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Q群：47148867

03C2013年12月12日 星期四 编辑／刘淑芬 校对／陈治国 组版／晓荷

百姓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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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周娃（李灵周）讲述
孙梅珍 整理

割舍不了的情分

我爱我家

鹏云集团
地址：汉宫西路与310国道

交会处51号7号楼
电话：0379—60663109

协
办

鹏云杯“我和晚报的故事”
有奖征文赛

家有儿女

你想抱美人吗
□郑春燕

不“煎炸”良心
□诚人

市井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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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的热情
□张新乐

“洛阳好人”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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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里的爱
□赵静玉

我对《洛阳晚报》情有独
钟。订报12年来，我为晚报提
供各类新闻线索300余次。我
的一些经历也多次被晚报记者
写进稿子里，仅今年我就登报
13次，在《洛阳晚报》20年庆之

“世茂国际影城”杯寻找晚报十
佳热心读者活动中，我有幸被
选中。

我常怀感恩之心，亲情、爱
情、友情、师生情，情景交融。15
岁时的饥荒年代，老师送我一个
馒头的恩情让我铭记了53年，
今年9月10日至12日晚报的三
期跟踪帮办和报道，让我半世纪
苦寻恩师的梦想成现实。我曾
是一名军人，军旅生涯难以忘
怀，一张发黄的照片、一个锈迹
斑斑的搪瓷茶缸，都能勾起我对
那段岁月的回忆。因感念在新
疆军营时和战友们结下的珍贵
友情，去年9月，我踏上赴疆之
路重温战友情。今年年初，洛阳
老战友参军45周年纪念日就要
到了，2月18日晚报记者又伸援
手，以《老战友，你们现在可好？
新疆军区原8022部队的李周娃
喊你们来聚会》为题，热心帮我
刊登联络电话，助我们达成纪念
日聚会的心愿。

每当看到有关灾区和捐助
的报道，我都会主动捐款，位卑
未敢忘忧国。从寒门学子到
白血病人，从抗洪救灾、非典
到汶川地震，我不仅捐钱，还
把 收 藏 的 部 分 字 画 捐 了 出
去。即使下岗后靠卖馒头谋
生，我仍没有停止过捐款，目
前已累计捐款数万元。一次，
我在阅读晚报时，看到白血
病、尿毒症患者不惜一掷千
金，仍找不到骨髓和肾源过早
离世的报道，触动很大。在征
得家人的同意后，我决定身故后
捐赠遗体器官，如今申请已经获
批，能让生命在别人身上延续，
是我今生最大的快乐。

晚报为我人生带来的影响
和收获太多，我和晚报的情谊会
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

周日，我和妻子应邀到朋友
家做客，朋友一开门，一条狗站在
朋友身边，一双灰色的眼睛直直
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怵，妻
子则躲在我的身后，紧紧地拽着
我的衣角。朋友笑了笑，招招手：

“进来吧，它不咬人。”
进屋坐定，我们边吃边聊。

见我时不时地盯着狗看，朋友把
话题转到了狗身上，说狗叫“美
女”，实际上是一条公狗，极其温
顺。朋友让“美女”到别的屋玩
儿，“美女”起身，却站在那间屋的
屋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与
朋友神侃。

看天色已晚，我和妻子起身
告辞，朋友意犹未尽，极力挽留，

我们执意要走，朋友只好悻悻地
送我们到门口。谁知刚出门，我
就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抱住了双
腿，寸步难行。我低头一看，汗毛
直竖，原来是那条狗！看我如此
紧张，朋友不仅不帮忙，反而在一
旁笑得前仰后合：“‘美女’喜欢上
帅哥了，它不想让你走啊！”笑完，
朋友走到“美女”跟前，轻轻地拍
拍它的头：“松手吧‘美女’，朋友
还会来看你的。”“美女”似乎听懂
了主人的话，果然放开了我，我和
妻子逃也似的离开。

走出十几米远，我心有余悸
地扭头看看，生怕“美女”再追上
来，我发现“美女”仍然站在那里
痴痴地目送着我们，还叫了几声，
仿佛在说：你可一定要来呀！

初冬的夜晚，我们一家三口沿洛河
边散步。

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河边垂柳倒
映在水面，看着这美景，我只叹自己语言
贫乏，脱口说出古人的诗句“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

女儿当即也作了一首打油诗：“月亮
真亮，妈妈漂亮，晓羽真棒……”

老公不甘示弱，说：“我也作一首吧，
葡萄美酒夜光杯，洛浦散步美人陪……”

我们大笑，晓羽更是笑得直不起腰
来：“爸爸，你看你的待遇真高，两个美人
月下作陪。”

一家三口笑着沿洛浦公园向西走，
老公说要走到立交桥下再返回。走了一
会儿，女儿嫌累，不想走了，哄了一阵，继
续前行。我和老公正在前面边走边说，
女儿在后边叫道：“爸爸，你想抱一下美
人吗？”

我们一愣，旋即大笑起来。老公说：
“我还以为你给老爸设了什么套呢！”边
说边把女儿扛在肩上。我说：“贾晓羽的
鬼点子真不少，我准备将今天的事儿写
进博客，回头看看，品味一下幸福生活。”
女儿大叫：“妈妈，可不能写，那就显得我
太自恋了。”

表弟在县城开了一家饭馆，表弟说：
“生意做遍，不如卖饭。”

表弟的饭馆装修得很普通。表弟
说：“我是卖饭的而不是卖房的。”令我讶
异的是，正值饭点，食客寥寥无几。表弟
沮丧地说，有些食客抱怨他的饭菜价格
偏贵，拿大盘鸡为例：他家的一盘是25
元，别家的是18元。他给我算了算成
本：他用的是活鸡（22元一公斤），别家
用的是白条鸡（14元一公斤）或死鸡
（6元一公斤）；他用的食用油是超市的
桶装油，每公斤12元以上，别家用的是
散装油。

这样一比较，我觉得表弟的饭馆开
不长久，现在的人谁愿意多掏7元钱吃
一盘相同分量的鸡？于是，我提示他：

“要么改行，要么做奸商。”
表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晚上辗

转反侧，天明了拿定主意——决不能煎
炸良心！”

两个月后，表弟的饭馆大有蓬勃之
势。我问他是否落实了我授予的“奸商”
秘诀。

表弟爽朗地大笑：“那些卖给我鸡、
油和面的人常来光顾，还带动了其他人，
因为他们知道我做的饭菜真材实料。”

说来也怪，我的胃病不知怎么
和米饭扯上了关系。每次吃米饭
不一定胃疼，但每次胃疼都是因为
吃了米饭。偏偏儿子喜欢吃米饭，
于是家里形成了这样的规矩：只有
星期天儿子在家时才做米饭。

每次吃米饭，家里人都会担心
我，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母亲每
次做米饭时都会尽量做得软一些，
说好消化。吃完饭母亲总会冲一
碗热腾腾的红糖水给我喝，说：“米
饭是凉性的，喝碗红糖水暖暖胃。”
看我喝完红糖水，她还不放心地拿
来健胃消食片让我吃两片。等我
下班后，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下
午你的胃舒服吗？”

吃米饭时，老公总会在一边不

停地唠叨：“少吃点儿啊，吃半碗就
行了……”记得有一次，米饭做得
硬了一些，老公毫不犹豫地端走了
我的碗，过了一会儿从厨房里端出
一碗鸡蛋面来。

每次吃米饭，6岁的儿子就会
问我：“妈妈，你肚子疼不疼？”有一
次，星期天的中午，儿子开心地说：

“终于可以吃米饭了，我好长时间
没吃米饭了。”我对儿子说：“妈妈
感觉肚子不太舒服，怕吃了米饭肚
子疼，我们今天做面条吃吧。”儿子
爽快地答应了，还说：“妈妈，我刚
才是骗你的，星期五我在幼儿园刚
吃过米饭。”

不同的表达方式，传递的是同
一种感情，那就是浓浓的亲情！


