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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鹏云杯“我和晚报的故事”有奖征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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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爸咱妈

家有“甄嬛迷”
□张梦婕

我爱我家

投稿邮箱：bxxieshou@163.com 联系电话：65233688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

□牡丹仙子

把爱送回家

啼笑皆非

爸爸要加
广告了
□刘慧超

五味人生

□张少刚

这就是幸福

记忆中的美好

母亲的脚小时候缠过一段时
间，后来放开了。母亲虽然个儿不
高，但从不惜力，年轻时纺花织布、
挑水施肥，样样不甘人后。父亲患
肝病长期在龙门疗养院疗养，为养
活我们姊妹五个，母亲靠为茶社担
水挣钱养家糊口，为我们撑起了一
片天。

母亲有大脚骨，无论穿什么鞋，
都会把鞋子撑得变了样。我多次劝
母亲做手术，母亲总是摇头说：“年
轻时都过来了，现在老了不讲究了，
花钱受那罪干吗？”

一次，我和母亲散步，路过一家
足浴店，我考虑到母亲一辈子辛苦，
想让母亲享受一下，便拉母亲去泡
脚，母亲执意不去，我便给母亲讲足
浴的诸多好处。

母亲听我说了一大通，不忍扫
我的兴，嗫嚅着对我说：“我的脚太
难看，怕别人笑话。”我听后，心头
酸楚。

见母亲不肯进店，回到家里，我
烧了热水，决定亲自为母亲洗一次
脚。母亲虽然嘴上拒绝，但早已坐
在沙发上等我。我按照足浴店的
步骤，先让母亲泡脚，然后用手替
母亲搓起脚来。摩挲着母亲的脚，
我的眼前浮现出小时候母亲为我
洗脚的情景；摸着母亲脚底厚厚的
老茧，我忍不住泪眼婆娑。我用磨
脚石把母亲脚底的茧子打磨掉，再
用按摩膏细致地按摩，洗好擦干
后，我又挤出很多乳液涂在母亲的
双脚上。过后，母亲一直说，洗脚
后感觉双脚轻快了许多。

第二天我特意上街，为母亲买
了一个足浴盆。虽然我不能每日
陪伴在母亲身边，但我要把对母亲
的爱送回家，让母亲每天在洗脚的
时候都能感受到子女对她的关心
和牵挂。

我和老姐都喜欢看《甄嬛传》，热
播的时候每一集都不愿落下，没事儿
的时候也会在网上慢慢品味。在我们
的感染下，外甥女写完作业后，也会瞄
上几眼；父母在欣赏京韵的空当，也会
看看“小主”们；聊天的时候，姐夫也会
附和着谈论几句。那天，我们几个“甄
嬛迷”在吃饭时也即兴来了几句。

老姐说：“品尝美味固然重要，但
友情也是不能忘记的，在用膳之前请
允许我隔空寒暄片刻，再随同各位一
起享受，身心俱乐才是极好的。”

外甥女说：“隔着门我已经闻到了
香味，得享美味，真是荣幸之至，可惜我
忙于作业，身心俱乏，若得姨妈赠水，免
于我奔波往来，小女子拜谢万千。”

我说：“感念父母忙于厨房，身为
子女不能代为受劳，内心惭愧之至，但
想来父母所做美味能得子女赞誉，内
心也定是快乐至极的，如今也只有举
箸多品，来答谢父母大人了。”

姐夫说：“请你们说人话！！！”
老姐说：“我回个短信再吃饭。”
外甥女说：“姨妈，帮我弄点儿水

洗手，好吗？”
我说：“爸妈，你们再不来吃，我们

要先吃了，不等了哈！”

楼下有一个三口之家，丈夫高大
英俊，女儿漂亮可爱，妻子清秀美丽，
只是她的双脚弯曲得厉害，行走不
便，每走一步都那么艰难，令人看着
不忍。每到黄昏，我总能看到这样的
情景：前面女儿推着自行车，后面丈
夫牵着妻子的手，说说笑笑地朝家中
走去。

有一次，我家下水管道堵塞，我
领着管道修理工到楼下疏通，走进了
这个清贫的家。那温馨的场面令我
眼前一亮：老式的木沙发上铺着五颜
六色的碎布拼成的沙发套，虽然洗得
发白，却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一个
简易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各种
书籍，让人感觉到了书香气息；一台
小小的录音机里，正播放着优美的萨
克斯旋律，音乐使这个简陋的房间立
刻生动了许多。

一个小小的房间吸引了我的目
光，那是用白色的纱隔出的一个工作
间，几幅正在装裱的画静静地躺在那
儿。我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女主人，
她轻轻一笑，柔柔地说：“我行动不
便，便学起了装裱，虽然挣得少，但可
以补贴家用，减少一下他的压力……”
她秀美的脸上写着满足，怪不得她英
俊帅气的丈夫握着她的手时一副快乐
满足的样子。她在认真装裱每一幅画
的时候，也在装裱着自己的人生，装裱
着自己的生活。我想：这就是幸福！

晚上睡觉前，我给女儿讲自己
编的故事，讲着讲着有点儿犯困，
卡壳了。

女儿问：“爸爸，你怎么不讲了？”
我说：“等一会儿，让爸爸

想想。”
老婆在一旁责怪道：“非要自己

编故事，拿本故事书讲不就行了。”
女儿淡定地说：“没事儿，妈

妈，等一会儿，爸爸要加广告了。”
原来，女儿在看动画片时，中

间都要加几十秒广告，她以为我讲
一会儿也要加一段广告呢！

绘制 仁伟

□李瑞锦

10年前，我所在的单位不景气，
数月不发薪水，家里愁云密布。为
了筹措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我决
定回到家乡卖牛肉汤。

也是这样的深秋时节，我套了
架子车，装上柴火、将军帽锅以及批
发回来的牛肉拉到大奎叔家的对面
开始生火熬汤。大奎叔先是向我这
边张望了两眼，然后友好地点点
头。我心里有些不自在，因为我是
在与一位70来岁的老人抢生意。

一个上午过去了，大奎叔那边
食客不断，我这里门可罗雀。

下午，大奎叔忽然拿大锅盖盖
上汤锅，不知去向。我一阵窃喜，
终于有客人光顾我这儿了，但他们
只是瞟两眼，然后转身离去。这
时，我才知道“江湖难闯，生意难
做”的真正含义。

天慢慢黑了下来，气温骤降，

我冷得发抖：明天咋办？几百块钱
的牛肉变质了咋办？我敲了敲大
奎叔家的门，想把牛肉作价给他，
尽量减少损失。

“敏娃！后晌啥样？我不是把
锅盖了。”大奎叔问我。我恍然大悟
他下午没做生意的原因。我默不作
声，却满眼泪水。他拍拍我的肩：

“把切了的没切的牛肉都拿来吧。”
“好！”我回嗔作喜，把一大筐牛肉给
了他。大奎叔递给我一叠钱：“数
数够不够。”我一数，竟然是原价。
我瞪大眼说：“大奎叔，您可别后悔
呀！”他只是宽厚地笑了笑。

我忙不迭地拉着车子往家
赶。大奎叔出来喊住我，我问：“大
奎叔，您后悔了吧？”“敏娃，我再给
你10块钱车费，你眼下正艰难呢！”

我愧疚地低下了头，心里一阵
感动：大奎叔真好啊！

流光碎影

大奎叔
□杨书敏

在我的邮箱里珍藏着一张照
片，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那个
春天里的故事。

10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和父
母去植物园游玩儿。园子里花团
锦簇，我们不停地选背景、找角度
拍照。在玉兰树下，父亲刚给我
照了一张，我正要去接相机，“别
动！我也给你拍一张！”我应声回
头，只见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
人在我左前方，已支好三脚架，镜
头正对着我，我没多想就让他照
了。照完后，他说：“把你的邮箱
地址给我，回头我给你传过去。”
他记下了我的邮箱地址，我和父
母就去别的地方赏花了。

忽然，我担心起来：他到底是
什么人啊？我不认识他怎么就
让他给我拍了照呢？我的脑子
里蹦出许多有关网络的负面新
闻：照片被 PS 恶搞传到网上，

“人肉搜索”主人公致其无法正常
生活……我越想越害怕，赶紧和

母亲去找他，想让他把照片删掉，
可是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他。

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3
天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邮件。

“你好，我是《洛阳晚报》的记者，准
备做个春日的专版，那天看到景美
人也美，就忍不住给你拍了照，用作
版面的背景，原谅我的冒昧。”我
迫不及待地打开附件，他不仅把我
的照片发了过来，还发过来一张报
纸的照片。在经过虚化处理的照
片上，那个轻扶花枝、白衣蓝裙的
女孩儿不就是我吗？我长长地出
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守信的记者和那张照片永远
珍藏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