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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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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穗理论

啼笑皆非

□闫自超

同事给父母买了一个数码相机，让他
们没事时多出去看看风景、拍拍照，丰富
一下老年生活。老两口很高兴，很快就和
社区的老年人组了一个团去旅游，途中，
老爷子拍着相机说：“大家好好玩啊，这次
的摄影任务就交给我了。”

出游回来，同事拿过相机看照片，谁
承想，相机里一张照片也没有。同事惊奇
地看着父母。“唉，别提了，这老头子犟得
很，景区里的景致都入不了他的眼。我们
刚选好一个地方准备留张影，你爸就说，
这儿风景不行，再找个好地方。一路走下
来，他都说风景不行，结果一张相片也没
照成。”老太太气呼呼地白了老爷子一眼，
接着又说，“啥叫风景不行，我看这就是典
型的‘麦穗理论’。”

坐在一边的老爷子这时候来劲儿了，
说：“什么‘麦穗理论’，是我忘了咋开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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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俊杰

全家人的晚报

胖瘦都是爱
□张冰瑶

最近，学校把上学期订的工
装发了下来。办公室金老师和王
老师的衣服都不合身，金老师的
衣服太宽松，王老师的衣服太紧
绷，两个人把衣服一换，解决了彼
此的难题。

原来，金老师一个暑假瘦了8
斤，而王老师胖了10斤。

我们都很奇怪，体重一直比
较稳定的两个人，为何过了一个
暑假变化这么大？通过聊天，我
得知了缘由。

金老师的女儿在美国留学，
已经去了两年，平时可以打工挣
钱，美国的肉类食品相对便宜，她
女儿便自己买来烹饪，加上课业
负担重，没时间锻炼，体重不断飙
升。暑假，金老师的女儿回到洛
阳后，希望自己能恢复到窈窕淑

女的状态，金老师便陪着女儿开
始了减肥之旅：每天饮食清淡，夜
晚还要暴走一两个小时。一个暑
假下来，金老师的女儿瘦身成功，
金老师也瘦了8斤。

王老师的儿子上学期刚去俄
罗斯留学。她儿子很懂事，比较
节俭，加上男孩子不会照顾自己，
短短几个月，从一个健硕的青年
变成了一个骨感十足的人。王老
师看到儿子后，心疼不已，母爱泛
滥，下决心在暑假里让儿子恢复
往日的风采，于是，红烧排骨、土
豆鸡块、炖牛腩、红烧鱼……一个
暑假下来，成功让儿子增肥18斤，
王老师也跟着儿子大饱口福，体
重增加了10斤。

母爱有很多种，王老师胖了、
金老师瘦了，都是一种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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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晚报》一直是我们家的最爱。先
说母亲，她虽然已经80岁了，还不识字，但
很惦记晚报的《生命周刊》，那上面经常介
绍很实用的养生知识、小偏方等，一有这方
面的内容，我就念给她听。她也常对别人
说一些偏方，别人用这些偏方治好了病，感
谢她，她就说：“甭谢我，要谢你就谢《洛阳
晚报》吧，我也是从那上面听来的。”

妻子关注的是晚报上理财、家教、饮
食、健康等方面的内容。在理财上，她对
基金、股票都小有研究，也小有收获。在
饮食上，她花最少的钱，让我们吃得既丰
盛又健康。在对女儿的教育上，她多表
扬，勤鼓励，女儿很听她的话。妻子把家
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常夸她能干，她笑着
说：“那是晚报上介绍的方法好！”

我平时看得最多的是《百姓写手》和
《三彩风》栏目，上面的文章有的让我忍俊
不禁，有的让我若有所思。看得多了，我
也试着写了几篇投了过去，没想到，有的
还真发表了。看着印有自己名字的报纸，
我别提有多自豪了！

女儿受我们影响，也养成了看报的习
惯。她最爱看《教育周刊》，特别是《作文
秀》栏目。2010年暑假，我们去上海世博
园参观，回来后，我鼓励她写了《畅游世
博园》的作文，竟然在晚报上发表了，这
是女儿发表的第一篇作文。从此，她看
报、写作文的热情更高了，参加学校的
作文比赛，总能拿个奖回来。

张才娃老师今年70多岁，是
嵩县九店乡陶庄村的民办代课老
师，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
度过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读小
学，当时近50岁的他除了教自然、
地理等科目，也兼任图书管理员
和敲钟人，还负责为学校看大门。

张老师瘦瘦的、高高的，面容
清癯，脸上挂着笑容。他讲课很
有趣，深入浅出，把一些深奥的知
识讲得易懂。当时农村生活很艰
苦，他经常鼓励我们树立志向，长
大了做文化人。我因为成绩优
异，受到张老师的优待，经常能借
阅一些好书。

那时学校有早、晚自习，无论
寒冬酷暑，他都按时开关大门。他
为学校敲钟，风雨无阻，从不间
断。村里人说，张老师酷爱教学工
作，对学校情有独钟。当时代课老
师工资极少，几乎不能养家，他妻
子多次劝他弃教谋生，但他执意不

肯，后来他妻子弃他而去，只留下
年幼的女儿跟他相依为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代
课老师都转正了，张老师因学历问
题一直不能转正，但他在村小学一
直代课到60多岁。现在，张老师
虽然不能上课，但他仍义务为学校
看大门，他说，他跟学校感情特别
深厚，希望留下来继续服务。

村里人感念他这么多年的付
出，当地的教育部门也一直关注
张老师的情况，在多方的共同努
力下，前年上级政府决定由乡里
出资每月给张老师生活补贴，以
帮他安度晚年。看来，好人终得
好报啊！

家有儿女

感动
□王军霞

儿子10岁了，依然是一副
没心没肺的样子，早上起床要
我叫，写作业让我催，自己的房
间要我收拾，就连换个衣服也
得我给他找，“妈，我的裤子在
哪儿？鞋在哪儿？”唉，没办法，
谁让我是他妈呢。有些事儿他
懒得做，我也懒得说，只要他好
好学习就行了。

星期天下午 3点，我像往
常一样送儿子到车站乘车去
学校。

那天风很大，我骑着电动
车带儿子走在路上，一阵沙尘
向我们袭来，我骑车水平一般，
不敢松开手去挡，结果迷了眼
睛。我眨了好几下眼，又晃了
晃头，才看清前面的路。

风还在刮，又一阵沙尘袭
来，我心里一惊，心想眼睛又该
倒霉了。这时，有一只手伸了
过来，挡在了我眼睛的侧面，风
沙被挡住了，我的眼睛逃过了
一劫。

是儿子的手，那一刻，我的
心底忽然有了一丝触动：我的
儿子长大了。

□马娜

乡村代课教师

鹏云杯“我和晚报的故事”
有奖征文赛

这段时间，因九都路修
路，路过我家的公交车改线到
离我家三站远的行署路上。
每天，我必须提前15分钟去赶
公交车。

公交车刚开始改线的时
候，我心里确实发怵，每天要走
那么远的路，还有可能堵车。
于是，每天早上我都是一路小
跑，还不时地掏出手机看时间，
风风火火赶到单位的时候，离
上班时间还早呢。

而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
“赶车培训”，我掌握了公交
车的班次和到站时间，每天早
上都能淡定地吃饭、出门、赶
车，还能按时赶到单位上班。
下班的时候，因为没有了上班
时的匆忙，每天我都会顺路到
超市买点东西，兜里的钞票都
贡献给了超市，今天糖果打
折，明天棉拖鞋特价，每天都
能买点东西回家。

也许，下班逛超市采购，就
是我想要的慢节奏的生活。在
悠闲中，我竟然把匆忙生活中
遗失的美捡拾了起来。

不知不觉中，九都路的主
干道就要修好了，也许我坐的
这趟公交车马上就要恢复原来
的路线了，我也要恢复原来的
生活了。

市井写真

修路的日子
□赵利利

你说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