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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能环保方面，我对女儿
时时言传身教——淘米水用来浇
花草，洗过衣服的水先涮拖布再
冲厕所，用完的作业本和旧报纸
要先练毛笔字再卖废品。

6 岁的女儿领悟得很快，
她把用过的纸杯和吸管做成
风铃，将奶箱的硬纸片制成相
框 ，还 捡 了 一 些 落 叶 粘 在 墙

上 ，装 饰 她 的 房 间 。 她 的 行
为，真让我有“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的成就感。

令我这当爸的自叹不如的
是，有一次我流鼻血，叫她帮我
拿些纸来，她却举着一个空瓶
子跑过来，嘴里喊着：“爸爸，别
流地上，流在瓶子里，我当画画
颜料。”

散文家王剑冰说：“瓦是屋
子上面的田地。”那么，瓦上的草
无疑就是田里的庄稼了。老城
区有很多瓦房，因为要旧城改
造，拆迁这些老房子就成了必
然，瓦上的草也就没有了生长的
基础。

虽然是草，但因为长在瓦
上，人们一抬头就能看见，所以
就承载了人们太多的遐想。它
和老房子一样，因为即将失去，
所以让人怀念。在老城区，在拆
迁前的半年时间里，差不多每天
都有人来看这些老房子，城里
的、郊县的，凡是重情重义的人
都来了，像是探望危重的病人，
把记忆留在心底。

我来的时候已是深秋，地上
的草还有一些绿意，但瓦上的
草已枯黄，在秋风中摇曳着，这
里一丛，那里一片。尽管今年
干旱少雨，瓦上的草还是长了
二尺多高。它脚下的土地并不
厚实，那只是风刮过来的一些
沙土，落在了瓦缝里，瓦片涵养
的一丝水分，让它的根须触到
了湿润。但草的种子并不抱怨
命运的不公，它不在风中怒骂

风没有把它带到一个水分充
足、土地肥沃的世界，它忍受艰
辛，落地为家。

听人说，这一片原来是一座几
十亩大的院落，有着几进深的院中
院，它的主人是一个小军阀。后来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铁路、国道、某
单位的家属楼依次对它进行蚕食，
现在只剩下一座两层的阁楼了。
但我们还能看到它雕刻精美的柱
石、六七米高的圆木柱、规则的木
格窗棂、青色的厚砖墙、排列整齐
的瓦和瓦上的荒草，想象着它曾经
拥有过的繁华。

人们常说：“人生一世，草木
一秋。”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何
尝不像瓦上的草呢？我们没有选
择出生的权利，我们在成长的过
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也必
将走到生命的终点，但我们曾经
来过，哪怕会像这老房子和瓦上
的草一样，被时间的烟尘所掩埋，
但我们都曾努力过。

很多地方都有老城，很多老
城都会被拆迁，没有了瓦，也不
会有瓦上的草，但秋风萧瑟，我
心淡然……
（此文选自洛阳网·河洛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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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梅芳

城里的“百家宴”

母亲卖菜
□莫小秋

“我和晚报的故事”有奖征文赛

咱家的宝
□王兴岳

我爱我家

好文上墙

瓦上的草
□骏捷

啼笑皆非

节能
□君弹天下

奶奶看电视
□张少刚

奶奶80多岁了，平时就爱看电视，
并且总是看着说着，不过有时候说着说
着就犯迷糊了。

一天晚上，全家人正在看电视。奶
奶突然指着电视上的一个人说：“这个
坏人我记得，他昨天晚上已经被警察打
死啦，流了好多血呢，怎么今天他又活
了？现在的电视剧到底是怎么拍的，简
直让人没法看！”

听了奶奶的话，我笑着说：“奶奶，
昨晚和今晚看的不是同一部电视剧，也
不是同一个台，只是同一个演员演的！”
这时，爸爸妈妈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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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母亲从县城回来时，到
蔬菜批发市场批发了一袋子青
菜。母亲说：“这么好的青菜批发
价才1.6元一公斤，而本地的青菜
卖到了4块钱一公斤。我要卖菜，
把去县城的路费挣回来！”

母亲的菜摊摆了很长时间，却
没卖出去多少菜。这些菜看起来
鲜嫩嫩的，比批发市场卖得还便
宜，可为什么就不好卖呢？

原来有顾客来购买青菜时，母
亲总会提醒：“这些菜是淘洗过的，
不耐放，你少买点儿吧！”这话一说，
购买者便有了顾虑，生意自然不会
好了。我寻思着在菜叶上撒点儿
土，伪装成没洗过的菜来迎合顾客，
可母亲不同意，说挣钱得凭良心。

母亲临时离开，让我帮她看会
儿摊儿，我卖给一个姑娘5公斤青
菜。母亲回来得知后，忙追上人家
说：“这些菜洗过，你买那么多，会放
坏的，你少买点儿，我给你退钱……”
姑娘很感动，介绍一个开饭店的朋友
来，按市场价一股脑儿把母亲的青
菜全买走了。

我乐了：这世道，真不会亏待
老实人！

我和《洛阳晚报》的情缘，要从我年
过百岁的母亲说起。

1992年，87岁的母亲突然瘫倒在
床，我决定提前退休，伺候母亲。当时，
由于我没有护理经验，不长时间，母亲
的背部就生了褥疮，几天之内，疮面长
成了巴掌大小，并露出了骨头。医生
说：这种情况只能靠家人精心护理才能
痊愈。

后来，我看到了《洛阳晚报》，如获
至宝——《洛阳晚报》登载的一些医疗、
保健知识让我受到启发，我尝试着将一
些方法用到对母亲的护理中。在我的
精心护理下，母亲的病情逐渐好转。

我备受鼓舞，对母亲的病情进行了
分析、梳理，制订了细致的护理方案：在
进食营养保健品的基础上，让母亲坚持
活动以增强体质，再辅以清洗、按摩、勤
翻身，母亲的褥疮终于痊愈了。我还把
报上的一些资料和图片剪辑成册，方便
母亲阅读。从此，《洛阳晚报》一直伴随
着母亲，直到她107岁寿终正寝。

我因为精心赡养母亲20年也出了
名：2007年，我们母子双双出现在中央
电视台的《夕阳红》栏目中，我被评为

“洛阳市十大孝星”；2008年和2010年，
我又两次被评为“全国敬老孝亲之
星”。洛宁文化名人李笑白风趣地说：

“古有二十四孝，我读你二十五孝——
背着母亲晒太阳。”

是《洛阳晚报》给了我知识、启发和
力量，助我成为“护理能手”，才使母亲
摆脱了病魔、实现了高寿。

《洛阳晚报》——咱家的宝。

我原以为“百家宴”只能在农
村看到，没想到城市里也会有这种
洋溢着浓浓邻里情的宴会。

那天傍晚，我在街上走，远远
看到一个小区的大门上彩灯高悬，
霓虹闪烁。我走近一看，路边立着
展板，上面书写着“××小区先进
个人光荣榜”。受表彰的人还真不
少，有好婆婆、好媳妇、好邻居……
照片上的人戴着大红花，各个精神
抖擞、喜笑颜开。

一阵笑声从院子里传出来，我
循声望去，看到院子里摆了好多张
桌子，桌子上菜品丰富。人们围桌
而坐，边吃边聊边笑，喜气洋洋、热
闹非凡。莫非这是谁家在办喜
事？在院子里请客在农村很常见，
城市里这种情形却很稀罕。大门
边黑板上的公告解开了我的疑惑，
原来是该小区的每户拿出两道菜，
在举行每年一度的“百家宴”。公
告的落款是“热心人协会”。那些
先进个人，也是热心人协会组织小
区居民投票选出的。

看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幕，我不
由得感慨：“远亲不如近邻啊！”

“洛阳好人”故事会
洛阳市城乡信用协会
鑫融基投资担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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