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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云杯“我和晚报的故事”有奖征文赛

你说我说

徜徉超市
□魏智毅

退休后，由于儿子调动工作，
我和老伴儿随儿子来到洛阳定
居。生活刚刚安顿好，我们头一
件事儿就是订《洛阳晚报》。

一晃8年过去了，我家成为晚
报的铁杆订户。新报天天来，旧报
月月积。数年来，晚报被我整齐地
摆放在书房里，舍不得卖掉。

2010年，是我的丰收年。我
和老伴儿四上《洛阳晚报》，为我
们的人生涂抹了多彩的一笔——

农历正月初一，我和老伴儿
带儿女三家人去逛文化庙会，在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门口合影时，
碰上晚报记者在采访，记者在那
篇报道中把我写进去了。

在“地球休息一小时”活动
中，我们家的创意策划又有幸见
诸报端。

党的生日前夕，我来到晚报
编辑部找到记者陈占举，把一大
堆老照片和一页说明文字递给他
看，他当场敲定，立即挑选数张翻
拍，并联系记者张广英撰文。6月
30日，《洛阳晚报》用大半个版刊
登了我和老伴儿的9幅老照片，组
成“7·1”字样，通栏红色标题“54
年前我们同一天入党”显得格外

端庄醒目。
我们第四次上晚报是在 8

月。七夕快到了，记者张光辉找
到我约稿。17日晚报用一个整版
刊登了我和老伴儿的5张生活照，
配发文字，标题是：五十余载风风
雨雨，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
接着用“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8个
黑体大字肯定了我们的美满婚姻
和幸福生活。

至今，后两张《洛阳晚报》被

我镶嵌在玻璃镜框内，摆放在客
厅的显著位置，为温馨的家庭生
活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

“一诺千金。是你们，用宽广的心
胸，标定了人间的公平；是你们，经历困
苦，信守承诺，显示了中华文明代代传
承的善良天性！”在“洛阳市11·22诚信
日”到来前夕，为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
值观，呼唤中华民族的仁义礼智信等传
统美德，本报与鑫融基投资担保公司、
洛阳市城乡信用协会联合举办“洛阳好
人故事会”，讲述我们身边的好人故事。

冠名此次活动的鑫融基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于2007年11月22日率先发起
了“洛阳市11·22诚信日”活动（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曾予以报道），6年来倡
导了良好社会风尚。该公司是洛阳首家
由政府出资引导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担保
公司，运行7年来已成为全省最大的政府
出资引导、民企投资主导的担保机构。

让我们拿起笔，讴歌身边诚实守信的
好人、助人为乐的好人、见义勇为的好人、
敬业奉献的好人、孝老爱亲的好人吧！

活动参与事项

1.参与方式：以身边的真人真事为
素材，侧重写故事，字数在800字以内。
或向本报记者提供好人好事线索，由记
者进行采写。

2.奖励方式：本次活动撰稿或提供线
索均有机会获得奖励。稿件一经本报《三
彩风·故事》采用，作者可获200元奖励；由
记者采写的具有典型性的好人故事刊发
于《乐活·讲述》后，被报道者可获500元奖
励，线索提供者可获200元奖励。

3.投稿地址：洛阳新区报业大厦19
楼副刊部《洛阳晚报》三彩风·故事版，
投稿邮箱：zhout9461@163.com，请注明

“洛阳好人故事会”字样。
线索提供请拨打电话：
13383792808或65233687。
4.注意事项：稿件作者和线索提供

者均须提供真实的地址、电话和身份证
号码，以备领奖时查询。

中午，我正在午休，一阵敲门
声惊醒了我。我揉着惺忪的睡
眼打开门，一个陌生的、怯怯的
声音传了进来：“叔叔，我要去上
学了，这些东西吃不了，放这儿
吧。”

“你去哪儿上学？”
“信阳师院。”
“带着吧，也许路上用得

着。”
“放这儿吧，真的用不着！”话

未说完，他就转身离去了。我以为
是孩子的同学，没有多想，关上门
想睡“回笼觉”。

“ 爸爸，鸡蛋和鸭蛋是生
的……哇，还有黄瓜、土豆……这
么多东西！”隔壁房间传来儿子的
惊呼声。

“生的？”我一头雾水，这时才
后悔忘了问他的姓名。我一个鲤
鱼打挺翻身起床，飞奔到阳台前，
希望能看到他的身影。可是任凭

我双眼瞅得发酸，也没捕捉到他的
影子。

正当我失望的时候，敲门声再
次响起。仍然是他，手里提着各种
生活用品。

“你是——”我把他让进屋，不
失时机地问道。

“我就住在六楼，暑假刚搬来
的。阿姨真好，总那么照顾我！”又
和上次一样，他把东西放下就走
了，留都留不住。

晚上妻子下班回来，我急忙讲
了此事，妻子却说：“我照顾啥呀，
他是个乡下孤儿，没爹没妈的，住
在叔叔闲置的房子里，婶婶又不待
见，好可怜的孩子！我只是说了几
句关心话！”

也许对于常人来说，几句普
普通通的问候再平常不过，可对
于一个过早接触磨难、缺乏关爱
的孩子来说，却是那么温暖，那么
弥足珍贵。

读小学时，学生对老师都奉若神明，
老师说什么都牢记在心，有疑问也不敢
提出来。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数学老师每讲
一道例题都要说一句“同学们，你们要学
会‘居易翻山’……”我当时想破了脑袋
也没弄明白，做数学题跟诗人白居易有
什么关系呢？难道数学很难学就跟白居
易翻大山一样难吗？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每逢我们犯错
时，她批评学生时总爱说：“好好想想自
己有什么错，不要老找‘开关原因’。”于
是，我们都抬头看看灯绳，看看自己，然
后面面相觑，不明白我们犯错误怎么会
跟电灯开关有关系呢？

上初二时，一个刚毕业的女老师跟
我很投缘，有一次，我困惑地跟她说起这
些事，她笑弯了腰，我这才明白两位老师
说的是：举一反三和客观原因。

方言趣事
□马娜

逛超市，我有一种满足感。五花八
门的商品静静地摆放在货架上，你随心
所欲地拿起一件，仔细看看，反复揣摩，
合适了就放进手推车里。有时候哪怕
只买一点点东西，你也会感到满足。

超市，有一种公平感。不管你是大
款、权贵还是平民百姓，超市的大门永
远为你敞开着；不论你服饰华丽，还是
粗布衣衫，都可以昂首阔步地进入。在
那里，物品像仆人般恭敬，顺从你、属于
你，明码标价，公平结账。徜徉在超市
中，即便不购物也可以一饱眼福，人们
或坐或站在书架前看书，伴随着电视机
和音箱中的音乐，你想在超市里待上几
个小时，没人干预，无人驱逐，自由自
在，心情十分愉悦。

超市，犹如生活的百科全书。随
着店内摩肩接踵的人们，你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想要物美价廉的商品，就
跟随着大娘、大婶们买促销商品。超
市是了解民情民意、体现消费指数的
最佳场所。

超市，让你幸福。放眼望去，每一
个走出超市的人都是大包小兜，满脸喜
悦。满足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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