激情更高。
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全校同学都参加
做好事活动。三五成群，分头行动。那时，
吃水要靠肩挑，这是个力气活。我们年龄
小，挑不动，就两人合伙抬。

村东有位老奶奶，70多岁了，无儿无
女，我们就去帮她抬水，每次去，都要把她
的水缸装满。她总是慈爱地望着我们，不
停地嘱咐：“慢点抬，不要慌，一次少抬点。”

村西头有位孤寡老汉，双目失明。我
们学雷锋小组，不但给他抬了水，还给他拾
柴火。当他把自己蒸的红薯面窝窝拿给我
们吃时，我们一溜烟跑了出来。

时间长了，不知不觉中，学雷锋做好事
就成了我们的习惯：下课后，我们争着擦黑
板；放学后，我们抢着扫地；晚自习停电了，
我们会把自己的油灯与同学共用；上学路
上，遇到正在上坡的车，我们会跑去帮着推
一把……

雷锋精神在我们纯洁无瑕的心田播下
了美好的种子，从此，在我们人生的田野
上，开出的尽是爱的花朵。 （滑培霞）

学雷锋的童年

上初二那年，班主任周老师发动大家
学雷锋。我和3个同学分在一组，我提议
帮助生产队里一位老人。他无儿无女，住
在曹家祠堂里。

为了不让其他人抢了先，我们下午放
学就开始行动。我们来到老人的住处，小
刚拿起笤帚扫地，丽丽和我走到厨房找活
儿干，雷雷个子高，挑起水桶去挑水。

老人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笑着回
答：“学雷锋！”终于等到我们停下了手中
的活儿，老人忙搬来凳子让我们坐下，我
们却摆摆手跑走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
天天如此。老人每次都噙着烟袋，笑嘻嘻
地看着我们。

周一早上，全校大集合，校长郑重其
事地说：“今天我要特别表扬4位同学。
他们帮助村里的老人干好事，精神可嘉。”
然后，校长点名让我们上台。

这时，老人上台了。他激动地说：“你
们都是好孩子，我没啥表示的，买了一些
糖奖励你们。”他给我们每人发了3颗糖，
引来了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那3颗糖被
我当作宝贝，装在口袋里好几天，直到糖
变软了，才不舍地含在嘴里。

学雷锋活动结束后，我们几个仍然坚
持去帮助那位老人，一直到初三毕业。

（张亚玲）

甜甜的记忆

小街很窄，可卖水果的摊子一
个挨着一个。我轻车熟路地来到一
个姓高的中年妇女那里，花20元买
了一袋苹果。

回来时我顺便到一家小超市，
买了一袋盐，付钱时发现口袋里另
一张20元钱不见了。我想了想，只
在水果摊上掏过钱，也许掉到她的
摊位上了。我说拐回去找找，超市
老板笑着说：“恐怕找不到吧！”我回
答：“试试看。”

我定点在高姓妇女的水果摊买
水果，始于两年前的冬天。那天，我
正在小街溜达着，忽然听见一个妇女
的埋怨声：“你回去吧，别在这儿砸我
的摊子，我的苹果是会说话的，它会
告诉买家是好是坏。”她身旁的一个
男人瞪了她一眼，悻悻地离开了。

她摊上的十几袋苹果，个大鲜

红，看起来很新鲜。我要买她的苹
果，她回答不卖。我疑惑地看了她
一眼，正要离开。她诚恳地告诉我：

“不瞒你说，昨晚俺家那位在装苹果
时耍了点坏心眼——把好苹果码在
外边，次苹果藏在中间。他这样子
不是砸我的摊子吗？”听她这么说，
从此，我不管买什么水果，都毫不犹
豫地来到她这里。

当我回到她的水果摊时，她调
侃道：“怎么拐回来了？脚印掉这
儿了？”

我尴尬地笑笑，正要说明原委，
她拿起红苹果下压着的20元钱递
给我：“你今天不回来找，早晚见你
也会给你的。”

我感激地看着她，心想，她的苹
果就像她的心一样是会说话的。

（杨书敏）

会说话的苹果

2005年夏天，单位
派我去北京学习。我住
的地方离学习的地方很
远，骑车大约需要50分
钟，我每天都早去晚回。

那天早上，我给自行
车打了气，7点钟准时出
发。快到一个路口时，自

行车突然颠簸了几下，随后传来一
声闷响，车胎爆了！我赶紧下车，看
看瘪瘪的车胎，又看看周围陌生的
环境，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在一位大爷的指引下，我找到
了修车的地方。修车的是两个50
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们很麻利地帮

我换好轮胎，要22元钱。我掏出钱
包一看正好有22元钱，若都给了她
们，我的午饭怎么办呢？我只好硬
着头皮把情况向她们说明，并保证
明天路过时一定把钱补上，然后忐
忑不安地看着她们。

她们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其
中一个说话了：“看你也不像坏人，
出门在外也不容易，我们就相信你
吧，先收12元钱，余下的你明天补
上吧！”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得到两
位陌生人的信任，我心里暖暖的。

第二天，我早早地把钱送了过
去，并发自内心地说了声：“谢谢！”

（赵静玉）

信任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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